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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口研究数据来源概述

林宝 郑真真

中国 目前正处于人 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
,

老年人 口规模不断扩大
。

根据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公

报
,

大陆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 口中
,

普查时 岁及以上人 口为 人
,

占

 
,

其中 岁及以上人 口为 人
,

占
。

同 年第五次全 国人 口普查相 比
,

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上升 个百分点
,

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上升 个百分点
。

随着人 口老龄化

程度的提高和老年人 口数量的增长
,

加强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 口相关问题的研究
、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和可行性十分重要
,

而数据是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的基础
。

概括起来
,

目前中国老年人 口相关研究的数

据主要来源有两类 一是全国人 口普查和 国家统计局开展的 人 口抽样调查及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

查 二是相关机构开展的老年人 口专项调查
。

本文将对中国老年人 口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进行简要概

述
,

为 了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些数据
,

同时还介绍了应用相关数据的部分研究成果
。

一
、

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人 口普查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搜集人 口资料的一种最基本的科学方法
,

是提供全国基本人

口数据的主要来源
。

由于年龄是人 口的基本特征
,

因此人 口普查均会统计人 口的年龄信息
。

有了年龄

信息
,

就可 以对人口进行年龄分组
,

因此从普查数据均可获得老年人 口状况的相关信息
。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共进行 了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
,

分别在  年
、

年
、

年
、

年
、

年和 年
。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

对人 口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
,

普查内容也越来越多
,

为老年人 口研究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信息
。

年第一次人 口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月 日零时
,

这一

标准时点一直延续到 年第四次人 口普查
。

普查内容包括本户地址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民族
、

与户主

关系等 项
。

年开展的第二次人 口普查
,

在调查内容上有所增加
,

除保留第一次普查的 项外
,

又

增加了本人成分
、

文化程度
、

职业等 项
。

年的第三次人 口普查
,

调查内容进一步增加到 项
,

增

加了常住人 口的户 口登记状况
,

在业人 口的行业
、

职业和不在业人 口状况
,

婚姻状况 以及生育子女总

数
、

存活子女总数和生育胎次等
。

年的第四次人 口普查在 年普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年前常

住地状况和迁来本地原因两项
,

达到 项
。

年的第五次人 口普查分按户填报项 目和按人填报项

目
,

调查内容进一步增加到 项
,

并第一次采取了长短表技术
,

将普查标准时间改为 月 日零时
,

并沿用至 年第六次人 口普查
,

同时改变了常住人 口 的标准
。

年的第六次人 口普查依然采用长

短表技术
,

普查表短表共有 个项 目
,

按户填报的有 项
,

按人填报的有 项 普查表长表共有 个

项 目
,

按户填报的有 项
,

按人填报的有 项
。

同时
,

首次将外籍人员纳人普查对象
。

历次普查数据表明
,

中国老年人 口数量和占全国人 口的比例 自第二次人 口普查后一直保持升势
。

 年第一次人 口普查时
,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为 万
,

占全国中人 口的 年第二次

人 口普查时老年人 口降至 万
,

占全国人 口的 比例也下降到
,

年的第三次人 口普查

时老年人 口达到了 万
,

比例为  ! 年的第四次人 口普查时老年人 口达到 了 万
,

比例为
,

 年的第五次人 口普查时老年人 口达到了  万
,

比例为  年第六次

人 口普查时老年人 口进一步上升到  ! 万
,

比例也上升到 名 见表
。

国务 院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

什 么是人 口普查
,

摘 自第六次人 口普查官方网站 刀

·

可  
·



表 中国历次普查的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数 和比例
·

几立争吧
决荞 一 几 认

单位

比例

数量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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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 鉴 叶
,

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六次

全 国人 口 普查数据公报
。

中国人 口普查的间隔已

经固定在每 年一次
。

为了

进一步了解人 口的变动情况
,

为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相关计划和规划服务
,

需要在

未开展人 口 普查的年份进行

人 口变动情况调查
。

中国现在

中国人口年鉴

已经形成了在两次普查之间开展一次 人 口抽样调查和每年开展一次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制

度
。

这些调查也为老年人 口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数据
。

中国至今已经开展了三次 人 口抽样调查
,

分别是 年
、

年和  年
。

年 人 口

抽样调查采取分层
、

三阶段
、

整群抽样的方法
,

在大陆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中抽选了 个县
、

市

市辖区
,

共调查登记了 人 含现役军人
,

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 月 日 时
。

这次调查在

的把握程度下
,

半年出生率的抽样误差范围为土
输

,

死亡率的抽样误差范围为劝 〕的肠
。

年

人 口抽样调查采取分层
、

多阶段
、

整群抽样的方法
,

在全国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未含台湾省和

港澳地区
,

下同 共抽取了 个县级行政单位
、

个调查小区
,

共调查登记了 人 含

现役军人
,

占全国人 口总数的
。

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 年 月 日 时
。

这次调查的抽

样 误差为 在 的把握程度下
,

人 口 出生率 的抽样误差 为 输
,

人 口 死亡率 的抽样 误差为

输
。

 年 人 口抽样调查采取分层
、

多阶段
、

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
,

以调查小区为最终样

本单位
,

调查了 万人
,

占全国总人 口 的
。

这次调查没有像前两次调查一样公布调查的出生

率和死亡率抽样误差
,

但公布了经事后质量抽查得到的总人 口净漏登率为
。

中国的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始于 年
。

年 月 日国务院人 口普查领导小组
、

国家统计

局
、

公安部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工作的通知
,

决定进行人 口

变动抽样调查
。

同年 月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国务院第三次人

口普查领导小组《关于认真做好 年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工作的意见》
,

要求各省
、

市
、

自治区人

民政府
,

协调统计
、

公安
、

计划生育部门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决定调查今后每年进行一次
,

形成一项调查

制度
。

自此以后
,

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成为国家统计局收集人 口数据的重要手段
,

也是国家统计局发

布年度人 口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的重要依据
。

人 口普查数据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是研究人 口老龄化和老年人 口问题的重要数据基础
,

特别是历

次人 口普查数据和 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更是为学者们所常用
。

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对老年人 口 的基本

情况进行描述
,

也可以对老年人 口规模和 比例变动进行纵向分析
,

还可以开展人 口 预测
,

对未来的人 口

老龄化形势和老年人 口状况进行展望
。

如曲海波 利用 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老年人

口性别年龄构成
、

期望寿命
、

文化程度
、

婚姻状况等
。

王树新  用 年人 口普查和 年 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老年人 口的就业状况
。

战捷等 利用 则 年人 口普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老

年人口 的婚姻状况
、

经济活动状况
、

户主率
、

居住方式等
。

杜鹏 以 年和 侧以】年普查数据为

基础分析了两次普查间老年人 口的更替情况
。

邹沧萍
、

杜鹏等 拓 利用 年人 口普查数据分析了

中国老年人 口的存活率与平均余寿
、

在业状况
、

主要生活来源
、

婚姻
、

家庭与户居状况
、

受教育水平
、

流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年全国 人 口抽样调查主要数字的公报
。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

站    睡   
参见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年全国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

。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

站 尹  蒯 勺  
参见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 年全国 人 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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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编号

几次主要的全国性老年人口调查

名称 实施单位

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

人口抽样调查

中国九大城市老年

人状况抽样调查

中国老年人供养体

系调查

中国城乡老年人 口

状况抽样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

时间

19 87

地点 样本量(人) 抽样方法

28 省市区 36 755

天津社学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

中国老年问题全国委员会/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
、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

19 88 北京
、

天津
、

哈尔滨

等9 市

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浙

江等 12 个省市

全国 20 个省
、

自治

区
、

直辖市

20 0 83

分层
、

多阶段
、

整群随

机抽样

多段分层定比随机抽

样

分层整群抽样

20 255

19 947

PPS 抽样

55 中国老年人 口健康 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

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研究中心

全国 22 个省
、

市
、

自

治区

8 959

11 16 1

20 535

18 579

16 566

多阶段不等 比例随机

抽样

1992姗2006201019982000200220052008

迁状况
、

住房状况等
,

并对至 2050 年的人 口老龄化形势进行了多方案预测
。

二
、

中国老年人口专项调查数据

中国老年医学的调查从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开始
,

但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老年人 口问题 (开展老

年人 口调查 )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

迄今为止
,

各类老年人相关调查 已达数百次
。

这些调查规模大

小不一
、

侧重点各不相同
,

既有全国性的调查
,

也有区域性的调查
。

下表列出了学者使用较多
、

公开研究

成果较多的几次全国性的老年人 口调查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究所组织开展的
“

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抽样调查
”

是 国家
“

七五
”

社科重

点项 目
“

中国老年人 口调查和社会保障改革研究
”

的一部分
。

该调查覆盖了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大陆

28 个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
,

采用分层
、

多阶段
、

随机抽样的方法
,

共调查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 36 7 55 人
,

其中市镇 17 81 9 人
,

农村 18 936 人
。

调查的标准时点为 1987 年 6 月 30 日 24 时
,

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城

乡抽样调查队具体实施
,

在 7 月 1 日一巧 日完成¹
。

在该调查开展的同时
,

参与合作研究的 20 多个省份

也采用全国统一问卷利用抽样调查
、

典型调查等方法对本地区的老年人 口情况进行了调查
,

与全国样

本合计调查近 ro 万人º
。

该调查数据为老年人 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基于调查结果出版了((中国

19 87 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
、

《中国老年人 口》(人 口卷
、

经济卷
、

社会卷 )
,

并在学术期刊

上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
。

如田雪原(19 88) 利用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 口性别年龄结构
、

文化程度
、

婚姻
、

生育
、

家庭
、

经济状况和供养状况
、

就业状况
、

医疗
、

健康和活动状况等
。

沙吉才 (19 89) 利用该数据分析

了中国城市老年人 口的文化构成特点及其与经济收人
、

经济来源
、

劳动就业等之间的关系
。

熊郁 (199 0)

利用该数据分析了中国老年人 口家庭的主要特征
。

王梅 (19 92) 利用该数据结合 1987 年全国 1% 人 口抽

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有 自理能力的预期寿命
。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19 92 年组织开展的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是联合国人 口基金资助的调查项

目
。

该调查在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浙江
、

江苏
、

湖北
、

四川
、

贵州
、

陕西
、

黑龙江
、

广西和山西等 12 省 (市 )共

选择了 95 个调查点
,

其中城市 48 个
,

农村 47 个
;调查对象为 60 岁及 以上老人

,

共调查 20 0 83 人
,

其中

城市 9 8 89 人
,

农村 10 194 人
。

调查采用分层
、

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
,

主要调查了老年人的基本特征
、

经

济状况
、

居住安排和生活照料
、

心理感受等内容
,

调查结果出版了《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汇

¹ 田雪原
:
中国老年人口 宏观一1987 年全国 60 岁 以上老年人 口抽样调查分析

,

中国人 口科学
,

1 9 8 8 年第 5 期
。

º 杨子慧
,

中 国老年人 口 调查数据论证会述要
,

人 口与经济
,

1 9 8 8 年第 4 期
。

2 5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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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该数据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多个方面 :经济状况及养老负担 (王梅
、

夏传玲
,

1卯4;贾国平
、

陶

鹰
,

1 9 9 5; 李建 民
,

1
99

8 )
; 代际关系(于学军

,

1
99

5
; 郭志刚

、

陈功
,

1
99

8
; 陈功

、

郭志刚
,

1卯8);生活质量

(潘光祖等
,

1
99 5; 王树新

,

1
99

6 )
; 就业 (姚引妹

,

1
99

5 )
; 健康和 自理状况 (于学军

,

1 9
99

; 姜晶梅
,

19 99 )
;

心理状况 (王瑞梓
、

张丽珍
,

1
99

6 ) 等
。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分别于 2(X X) 年
、

2 (X 拓 年和 201 0 年开展了三次
“

中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抽

样调查
” 。

2 《X X )年开展的
“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
”

是第一次由国家拨专款并以政府名

义进行的全国性老年人口状况调查
。

该调查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中国老龄协会委托其所属

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具体实施
。

该调查涉及全国 20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 1印个市(县)
、

麟0 个

街道(乡)
、

2
0C 旧个居委会(村)

。

调查时点为 2(X 刃 年 12 月 1 日
,

调查对象是抽样范围内城乡 60 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
。

调查问卷分城市问卷
、

农村问卷和城乡社区问卷
。

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老年人口 的基本生活状

况
、

经济供养
、

医疗保健
、

社区服务
、

精神文化生活
、

社会活动
、

老龄基层组织和工作等情况
。

调查采用分

层配额系统随机抽样方法
,

共获得有效个人问卷 20 225 份
,

其中城市 ro 171 份
,

农村 10 084 份
。

调查

后出版了《中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户
,

该书不仅给出了调查数据分析结果
,

还

发表了九个专题分析»
。

2 (X 拓 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追踪调查
,

调查 19 94 7 人
,

其中城市

10 01 6 人
,

农村 9 931 人
。

调查的标准时点为 2(X 拓年 6 月 1 日 0 时
。

该调查完成后出版了《2以拓 年中国

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户
。

20 10 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又开展了第二次追踪调查
,

调

查时点为 201 0 年 12 月 1 日
。

目前 20 ro 年的调查结果尚未正式公布
。

基于前两次调查数据的多部著作

被纳入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组织编写的
“

老龄科研丛书
” ,

如《中国农村老龄政策研究》
、

《中国女性老年人

口状况研究》
、

《中国城乡老年人社会活动和精神心理状况研究》
、

《中国农村老年人 口福利状况研究》
、

《老年人健康自评和生活 自理能力》像等
。

此外
,

在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一批基于该数据的研究成果
:
如

关于老年贫困 (徐勤
、

魏彦彦
,

2
00

5
; 乔晓春等

,

么犯5 ;王德文
、

张恺梯
,

2 叨5
;乔晓春等

,

2 以拓);活动参与

(王莉莉
,

20
1 1

)
; 精神文化生活 (伍小兰

,

2 (X 刃 )
;收人状况 (韦璞

,

2 0( 拓 ;伍小兰
,

2 (X 犯) ;养老意愿 (褚提

靖
、

孙鹃娟
,

20
1 0)

; 就业意愿 (钱鑫
、

姜向群
,

2 0( 拓); 健康状况与卫生服务 (郭平等
,

2
(X)

5
; 伍小兰等

,

20
1 0

)
; 居住安排 (曲嘉瑶

、

孙陆军
,

2 01
1

)
;生活照料 (伍小兰

,

2 (X 为)
。

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
“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 ,

先后得到

了美国老龄研究院
、

北京大学
、

国家社科基金
、

联合国人口基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香港研究资助局
、

德国马普研究院人 口研究所等方面的资助
,

目前已经完成了 199 8
、

2 (X 刃
、

双刃2
、

2 仪乃 和 200 8 年五次跟

踪调查
。

该调查被盖了全国 22 个省(市
、

自治区)
,

从中随机选取了其中大约 50 % 的县
、

县级市与区
。

在

随机选中的调研地区
,

对所有的存活百岁老人在自愿前提下进行人户访问
,

并就近入户访问事先按该

百岁老人编号随机给定年龄与性别的 80~ 89岁及 90~ 99 岁老人各一名
。

从 2(X) 2 年起
,

已将调研的年龄

范围扩大到 65 岁及以上所有年龄
,

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以及台湾中研院社会

学与经济学研究所合作
,

于 2(X) 2 年在 8个省市增加了 4 47 8 位老人的 35
~
65 岁成年子女子样本

,

2 0 0 5

年和 200 8 年又进行了跟踪调查
。

2 0 0 8 年的第五次跟踪调查增加了与被访老人无血缘关系的 40
州
5 9 岁

对照组样本 3 4 12 例
,

还在部分长寿地区进行了重点调查(曾毅
,

20
1

0)

。

据项 目组不完全统计
,

截至

20 10 年 11 月 20 日
,

应用该调查系列数据已经出版专著 8 本
,

在国际 SCI 和 Ss CI 学术刊物上发表英文

¹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编
,

华龄出版社
,

1
99

4 年 10 月
。

º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编著
,

中国标准出版社
,

2 0 0 3 年 5 月
。

» 分别是
:
老年人 口 的基本状况分析

、

女性老年群体特征分析
、

老年人 口经济特征分析
、

老年人 口贫困间题研

究
、

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和社会服务状况
、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 医疗服务
、

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和思想政治状况
、

老年

人合法权益保障状况
、

老龄工作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

¼ 郭平
、

陈刚编著
,

中国社会出版社
,

2 (X 为 年 2 月
。

½ 几本著作均由中国社会出版社 2(X 为 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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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日年鉴

A LM A N A C O F C H INA ,

5 P O P U L A T ! O N

论文 68 篇
,

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56 篇
,

已有 16 位博士 和 24 位硕士利用该项 目数据撰写

与通过学位论文答辩¹
。

除上述调查外
,

其他规模较大的老年人 口专项调查还有天津社学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
“

中

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
” ,

该调查是国家社科
“

七五
”

重点课题
“

中国城市老龄问题及对策研

究
”

内容之一
,

与 19 88 年在北京
、

天津
、

哈尔滨
、

上海
、

武汉
、

成都
、

贵阳
、

西安
、

兰州等九城市按照多阶段

分层定比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近 7 00 0 人
,

调查后出版了《1998 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

查》º
。

另外
,

还有两项调查虽然不是老年人 口专项调查
,

但是以老年人 口为主要调查对象
。

一项是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
“

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
”

( C
H A R

LS ) 目的是收集

能够代表年龄在 45 岁以上(包括 45 岁)的中国居 民的数据
。

该调查样本规模约 10 000 户
,

17 00
0 人

。

C H A R
LS 于 20 08 年秋季在两省进行了预调查

,

目前正在全国多个省份开展调查
,

此后将每两年追踪一

次
。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
人 口特征

、

家庭
、

健康状况和功能
、

健康照料及保险
、

工作
、

退休
、

养老
、

家庭和个

人收人
、

支出
、

资产等»
。

另一项是世界卫生组织 自200 2 年起先后在世界不同国家开展了全球老龄化和

成人健康研究 (Study of Gl
obal A ging and A dult H ealth

, ,

S A G E
)

,

该调查收集 18 岁以上的受访者数据
,

重

点调查 50 岁 以上人 口
,

目前已经获得包括来 自中国
、

加纳
、

印度
、

墨西哥
、

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的全国

代表性样本
。

该调查的中国样本为 14 78 5 人
,

其中 50
一
59 岁占 39 %

,

60 岁以上老人约占 50 %
。

S A G E 所

收集的数据包括了收人
、

支出和转移支付
、

工作经历
、

健康 自评
、

风险因素
、

卫生服务利用
、

健康体检
、

福

利
、

幸福和生活质量以及生物样本等方面信息
。

由于这个调查使用了全球一致的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法
,

有利于进行相关的国际比较研究¼
。

实际上
,

除全国性的调查外
,

一些机构还开展了一些区域性的老年人 口调查
,

如华东师大人 口所的
“

上海市区老年人 口基本状况 和意愿调查
”

(
1 9

85 )

;北京市老年病医疗研究中心的
“

北京市老龄化多维

纵向研究
”

调查项 目(19 92 ;1994
;1997 ;20 00 )

;北京宣武医院开展的系列老年疾病相关调查 (高血压调

查
,

1 9 9 3 ; 代谢综合症调查
,

2

00

0
; 老年痴呆流行病学调查

,

20 04

; 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 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的
“
山东农村养老保障现状与需求调查

”

( 20
0 8) 等

。

这些调查对开展 区域性的老年人 口研究提供

的丰富的资料
。

老年人 口研究的数据来源多样
,

除上述几类数据外
,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调查数据可用 于中 国老年

人 口研究
,

如杜鹏 (19 92) 利用美国人 口普查局关于世界人 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数据分析了中国老年人

口 内部增长率的差异及其对抚养比的影响 ;黄成礼 (2006 )利用 国家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分析了中

国老年人 口 的失能情况 ;杜鹏
、

杨慧(2 00 8) 利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中国老年残疾

人 口的状况和康复需求
。

结语

总之
,

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
,

中国老年人 口研究的数据来源 日益丰富
,

既有全国性数据
,

也有 区域

性数据 ;既有普查数据
,

也有抽样调查数据 ;既有一次性调查数据
,

也有跟踪调查数据 ;既有以所有年龄

人 口为调查对象的数据
,

也有以老年人 口为调查对象的数据
,

为中国老年人 口研究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

但是
,

也必须认识到
,

当前还有一些方面有待改进
:
一是还要加强对现有数据的开放和开发利用

。

目前

除了
“

中国老年人 口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 、 “

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
”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SA G E 以

外
,

大部分调查的原始数据并未向公众开放
,

大量研究只能基于数据汇编而作
,

不仅影响了研究的深

度
,

而且还影响了数据的使用效率
。

二是要加强多数据的综合利用
。

目前基于单一数据来源的研究成果

较多
,

多数据综合分析某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

应该积极探讨多数据综合利用的方法
,

加强数据

¹ 引 自北京 大学健康老龄和发展研究中心网站
:ht tP: l/w eb

s. p ku. ed u.
c
确ge in脚

tmFproj ec ts. ht m.

º 胡汝泉主编
,

天津教育 出版社
,

19 91 年 5 月
。

»
h

t t p
:
/l

e
h

a
rl

s
.
e e e r

.
e
d

u
.
e

硫harl s/c i
ndex
.asp.

¼ httP
:l/
www

.who
.intlh
ealthinfo几y stem s/ s昭e/e 成

ndex
.
ht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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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联系和区别的研究
。

三是要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
,

使各种调查发现能最终上升到理论高

度
,

进一步丰富对中国老年人 口相关问题的认识
。

中国人口年鉴气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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