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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社会互助养老模式构建 
颜  洁 

（东北石油大学  163000）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群体呈现爆炸式增长，养老问题也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生

家庭从大家庭中分离出来，核心家庭已成为最普遍的家庭模式，双职工家庭也发展成为社会的常态。这使得传统养老模式在一次受

到挑战，虽然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模式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大多又依托于政府拨款、缺乏专业人才，并且都无形中将老年群体

视为弱势群体，将关注的焦点置于老年人健康，安全等需求的满足，忽视了老年群体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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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is growing explosively, and the pension problem has 

also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newborn families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extended 

family. The nuclear family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 family model, and the double working family has also developed into the normal of 

society. This makes the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l challenged. Although the institutional pension and community pension models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most of them rely on government funding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s. They virtually regard the elderly group as a 

vulnerable group, focus 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health, safety and other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ignore the initiative of the elderl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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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指出生率下降，预计寿命延长导致的老年人口比

例增加。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

多的国家。短短三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增长一倍，老龄化进

程远快于发达国家，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但现阶段，由于养老

服务需求增大，导致传统养老服务模式受到了挑战。传统养老服务

模式将焦点集中于老年人认知层面的看护照料，忽略了精神层面的

幸福感，习惯性将老年人放置于被动地位，忽略了老年人的主动性。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化的到来正确认识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

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本文以积极老龄化为

着手点，引入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转变传统养老问题解决思路，旨

在重构老年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促使老年群体与社会环境更好的

相适应。 

1.应对老龄化问题新理念：积极老龄化 

追求长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需要，但长寿并不代表健

康，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的退化及患病几率的不断增

加，老年人常常面临着疾病的困扰。同时空巢，失独老人的比例也

在持续增加，我国养老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 

1.1 积极老龄化概念综述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成功老龄化”的概念被提出，随后经

历了“健康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的发展阶段，其内涵不断

丰富，直到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并

强调老年人群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应对老年生活。2002 年，世

界卫生组织基于世界各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身体功能和身

体素质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再一次提

出“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但社会各界对老龄问题的认识和界定始

终处于“二元”分离状态，在谈论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时，很少涉

及发展方面的问题，谈论发展方面的问题时，又很难涉及人道主义

方面的问题 [1]。目前，国内围绕积极老龄化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

究较少，学者对积极老龄化和生活质量的指标选取尚存争议，不同

的操作化方法也令研究结论呈现一定差异[2-3]近年来对积极老龄化

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崔恒展等 ［4］（2012） 认为，积极老

龄化以提高老年人生命生活质量、延长寿命为目标，为此应动员、

组织、优化各种社会资源，制定系统解决老龄问题的社会发展政策。

邬沧萍 （2013）［5］指出：“在增龄过程中的老年人有机会均等和处

理生活各方面的权利。 

综上，我们可知积极老龄化是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

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的过程。积极老龄化既适

应于个体有适用于人群，它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在一生中体力、社会

以及精神方面的潜能，并按照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去参与社会、

而且当他们需要帮助时，能获得充分的保护、保障和照料。 

1.2 树立“积极老龄化观”的必要性 

据调查显示，2020 年我国人均寿命 76 岁，预计到 2030 年人均

寿命有望达到 80 岁。但是长寿并不代表健康，随着老年人身体机

能的退化患病几率也不断增加，常常面临着疾病的困扰。据报道，

2020 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已超 16.6%，意味着每 6 位老人中就有

一位生活无法自理，同时空巢，失独老人的比例也在持续增加。我

国养老事业、医疗卫生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今天家庭供养

方式在社会中日渐衰落，失独、空巢老人已屡见不鲜，政府逐渐承

担起了兜底性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模式层出不穷。

但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社区养老还是机构养老都只是将老年人当作

被动的客体，一直关注于如何“养”，鲜少将其主动性纳入思考。

积极老龄化摆脱了原有旧思路，由被动变主动，将社会参与纳入其

中，使得越来越多“能够继续工作的人”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2.社会养老互助模式的构建 

虽然机构养老模式及社区养老模式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家庭

供养仍然是老年人最倾向的一种方式。但随着老年群体数量日益增

加，人力资源缺乏、设施不全、城乡医疗资源的不平等等问题暴漏

出来，导致我国养老产业面临巨大的挑战。采取社会养老互助模式

一方面可以释放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满足老人家庭养老的诉

求，提高老年人幸福指数。 

2.1 传统养老模式的演变 

家庭供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但是随着手工业、商业的蓬勃

发展，在加上农业经济的逐渐瓦解，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不

在适应于当下的社会，双职工家庭发展成为社会的常态。这一家庭

分工的的转变使得原有的家庭的供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由于经济需求选择背井离乡，导致空巢老人数

量急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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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衰退将面临疾病缠身、身体

不能自理的风险，老人独居在家面临一些琐碎小事倍感无能为力，

也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甚至因为无人照顾会错过某些疾病的最佳

治疗时间，最终使得整个家庭抱憾终生。为此，许多家庭常常选择

将老人送到专门的养老机构请专业人士进行照料。在机构中老年人

会面临者许多年龄相仿的，兴趣相投的老年人，极大的减轻了孤独

感，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子女的压力。以上种种优点使得越来越

多的子女选择将父母送去当地养老机构，但有些老人认为，被子女

送去养老院意味着被子女抛弃，易产生不良情绪。同时许多机构依

托于政府，政府拨款是其主要来源，或是政府的原因或是机构的原

因服务经费到手后常常实施不力，容易出现造假现象。偶尔也会存

在一些福利机构虐待老人的现象，最后导致机构照顾模式向社区照

顾模式的转变。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适合于那些空巢、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老

人，老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能够找到安全感、归属感和亲切感，

弥足了机构养老带来的居住环境转变带来的孤独感，是目前一种吸

收了机构养老以及家庭供养优点的最理想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主

要为老年人提供一些家政清洁服务、维护维修服务、上门送餐以及

保健服务等，更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更加注重对老年人心理和情

感的关怀，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但是社区居家养老相对与机构

养老来说，安全性较差，但是由于经济的差异使得许多地方养老服

务设施不完善，不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 

2.2 社会互助养老模式构建 

互助模式的思想最早体现在西方国家的时间银行，“时间银行”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传入我国,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相结

合并取得显著成效，典型代表有长沙市望月湖街道道德银行”、青

岛市的电子时间银行等。但是时间互助养老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 

2.2.1 社会互助养老模式构建-以“时间银行”为基础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水平的关注以及

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虽然有些老年人在年龄界限上已经进入老年

阶段但是在身体机能以及心理上处于中年阶段，仍然有能力，有精

力为社会做贡献，但是社会上对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着社会歧视，自

然而然的把老年群体置于弱势地位，导致在养老服务方面关注的是

老年群体的问题而忽略老年群体的能力，出现治标不治本的情况。 

时间银行是指将参与服务的老人所服务的时间存入相对应的

银行账户，待其日后需要帮助时可以用所存的时间来获得他人服务

的一种互助方式，于 20 世纪 90 年代传入我国。相对于传统的供养

方式，时间银行模式既很好的考虑到了老年群体的主动性又结合了

传统模式的优点。但是，时间银行模式的时间价值观念不够清晰，

将时间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同时也忽略了群体的流动性，时间难以

实现跨地区兑换、随着时间推移不确定性因素太高、容易产生收大

于支的情况。 

2.2.2 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构建社会互助模式 

社会互助养老模式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社会工作者作为主

要经营者，老年群体参与形成的一种半盈利组织。作为服务者的老

年群体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同时应建立一套 完整的体系，

按照服务者的服务人数，服务天数综合考虑计算出其相应的工龄。

待其有“退休”意愿时发放一定退休金或折合成应提供的服务，而

作为被服务人群的服务费用由家庭承担一小部分，政府给补贴一大

部分。 

（一）构建步骤如下： 

1.志愿者的招募。我们以某一个地区为单位设立一个社会互助

组织。规定但凡有继续工作意向的退休老人都可填写申请表报名参

加。在一个地区内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小组织，每一个小组织都可以

配备若干个社会工作者便于资源的管理和分配。 

2.对组织成员进行培训。社会工作者对报名成功后的组员进行

个案访谈以及小组互动，社会工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活动需要对组员

做出准备判断，找到每个组员的优势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 

3.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社会工作者通过对该地区的服务对象

进行个案访谈并分析。准确判断出服务对象的需求，性格，爱好等

特点，并全程做好工作记录，便于日后查看。 

4.资源的对接。社会工作者将组员与服务对象进行准确配对，

形成互助关系。 

5.定期评估。社会工作需要定期对组员工作效果进行评估。 

（二）注意事项 

1.前期要做好宣传工作，耐心解答居民的问题以及困惑。 

2.在组内培训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综合的方法收集资

料，在较短的时间内准确对服务人员做出正确的评价。 

3.组织配对的过程中遵循最有原则，考虑经济效益。 

3.总结 

采取社会互助模式远比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效果好的多，在社

会互助模式中政府处于主体地位，提供兜底性服务，同时充分了发

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作用。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无论在经历上，

年龄上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程度上一方面充分开发了

老年群体的劳动价值，释放了年轻劳动力，使得老年群体有相应“工

作”，避免老年阶段所带来的社会隔离以及孤独感，提高了老年群

体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又缓解了家庭的养老

问题，成为子女心中的一颗“定心丸”。这一举措对于政府来说节

约了养老成本，对于家庭来说缓解了养老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又可

改变生育观念，鼓励大家生育进而对解决老龄化问题产生积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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