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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中老年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居家医养结合需求调查
赵　岩 1　秦宝龙 2　李雯婷 1　刘景华 1

（1.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2.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彩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摘　要】目的：了解齐齐哈尔中老年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居家医养结合需求。方法：采用方便抽样选取齐齐哈尔市常住居
民中年龄为 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利用问卷星进行调查，共发放并回收 300 份问卷，分类变量采用构成比描述，各组间差异比
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调查对象对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有需求的占 89%。通过卡方分析，认为家人支持调
查对象的需求选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老年人需要照顾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是“医疗资源与生活照顾”。调查对象对医养服务的
需求主要是“日常生活照料”、“定期健康检查”。关于医养收费及分担的情况中，选择低费用 <1000 元的和选择以医疗保险
为主个人承担为辅的人数最多，主要选择“医疗保险为主，个人承担为辅”的付费方式。结论：齐齐哈尔市中老年人对以互联网
为依托的居家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有一定的需求，应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和合理费用分担。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
家，人口数量达到 13 亿多，庞大的人口基数就包含了众多的中老年人，根据国家最新数据统计，2019 年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
18.4%[1]，数量接近三亿人口，我国未来进入深度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全国将面临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并且随着当今经济的快
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并且在医疗科技与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变化中，人们对现在或将来医疗与养老服务的便利性与
有效性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015 年 11 月发布《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提出“医疗卫生与养
老服务相结合，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久之计，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健康养老服务需求”[3]。可
见发展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可成为解决养老困境的一条途径。本文旨在研究齐齐哈尔市中老年人对于互联网依托下居
家医养结合的需求与期望，探索线上线下医养结合，减少传统医养的困难，优化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各资源需求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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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

对象的纳入选择齐齐哈尔市常住居民中年龄为 45 岁及以上

的中老年人，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自愿参加；无沟通障碍者。

2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及咨询医养结合方面专家自制问

卷，正式调查前进行了调查员培训并开展了预调查，正式调查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通过面对面扫描问卷星二维码的方式进

行调查，对齐齐哈尔市龙沙、铁锋、建华三个区的中老年人各

发 100 份问卷，共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 300 份问卷，回收率

100%。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

对于互联网为依托的医养结合服务的需求，对费用支付的需求

等。数据通过问卷星导入到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分类变

量使用构成比描述，对不同医养结合养老意向与需求的特征差

异进行卡方分析，以 α=0.05 为标准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中男性 145 人（48.33%），女性 155 人（51.67%）；

45-59 岁 85 人（28.33%），60-74 岁 138 人（46.00%），75-89

岁 65 人（21.67%），90 岁及以上 12 人（4.00%）。从文化程度

构成来看，学历为小学及以下 91 人（占 30.33%），初中 82 人（占

27.33%），高中或中专 56 人（占 18.67%）, 本科（大专）及以

上 71 人（23.67%）。从主要职业构成来看，公务员或事业单位

人员有 41 人（占 13.67%），企业员工有 57 人（占 19.00%），

个体工商户 48 人（占 16.00%），退休 119 人（占 39.67%），其

他 35 人（占 11.66%）。从居住状况来看，独居的有 50 人（占

16.67%），与老伴居住的有 86 人（占 28.67%），与子女居住的

有 93 人（占 31%），居住在养老机构的有 32 人（占 10.67%），

其他情况的有 39 人（占 13%）。

3.2 调查对象对互联网 +居家医养结合的需求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1 可知，调查对象愿意选

择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人数占比为 89%，仅仅有

11% 的人数占比不愿意选择该养老模式。

表 1 调查对象愿意选择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情

况

愿意选择新型养老模式 人数（n） 构成比（%）

是 267 89.00

否 33 11.00

　　3.3 家人的支持对调查对象的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需求

的影响

根据交叉分析显示，见表 2 可知，调查对象“认为家人愿

意支持”对调查对象选择“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调查对象认为家人是否愿意支持互联网 + 居家医养

结合养老模式”

对他选择该模式的影响

家人的支持
调查对象的需求 χ2 P

是 否

是 243(91.01) 21(63.64) 20.842 0.000**

否 24(8.99) 12(36.36)

3.4 需要照顾的途径和方式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3-5 可知，调查对象对互联

网 + 居家医养结合需要照顾的途径和方式中，选择“医疗资源

与生活照顾”的人数最多，共 128，占比 42.37% ；选择“不需

要帮助”的人数最少，共 33 人。占比 11%，具体见表 3。

表 3 调查对象对医养帮助的需求情况

项目 人数（n） 构成比（%）

经济补贴与法律支持  86 28.67

医疗资源与生活照顾支持 128 42.37

精神慰藉  53 17.67

不需要任何帮助  33 11.00

3.5 调查对象对医养服务的需求

主要调查的 7 个方面，按需求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日

常生活照料”、“定期健康检查”、“上门送医送药”、“文化娱乐”、

“健康咨询及讲座”、“临终关怀”及“其他”，具体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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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调查对象对医养服务的需求情况

项目 人数（n） 百分比（%）

定期健康检查 178 59.33

上门送医送药 175 58.33

健康咨询及讲座 154 51.33

日常生活照料 179 59.67

文化娱乐 156 52.00

临终关怀  53 17.67

其他   5  1.60

　　3.6 调查对象对支付医养费用的需求

由表 5 可知，调查对象愿意支付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养

老月均费用中，选择费用 <1000 元的人数最多，共 149，占比

49.67%，选择费用 >2000 元的人数最少，共 42 人，占比 14%。

表 5 调查对象支付医养费用的需求情况

费用 人数（n） 构成比（%）

<1000 149 49.67

1000-2000 109 36.33

>2000  42   14

　　3.7 调查对象对医养费用分担的需求

调查对象对分担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养老费用的需求中，

对医疗保险为主，个人承担为辅的选择人数最多，共 111 人，

占比 37%，选择其他的人数最少，共 27，占比 9%，具体见表 6。

表 6 调查对象对分担医养费用的需求情况

项目 人数（n） 构成比（%）

医疗保险为主，个人承担为辅 111 37.00

个人承担为辅，医疗保险为主 72 24.00

全部医疗承担 59 19.67

全部个人承担 31 10.33

其他 27  9.00

　　4讨论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科技水平同样在不断的提升，

而智慧科技平台作用于重要的养老与医疗，也符合中老年人在

医养方面的需求，本次调查中老年人对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

愿意选择且接受的占 89%，且家人的支持是他们选择该方式的

重要因素。根据国家重要指示，有关医疗、养老关乎民生大事，

必须实现医疗与养老的安全化，合理化 [4]。因此，对于智能医

养养老的收费价格要依据当地实情合理制定收费价格 [5]，在保

证民生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智能医养养老服务的发展前景。各

部门系统之间也要强强联合实现应用畅通，保证被服务人员的

舒适利用 [6]。

百善孝为先，尊老爱幼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人的美德，

当面对家里老年人需要养老的时候，作为晚辈就应该尽职尽责，

但是传统的居家养老还有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智慧医养

结合养老模式正好能够解决在时间上，空间上的一些限制，不

仅能够保障老年人的安全状况，同时也能减轻监护人的担忧 [7]，

所以在调查结果中显示调查对象认为家人支持自己选择互联网 +

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需求的差异中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在医养结合服务的需求中，中老年人面对提供的多种医养

服务也能够有了更多的选择 [8]，据调查结果，百分之五十以上

的大多数人的选择中都有：定期健康检查、上门送医送药、健

康质询及讲座、日常生活照料还有文化娱乐活动，互联网平台

依托的健康检查不仅效率快也安全，如远程医疗，健康监护仪

等一些新兴医疗科技设备对健康检查带来的帮助很大；面对老

年人不能远行的，提供送药上门服务刚好满足了需求。在日常

生活中，老年人同样需要生活照料和人文关怀，能够满足基本

生活照顾的同时还能以互联网形势提供的多种模拟文化娱乐满

足精神生活，因此，大多数人愿意选择 ；最后只有极少部分老

年人选择了其他。

被调查城市经济水平不高，受限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工资

收入不高，所以希望养老的收费价格更加便宜适合，并且养老

服务伴随的时间不短，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服务，当长时间的

持续情况必定会增加普通家庭的养老负担，面对这些问题，更

多人更愿意选择价格便宜的收费 [9]。少部分选择了更贵收费的

中老年人目的就是希望获得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养老服务。

对分担医养费用的需求，大多数人选择了医疗保险为主，

个人承担为辅，在我国大多数的保险类型中都有一定额度的补

贴 [10]，特别是在重要的医疗保险类型中，不管职工医疗保险还

是新农合，国家对就医买药上的帮助特别大，因此让更多的普

通家庭能够更好的享受了医疗资源服务，养老费用本身就是巨

大工程，因此，更多的中老年人选择以医疗保险为主，个人为

辅的方式养老，不仅能够享受养老服务的同时还能减轻一定的

经济负担。当然一部分少数家庭情况较好的中老年人表示愿意

全部个人程度。因此我们国家在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上还要

保障中老年人在智慧养老上的权益和利益时还要加强该方面建

设，才能让我国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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