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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已步人口老龄化严峻阶段，养老模式问题频出。“嵌入式”养老模式作为我国颇具新意的养老模式，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

侧重于研究嵌入式养老模式的界定和理论内涵。首先对目前传统养老模式的分析，在对我国上海市“嵌入式”养老模式的试行理论和实施

现状进行分析后，找到嵌入式养老模式相对于传统养老模式的优势，并探查目前“嵌入式”养老实施的问题。找到改善“嵌入式”养老模

式的方法，提出有助于嵌入式养老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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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渐渐发展，其模式

综合统一了居家、社区以及机构养老服务等各种类型，

将社区未被利用的服务设施作为具备条件，将机构转移

到老人居住的环境内，并对所有养老资源进行统一，给

予每个长期在家生活的老人带来定制化、个人化的进户

陪护服务[1]。同时，给缺乏一定生活能力的年纪较大的老

人，以及刚刚经治疗出院后的老人带来短期陪床的照顾，

给精力旺盛的老人开放某些活动场所以满足老人的运动

需求，这种服务类型被政府所支持，且属于市场化的一

种经营方式[2]。其在避免了社区养老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

同时，也避免了老人对敬老院等场所的天然抵触，已经

渐渐形成了居家及机构养老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3]。 

二、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国内实施现状及思考 

（一）社区“嵌入式”养老优势分析 

1.满足老年人原居安养需求 

社区“嵌入式”看护方式能够让老人离开居所，但

是始终在社区的服务范围之内，避免了老人的远道出行

带来的一系列不便[5]。国人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百善孝

为先，对家庭伦理非常看重，难以接受让老人背井离乡

的异地生活。尤其是当人们迈入老年时，人们会更加注

重血缘亲子关系和周边地域，更注重于维系早年间的感

情，社区“嵌入式”看护方式能够让老年人非常便利的

和子女及友人进行交流，共享晚年生活，同时还能和社

会保持联系，避免孤独和寂寞的心理情感，并更加融入

社会[6]。 

2.有效缓解老人家庭成员的压力 

首先是减轻家属的负担。当前，国内约存在 4000 万

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且大部分均为待在家里由

子女负责养老[7]。随着社会工作节奏的逐渐紧凑，直接负

责老人照顾的家庭成员往往长期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

之下，且情绪会愈发敏感。社区“嵌入式”看护机构，

在能够给老人提供上门看护并进行短期服务的同时，也

能够给老人直接带到社区中心进行集中服务，从而使得

子女不再为老人的看护而烦恼。 

（二）社区“嵌入式”养老困境分析 

1.传统养老观念的阻碍 

经流传下来的经典的老年生活观点，“养儿防老”于

国内已经流传至今。子女、孙子女三代共同生活的愿望，

在每个老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然而，随着人口结构比例

的改变以及家庭人丁的逐渐单薄，最终导致原始的居家

看护策略无法持续发展。同时，安土重迁的传统观点往

往会让许多老人抵触一些养老中心，同时经典的“送养

即拒养”的认知同样局限了子女对老人送养的想法。虽

然当前的“嵌入式”看护中心拥有着距离短、不用于传

统看护模式的长处，然而基于人们缺乏对该看护模式的

相关认知，往往无法短期内适应此种养老模式。 

2.功能定位不明确 

第一，缺乏正确的定位。社会“嵌入式”养老直接

把居家、社区以及机构养老联系在了一起，取长补短，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看护闭环。当前情况下，部分社区“嵌

入式”中心当前扩建成了社区级的敬老院，并能够长久

的为老人带来扶持和帮助。第二，服务对象错误。社区

“嵌入式”机构的主要服务目的应当是给老人带来短期

的固定化服务，对象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大病初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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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等。然而，部分机构却转为收纳了完全不具备自理

能力或需要临终关怀对待的病人。第三，未具备正确的

服务职能。社区“嵌入式”机构的主要工作内容为给长

期自行生活的老人带来帮助，给居民区内的老人带来白

天的照顾和娱乐设施，然而，部分机构仅仅是上门进行

看护，而非将周边的老人汇集到一起开展活动。 

四、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发展建议 

（一）准确定位，细化职能 

社区“嵌入式”养老即由居家及机构进行统一的看

护，依照于年龄及健康情况的区别，进行特异化的服务。

就功能而言，一是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延伸的上门服务，

二是为老年人提供居住服务，三是为日间照料老年人提

供服务。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满足居家老年人

的需求，为社区“嵌入式”养老的工作核心。这种模式

带来的相关支持可分为生活看护、康复训练、健康评估、

精神安慰和应急援助等。第二个重要功能即能够给社区

老人进行托养照顾。第三个重要功能即应当给具备行为

能力的老人提供活动娱乐设备或设施以及学习、书画、

歌舞等日间照料活动场所。 

（二）连锁经营管理，完善自身建设 

经由跨社区的连锁管理，能够极大地减少成本开支，

增进机构规模，并达成预期服务目标。管理服务团队同

时对多个社区进行统筹，从而减少人工支出；机关各项

经营成本降低，费用降低，老人受益，企业获利，形成

良性循环。以该种方式来管理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

可视为一种创新，从而提高养老服务的标准及效率。 

养老机构在运营管理的模式上既要提前与政府和社

区管理做好协商，做好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又要与

社会组织、医院、志愿者队伍签订合作协议，这样才能

嵌入优质的社会资源，保证长期有效而精准的养老服务。 

（三）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政策落实 

增进并改进政府对社区“嵌入式”养老看护设施的

关注，从而降低单位投资风险，从而增加单位的纯利润；

故而，政府需要通过“公建民营”等不同方式展开支持。

在进行社区“嵌入式”的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过

程中，需要汲取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政府提供经

济援助完成建设，建设完毕后再交给私企来开展管理活

动。 

此外，需要经民政部门来协调研究，加快新制度的

确立及推行，从而促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进步，

并解决养老设施使用中存在的困难。对于老旧居民区来

说，应介由民政部门及社区居委会协调沟通，合作接管

养老设施，并维持其的正常运行。只有通过政府的有效

推动，才能使“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真正落地生根。 

结论 

嵌入式养老作为居家养老的最小单位，它可以由社

区居家养老逐渐优化演变。在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模板

情况下，各地可以通过自助、他助、公助、共助等多元

主体的努力，改善居家养老供给不足，并创设一个有利

的大环境以推动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发展。本文提出当前

我国的嵌入式养老的一些注意事项，但由于制度建设尚

不成熟，模式中仍存在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后续研究解决。

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应该不断优化和完善。此外，还

需要借助国内外先进经验深入挖掘这一领域的更多可能

性。该模式的构建基于普适化居家社区养老模式，尚未

对“互联网”技术下的多方协作机制进行探讨，因此相

关模式和平台建设的优化仍需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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