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口老龄化的调研报告(精选5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人口老龄化的调研报告篇一

20xx年3月7日和8日

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

在中学时老师就提到过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当时没怎么
在意这个问题，随着知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让我重新认识
了这个问题。通过网络。查阅图书。实际调查等进行了全面
的调研。

总调查人数：300人其中城市人口183人农村117人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我们的人口比例中最大的是青年，但
是老年人的所占比例已达到30%，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它
已经和青年人的比例持平了。且少年的比例只有仅仅的15%，
也就是说我们所调查的`这个地方已经进入老龄化。

1、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得到了保障，以及医学水平的进
步，使得人口平均年龄大幅度的提高。

2、由于计划生育及生育时间推后，造成出生率的降低。

3、人口迁移造成的地区性人口老龄化。

1、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



2、老年人收支情况及养老保障覆盖率

(1)老年人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比率城市老年人为78.0%，
农村为4.8%。城市享受退休(养老)金的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
为990元；农村684元。

(2)老年人平均年收入和支出情况

城市老年人平均年收入为11963元，支出为10028元，其中由
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平均885元；农村老年人平均年现金收入
为2722元，支出为2691元，其中由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平均287
元。

由上可知，城乡的养老体制存在着差异，这会在很大的程度
上让农村的老人感到不公平，觉得自己过得不幸福，因此，
必须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让老人觉得老有所养，老友所依。

第一、人口老龄化深深的影响着我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
它会引起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就业，劳动力生产率，消费品
构成等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的运行。

1.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要用更少的劳动力来抚养更多的人
口，即社会总抚养比上升；

2.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甚至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3.人口
老龄化会影响国家竞争力，甚至关系到民族存亡；4.人口老
龄化会影响社会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

第二、社会资源分配和供给矛盾重重，人口老化指在总人口
中，老龄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人口的比例不断
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调整问题。对家庭而言，老
人主要照顾者为家庭成员，照料年限之长，每天花费时间之
多，都是很难想象的。显然，单独依靠家庭来解决大面积，
旷日持久的老人照顾是不可能的。



第三、人口老龄化会引发新的老年贫困人口的出现。我国人
口老龄化分布是：农村大于城市，汉族地区大于少数民族地
区；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这样的分布可引发一下问题：

1.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滞后作用；

2.使这些地区教育得不到较快发展；

3.使这些地区老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老年人口在晚年
成为寡妇或独居的可能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增加，高龄老年女
性人口成为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他们的晚年的晚年处在极度
悲惨的境地。

总之，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越严重的问题，我们只有重视这一
问题，从建立合理的年龄结构开始，才能最终解决我国人口
老龄化带来的系列问题。并使我国朝着更合理，更健全，更
快速的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方向。

1、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力，这是解决人口老龄化
的根本出路。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保障体系。

3、积极推进老年立法，建立老年法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
益。(20xx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4、大力发展老年人力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为有
贡献的老年人鼓励，刺激更多的老年人为社会贡献。

5、放宽计划生育的政策，及时且有效的推行二胎政策，从而
提高出生率。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



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经济生活与发展，社会总抚养比上升，
劳动力供不应求，国家竞争力下降。人口老龄化虽然是个问
题，但是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昔日凋谢的玫瑰；老龄人口
也是我们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这也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义务与权力。

人口老龄化的调研报告篇二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现今中国甚至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
社会性问题之一。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
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
全国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8.1%，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0%，
我国的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据
估计，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将达
到11.92%。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带
来诸多社会问题，如医疗保障，老年人居住以及生活来源等
养老问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有深厚
的经济基础，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矛盾尤为突出。

本次调查报告调研范围虽然仅限于达州市通川区社区，却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今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情况和老年人养老
方式情况。报告将从整体和部分角度，社区和个体层次来全
面分析xx社区人口老龄化及其养老方式情况。

2012年7月17日，我来到位于通川区的社区办事处咨询情况。
社区的张主任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很耐心的解答了我
的一些问题，给予我很多这方面的相关数据。

（一）基本情况

据了解，社区共有3371户居民，其中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
家庭有2000多户，占总人口比重约为60%，老年人口比较多，
可以说我们社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突出了。



（二）老年人口较多的原因

现阶段社区老年人口较多的原因有很多，我总结为以下几点：

1、社区建立时间较长，人口密度较大。据了解，动迁之前这
里原来就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大量冶炼厂，纺织厂，建筑公
司等工厂的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在这里居住，因此这里原本人
口密度就较大，加之从回迁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五年
的时间，自然老年人较多。

2、周边生活方便，消费水平较低。社区道路四通八达，一级
马路、二级马路和众多小街小巷在经过近几年的改造修缮后
硬件条件大有改观，以前的沙土路变成了现在的柏油马路，
曾经拥堵混乱，狭窄脏乱的街路变成了现在秩序井然，干净
整洁的宽阔的大马路；附近公交线路众多，去任何地方都很
方便，方便居民出行；给居民的购物消费生活带来极大方便，
而且，北行地区较其他地区，物价水平较低，加上第四人民
医院等医院距离社区较近，因此大量老年人选择这里来度过
他们的晚年，近年来更是有不少老年人搬到这里生活，这也
加大了老年人的比重。

3、房价水平低。社区的房价虽然和全国同等城市相比较低，
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对着日益增长的房价望洋兴叹。社区
的居民楼不是最近几年新盖成的，而是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
老旧楼，因此房价相较同类地区偏低，这也是很多老年人居
住在此的原因之一。

（三）老年人口较多带来的问题

社区的老年人口较多，这也给社区的工作带来了更多挑战。
张主任说，老年人口多主要会带来以下一些问题：

1、环境问题。说到环境问题，主要还是老年人擅自圈占公共
绿地，在里面种地养花，甚至还有放养鸡鸭鹅狗的。鸡鸭带



来的粪便污染和噪声污染及侵占公用绿地开辟菜园，这些都
给环境带来很大破坏，居民们也都因为他们是老人就对他们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张主任有些无奈的对我说。

2、养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中很大部分是老人和子
女或是子女之间为了老人的养老金而产生的。有些问题是子
女不工作赚钱反而要年迈的老人拿钱养活他们，而他们却不
知满足贪得无厌引发的家庭争吵，有些是子女间为争取更多
的老人的养老金假借赡养老人而引发的矛盾。另外，有些老
人既没有子女赡养，也没有离退休金养老金，他们的生活来
源主要是捡拾废品，打更等简单工作得来的收入，这些老年
人一旦出现健康等问题，也会给社区带来很大影响。

（四）社区老年人养老方式调查

在去社区办事处的同一天，我对社区所辖居民楼其中的一栋
中的一个单元中的所有65岁及以上老人的养老方式进行了调
研。

1、社区老年人养老方式现状

在我所调研的24户居民中，有8户家中有65岁及以上老人，
共11人，而这8户中有3户家中有两名老人，其余5户家中有一
名老人。而在这11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只有两名老年人
没有离退休金养老金，靠儿女赡养，占老年人口的比重约
为18%；其余9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养老金，所占比
重约为82%；有离退休金养老金的9名老人中，女性有3人，男
性有6人，可见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也存在明显
差别。在主要生活来源方面，女性老年人比男性更多的依赖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来源，46%
的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次是靠劳动收入和离
退休金养老金生活，分别占25.9%和23.6%。在主要生活来源



上，城镇中48.6%的老年人靠离退休金养老金来生活，其次是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分别占35.6%和10.5%。我们
社区的数据表明我们社区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是比较有保障
的，基本每个老人都有固定的生活来源。

可见，同样是居住在社区里的老年人，晚年的养老方式及生
活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老年人有固定的养老金，而有些则
没有每月固定的生活来源，他们要靠社会的资助和他们个人
的劳动获得生活来源。而即使是有养老金的老年人，他们的
晚年生活也并不全是安乐富足的，其中不乏生病看不起病或
者身边没有人照看或是生活费不足以负担吃穿用行和就医用
药所要花费的费用的老年人。

社区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周围有四川文理学院知名学
校，达州有名的风景区莲花湖；沃尔玛，国美苏宁，摩尔百
货等商场购物中心使得这里的居民消费购物生活很是方便；
周围公交线路四通八达，出行非常方便；鹿鼎寨公园、翠湖
公园等广场公园更是为居民提供了夏日消暑冬日散步的好去
处。居民们在这样一个安全方便的社区生活都很舒心祥和。

社区是个年头较久的社区，从低矮破旧的平方动迁改建成居
民楼开始于1982年，三年后的1985年居民开始回迁，之后就
建立了街道办事处，1999成立通川区社区。社区管辖着周
围38栋居民楼，共3371户居民，约10500人。

(一)调查总结

老年群体更需要我们的关注，据资料显示，中国的人口老龄
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据2008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显
示，2007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亿，占世界老年
人口的23%，占亚洲的38%。



2、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
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
度十分惊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所占比重将达到11.92%，比2000年提高4.96个百分点，届时
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2020年以后老龄化程
度继续提高，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每4
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3、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
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发
达国家的老龄化速度较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
适应。

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
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
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
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
进而转化成重度老龄化，“银发的浪潮”将成为21世纪我国
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要减轻人口老龄化问题，还要继续实
行计划生育国策。

（二）调查的不足与局限性

社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缩影。虽然我调研的范围
仅限于通川区社区，因此得出的结论有其局限性，但也有相
应的代表性。从我了解和调研的数据、例子来看，通川区社
区确实存在着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
比重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同时，尽管大多数老
年人有较固定的生活来源，但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参差不齐，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也不尽相同。这些在我们社区出现的问题
和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严重性以及城乡、地区老年人养老方式存在的差距。



（三）应该怎样采取怎样的措施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好

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使得老年人生活稳定健
康是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虽然人口老龄化给发展中的中国带
来了很多不利影响，但还应该看到现阶段我国近五成老年人
主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从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来源
看，46%的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次是靠劳动收
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分别占25.9%和23.6%。老年人的
生活来源并不固定和稳定，他们还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注。

最后，社会和社区应该加强各种方便老年人生活的基础设施
的建设，如轮椅专用道，适合老年人的健身设施，公园广场，
老年人活动室建设等，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充实幸福。老年
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要让每个老年人都能享受
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晚年生
活，需要社会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人口老龄化的调研报告篇三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
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
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
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
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
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
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
本情况如下。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xx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
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
总人口增长速度。20xx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
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
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
（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
（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
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xx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
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xx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
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
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
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
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xx年，中国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
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
重要原因之一。

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
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
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
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
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
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
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
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20xx年，农村老年人



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
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
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
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
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
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
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
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xx年2100
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xx年到20xx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
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
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
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xx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
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xx年到20xx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
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
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
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
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xx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
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xx年，老年人
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xx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



段。20xx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
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
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
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
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20xx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xx年将达
到2亿，20xx年将达到3亿，20xx年超过4亿，20xx年达到最大值，
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
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
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
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
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
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
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
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
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
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
年型行列的宁夏（20xx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
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
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
到20xx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
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
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xx年将达到峰
值，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
本稳定在1700—190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多出的女性老年
人口中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

六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
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
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
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
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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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况

在中学时老师就提到过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当时没怎么
在意这个问题，随着知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让我重新认识
了这个问题.通过网络.查阅图书.实际调查等进行了全面的调
研。

三、人口老龄化现状



我国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3亿，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也
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人口预测中心表明，目前
我国老龄人口迅速上升。

由上表可知，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是：人口老龄化速度
加快，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
以上人口由6299万增加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由1990
年的5.57%上升到20xx年6.96%，就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现
状，有几点预测：

1）、65岁老龄人口比例将超过20%

2）、老年人口将高龄化

3）、80岁以上人口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四、养老体制

1、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

2、老年人收支情况及养老保障覆盖率

（1）、老年人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比率

城市老年人为78.0%，农村为4.8%。城市享受退休（养老）金
的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为990元；农村684元。

（2）、老年人平均年收入和支出情况

城市老年人平均年收入为11963元，支出为10028元，其中由
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平均885元；农村老年人平均年现金收入
为2722元，支出为2691元，其中由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平均287
元。



由上可知，城乡的养老体制存在着差异，这会在很大的程度
上让农村的老人感到不公平，觉得自己过得不幸福，因此，
必须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让老人觉得老有所养，老友所依。

五、社会保障体制

1、医疗保障覆盖率

城市老年人享受各类医疗保障的占74.1%，不能享受任何医疗
保障的为25.9%。农村老年人享受各类医疗保障的有44.7%，
不能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为55.3%。可见农村老年人缺医少药、
看病难、看不起病的现象还很严重。

2、养老保障和收入水平提高，基本生活有保障

农村老年人享受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由20xx年的3.3%上
升到20xx年的4.8%，年平均收入同期从1651元提高到2722元，
增长了64.9%。同期老年人年收入低于当地救助标准的比例同
期由31.9%下降到23.9%。绝大多数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六、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

据20xx年人口抽样调查，65岁及以上全国人口比重平均为

8.2%比20xx年人口普查7%高1.2个百分点，按地区分：

此表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经济越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越
高

小编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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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名称 主管单位名称



一、老年设施建设情况调查表

二、贵单位的建设投资方式：( )(多选请填写该项占总投资
的百分比) a：主管部门拨款 ( )

b：自办实体收入 ( )

c：社会团体捐款 ( )

d：其它

三、贵单位用地功能布局：( )(多选请填写该项用地面积)

a：主体建筑用地 ( ) m2 b：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 ) m2

c：道路用地 ( ) m2

d：绿地 ( ) m2

e：其它用地 ( ) m2

四、贵单位目前存在哪些困难：( )(可多选)

a：用地紧张，难以扩大规模; b：资金短缺，设施更新和养护
困难;

c：孤掌难鸣，周围缺少相应同类设施互补; d：社会需求量大，
满足不了要求。

五、您赞成以下哪种养老模式：( )

a：家庭赡养模式 b：社会供养模式

c：综合模式 d：其它供养模式



六、您觉得社会和政府应从哪些方面关注老年人的生活?(
)(可多选) a：提高老年人各项福利待遇，倡导赡养老年人传统
美德，提倡家庭养老。

b：兴办老年社区，营造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环境，鼓励老年人
到老年社区居住，提倡社会供养。

c：完善和发展老年人设施，丰富老年人生活，使老年人老有
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d：呼吁各社会团体、个人共同关注老年人生活，开发老年人
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