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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挑战：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升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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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问题正面临严峻挑战。本研究通过对179名来自不同省份的老年人的调

查，从对养老方式的了解及选择情况、养老服务需求、养老产品购买意愿三个角度出发，在深入剖析其需求偏好和消费意

愿的基础上，为提升老年人社区养老的了解度与偏好度、促进现有社区养老模式产业升级提出建议，以期让更多老年人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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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

国人口已达14.1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人，占

总人口比重达13.5%（2021服务需求报告）我国养老模式主

要有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以及后来逐渐出现的社区养老几

种。一些老人可能会选择在公办或民办养老机构中购买养

老服务，这种养老模式对于那些长期卧病在床、需要持续

照料的老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然而，高昂的

费用、护工服务质量无法确保、各机构质量层次不齐、缺

乏人际交往等潜在问题也令人望而却步(陈景亮, 2014)。

对中国养老服务供给现状的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7月

底，我们已建养老机构床位429.1万张，收住老年人却只有

214.6万人，床位空置率高达50%。居家养老作为我国传统

养老模式受到了大多数老年人的亲睐，由于具有生活环境

熟悉、生活条件舒适、自由度较高等优势而容易被老年人

接受(张波, 2013; 杨宗传, 2000)。但这一养老模式通常只

适用于自理能力较强且和伴侣或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一旦

发生突发情况，其医疗应急能力无法得到很好地保障。

社区养老也就应时代需求而逐步衍生并发展，它综合了

在家居住的便捷性和专业照料的保障性，以家庭为核心，以

社区为依托，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

和精神慰藉等服务(李学斌, 2008; 王保刚, 2012)。然而根

据2021年中国城市养老服务需求报告我们发现，城市居民选

择居家养老的最多，占比52.9%，仅有26.5%的人群选择社区

养老。其中既有老年人对新兴的社区养老模式认知不足的问

题，更重要地还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养老模式依然存在亟需改

善之处。对社区养老的实施现状进行调查后我们发现，各个

地区的社区养老普遍存在服务内容单调、模式僵化，无法满

足多样化需求；服务与实际需求脱节，供需不匹配；运营成

本高昂，导致服务价格上升；社区受众的满意度普遍偏低等

问题(汪连新, 2023; 陈岩等, 2021)。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调查老年人群体对不同养老模式

和养老服务的认知及需求，从老年人对养老方式的了解及

选择情况、养老服务需求、养老产品购买意愿三个角度出

发，在深入剖析其需求偏好和消费意愿的基础上，提升老

年人社区养老的了解度与偏好度，并对现有的社区养老模

式产业升级提出建议，以期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探索与人口形势和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体系，让更

多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研究法

我们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形成了对研究主题的基础

认知。一方面，我们在对权威的行业需求报告进行深入分

析后了解了当前老年人存在的养老问题和养老需求，发现

老年人目前对于精神健康的需求越发大，不局限于基础的

医疗保健。另一方面，在深入研究社区养老这一主题的过

程中，我们针对各大学术数据库进行了全面的学术论文检

索。这些努力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还帮助

我们总结了当前关于社区养老的研究热点和现状。通过对

这些论文的深入分析和解读，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一

领域的发展动态和前沿观点，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2.2问卷调查法

在相关文献理论和社会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根据

研究目的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以了解当前老年人群体

对不同养老模式和养老服务的需求。在形成问卷过程中，

我们围绕老年人基本情况，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养老服

务需求和对相关养老产品服务的购买意愿四个部分展开调

查。由于调查群体的特殊性，我们也从老年人心理出发，

采取相对温和的措辞，以收集其对于不同养老模式的真实

想法。问卷形成后，我们采用随机抽样法，通过线上渠道

向全国十余个省份老人进行了调查，共回收179份有效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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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最后，我们采用SPSS等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描述统

计和相关分析，并设计图表以直观呈现结果。

3  研究分析

3.1 问卷调查对象

本研究共有179名老人参与调查，其中女性110名，参

与者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

全国十余个省份。在年龄分布上，60~70岁老人居多，占

42.46%，大于80 岁的最少，只有18.99%，总体年龄分布较

为平均。

我们进一步对参与调查的老年人群体其他基础特征进行

分析，发现月收入在3000以上的老人占51.96%。且超过半

数老人居住状况为夫妻同住，独居、子女同住和居住养老

院的比例近似，均在15%左右。在文化程度方面，只有四分

之一的老人为未接受教育或是小学学历，初中、高中及中

专、大专及以上三类文化程度各占四分之一。此外，参与

本次调查的老人总体自理能力较强，不能自理的人群仅占

2.23%，能完全自理和基本自理的人群比例约为6:4。

3.2 问卷调查内容

在形成调查问卷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关注了老年人的

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经济收入，自理状况，居住状

况，子女探望频次等。为了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对不同养老

方式的认知程度和养老需求情况，我们又从老年人养老方

式选择及了解程度、不同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对相关养

老产品服务的购买意愿三个角度出发进行了问卷设计。

在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及了解程度方面，我们根据前期

调查结果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三种养老方式

纳入调查，询问老年人目前采用的养老方式及其对不同养

老方式的了解程度。

在养老服务需求方面，我们首先询问了老年人对住宿条

件、日常娱乐、日间照料、医疗保健和精神文化等条件的

重视程度和当前养老模式对其这五种需求的满足程度。随

后又对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需求进行了深入调

查，针对每条目都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例如生活照料中包

括聊天解闷，送餐上门，家务整理；医疗保健中包括日常

检查，打针配药，理疗与长期护理；而在精神文化中有不

同设施选项，棋牌室，茶馆，书画室等等，以了解老年人

在养老过程中具体的需求。

最后在老年人对相关养老产品服务的购买意愿的调查

上，我们首先调查了其对不同养老产品的消费意愿，并考

察了老年人了解和选择相关养老产品服务的途径，列举了

老年人可能常采用的电视广告，子女、朋友或社区推荐等

选项。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老人目前选择居家养老的方

式，他们对于居家养老的了解程度更高。而对社区养老来

说。不仅选择的人数很少，同时大家对其了解程度也普遍

偏低。

图2 老年人对各养老条件的重视程度与满意程度

根据图2所示，能够看出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条件最为重

视，对其余条件的重视也较高，基本都达到4分以上（满分

5分）。而在评估当前养老模式是否满足其需求时，住宿条

件是其中得分最高的一个。

对比重视程度和满意程度得分我们能够发现，目前养老

模式的各个条件其实都没有满足老年人需求，他们对于满

意度的评分于重视度间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对医疗

保健条件的重视程度最高，但满意度最低。

图3 老年人对各养老服务的具体需求

图1 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与了解度情况

图4 养老服务消费理念及了解养老服务的方式



89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7)2024,2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如图3所示，超半数的人认为就生活照料而言，家务整

理很重要，聊天解闷和送餐上门也有近50%的老人有需求；

在医疗保健需求中，老年人最需要的是日常检查；对于精

神文化设施需求中，老年人非常需要学习场所（如老年大

学）和进行网络智能学习，文艺演出（舞蹈乐器）和书画

室也有较高需求, 最后是体育场（如乒乓球馆)、瑜伽、棋

牌室、茶室等。

在老年人的消费养老产品消费意愿的调查中，我们发

现了超过50%的老人会愿意花钱去购买一些专业化的养老服

务。此外，也有60%的老人认为住养老院也不失为一种理想

的选择。而在对了解相关养老产品及服务的方式渠道上，

大部分老人都会通过朋友推荐和电视 广告等渠道进行了

解，子女推荐和社区宣传也是一大了解方式。（见图4）

3.4 相关分析

对数据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后我们发现，年龄与对各养老

条件重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r
住宿条件=

0.279，p＜0.001；r
日

常娱乐=
0.2，p＜0.01；r

日间照料=
0.159，p＜0.05；r

医疗保健=
0.262

，p＜0.001；r
精神文化=

0.284，p＜0.001），即随着年龄的增

加，老年人普遍对养老更加重视，并有更强的需求。

此外，进一步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后，

我们发现年龄与医疗保健需求也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年

龄的增加，老年人在日常检查（r=0.213，p＜0.01）和理

疗与长期护理（r=0.19，p＜0.05）。然而居家养老普遍

缺乏相应的医疗条件保障，不能很好地满足其需求，因

此随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度会显著上升

（r=0.215，p＜0.01）。

最后，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老年人会更注重养老

生活的精神文化部分，他们对网络智能学习（r=0.222

，p＜0.01）和能进行舞蹈乐器活动的文艺演出平台

（r=0.231，p＜0.01）存在更高需求。

4  讨论

4.1 省钱有效——当下中国社区养老模式有何潜力

对于中年群体来讲，社区养老模式不同于每月付养老院

资金的养老院模式，能够起到以较低的服务价格，照顾老

人饮食起居与心理健康的功能。因此中年群体的经济压力

也会因此削减。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社区养老模式相比其

他养老模式更加符合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能够起到更好的

精神建设作用。社区养老模式的优势在于呼应老年人“追

求稳定”的心理状态，让老年人在家中享受社区的上门服

务。因此老年人能够更长久地身处熟悉的家庭环境与居住

环境、享受家人带来的陪伴、追求自己的爱好，而不必前

往陌生的赡养机构。

4.2 改变重点——基于研究结果提升社区养老模式

4.2.1调查结果显示，95.65%的老年人生活可以完全

自理。同时从老人的心理来分析，“照顾起居”会激发老

人“不服老”的心态，导致老人对社区养老模式的满意度

降低。因此，社区养老模式经营者可以暂时削减在这一较

为普遍的社区养老服务上的花费。同时在进一步对老年人

的养老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认为经营者应当着重于

老人定期的医疗体检。从数据上来看，发现年龄与医疗保

健需求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针对居家养老普遍缺乏相

应的医疗条件保障的情况，社区应该将针对老人生理需求

服务，定期展开全体社区老人健康体检。

4.2.2 调查显示，大部分老年人虽然有夫妻之间的陪

伴，却缺少年轻人陪伴带来的活力，且相关数据证明老年

人仍有充足财力消费养老服务，基于此分析，我们认为社

区养老模式可以考虑削减对于老年人物质的补助（比如社

区礼品等物资），转而注重于“陪同”这一主题。鉴于老

年人财力尚可，社区可以向老年人出售有偿的陪伴服务，

聘请大学生、志愿者团队等年轻团体与老年人聊天谈心且

帮助处理老年人家中的重体力劳动。这样不仅能使老年人

在与年轻人的交流中舒缓心情，而且能帮助年轻人获得社

会经验、使社区养老机构盈利。

4.2.3随着我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拥有了高等教育学历。在这次调查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56.52%，高中或中专学历占比为

17.39%）。基于此我们推测，当代老年人的精神追求也从

物质层面逐渐转为精神层面。社区应该充分考虑到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提供多样化的个人能力提升课程，也可以举

办各式社交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展示自己、扩大社交圈的

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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