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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为有效回应云南老龄社会“未

富先老”的困局，文章首先梳理了云南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存在对心理健

康保健认知度不高和主客观心理健康需求偏差等问题；其次，对云南老年人心

理健康服务的现状问题进行剖析；最后，从顶层设计、多维度主体及社区共同

体视角，提出优化云南老年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的路径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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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64 亿，占全国总人

口的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91 亿［1］，占全国总人口的 13.50%。相关

专家预测，在“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人，意味着我国将从轻

度老龄化阶段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这和世界大部分国家老龄化趋势经历一致。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2］中提出，

到 2025 年，老年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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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老年健康保障制度更加健全，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社会环境

更加友善，老年人健康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健康预

期寿命不断延长。可见，国家顶层设计彰显出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和要求。然而，

老年人个体能力下降，特殊生命事件时有发生，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老年心

理健康者不足 1/3［3］，关爱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刻不容缓。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

国家将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行为列入 2030 健康中国行动计划［4］，2019 年，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了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爱项目［5］，专门为老年人提

供心理健康宣传、心理健康普查、心理咨询疏导等一系列活动。

据云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省 60 周岁以上

老年人口达 610 万人，占云南总人口的 12.6%，其中，昆明市 60 周岁以上的户

籍老年人达 112.9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19.37%。云南省呈现出增速快、基数大、

高龄化、空巢化等特点［6］，老龄化进程加快，即将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局。

本文从积极健康老龄化的视角，提出发挥社区在老年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中的作

用，优化云南省老年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路径和相关建议对策，对于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的社区心理服务体系水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  云南老年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特点和问题

云南由于受经济水平和社会环境影响，人们对心理健康保健的认知度不

高，对老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存在一些社会偏见和歧视。在空巢老人集中的地

区，老年人特别容易产生孤独感，并引发抑郁、焦虑等一系列情绪问题。主

要表现为：（1）随着生理的衰老，老年人的感知能力逐渐退化甚至失常，认

知能力、语言能力等开始衰退，记忆力不断下降，想象创造能力逐渐流失； 

（2）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降低，老年个体的自我认知发生偏差，出现不同程度

的自卑心理；（3）退休综合征困扰。老年人的性格特征可能会在退休前后发

生较大改变，情绪波动较大，容易出现抑郁、失眠等负面体验，缺乏幸福感； 

（4）老年人渐渐失去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尝试，喜欢回忆陈年往事，开始变

得固守己见，且表现出对躯体疾病的敏感和死亡的恐惧。心理疾病在我国老年

人中已经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低龄老人和中老年人面临罹患抑郁症、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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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症等精神疾病风险逐年增多。据中研普华《2020—2025 年中国老年健康服

务行业市场全景调研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中国老年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22.11%，老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22.6%，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率和农村老年人心

理健康率分别为 30.3% 和 26.8%，农村老年人口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口。

老年人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新形势下，

老年人群的健康公平需求、照护需求、精神服务需求、智慧养老需求［7］等正在

发生新的变化。这些需求涵盖了老年健康需求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因而关

爱老年人不仅要对其进行外在物质赡养，还应注重精神心理的赡养。云南老年

人对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主客观体验不一致，他们普遍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服务

客观需求，但因认知观念影响对心理健康服务的主观需求存在排斥和盲区。部

分老年人因心理问题或心理诱因而诉诸躯体化疾病，进而演变为慢性疾病。

2  云南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现状

2.1  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处于摸索阶段

云南老年人的患病率达 59.8%，是 18 ～ 59 岁人群的 3.36 倍。89.61% 的云南

老年人死于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8］，已占老年人口的近

20%。面对老年人不容乐观的健康现状，云南省把推进老年健康促进行动作为实

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建设健康云南的重中之重，扎实开展老年健康促进

行动，为老年人创造安享晚年的生活条件。2020 年制定出台云南省《关于建立完

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9］，推动构建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

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提升满足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的供给能力。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为老年人特别

是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纾解、悲伤抚慰等心理关怀服务。《意

见》中尽管已经开始正视老年人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然而因缺乏与之配套的政策、

法规、制度、体系，暂无明确而具体的指导方案，政府投入的资金更多侧重于公

共养老服务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使得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资金、人员配

套匮乏，云南老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整体处于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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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水平亟待提升

健全和加快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从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即社区）

开展。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从服务保障看，云南无论推行“9064”还是“9073”

的养老服务格局，都面临 90% 的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社区不仅要为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提供配套的服务设施，还要提供生活便利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然而，目

前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在数量、内容、规模与服务水平上的供给上还远远不能满足

庞大的老年群体的照护需求。从服务内容看，针对老年人心理干预的工作主要来

自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医学领域主要关注身患某种疾病（躯体疾病或精神疾病）

的老年群体。心理学则侧重对患有情绪障碍或心理疾病的老年群体进行干预。而

就面向广大社区普通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服务内容简单，形式单一，覆盖面窄。仅

有个别社区可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服务，缺乏系统且专业的涵盖心理评估、咨询、

疏导、危机预警等系列的心理健康服务。从服务专业化水平看，老年心理健康服

务针对性和专业化水平较低，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人才极度缺乏。目前社区老年服

务人员综合素质良莠不齐，缺乏老年心理健康相关知识背景和针对性培训，通过

社区资源开展的老年心理健康服务相对匮乏。

3  优化云南老年心理健康服务的路径及对策

3.1  涵盖老年个体心理咨询与社会心态培育的心理健康服务

顶层设计

近年来，对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视已上升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

略层面。依据中央文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包括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服务层面

和关注群体的社会心态培育层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受其身体健康、家庭关系、

经济条件、陪伴状况、知识水平、社会参与程度、对退休生活的适应能力等多

种经济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10］。加强和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构建涵盖老

年个体心理咨询与社会心态培育的老年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保障体系，须多措并

举、综合施策。

适应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战略，要高度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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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力推进老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健康云南建设的重要内容，调动全

社会参与力量，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推动老年友好型社会

的建设和发展，加大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明确政策

落实落地责任部门，出台针对老年心理健康服务的政策规定，逐步建立覆盖城

乡的老年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提升基层社会心理咨询服务供给能力。

加强云南老年人心理关爱服务供给，落实老年人心理关爱服务。2020 年，云

南省从涉老部门、领域、老年协会、学会遴选骨干成立了云南省老年健康促进行

动工作组，但由于配套政策、法规等制度供给相对不完善，工作组具体工作内容

不明晰，需要进一步明确工作内容，确定专项行动方案及专项行动年度工作重点，

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个人，部署到基层。从高校、医疗卫生机构遴选专家，成立老

年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明确职责和工作内容，组织开展调查研究、

分析论证，为老年健康促进行动督导、监测、考核等有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专

业咨询；宣讲老年健康促进行动的有关政策措施，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制定老年

健康服务相关制度、标准和规范。值得说明的是，云南省老年人心理关爱服务体

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考查，建立与

之对应的法制支持、政策指引、理念法制与监管变革等机制。

3.2  个体、家庭、社会多维度探索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

依据生态学观点［11］，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环境、人际

环境、个人环境和当下情境。因而，构建老年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既要关

注个体层面，也要关注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多维度作用。

从个人层面，改变老年人心理健康观念，提升老年心理健康认知度。焦虑、

孤独、抑郁偏执等消极情绪会导致身体器官的停滞与退化，而保持乐观愉快的

情绪和积极有为的健康心态，能影响腺体分泌，促进身体健康的力量，从而促

使身体各项机能处于平衡稳定相互协调的状态［12］。老年人在认识上关注自身心

理健康，树立起心理健康的新观念，可有意识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宣传、

老年社区心理文化建设等渠道，主动获取老年心理保健技巧和心理健康知识，

学会身心愉悦地生活，成为个人心理健康的主要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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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层面，持续肯定老年人的个体价值，让老年人自己掌握生活的控制权。

随着家庭关系与身体状况的改变，老年人在家庭中容易出现失落、自弃等认知

障碍和负面情感体验，让老年人感受到自我价值及一定的自我效能感非常必要。

老年人积极“参与”家庭建设，能够基于自己的基本权利、需求、能力和兴趣，

凭借经年沉淀的知识、经验，继续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继续

参与家庭活动，从而实现老年人的自我价值。

从社会层面，引导合理观念，形成养老、敬老、孝老的良好社会风气和积

极的社会支持环境。在老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考量

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增强老年心理健康关爱的社会性、情感性及人文性。

面向积极老龄化，对低龄老年给予就业、教育、劳动力等社会政策的支持，让

他们在“参与”中满足终身学习和发展的自我价值需要，在全社会将生理型老

年人意象转向情感型和社会型老年人意象，从而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

3.3  推进共同体意识的社区老年心理健康关爱服务

社区是当前老年人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是开展老年心理

健康关爱服务的有效途径。一方面，社区（主要是农村社区）内蕴了传统的血

缘和地缘关系，具有亲属互助、邻里交往等相互连带的原初共同体意涵；另一

方面，社区（主要是城镇社区）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特征，能够吸

纳和整合更广阔的社会力量以实现共同的目标［13］。随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影

响，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了巨大改变，从传统的家庭、亲友支持向家庭、

邻里、社区、国家等多元化支持转变，因而，构建新时代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爱

服务体系需要根植于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情的“共同体”意识理论框架中。

推动社区秉持敬老孝亲的精神共识，需要建立起一种能将老年个体、家庭

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邻里、互助小组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照护

主体资源有效衔接的协同模式［13］。社区作为实现对老年人全方位、全周期的照

护目标的桥梁和纽带，应密切关注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态状况与发展趋势，

鼓励吸纳具有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工作者，为社区老年人

提供定期的、有效的心理咨询等关爱服务。建立社区综合性心理健康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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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社会各类资源，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可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制度，

规范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市场，采取专题讲座、专家咨询、网络答疑、热线电话、

家访服务、主体活动和专业人员上门服务等多样化的服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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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Yunnan

Li Tianwe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ese society will enter the 

moderate aging stag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dilemma of “being 

rich” in the aging society in Yunnan, the paper first sorts out the problems 

of mental health care in Yunnan,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in Yunna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p-level 

design,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s and community community, the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ptimizing the mental health car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in 

Yunna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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