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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博彩参与：现状、动机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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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我国增长尤其突出。老龄人口中，空巢比重日益

提高。随著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人口参与博彩的人数日益上升。但到目前
%

止，

相关的研究相当缺乏。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总结了现有的研究成果。根据

现有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老年人口的博彩参与率非常高。参与的主要动机是
&

乐和社交。老年博彩参与有助於保持社会联，预防或
'

缓老年心理问题和认知

衰退。老年博彩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博彩比重相对较低，但一旦出现，负面影响

大。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正视老年群体的博彩参与，既要利用博彩活动的正面价值，

又要预防老年博彩参与存在的风险。本论文对政府的博彩决策和博彩公司的市场

决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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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老年人口快速增长（
A"-01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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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G

；
H0/.#( I.-.#) 3#0),) :,&#-,

，

DEFJ

），我国增长尤其突出。老龄人口中，空

巢比重日益提高。随著老年人口的增加，老

年人口参与博彩活动的人数日益上升。但

到目前为止，对老年参与博彩的趋势、参与

的动机及参与的正负面影响的研究仍相对

缺乏。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总结现

有的研究成果，为博彩产业乃至社会充分利

用博彩活动的正面价值，防止博彩活动的负

面影响提供借鉴，同时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

究提供参考。本研究对於如何利用博彩增

加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以及防止老年人的博

彩风险，都具有重要意义。

１　我国老年人口趋势

１１　人口正在老化

全球人口都在老化，而我国更是快速进

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最新资料显示，

截至
DEDK

年，我国
JE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DG


JGL

万，?全国人口的
DF


FM

；其中，
JN

岁及以上人口
DF


JLJ

万，?全国人口的

FN


OM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癋

抽样调查显示，
DEDF

年，
JE P JG

岁的低龄老

人?
NJ


DM

，
LE P LG

岁的中龄老人?

KE


OM

，
QE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
FK


OM

。

按照联合国有关老龄化的划分标准，我国已

全面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化的趋

势也反映在澳门的?客年龄上。
DEFL

年，

NN

岁及以上?客?澳门?客的比重仅为

DFM

，而到
DEDO

年，该比重已上升到
DLM

。

伴随人口老化的另外一个趋势是空巢

家庭日益增加。空巢家庭已成
&

人口老化

的主要模式。
FGQE

—
DEEE

年，美国
JE

岁及

以上已婚男性与妻子同住的空巢家庭比例

从
FGM

增加到
LQM

（
@&-..%0 B @,.5-00

，

DEFE

；
A"-01 B C#.&/0

，
DEFG

）。而我国城镇

空巢老人?家庭总数的比重
DEEE

年
&

KL


KM

，
DEDF

年增长到
NL


GM

。农村空巢

老人比重增幅更大、增速更快，由
DEEE

年的

KD


GM

增长到
DEDF

年的
JF


GM

。独居老人

的?比也在逐渐扩大。
DEDF

年城镇老年

６



人、农村老年人独居比例分
'& FD


OM

、

FJ


KM

（第五次抽样调查资料）。
R/

等人报

告
(

，我国空巢老年家庭的数量将达到家庭

总数的
GEM

（
A"-01 B C#.&/0

，
DEFG

）。

１２　博彩
"

乐需求增加

人口老龄化导致两种
)

乐需求增加。

一是休盻
)

乐需求。今天的老人与他们的

前辈相比更健康、更活跃、更富裕，承担的父

母责任更少，有更多的盻暇时间，因此更追

求快乐和享受，寻求更多的休盻活动。博彩

活动是重要的休盻
)

乐活动之一。由於身

体
S

经济条件的限制，相对其他
)

乐方式，博

彩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休盻和
)

乐形式

（
C"/''/+)

，
DEEG

）。

二是对抗老人症的需要。老年人口因

&

退休、丧偶、失去亲密的朋友和社区、身体

能力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社交接触减

少，比一般人口更容易患上抑郁、孤独、痴

呆、阿皍海默症和其他精神综合症。空巢老

人尤其脆弱。
T-"&#09#&1

（
FGQJ

）将空巢老

人中出现的忧郁和孤独现象称为“空巢症

候群”（
#5+.* 0#). )*0(&%5#

）。因此，老龄

人口更需要保持社会参与、
)

乐参与等心理

和身体活动来预防或
*

少老年问题，保持认

知健康和延缓认知能力下降。博彩活动

（包括打牌和打麻将）是其中一种非常方便

的活动（
@-.>2 #. -'

，
FGGJ

；
I,''/;-0

，
DEEF

；

C"/''/+)

，
DEEG

；
A"-01 B C#.&/0

，
DEFG

）。

２　老年博彩参与状癋

韦氏词典（
U#&&/-5


V#9).#&

，
DEDE

）提

供的博彩定义
&

“为了金钱或财物而玩的

?戏”。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W-./%0-' X#



)#-&4" 3%,04/'

，
FGGG

）将博彩定义
&

：“将金

钱或其他财产押注於结果随机或不确定的

偶然活动或事件。”
V/''/-5)

等（
DEFL

）根据

对学术文献和不同国家的法律研究，以及对

专家的调查，提出的定义是：“将金钱或有

价值之物押注於结果不确定的事件，希望赢

得更多的金钱和
S

或物质财富。”根据这些来

自词典、政府机构和学者的定义，博彩包括

了赌场面的商业?戏、国家彩票，以及涉

及金钱的麻将、棋牌等社交?戏。

博彩是世界各地老年人参与较多的一

项休盻
)

乐活动。过去几十年来，大众对博

彩活动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DE

世纪上半叶，博彩活动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或

恶习（
U4W#/''* B :,&=#

，
DEEE

）。而现在，

一般老年人都对博彩活动持正面态度，视博

彩活动
&

一种无害的
)

乐形式，一种社交活

动和提高满意度的手段，因此成
&

老年群体

特
'

普遍和经常参与的
)

乐行
&

（
U,0&%

，
#.

-'


2DEEK

；
C"/''/+)

，
DEEG

）。

英国
DEFE

年
NN

岁及以上老人的博彩

参与率为
LDM

，其中，
NN P JO

岁群体的参与

率
& LQM

，
JN P LO

岁群体的参与率
&

LDM

，
LN

岁及以上的参与率
& JKM

（
V-&('#2

#. -'6

，
DEFF

）；
DEFJ

年
NN

岁及以上老人的参

与率
& NJM

，其中，
NN P JO

岁群体的参与率

& JDM

，
JN P LO

岁群体的参与率
& NJM

，
LN

岁及以上的参与率
& OLM

；
DEDK

年，
NN

岁

及以上的博彩参与率为
NQM

，其中，
NN P JO

岁群体的参与率
& JOM

，
JN P LO

岁群体的

参与率
& NGM

，
LN

岁及以上的参与率
&

NEM

（
:&/./)" @-59'/01 3%55/))/%0

，
DEDK

）。

７



英国老人的博彩参与，不仅比重高，而且参

与频繁。
JN P LO

岁年龄层的年平均博彩活

动天数为
QG


F

天，
LN

岁及以上年龄层的年

平均博彩活动天数为
QF


E

天（
C-../0)%0 B

C-&=#

，
DEFJ

）。

美国的
V#'.#

等（
DEFN

）於
FGGG

年和

DEFK

年对全国成年人两次的抽样调查显

示，
FGGG

年美国
JF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博彩

参与率为
JG


DM

，
DEFK

年的参与率
&

JL


NM

。
Y#)-/

等（
DEEO

）通过电话随机抽

样调查了
D2OFL

名美国的成年博彩参与者。

其中有
FGN

名
JN

岁及以上的老人。这些老

人过去一年的博彩参与率为
NE


KM

。
U%%&

（
DEEF

）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了
F


NFD

名俄勒冈州的居民。调查发现，
JD

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过去一年的博彩参与率为
NQM

（
U%%&

，
DEEF

）。
A-&-0#=

等（
DEEN

）利用随机

抽样调查发现，底特律
JE

岁以上的老人赌

场博彩参与率为
NQM

。

加拿大
8'9#&.- 8'4%"%' -0( Y&,1 89,)#

3%55/))/%0DEEE

年的研究显示，艾伯塔省

的老人（
JN

岁及以上）过去一年的博彩参与

率为
JL


QM

。主要参与彩票（
LL


FM

）、抽

+

券（
NJ


NM

）和刮刮乐（
DN


JM

）。其他博

彩还包括投币老虎机（
DE


LM

）和宾果?戏

（
FL


GM

）。老年人通常每月都会参加这些

活动。而购买彩票和玩宾果?戏的老年人

大约有
OEM

每周都会参加（
8'9#&.- 8'4%"%'

-0( Y&,1 89,)# 3%55/))/%0

，
DEEE

）。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NN P JO

岁的退休前

年龄的老年人超过一半（
NKM

）每周都参与

博彩，
JN

岁以上的老年人参与率
& OKM

；这

两个年龄层的比率均高於全省总人口
OEM

的平均水准（
8'9#&1"#../ B 3%''/0)

，
DEFN

）。

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
NN

岁以上老年人博彩

参与率为
OL


NM

（
C"/'/++# B Z-''#&-0(

，

DEEL

）。

DEFJ

年，香港
NE P JO

岁居民的博彩参

与率为
JDM

，其中参与社交博彩（如麻将、

扑克等）比重为
ND


KM

，参加六合彩的比重

为
QQ


QM

（香港理工大学，
DEFJ

）。
DEDF

年

香港
JE P JG

岁的居民过去
F

年的博彩参与

率为
OOM

，
LE P LG

岁的
& KEM

，
QE

岁及以

上的为
DFM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DEDD

）。

DEFG

年，澳门
NN

岁及以上年龄的博彩

参与率为
KOM

（作者根据澳门大学的调查

数据计算），其中，
NN P JO

岁群组的参与率

& OOM

，
JN

岁及以上参与率
& DLM

（澳门

大学博彩研究所，
DEFG

）。
DEDD

年，澳门
NN

岁及以上的群组的博彩参与率
& DQM

。其

中
NN P JO

岁的参与率
& KD


OM

，
JN

岁及以

上的参与率
& DNM

（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

DEDD

）。虽然
DEDD

年
NN

岁及以上群体的博

彩参与率比
DEFG

年下降了
J

个百分点，但

同期，澳门居民总体的博彩参与率下降了

FF

个百分点，从
OFM

下降到
KEM

。

澳大利亚
NN

岁及以上群体的博彩参与

率是
LJM

（
DEDO

）。与年轻族群相比，老年

族群整体赌博参与率（瞃上或实体场所）更

高，参与实体赌场博彩的比率更高（
I,%5/2

#. -'62DEDO

）。纽西兰
JE

岁及以上老年人过

往一年的博彩参与率为
LDM

（
899%..2 #. -'62

DEFQ

），瑞典
JN P LO

岁老年人博彩参与率为

LD


FM

（
DEEL

）。

,

地老人参与的博彩主要是彩票和涉

８



及金钱的麻将／牌戏。有关彩票的参与率目

前
-

有调查。现有的研究显示，经常涉及金

钱输赢的麻将等棋牌类活动是老年人最喜

欢的休盻活动之一（严冬琴和
.

震方，

DEEG

）。根据全国第五次抽样调查的资料，

DEDF

年，老年人参与度最高的前五类日常

休 盻 活 动 分
'

是：看 电 视／听 广 播

（
QQ


JM

），散步／慢跑（
NG


LM

），种花养草

（
DL


NM

），读书看报（
DK


GM

），打麻将／打

牌／下棋（
FJ


EM

）。另外一项研究显示，我

国老年人五种主要的社会参与类型及参与

比例分
'&

“串门／跟朋友交往”（
DQM

）、

“打 麻 将／下 棋／打 牌／去 社 区 活 动 室”

（
FNM

）、“无偿向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

或者邻居提供帮助”（
FEM

）、“跳舞／健身／

练气功等”（
JM

）、“社团组织活动”（
DM

），

这些活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
/

大部分。

有“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活

动的老年人参与频率较为均等，“差不多每

天”、“差不多每周”、“不经常”的?比分
'

为
KLM

、
DQM

、
KNM

（李月，
DEFQ

）。

以上数据由於调查的年龄不同，调查的

年份不同，因此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但从这

些数字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NN

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博彩参与率非常高，低的在
DLM

，高的

达
LJM

。

３　老年人参与博彩活动的动机

现有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参与博彩活

动，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赢钱，而是为了
)

乐、

社交和满足心理需要。

C-../0)%0

等（
DEFJ

）对
FL

位平均年龄
&

LL


Q

岁的英国老年人的深度访谈总结出英

国老年人参与博彩活动的四大动机：参与的

方便性、
*

轻心理压力、调节身体压力和满

足刺激需求。

与其他休盻活动相比，参与博彩活动更

容易，更方便，更能够负担。参与地点可以

是家眧的电视、互联网，也可以是居民小区，

彩票中心、成人博彩中心和宾果?戏厅。所

有这些地点都可能离他们家很近，即使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也有机会参与。相比之下，其

他社交活动，如垂钓或交际舞，由於他们的

身体限制或在当地环境中缺乏机会，因此不

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在博彩场所
,

与同龄人见面和互动可

以暂时摆
0

与衰老过程相关的心理困扰，尤

其是孤独、丧亲和退休带来的心眧困扰。随

著年龄变老，社交网络减少，社会支援恶化，

老人常常感到孤独和紧张。参与博彩活动

和呆在博彩场所，得到的乐趣和社交刺激可

以缓解紧张和负面情绪。

博彩活动可以分散与年龄相关的健康

退化带来的身体疼痛和负面影响的注意力。

与年龄相关的身体疼痛和
1

弱，包括视力障

碍、独立能力降低、外科手术的影响以及与

身体
1

弱相关的状。博彩
&

身体不适提

供了喘息的机会。

博彩活动可以满足生活中缺乏的对愉

2

刺激和认知刺激的心理需求。许多老年

人自从退休以後，与直系亲属渐行渐远，生

活中逐渐缺少了快乐、兴奋和刺激。由於地

理或身体状癋的限制，他们几乎
-

有机会参

与众多更具挑战性的休盻活动。参与博彩

活动可以不受这些限制，有效地满足对刺激

的心理需求，以及得到认知挑战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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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 B C-&=#

，
DEFJ

）。

U-&./0

等（
DEFF

）使用
DEEF

年底特律全

市老年人需求评估（
DEEF Y#.&%/. 3/.*


V/(#

W##() 8))#))5#0. %7 ['(#& 8(,'.)

）的数据，

从随机抽样调查的
F2OFE

名
JE

岁及以上的

居民中再随机筛选出
DOL

名进行深度访谈。

访谈结果显示，
QEM

的老年人参与博彩的
,

在原因是寻找
)

乐和享受，
NOM

的人是为了

兴奋和挑战，
NKM

的人是为了接触其他人，

NDM

的人是因为方便和容易玩，
NEM

的人是

因为便宜。
KQ


DM

的人报告
(

他们参加赌

场博彩是为了缓解无聊或孤独或是为了与

他人在一起。
DD


DM

的人报告
(

他们参加

赌场博彩是为了逃避因亲人去世或失去亲

密关而产生的感情。
JKM

的老人参与博

彩的外在原因则是为了赢钱。研究得出的

结论是，底特律的老年人视赌场为社交、逃

避孤独和悲伤的地方。

\%"0)%0

等（
DEDD

）针对
OE

名
NN

岁及以

上澳洲成年人进行半结构化电话访谈。结

果发现：老年人会去他们的社交网络所在的

博彩活动场所?参与博彩活动，以保持建立

社交联。有时博彩活动是为了满足更广

泛的社会群体的期望。
U%%&

（
DEEF

）对俄勒

冈州
F


NFD

名随机抽样的居民的调查发现，

NG


JM

博彩参与者表示他们的博彩参与是

为了
)

乐和快乐，
FF


JM

的参与者表示是为

了社交，
J


LM

的人表示是为了赢钱。有
J

名受访者表示赌博是为了分散自己对问题

的注意力。
C"/''/+)

（
DEEG

）透过瞃上问卷，

收集了
JQF

个样本。分析证实，参与赌场?

戏的乐趣和兴奋感是老年人对赌场?戏态

度的两个最大影响因素。首先是享受乐趣

和兴奋，其次是逃避（
1#../01 -$-*

），第三是

社交与结识新朋友，第四是解忧。

I.-0)9,&*

等（
DEFN

）对华盛顿州的老人

服务中心的员工进行了调查。这些中心定

期组织老人到赌场
)

乐。这些中心的员工

认
&

，老年人参与赌场博彩活动的动机包

括：“
)

乐”（
LQ


DM

）、“喜欢博彩活动”

（
LO


LM

）、“离开住所或老年中心外出一

天”（
JJ


LM

）、“赢钱”（
JD


FM

）、“有事可

做”（
NN


DM

）、“为了吃东西”（
OK


LM

）和

社交（
OE


DM

）。也有
FQ


OM

的受访者认
&

老年人光顾赌场是因
&

他们感到孤独。大

多数受访的员工认为，管老年人去赌场可

能有几个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是相当良性

的。

４　老年问题赌博的正负面影响

博彩对老人的生活影响有正面的，也有

负面的。

４１　正面影响

一些研究发现
)

乐性博彩活动对老年

人有正面的影响。主要的正面影响包括增

加社会支持、减少孤独感、降低忧郁症、提高

主观幸福
S

生活满意度、改善认知功能。

:/'.

等（
DEEO

）利用美国宾州一个独特

的有代表性社区的
F2EFJ

名
JN

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的调查发现，与非参与博彩的老人相

比较，
)

乐性博彩参与者有更多的社会支持

（有机会与人沟通，有问题有人可以求助）、

更好的主观健康和更低的忧郁分数。博彩

活动作
&

一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社区活

动，可以减少许多老年人面临的孤独感和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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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感。

T%&&#).

（
DEFK

）利用英国博彩活动盛行

率调查的数据（其中包括幸福问题）探讨了

非病态博彩参与者和非博彩参与者之间幸

福感的差?。结果表明，男性非病态博彩参

与者明显比非博彩参与者更快乐。当宾果

?戏被纳入博彩活动活动时，在女性中也观

察到 了 类 似 的 结 果 （
:'-4=5-02 #. -'62

DEFG

）。

:'-4=5-0

等人（
DEFG

）使用个人幸福感

指数（
CV]

）对通过不同的招募标准招募的

被调查对象进行了调查。调查比较了博彩

参与者彼此之间的个人幸福感，以及博彩参

与者与非博彩参与者之间的幸福感。调查

发现，在
-

有
3

生赌博问题的情癋下，博彩

消费程度越高，幸福感越高。非问题博彩的

客人，不管是高消费者还是低消费者，个人

幸福感都高於非博彩参与者。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DEFL

年的调查显

示，非问题博彩参与者的总体生活质量、主

观满意度和对健康的主观满意度均高於非

博彩参与者，前者为
QN


QM ZI QE


JM

；後

者
& QD


NM ZI QE


EM

。其他健康和福祉

指标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包括自我、人

际关、财务、生活条件、精力和日常活动。

非问题博彩参与者的忧郁症迹像也明显低

於非博彩参与者（
T-"&#&2 #. -'62 DEFL

）。

Y/?%0

等（
DEFE

）对一个护理中心的三

位老人的模拟研究显示，当人们参与各种模

拟博彩活动时，幸福感会增加。
Y#)-/

等

（
DEEO

）对抽样调查的
FGN

名老人的研究发

现，过去一年非问题博彩的老人报告健康状

癋好或者非常好的比重是同等条件但
-

有

博彩的老年人的
D


OG

倍。

^1'/

（
DEFE

）对美国孟菲斯
FFJ

位
JE

岁

及以上的老人调查发现：
)

乐性博彩参与者

在社交／情感
S

认知、社会地位和享受
S)

乐方

面比非赌徒感受到更多的赌博好处。对
)

乐性博彩参与老人而言，博彩参与确实
&

他

们带来了价值。
3"&/).#0)#0

等（
DEEO

）对波

士顿的黑人老人的调查显示，博彩对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有益，因
&

它不仅提供社交活

动，还锻炼老年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力

和记忆力。

其他研究发现，参与宾果?戏有助於在

晚年生活中保持最佳的认知功能（
3%,)/0)

B V/.4"#&2 DEEO

）。宾果?戏有助於活跃大

脑和提高注意力，有助於
*

缓老年人在衰老

过程中会经历的精力集中、记忆力和注意力

等认知功能下降问题（
I%9#'2 DEEF

）。在心

理速度和记忆力测验中，宾果玩家的表现优

於非宾果玩家，老年人的表现优於年轻人。

因此，从
)

乐性博彩活动中获得的好处可能

会增加这项活动对老年人的吸引力（
8'



9#&1"#../2 #. -'62 DEFN

）。

在中国，虽然国家彩票、涉及金钱的麻

将和牌戏等都是老年人口大量参与的博彩

活动，但对彩票的影响的研究非常缺乏。对

打麻将（牌戏）对老人健康的影响有多项研

究。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都非常一致，即打

麻将（牌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

有助於改善或治疗失智症（
A"-01 B C#.&/0

，

DEFG

；
3"#012 #. -'62 DEEJ

；
3"#01

，
#. -'

，

DEFO

）。

A"-01

等（
DEDE

）的研究发现，打麻将

FD

周改善了患有轻度认知障碍（
U3]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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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5+-/&5#0.

）的老年人的执行功

能。麻将作
&

一种简单、低成本的
)

乐活动

可以被广泛用於减缓或逆转
U3]

患者（包

括创伤性脑损伤患者）认知能力下降的发

展。
V-01

等利用中国有代表性的“中国健

康与老年追?研究”（
3"/0- _#-'." -0( X#



./&#5#0. R%01/.,(/0-' I.,(*

）三轮的调查结

果分析後得出结论，打麻将和打扑克有助於

降低忧郁症状。
V-01

等（
DEDD

）从
DEFQ

年

中国纵向健康长寿调查（
3"/0#)# R%01/.,(/



0-' _#-'."* R%01#;/.* I,&;#*

）中选出的

L


KEQ

名老年人来做认知评估。结果显示，

经常打牌或麻将的老人和偶尔打牌或麻将

的老人的认知功能都优於从不打牌或麻将

的老人。“经常”组和“从不”组在注意力和

计算、语言和
UUI^

（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总分方面存在显著差?。中国老年人群参

与纸牌或麻将与认知功能之间存在关联，参

与频率在关联中起著重要作用。

以上研究显示的正面影响，主要是参与

比较
4

和的博彩?戏得到的。这些?戏包

括西方的
9/01%

以及中国的麻将。

４２　负面影响

管博彩参与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利，但

博彩参与也可能给老年人带来风险。最大

的风险就是问题博彩（包括病态博彩）的风

险。管老年人中问题赌博的盛行率较低，

但仍有一定的比重成为问题赌博者。

加拿大
8'9#&.-

省
DEEE

年的调查显示，

有超过百分之一（
F


OM

）的老年人被认定

&

问题赌徒，
E


OM

的老年人被认定
&

可能

的病态赌徒。
W[X3

（
FGGG

）发现，在老年人

中，一生和过去一年的病态博彩活动率分
'

为
E


OM

和
E


DM

，一生和过去一年的问题

博彩活动率分
'

为
E


LM

和
E


JM

。相较之

下，
I"-77#&

等（
FGGG

）发现，在一般人群中，

一生和过去一年的病态博彩活动率分
'

为

F


JM

和
F


FOM

，一生和过去一年的问题博

彩活动率分
'

为
K


QN M

和
D


QEM

（̂
1'/

，

DEFE

）。英国
DEDF

年的调查显示，过去一年

问题赌博的比重，
NN P JO

岁的比重
&

E


JM

，
JN

岁及以上的
& E


FM

（
W_I ^01



'-0(

，
DEDK

）。而
DEFE

年的调查显示，过去

一年
JN

岁及以上的英国老年赌客中有

E


OM

符合问题博彩活动的标准（
V-&('#2

#. -'62 DEFF

）。
I,9&-5-0/-5

等人（
DEFJ

）在

一项系统性回顾中发现，在
JE

岁以上的人

中，终生博彩活动问题的盛行率在
E


EFM

PFE


JM

之间。

管老人博彩参与出现的问题赌博和

病态赌博的发生率比较低，但一旦出现了问

题赌博或病态赌博，对老年人
3

生的负面影

响会非常大。问题博彩可能会增加财务问

题。老人
-

有太多时间和财力从社会、经济

後果，特
'

是由博彩活动失调造成的医疗和

精神後果中恢复过来（̂
1'/

，
DEFE

）。

博彩活动也与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和

较低的情绪健康水准有关。问题博彩活动

和病态博彩活动可能导致老年人较高程度

的焦虑和忧郁。与老年非博彩参与者比较，

老年高风险赌徒创伤後压力症候群

（
C!IY

）的风险也更高，同时孤独感也很高

（
C/#.&>-= B C#&&*

，
DEEJ

）。在老年病态赌徒

中发现了自杀意念和行为（̀
-,)4"

，
DEEO

）。

也有证据显示博彩活动与健康状况不

佳和负面健康行为有关。一般人群中的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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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失调的赌客报告有心血管、肌肉骨胳、胃

和肠道问题、血压升高和头痛（
:#&1" B `,



"'"%&0

，
FGGO

）。由於老年人有健康相关问

题的风险已经增加，因此与博彩活动失调相

关的额外压力可能会引发或加剧这些状况。

与非赌徒或无问题赌徒相比，有博彩活

动问题的老年受试者报告了更严重的医学

或社会心理合?症。博彩活动是一种久坐

的活动，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此外，博彩

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压力因素。在与赌博相

关的刺激过程中会导致神经生理学变化和

神经化学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增加慢性病

的风险（
I,9&-5-0/-52 #. -'62 DEFN

）。

５　总结与建议

随著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的博彩参

与人数也会增加。由於我国已进入中度老

年社会，加上空巢家庭不断增加，如何为老

年群体提供方便的、低成本的社会参与活动

和
)

乐，是整个社会都需要关注的问题。利

用博彩?戏的
)

乐性、社交性以及刺激性能

部分提供解决方案。

博彩活动是老年人广泛参与的
)

乐活

动。博彩活动，尤其是社交博彩（休盻博

彩）能满足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需要、
)

乐需

要，有助於
*

轻老人的孤独感，改善他们的

认知能力，
*

缓或预防认知障碍。在
-

有问

题博彩的情况下，博彩对老年人口有较大的

积极意义。但博彩活动对老年人也有风险，

即出现问题赌博和病态赌博的风险。管

相对年轻的群体，老年问题博彩的比重较

低，但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低，一旦出现问

题赌博，对老年群体的负面影响也更大。因

此，政府和社会应该支持老年人的博彩参与

以满足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需要和对抗老

人症的需要，而同时又需要有有效的措施预

防老年的问题赌博。

适合老人参与的博彩?戏，应该是正面

影响比较大，负面风险比较低的博彩?戏。

这些?戏一般涉及的金额比较低，有助於人

际交往，方便参与的?戏。在西方国家，这

种博彩主要是宾狗?戏、赛马，以及多人参

与的博彩?戏机，在
,

地，主要是麻将、牌戏

以及可能的彩票
5+

机。

目前对老人博彩参与的研究仍相对缺

乏，尤其是我国
,

地。为利用博彩参与的正

面价值，预防负面影响，政府和社会都应该

组织更多的研究，?因此制定更好的鼓励或

限制政策。对於博彩经营机构，包括
,

地的

彩票经营商和澳门的赌场，未来应该针对日

益扩大的老年人口开发出更适合老年人口

的低风险、高社交性的博彩?戏，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市场需要。
&

锻炼老年人的认知

能力，以及增加?戏的
)

乐性，这类?戏应

该有一定技能要求，使挑战和技能相匹配，

而不是纯粹由随机因素和运气确定（李珂

和曾忠
"

，
DE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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