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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近4成儿童
平均每周见父亲次数为0
安徽省公布2015年家庭发展报告，农村男性离婚率最高

在安徽，家庭收入和平均年消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6成老年人患有
慢性病，而儿童在家日常生活照料中普遍出现父亲“缺失”的状况，与此同时，
农村家庭的婚姻稳定状况要低于城市。省卫生计生委昨日公布《2015安徽省
家庭发展报告》，调查内容涵盖安徽省各类家庭及其成员在经济、社会、健康、
保障、养育、养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变化过程，研究对象包括儿童、青少年、
成年人和老年人，合肥、芜湖、安庆等16个地市及广德县、宿松县2个省直管
县的2000户家庭参与了调查。

★调查

【家庭与婚姻】
NO.1 超四成的家庭有老年人共同居住

调查显示，安徽省户平均规模仅有2.55人，低于全国
的户规模（3.02人）。2～3人的小型家庭（户）已经成为安
徽省家庭主流，4～6人的家庭（户）所占比例已经低于小型

家庭。有1位老年人的家庭比例为20.3%，有2位老

年人的家庭比例为19.9%，有3位的占0.5%，。家

庭中全部是老年人的占所有家庭的20.9%，高于全国

6个百分点。

NO.2 农村男性未婚和离婚比例较高

与全国相比，20岁及以上的安徽女性各年龄组在
婚状态的比例均高于全国。30～34岁，女性在婚比例

达95.6%，高于全国（91.8%）3.8 个百分点；而安

徽 男 性 相 对 较 慢 ，在 婚 比 例 于 40～44 岁 才 达 到

90.0%，低于全国（91.0%）1个百分点。

在安徽农村，男性未婚和离婚比例较高，农村女
性丧偶比例最高。在安徽离婚人口中，农村男性所占
比例最高，其次为城镇女性，而农村女性离婚比例较
低。此外，在 30 岁及以上未婚人口中，独居的比例达

到47.5%，高于全国（41.4%）6.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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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部支持】
NO.1 儿童成长过

程中父亲陪伴不足
0～5 岁儿童的主要照

料人是母亲和祖父母，农村
儿童由祖父母照料的比例高
出母亲约9个百分点，这与全
国情况正好相反。父母双方
共同承担教育的比例仅为

8.2%，低于全国 4 个百分

点，有 35.2%的儿童与父

亲平均每周见面次数为0。

NO.2 老年人获得
子女照料及情感支持
的比例不及全国

安徽省空巢老年人比重

占老年人总数的57%，空巢

老年人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
在经济方面、生活照料以及
精神慰藉方面对家庭尤其是
对子女的依赖逐步加大。但
与全国相比，获得子女照料
及情感支持的比例偏低；老
年人的照护主要来自家庭。

【家庭经济】
NO.1 总体工作压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8～59岁工作者中，感觉工作压力极大和较大的占
32.3%，比全国低3个百分点；男性感觉工作压力极大和

较大的占35.3%，高于女性就业者（29.4%）；城镇就

业者感觉压力极大和较大的占35.1%，明显大于农村就

业者（30.2%）。分年龄组看，安徽40～49岁组就业

者的工作压力最大。职业人群中有56.5%认为工作

与生活不存在冲突，这一比例比全国高4个百分点。

NO.2 城乡家庭收入水平低于全国

安徽省城乡家庭年均收入为43398元，比全国

平均水平少 8613 元；人均收入为 18062 元，比全国平
均水平少 2593 元。工资性收入是城乡家庭最主要的

收入来源。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年均收入占全部

家庭收入的比重为1.3%，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

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重为52.7%。

NO.3 食品烟酒的支出比重最大
安徽省城乡家庭消费水平不及全国。城乡家庭

平均年消费总额为 3840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少

6097元；人均消费为15061元，比全国少1361元。食

品烟酒的支出比重最大，达到39.6%；其次是居住

（包括房租、房贷、水电气和保姆等），占11.4%，医疗保
健和人情往来比重也较大，分别占到9.6%和10.8%。

□ 陈旭 张薇 记者 李皖婷

NO.1 平均每天锻炼时
间未达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水平

18～59岁成年人的睡眠
时间平均每天在7小时35分
钟，与全国水平相当。安徽人
平均每天锻炼时间未达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水平，锻炼时间
略低于全国水平。18～59岁

人群吸烟者占28.4%，这与

全国水平相当。

NO.2 颈椎病、高血压
和椎间盘疾病最多见

与全国相比，安徽居民
在颈椎病、高血压、椎间盘
疾病等的患病比例高于全国
水平。

NO.3 近6成老年人
患有慢性病

59.9%的老年人患有

经医生确诊的慢性疾病，这一
比例与全国（58.1%）相当。女
性比例略高于男性，城镇高于

农村。12.6%的老人不能

完全自理，与全国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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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岁人群中不

锻炼的人群比重过

高，占72.5%。

★建议

NO.1
为家有70岁以上老人的
成年人提供带薪假期

专家建议，我省要将生活
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
急救援等养老服务基本覆盖
居家老年人，提高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
理、慢性病管理、康复、健康教
育和咨询、中医养生保健等服
务的能力。

鼓励家庭养老支持功能
的发挥，并不断创造有利的外
部环境条件，如为家中有 60
岁以上老人的家庭提供相关
培训，指定专业人员给予定期
指导，提高居家照护能力和水
平；如为家中有 70 岁以上老
人的成年人增加带薪假期，促
进子女与老人的联系，为家庭
养老构建氛围。

NO.2
提倡“孝道”文化
促进家庭稳定

提 倡 和 发 展“ 孝 道 ”文
化 ，增 进 家 庭 和 谐 ，促 进 老
年人身心健康，增强老年人
尤 其 是 农 村 老 年 人 获 得 家
庭支持的力度。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发展，
社区及其他组织、机构应增加
对父母的养育能力培训，提升
其亲子关系建设、互动沟通等
方面的能力建设，改善父母对
亲子陪伴和情感支持在子女
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回归
家庭给予子女更多的支持，促
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NO.3
鼓励农民工携
子女举家进城

安徽是人口流出大省，留
守儿童众多。专家建议，基层
社区建立留守儿童关爱基地，
采取多种形式帮助留守儿童
得到父母的关爱，促进其健康
成长。同时加强对儿童父母
和其他监护人（特别是祖父

母）的指导培训，使其认识到
特别是父亲认识到父母陪伴
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充分发挥
家庭支持在儿童和青少年社
会化养育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加快新农村建设
和小城镇建设，吸引外出农民
工返乡就业创业；鼓励、支持
和帮助有条件的外出农民工
携子女举家进城，减少父母与
子女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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