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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1. 成果的基本情况

老人的居住安排变动作为影响老人健康状况的外在因素亟待引起重视。西安科技大学团队自 2001
年即着手展开老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及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目前此研究已经从系统工程、管理学、

统计学、社会学及公共安全交叉学科视角为延缓老人的认知功能衰退及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该成果于 2018年 8月 31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中国人口学会鉴定获第七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

奖论文二等奖。

2. 主要技术指标

（1）隔代居住和仅与配偶居住能够减缓老人认知功能水平衰退速度，而两代、三代居住与独居会

加速老人认知功能水平衰退速度。两代、三代居住的老人比例不断下降，隔代居住与仅与配偶居住的比

例不断增加。但是随着老人的增龄，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所占比例可能性会更大，而仅与配偶居住对老

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存在选择性。

（2）老人认知功能的发展与年龄相关，但不随增龄呈线性变化。其中，上过学延缓老人认知功能

水平的衰退。老人进入高龄阶段后其认知功能衰退才有明显的下降，高龄阶段前上过学对老人认知功能

有显著的保护作用，不受居住安排的影响。居住在两代、三代家庭中的老人，上过学对老人认知功能的

保护作用大于独居、隔代居住以及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

3. 应用范围

该成果应用于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公共安全管理等领域。

4. 市场需求及经济效益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为改善居住安排视角下中国农村老人认知功能衰退预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为加强老人福祉，提出了一些相关对策建议。

（1）完善农村社区照顾。随增龄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所占比例增加，且仅与配偶居住对老人认知

功能的影响存在选择性，应当给予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更多的关照，完善农村社区照顾，以便分担老人

照料以及精神的负担。

（2）丰富农村社区文化生活。在高龄阶段之前上过学对老人认知功能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因此应

丰富农村社区文化生活，为老人提供多种形态的学习方式。

（3）强化健康老龄化宣传的内容与形式。在农村社区定期举办讲座或通过报纸、广播等形式进行

传播与扩散，使老人认识到适当的照料或劳作有益于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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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徽省农村老人生活福利状况问卷调研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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