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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德州市老龄办发布的
一

组数据 ， 早在 ２０ １ ８ 年底 ， 德州市老龄人 口 （ ６０ 岁

以上 ） 的规模就有 １ １ ０ 万 ， 老龄化程度约为 １ ８ ． ５％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
一

形势还

将更加严峻 ，
德州市正处于快速人 口老龄化阶段 。 根据德州市统计局的预测 ， 已经

到来的 ２０２０ 年底 ， 德州市 ６ ５ 岁 以上 、 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 口 的 比重将分别超过 １ ５％

和 ２０％ ， 说明该地区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 。 因此 ， 德州市对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有

着极为迫切的需求 。

所谓养老服务业 ， 是指的 以商 品交换为基础 ， 向老年人提供照顾服务及相关

产品从而实现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 ， 能够满足老年群体个性化 、 多样化 、 特殊性

的生活需求 、 精神追求 ， 属于服务业的范畴 。 鉴于德州市人 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

对养老供需问题进行研究 ， 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深入挖掘德州市养老服务产业的发

展 问题 ， 探索供需失衡极其诱因 ， 旨在为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矛

盾提供实践指导 。 此外 ， 基于供需关系提供养老服务 ， 对于提高德州市养老服务

产业的供应有效性 ， 满足老龄人 口对养老服务供应的多元化需求 ， 也有着
一

定 的

实践意义 。

本文 以供求理论 、 社会发展福利理论 、 利益相关者理论 、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理论为指导 ， 采用 调查 问卷法 、 指数平滑法等研宄手段 ， 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

研宄结合 ， 介绍德州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 对养老服务产业的经济效应进行

测算 ， 从而明确 了养老服务产业在产出总额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两个层面对德州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 此外 ， 本文还结合问卷调查情况对德州市养老服务

业供需平衡情况进行 了 分析 ， 对德州市老年群体的支付能力进行 了测算 ， 重点从

机构养老服务供应不足 、 养老服务形式单
一

、 养老服务供应质量不高 以及财政投

入不足等角度分析了 德州市养老服务供需匹配失衡的主要 问题 。 鉴于研究结果 ，

论文提出 ， 德州 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 必须正视供需关系 ， 结合供应与需求不匹

配的突 出 问题 ， 要统筹城市与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应短

板 ， 要不断提升德州市养老服务承载能力 ， 要积极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产

业发展 ， 也要夯实养老服务产业基础 ， 优化资源配备等角度 ， 从而切实改善德州

市养老服务产业供需不平衡的局面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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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 本文研究 了养老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并定量分析 了养老服务

业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 。 借助指数平滑法 ， 对德州市养老服务业未来几年

的发展规模 、 经济贡献进行了 定量预测 ， 从而明确 了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必

要性 。 此外 ， 立足养老服务供需匹配情况进行分析 ， 为德州市未来更好的发展养

老服务业提供了参考 。

关键词 ： 养老服务业 ； 经济发展效应 ； 供需匹配 ； 德州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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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前言

１ ． １ 研究背景

依据 国际标准 ， ６０ 岁 以上人 口 占 比 １ ０％以上 ， 或 ６５ 岁 以上人 口 占 比 ７％ ， 该

国家或地区就可以界定为存在老龄化问题 。 根据德州市老龄办发布的
一

组数据 ，

早在 ２０ １ ８ 年底 ， 德州市老龄人 口 （ ６０ 岁 以上 ） 的规模就有 １ １ ０ 万 ， 老龄化程度约

为 １ ８ ． ５％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这
一

组形势还将更加严峻 。 可见德州市正处于快速人

口 老龄化阶段 。 根据德州市统计局 的预测 ， 已经到来的 ２０２０ 年底 ， 德州市 ６５ 岁

以上 、 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 口 的 比重将分别超过 １ ５％和 ２０％ ， 说明该地区老龄化问题

非常严重 。

十八大以来 ， 德州市逐渐认识到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进行 了

一

系列积极的探索 ， 将应对老龄化问题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 ， 加强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 改善老龄人 口生活条件 ， 取得了较为显著 的成绩 。 但是相 比

发达地区 ， 德州市在养老服务供应方面还存在
一

些突 出 问题 ， 尤为典型的是养老

服务供应的质量和数量的不平衡 ， 城乡养老服务设施的不平衡等 ， 直接导致相 当

一

部分老龄人 口 的多元化 、 个性化养老需求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

当前 ， 包括德州市在 内的很多地级市 ， 都面临着严峻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 ， 如

何利于本地实际 ， 构建满足当地老年人需求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
一

个值得深入

研究的 问题 。

１ ＿２ 研究意义

１ ．２ ． １ 理论意义

第
一

， 明确养老服务业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 特别是经济效益 。

在传统的认知 中 ， 养老服务产业带有
一

定 的公益性特征 ， 人们对其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经济效应认识不够 ， 本文借助指数平滑法测算 了 发展养老服务业能够带来

的直观的经济效益 ， 从理论上明确 了 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必要性 。 第二 ， 明确 了 养

老服务业的发展导 向 ， 地级市资源有限 、 财力有限 ， 发展养老服务业必须从 自 身

实际 出发 ， 以本地区老年群体的需求为导 向 ， 从平衡养老服务供需关系的角度 出

发 ， 这对于丰富养老服务研宄理论体系有
一

定的价值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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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实践意义

鉴于德州市人 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 对养老供需 问题进行研究 ， 在很大程度上

可 以深入挖掘德州市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问题 ， 对供需之间存在的矛盾 ， 特别是

矛盾背后 的原 因进行探索 ， 为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提供实践

指导 。 此外 ， 基于供需关系提供养老服务 ， 对于提高德州市养老服务产业的供应

有效性 ， 满足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也有积极意义 。

１ ．３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１ ．３ ． １ 关于养老服务供需及养老服务模式的研究

一

是针对养老服务需求的研宄 。 总 的来说 ， 国 内专家学者的观点较为集中 。

孙泽宇的观点是 ， 老年人更需要家庭服务 ， 包括简单的生活护理服务和较高层次

的医疗保健服务 以及心理服务 。 张祖平认为 ， 老年人的需求不能简单的用马斯洛

理论来界定 ， 还包括文体娱乐 、 情感慰藉等方面的需求 。 穆光宗认为 ， 老年人有

三个层面的需求 ， 即生存 、 发展和价值需求 ， 其中护理服务属于生存需求的范畴 。

向甜提出 ， 老年人有 日 照护理需求 、 健康保健的需求、 生活服务的需求 、 文娱需

求以及旅游等需求 。 可见 ， 老年人的需求具有多元化特征 ， 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要尊重这
一

特征 。

国外的研究结果显示 ， 随着全球人 口老龄化的加剧 ， 人类健康水平随着平均

年龄的增长有整体下滑的趋势 ， 老年群体既需要必要的 日 常生活照料 ， 也对于其

他的服务事项 ， 比如健康护理 ， 呈现出旺盛的需求态势 。 Ｑｕ ｉｎｎ 对老年群体的护理

需求和护理感受作为研宄对象 ， 他表示 ， 当前的家庭护理服务是存在明显 问题的 ，

和老年群体的预期相 比有较大差距 。 他的建议是 ， 家庭护理应当结合医护诊疗 、

健康护理 、 心理疏导等 内容 ， 从而真正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 。 Ｄｏｏｇｈｅ 提出 ，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 生理机能退化是必然的 ， 因此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来不开

社会和家庭的参与 ， 需要他们提供帮助 。 Ｍｏｏｄｙ 的研究结果是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老年群体不但要面对身体技能退化的 问题 ， 慢性病患病率也会不断提高 ， 对护理

服务的需求极其旺盛 ， 要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 ， 必须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 他同样

不认可当前的家庭护理水平 ， 他认为老年群体接受到 的养老护理服务 ， 无论是质

量还是数量都存在较大程度的不足 ， 因此政府应 当与快速发展 的 民间养老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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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加强合作 ， 只有这样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合理诉求才有可能得到满足 。

二是针对养老服务供给的研宄 。 在国 内 ， 针对养老服务供应的研宄还处于起

步阶段 ， 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 研宄覆盖面也远远不够 。 其中
“

时间银行
”

引入国 内养老服务产业 （马贵侠 ， ２０ １ ０ 年 ） ， 为满足养老服务供应 、 发展互助养

老模式提供了参考 。 马贵侠的观点是 ， 中 国的社会养老机构还处于供不应求的阶

段 ， 尤其是中低价位的养老服务机构远远不够 ， 他们更需要参与互助养老 。 曹梅

娟 以结伴生活机制进行 了研究 ， 她认为在结伴养老模式中 ， 老年群体能够保留独

立生活空间 ， 也能够获得必要的生活照料和生活服务 。 基于此 ， 她建议老年人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借助社区成立互助养老组织 ， 后者可以实现养老服务供应与社

区事务管理之间 的结合 。 张奇林则表示 ， 养老服务环境的优化 ， 需要行政层面 、

制度层面与技术层面的全面结合 。

国外的研究 同样表示 ， 养老服务的供应 ， 完全依靠家庭是不现实的 。 很多学

者认为应当从社区寻求突破 。 基于这样的 出发点 ， 国外学者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 ，

他们将社区养老又分为更细致的几种类型 。 Ｒｏ ｓｔｇａｒｄ ． Ｔ 提出 ， 社会养老机构的弊

病在于将老年群体与社会分割 ， 只 能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服务 ， 不能提供必要的

心理服务 、 文化服务等 ， 也不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 Ｓａ ｌ 】ｙ
Ｒｅｄｆｅｒｎ 则提出 ，

对于身体残疾或者没有 自 理能力的老年人来说 ， 养老服务机构能够为其提供基本

的医疗服务和护理服务 ， 但是通常收费标准较高 ，

一

部分中低收入水ｆ的老年人

因此被拒之门外 。 Ｓｈｅｒｒｙ 

ＡｎｎｅＣｈａｐｍａｎ 的研宄观点是 ， 社区护理性价 比最高 ， 收

费情况 、 提供的护理治理以及养老人的感受能够实现
一

定程度的满足 ， 对于政府

而言 ， 应当统筹社会资源 ， 在尽量压缩成本的情况下为老年人提供尽可能充足的

社区养老服务 。 Ａｎｇｅ ｌ ．Ｒ〇ｎａｌｄ 则提 出 ， 养老服务应该进行层次划分 ， 洗衣做饭 、 打

扫卫生属于
一

个层次 ， 打针配药属于
一

个层次 ， 心理服务 、 法律援助属于
一

个层

次 。

三是对于养老服务模式的研宄 。 国 内研宄较为集 中 的观点是 ， 政府依然应当

承担养老服务供应的重任 ， 应当在优化政策 、 扶持行业上有所作为 ， 要大力支持

养老服务机构 的成长 。 比较而言 ， 养老机构和组织 ， 则应当主动恪守标准 ， 优化

养老服务治理 ， 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加丰富 的养老服务选项 。 彭嘉琳的观点是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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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养老服务产业 ， 要兼顾不同利益主体 。 养老服务行业质量的提升 ， 既要宏观调

控 ， 也要市场参与 ， 必须全面优化市场环境 。 翟娅娅 以上海作为研宄对象 ， 对养

老服务产业中政府作用 的发挥进行 了探讨 ， 她的观点是 ， 政府作用 的直接发挥 ，

应体现为政府和资金两方面的支持 ， 除此之外还应积极动员企事业单位 、 民间组

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 。 张晓峰表示 ， 要发挥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 ， 加大引 导

激励力度 ， 激发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 ， 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更优质更高效的养

老服务 ； 他还提出 ，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评价机制 ， 缩减城乡之间 的养老

服务差距 。 向群的研宄表明 ， 养老服务的供应主体正在由家庭朝着社会转移 ， 他

也提出养老服务产业建设 、 养老服务相关制度的建设都存在明显的短板 。 王静的

研究表明 ， 在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中 ， 政府主要是通过营造 良性竞争的环境来发

挥作用 ， 应当注重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 孙慧峰则提出 ， 在养老服务产业的发

展 中 ， 政府应当发挥管理者 、 监督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

国外主流研宄观点是 ， 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 政府 、 社会 、 社区要各司其职 。

基于不同 的发展主体 ， 他们将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模式分为三种 ：

一

是政府为主导

的模式 ， 政府作为养老服务产业的领导者 ， 承担着养老服务资源汇集和分类的任

务 ， 主要是依靠财政工具来实现养老服务产业的高效运作和全面监管 。 Ｒａ ｌｐｈ 的观

点是 ， 政府应当搭建社区为中心 、 社区与家庭互补互助 、 彼此融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 ；
Ｄｉｉｔｉ ｌ 提出 ， 在养老服务人员 的培养上政府要积极作为 ， 要通过制度建设 、 财

政投入来规范养老服务人员 的业务培训 ， 为养老服务产业质量提升提供保障 。 二

是社区为主导的模式 ， Ｇａｄｇｅｔｒｙ 对社区 的职能进行 了重点研宄 ， 他认为社区应当

建立系统科学的养老服务供应机制 ， 为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服务

等必要的养老服务 。 Ｓ ｉｍ〇ｎＳ ．Ｒ丄 提出 ， 社区具有先天优势 ， 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其

他主体所不具备的养老服务 。 Ｊｅｎｋｉｎ ｓ 的观点是 ， 强化以社区为主体的 区域性社会

养老服务供应网络 ， 能够增加老年群体的归属感 。 三是 以养老服务人员 为主体的

模式 ， Ｎｕｐｐｏｎｅｎ ．Ｒ 、 Ｓ ｉｍｏｎｅｎ ．Ｌ 均提出 ， 养老服务产业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必须的

专业技能 ， 应当按要求记录服务 内 容和服务事项 ， 还应当 定期接受业务培训 ， 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 此外 Ｐａｙｎｅ 表明 ， 养老服务人员应当承担起养老服务质量监管 、

养老服务评估评价等管理职责 。 还应 当主动对养老服务机构和职员进行整合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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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专业细致的服务 。

１ ．３ ．２ 针对养老服务产业经济雌的研究

国 内很多学者都将养老服务产业视为极具发展潜力的
“

朝阳产业
”

。 徐铁男

支出 ，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不但能解决人 口老龄化加剧的社会 问题 ， 还可 以在
一

定程度上促进积极增长 ； 高和荣等提 出 ， 未来中 国经济的发展 ， 离不开
“

需求导

向型
”

发展模式的推动 ， 以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为前提的养老服务产业无论对于

扩大国 内 需求还是助推经济发展都将发挥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 还有学者提出 ，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也能够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 辜胜阻提出 ，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对于应对人 口 老龄化加剧 、 优化和改善民生都有积极作用 ， 能够弥补现有服务业

板块短缺的突 出 问题 ， 还能够拉动 内 需 、 助推现有的产业体系转型升级 。 台恩普

提 出 ， 养老服务业以满足老年人消 费需求和服务需求为原生动力 ， 从 ２０ １ ４年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３ ７ 年间 ， 国 内老年群体的消 费将增加至少 １ ００ 万亿元 ， 可 以说产业前景十分

光明 。

西方国家近年来也呈现 出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态势 ， 人 口福利 、 公共事业

发展 、 养老事业经费支出等问题 日 趋复杂 ， 因此老年经济学领域的研宄成果较为

丰富 ， 部分学者围绕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进行 了探索 。 其中对本文影响较大的

著作包括人 口 学家 Ｂ ．皮查特撰写 的 《人 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和社会涵义 》 ， 美国学

者克拉克 ？ 蒂 比茨编写 的 《老年学手册 ： 社会经济诸方面 》 ， 以及詹姆斯 ？ 舒尔

茨撰写的 《老年经济学 》 等 ， 这都是养老服务业经济效应方面的重要理论著作 ，

上述著作全面阐述了 养老服务业 、 区域经济结构受人 口 老龄化因素的影响 ， 是研

宄养老服务业经济效应不可忽视的重要论述 。

１ ．３ ．３研究

通过对国 内 外研宄的分析和总结 ， 能够看 出 ， 对于养老服务业的经济促进作

用 ， 国 内外学者已经形成了较为统
一

的共识 ， 但是更多是定性的研宄 ， 定量测算

的成果还不够丰富 ， 本文将在养老服务业经济效应的定量分析方面进行侧重 。 前

面的文献对于本文的 启示主要体现为 ：

一

是老年人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 除

去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就医就诊之外 ， 还包括精神层面的休闲娱乐 、 必要的社会交

往 以及及时的心理抚慰 ， 后者是当前国 内 的养老服务产业还不能够完全满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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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是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向 ； 老龄化进程必然会催生养老服务需求的激增 ，

不同的老年群体 ， 年龄阶段不同 、 户籍性质不 同 ， 其需求体现也不 同 ， 在发展养

老服务产业时应该有所侧重和 回应 。 二是养老模式同样应当朝着多元化方向 ， 既

要注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 也要注意激发社会资本 、 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 引

导更多资源向养老服务产业投放 。

１ ．４ 研究方法

１ ．４ ． １ 指数平滑法

指数平滑法是
一

种 中短期经济发展趋势预测方法 ， 本文通过此方法 ， 针对养

老服务产业对于德州市区域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 了定量测算 ， 明确 了养老服务产

业的 良好发展前景 。

１ ．４ ．２ 定性与定量结合法

针对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 ， 特别是对德州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方面 ， 采取

定性分析与定量测算结合的方式 ， 以突 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义所在 。

１ ．５ 本文的创新点

本文研宄 了养老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并定量分析 了养老服务业对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 借助指数平滑法 ， 对德州市养老服务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规

模 、 经济贡献进行 了定量预测 ， 从而明确 了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必要性 。 此

夕 卜 ， 立足养老服务供需匹配情况进行分析 ， 为德州市未来时间 内更好的发展养老

服务业提供 了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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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养老服务业概述及理论基础

养老服务业是本文的研宄对象 ， 确定养老服务业的相关概念是本文研宄的起

点和基础 。 而供求理论 、 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相关理论为研宄德州市养老服务产业

的供需关系及经济发展效应提供 了基本研宄指导 。

２ ． １ 养老服务业概念界定

关于养老服务业的概念 ， 学术界有三种看法 ：

１ ． 由政府投入 ， 为老年人提供各类养老服务 ， 建设包括养老院 、 老年人活动 中

心等在 内 的配套设施 ， 这也是比较传统的
一

种观点 。

２ ．学者曹伟兴提 出 ， 养老服务业指的是具有盈利性 、 服务性的市场模式 ， 服务

对象为具有
一

定经济实力 的老年人群体 ， 向其提供针对性 、 定制性的高端养老产

品和服务 。

３ ．学者陈淑红等提出 ， 养老服务业以养老产品 、 服务的生产加工 、 储存 、 分配

为主要 内 容 ， 能够为老龄人 口提供养老服务设施配套 、 养老服务产品供应等服务 ，

属于新兴产业的范畴 。

通过对 国 内外的研究发现 ， 养老服务业作为
一

种特殊产业既涉及到产业经济

学又涉及到社会保障学 。 在我国 ， 狭义的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

服务 、 医疗服务 、 精神抚慰等 内 容的服务行业的指代 。 但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和

老年群体的多样化 、 差异化需求的 出现 ， 养老服务业 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老年服务

内容 ， 其 内 容涉及到金融 、 旅游 、 教育等方方面面 ， 养老服务业的 内 容也在逐渐

丰富 的过程当 中 。 本文使用 的养老服务业的概念主要参考 ＭＢＡ 智库中 的阐述 ， 将

其定位为老年人 口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 ， 满足老年人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

需求的服务性行业 。

２ ．２ 养老服务产业的性质分析及发展概述

２ ．２ ． １ 养老服务产业的性质

养老服务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 ， 并非完全受市场规律的决定 ， 在追求盈利之

外还具有
一

定 的福利性特征 。 早期的养老服务业之所以被定义为养老服务事业 ，

被列入社会福利事业的范畴 ， 就是因其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原因 。 近年来 ， 随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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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人口 的激增 ， 单
一

的政府大包大揽的养老服务事业 己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的正当需求 。 从这个时期开始 ， 养老服务事业向养老服务产业转型 ， 政府单

一

主体变为政府与社会 、 企业 、 家庭及个人联动合作 ， 财政资金由独立发挥作用

转为引 导社会资金投入 ． 因此 ， 养老服务产业呈现出服务性和产业性两种特征 。

近年来 ，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 ， 老龄人 口规模不断增加 ， 完全依靠政府

成立的养老福利院 已经无法承载 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 因此 ， 中央政府推动

了养老服务体制改革 ， 不断提高养老服务的产业化水平和市场供应水平 ， 引 导社

会力量、 社会资金及社会资源投入其中 。 在这个过程中 ， 养老服务事业朝着养老

服务产业转变 ， 并呈现 出产业性和服务性的双重特征 。 产业性体现为 ， 作为服务

业中 的组成部分 ， 养老服务业同样遵循市场运营规律 ， 在提供养老服务和养老产

品 的 同时 ， 接收市场指导定价 ， 养老服务机构也要谋取
一

定的利益 。 服务性即社

会福利性 ， 指的是针对特殊老年群体 （五保户 、 失能半失能老人等 ） ， 政府要为

他们无偿的或低于市场价格的养老服务和养老产品 ， 这些产品和服务带有公共产

品和准公共产品 的特征 。

２ ．２ ．２ 国内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十八大召开 以来 ， 老龄重磅政策文件密集出 台 （见表 ２ ． １ ） ， 养老服务产业需

求发生全新变化 ， 产业发展呈现新趋势 。

表 ２ ． １ 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层面关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法规

出 台时间出 台部门文件名称文号

２０ １ ３ ． ０９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

＾

１ ３ ）３ ５

＿ １ Ｃ １ １１７７７７１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５ ）８４

２０ １ ５ １ １＿办公厅

 

号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６ 〕 ９ １

２〇 １ ６ － １ ２

傾難若干意见


号

， Ａ Ｉ ， Ａ １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 民发 〔 ２０ １ ７ 〕 ２５

２０ １ ７ ０ １民政部


号

９ｎ ］ ７ ｍＩＴＩ“

十三五
’ ’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
２０ １ ７ ． ０２剛兀



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８ ． ２ 《 中华人 民共和

５＾
人权益保障法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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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丨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９ ）５

２０ １ ９ ．０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５

民办函 〔 ２０ １ ９ ）５ ２

２０ １ ９ ．０４民政部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 引
 ５

财政部 税务总

局 发展改革委 关于养老 、 托育 、 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 公告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７６

民政部 商务部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号



卫生健康委


〇ｍ 〇 ｎ〇关于进
一

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养民发 （ ２０ １ ９ 〕 ８ ８

２０ １ ９ ． ０９＿部



老服务消 费的实施意见


号

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
一

养老机构等级评 民发 （ ２０ １ ９ ） １ ３ ７

２〇 １ ９ ￣ １ ２

 定体系的指导意见号

１ ．需求导 向趋势 。 十九大以来 ， 针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都在强调满足不同主体

的多元化需求 ， 比如 ２０ １ ９ 年 ９ 月 民政部的 《关于进
一

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

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 》 就是其中 的代表性文件 。 可见 ， 今后的养老服务发展 ，

既要满足老年人基本的生活生存需求 ， 也要满足他们的精神享受 、 社会参与 、 个

人发展等多样化的需求 ， 产业划分将更加细致专业 。

２ ．强调健康服务 。 中央政府连续 出 台 多个文件 ， 指向人民健康 ， 这也意味着养

老服务业的发展也要朝着健康服务的方向发展 ， 由此可见 ， 人民健康 已经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 。

３ ．更加注重科技支撑 。 当前的养老服务供应存在
一

系列技术瓶颈 ， 下
一

步的产

业发展将更加注重科技元素的 引入 ， 建立市场化的科研支撑体系 。

４ ． 强调质量效益 。 新发展理念是中 国经济未来很长
一

段时间 的发展基调 ， 养老

服务业也不例外 。 如 《关于进
一

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

见 》 中就要求
“

强化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 ，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机构服务标准和

评价体系
ｐ ’

。 养老服务业的质量效益 ， 体现为对老年人高层次 、 高质量养老服务

和养老产品的满足 。

２ ．３ 理论基础

２ ．３ ．１ 供求理论

供求理论基于供求关系 的变化和满足 。 供求关系变了 ， 产品和服务价格就要

随之变化 。 在养老服务产业中 ， 存在政府主导 、 市场供应和 自 愿供应三种模式 ，

１

２０ １ ９ 年 ９ 月 ， 民政部 印发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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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模式的供需关系并不完全
一

致 ， 具体操作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老年人

的经济水平等因素来进行匹配 。

２ ．３ ．２ 社会发展福利理论

社会发展福利理论 由学者詹姆斯 ．米奇利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 ， 其 内涵是 ， 社

会在发展过程中 ， 要注重发展社会福利 ， 要实现经济与福利的互动与促进 。 当前 ，

我国还处于社会初级阶段 ， 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不能追求大包大揽 ， 要注重调动政

府 、 社会及个人等多元主体 ， 在政策支持上要鼓励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形态 。

２ ．３ ．３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于 １ ９ ８４ 年 由美国学者 Ｆｒｅｅｍａｎ 提出 。 对于企业而言 ， 利益相

关者包括所有直接影响经营行为的债权人 、 参股人 、 员工 、 上下游合作者等 ， 也

包括产生间接影响的政府 、 社会组织 、 新闻媒体 、 周边社区及群众等 。 该理论同

样适用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 ， 根据利益关系的紧密性和影响力 ， 其利益相关者又

可 以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 ， 前者包括养老服务机构的投资人 、

经营者 、 工作人员 、 入驻老人及其亲属 ， 后者包括政府监管部 门 、 社工组织 、 志

愿者群体、 媒体等 。 可见 ， 要想吸 引 各类社会资源参与 ， 养老服务产业必须兼顾

经济收益和社会效应 。

２ ．３ ．４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傾论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指的是在某
一

国家和地区 ， 全体公民都有平等享

有公共服务的权力 ， 无论民族 、 城乡和地域差距 。 这里的公共服务既包括质量维

度也包括数量维度 。 政府发展养老服务同样如此 。 无论是城市户籍老年群体 ， 还

是农村户籍老年群体 ， 政府都应该为其提供同等质量 、 同等数量的养老服务 ， 也

应当成为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基本遵循 。 就德州而言 ， 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

要统筹考虑供应能力 、 社会资源就城乡人 口 分布等因素 ， 既要 明确政府的角色定

位 ， 也要考虑各级财政的实际供应能力 。

２ ．４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 ， 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 应全面回应老年人在 日 常照料 、 就医

就诊 、 文娱服务及心理服务等多方面的需求 ， 政府要动起来 ， 社会力量也不能缺

席 ， 要注意平衡养老服务供需关系 ， 更要兼顾城乡两个层面老年群体的合理需求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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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德州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现状及经济发展效应

本章将在明确德州市产业基础的前提下 ， 在相关理论指导下 ， 通过指数平滑

法等手段 ， 对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经济效应进行测算 ， 从定量的角度明确

养老服务产业对德州市长足发展的积极作用 。

３ ． １ 德州市养老服务工作机制

据预测 ， 到 ２０２０ 年底 ， 德州老龄人 口 （ ６０ 周岁 以上 ） 将达到 １ ２０ 万 ， 将超过

全市人 口 的 ２０％ ， 呈现典型的老龄化社会特征 。 鉴于上述情况 ， 德州市高度重视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情况如下 ：

３ ． １ ． １ 建立组织领导机制

２０ １ ３ 年 ， 德州市将养老服务指标纳入全市发展规划 ，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 探

索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养老服务社会工作体系 。 就 目 前而言 ， 大量社会资源 已进入

德州市养老服务行业 ， 多种主体兴办养老机构 己蔚然成风 。 德州市在 山东省开创

了 市县两级共建福利 中心的做法 ， 加速推进乡镇敬老院建设 ， 以乡镇敬老院作为

农村养老事业的突破 口 。 首先 ， 德州市对现有的乡镇养老院进行 了 资源整合 ， 新

建养老院的选址都在交通相对便利 、 人 口相对密集的镇驻地周边 ， 在提升老年人

生活舒适度的 同时 ， 向农村五保户 、 失能失智老人侧重 ， 提高原有乡镇养老院的

社会服务功能 。 其次 ， 对乡镇养老院进行整饬 ， 优化软件硬件 ， 提升老年人服务

功能 。 再次 ， 通过减免税费 、 财政资金配套等方式鼓励 、 引 导 民间力量参与养老

服务业 ， 形成 了 民办公助 、 民办民营 、 公办民营等多种养老服务模式 。

３ ． １ ．２ 建立政策保障机制

为适应人 口老龄化发展状况 ， ２０ １ ２ 年 以来 ， 德州市政府及市民政局 、 老龄办 、

卫健委等部分陆续颁发 了 惠老助老方面的政策文件 ， 见表 ３ ． １ ：

１ １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 ３ ． １ 德州市惠老助老文件清单

ｍｍ ｜

年份
｜ 文件名称 文号

２０ １ ３ 年
转发 山东省 民政厅 、 山 东省财政厅＜关于为全省 ８〇

裤 民 〔 ２０ １ ３ ）？ ７ 号＋
周岁 以上低保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的通知＞

的通知

关于转发 山东省 民政厅 、 山 东省财政厅＜关于建立生

＿． ．
，２０ １ ４＾

＇

活长期不能 自 济困难ｆ年人护理补 Ｐ ！占制度Ｍ ｉｌ德民 （ ２０ １ ４ ）４２ 号
老

会＝？ ｅ

則年
＿市

＝＝？＾＝＝＝
城隨

德政办发 （膨 ） ２ 号



年人优待乘坐公交车实施办法的通知


？



簡 年
关于印錢州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麵

德政 細 ７ 号


＾


老年人社 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

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会保障
２〇 １ ６ 年


制度的实施意见


嫩 （ ２＿ ）２代

２〇 １ ２ 年
关于转发鲁民 Ｕ０ １ ２ ）７３ 号文件 ｉｉ

—

步 力Ｈ强养老护
禆民 （ ２０ １ ２ ）９３ 号

养老服务
２０ １ ２＾




理员培训工作 的意见＾ （ ２〇 １ ２ ）９３^

机构建
＿ 年

关于转发＜关于做好

＾＾
立许可和管理工作的

銳 （雇 ） ２２ 号
设 、 ３Ｓ营


通知＞的通知



２０ １ ６￥ 关于建立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 （试行 厂 德 民 （ ２０ １ ６ 〕 １ ２５ 号

￣￣

关于 印发＜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

养老


（试行 ） 的通知


＿＆
測 年

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德政发 ＿ ３ 〕 Ｍ 号
养老服务
＾

体系建设 ２０ １ ５ 年德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德政发 （ ２０ １ ５ ） １ ０ 号


２０ １ ９ 年

｜德州市养老服务条例
－－



以上政策的 出 台 ， 为德州市应对人 口老龄化提供 了相关政策支持 ， 初步构建

了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

３ ＿１ ． ３ 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２０ １ ２ 年以来 ， 德州市市县区两级政府均在财政预算中将养老事业经费单独列

支 ； 民政系统将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补贴列为福彩收入资

助科 目 ； 脱贫攻坚将困难老年群体作为重点救助帮扶对象 。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 德州市

政府印发了 《关于印发德州 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 ， 根据通知 ，

农村户籍 、 未参加城乡社保 （ 既没有渠道领取退休金或养老补助 ） 的老年人可 以

领取老龄补贴 ， ８０ 岁 以上 ３ ００ 元 ／月 ， １ ００ 岁 以上 ３ ６０ 元 ／月 。

３ ．２ 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效应分析

鉴于国 内 老龄化快速发展是在 ２０ １ ７ 年 ， 距今时间较短 ， 产业配套 尚不完善 ，

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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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间 内 ， 人 口老龄化程度将有增无减 ， 因此养老服务业还属于

“

朝阳产业
”

。 学术界针对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益 已经完成 了定性的分析 ， 借助

预测工具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方面 。 因此 ， 完成养老服务业

对德州市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分析 ， 对于明确德州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定位具有

积极作用 。

３ ．２ ． １ 德州市养老服务业经济发展效应的理论分析

１ ．形成群体消费效应 。 养老服务业属于 民生产业 。 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社会

保障水平的提高 ，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环境也得到不断地提升 。 相应而来的 ， 老年

群体也将形成规模庞大的群体消费效应 。 近年来 ， 我国城乡 保障覆盖面 、 保障水

平逐年提高 ， 社会保障能力大幅增长 ， 无论是企业退休工资 ， 还是农村养老金 ，

发放标准都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 ， 老年群体手中有相当数量的可支配收入 ， 是其

群体消 费力增长的经济来源 ； 此外 ，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 了群众消费观念的转变 ，

很多老年人的养老习惯也随之改变 ， 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 ，

老年群体消费规模逐年攀升 。

２ ．放大投资效应 。 据测算 ，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增速在 １ １％－

１ ５％之间 ， 鉴于老

龄人 口 的持续增加 ， 养老服务相关产业将有
一

段相当长的上升期 。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

养老金逐年保持增长态势 ， 老年群体在健康养生 、 文化旅游等领域蕴藏着 巨大的

消 费能力 ， 这对于拉动 内 需 、 促进投资将有着积极的作用 。 就德州而言 ， 养老消

费还将朝着高层次 、 高质量 、 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 在国家背景下 ， 德州市养老服

务业也将呈现 出积极的投资效应 。 就德州而言 ， 老年人旅游等市场开发还明显不

够 ， 养老服务设施投入也大都 以政府为主 ， 社会投资还较为薄弱 。 发展养老服务

业 ， 对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增长也具有积极作用 。 伴随着老年群体消费需求的多元

化 ， 对应的消费市场活跃度也在不断提高 ， 将会加快资本机构的调整和转移 ， 增

加养老服务产业在市场投资 中 的 比重 。 未来将会越来越多 的老年消费产品 、 生活

产品被开发 出来 ， 带动形成
一

批全新的老年群体投资增长点 。

３ ．优化产业结构 。 随着老年人经济条件和养老观念的改变 ， 他们的健康需求 、

生活需求 、 文化需求 、 精神需求和其他需求不断增加 ， 使得养老服务业与包括信

息技术 、 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关联 日 益密切 ， 衍生 出很多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 。 比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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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年人康复护理 、 心理咨询等领域 ， 都需要更高层次的技术支持 ， 需要拉长产

业链条 ， 倒逼德州市的产业机构升级和调整 。 当前 ， 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约

为 ７０％ ， 远高于德州市 ４７ ．９％的水平 ， 可见 ， 德州市的产业结构优化还有大量的工

作可做 。 此外 ， 养老服务业是
一

种外 向度很高的产业 ， 和市场领域其他产业有着

高度的关联度 。 养老服务产业体系庞大 ， 产品生产与高新科技有着紧密的结合 ，

也是资本投入密集 、 劳动力密集的产业 。 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 必将推动养老

保险 、 养老金融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 还能够倒逼生物制药 、 养老智能设备等行业

主动创新 ， 形成多个行业协同发展的 良好格局 。

４ ．提供就业岗位 ， 增进社会和谐 。 无论是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还是养老服务机

构的建设 ， 都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 ， 缓解就业难问题 ， 增进社会和谐 。 老龄

人 口 的需求能够形成极强的就业带动效应 。 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 ， 养老服务业的

发展能够改善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 无论对于改善就业市场 、 完善产业机

构 ， 还是加速经济战略调整 、 打造新的产业链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 是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 德州劳动力规模庞大 ， 解决好就业问题是党委政府面临的重

要 问题 。 养老服务机构及上下游产业能够提供较多就业岗位 ， 且因为养老服务业

行业间技术要求差异明显 ， 对劳动力文化素质 、 技能水平要求弹性空间大 ， 能够

满足不同劳动力人群的就业要求 。 以 ２０２０ 年底德州 ６０ 岁 以上人 口１ ２０ 万测算 ，

一

般机构养老可按照 ５ ： １ 的 比例配备养老护理员 ， 就可 以解决 ２４ 万人的就业问题 。

再考虑养老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 、 消费投资衍生出来的就业 岗位 ， 其就业带动

作用十分显著 。

３ ．２ ．２ 发展养老服务业是德州融入京津冀协同示范区的重要表现

２０ １ ７ 年山 东省颁布的 《关于支持德州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见 》 为德州 市

承接京津冀养老服务功能明确 了政策支撑 。 根据德州市在京津冀经济圈 中 的发展

定位 ， 该市非常有必要大力发展发展养老服务业 ， 以此为契机加速融入京津冀 。

１ ．京津冀地区人 口老龄化程度高 。 进入 ２ １ 世纪 ， 京津冀地区迎来 了人 口老龄

化的高速发展期 。 比如北京 ， 因人 口基数大 ， 较早进入老龄化 ， 失能失智人 口 占

比高 ， 存在严重的
“

空巢
”

问题 。 ２０ １ ８ 年底 ， 北京市常驻人 口 已超过 ２ １ ００ 万 ， ６０

周 岁 以上 、 ８０ 周 岁 以上老人 占 比分别为 １ ６ ．２％和 ２ ． ７％ ， 远远超出 了 国 内其他城市 。

１ ４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其中 ， 生活完全不能 自 理的老人 占到 了老龄人 口 总数的 ２４ ． ５％ ， 有 １ １ ． ９％的老龄人

口 为失能失智老人 。 有机构预测 ， 到本世纪 中 叶 ， 北京市 ８０ 周 岁 以上人 口 数量将

超过 １ ００ 万 。 此外 ， ２０ １ ２ 年 －２０ １ ８ 年 ， 北京市如 图所示 ， ６ 年的时间增长 了１ ２ ． ８

个百分点 ， 如 图 ３ ． １ 所示 ：

４ ５ ． ０％


４ ２ ． ２％

３ ５ ．




－

３０ ． 〇％ ？＾ｇｒＳ
＂

２ ５ ． ０％
■紐 丨

」

２０ ． ０％
？

１ ５ ． ０％ ：

１ ０ ． ０％

５ ． ０％ ＂

０ ．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０ １ ２年 ２０ １ ３年 ２ ０ １ ４年 ２０ １ ５年 ２０ １ ６年 ２０ １ ７年 ２０ １ ８年

图 ３ ． １２０ １ ２ 年 －２ ０ １ ８ 年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

２ ． 京津冀养老服务设施匮乏 。 《 ２０ １ ８ 北京养老产业蓝皮书 》 预测 ， ２０ ３ ０ 年 ，

北京市 ６０ 周 岁 以上人 口 将 比 ２０ １ ８ 年增加至少 １ ００ 万 ， 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至少增

长 ５ 万人 。 此外 ， 驻京人员接纳外来父母来京投靠 自 己 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
二

者叠加导致北京市老年人抚养压力不断增加 。 鉴于这
一

情况 ， 北京市 民政局 多次

表示 ， 鼓励北京户 籍老年人到外地养老 。 这是因为 ， 与老龄人 口 比重不断增加相

对的是 ， 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机构数量不足 、 服务质量跟不上 。 国家 民政部的
一

项调研显示 ， ２０ １ ８ 年底 ， 京津冀三地养老床位平均为 ２４ ． ３ 张 ／千人 ， 和 国际社会提

倡的 ５０ 张 ／千人相 比有较大差距 ， 也达不到发展 中 国家 ３ ０ 张 ／千人的平均数 。 因为

无法获得养老机构或者社区 养老中 心的照料 ， 部分失能失智老人 只 能选择长期入

院治疗 ， 造成 了 医疗资源和医院床位的极大浪费 。 可 以说 ， 养老 己经发展成为京

津冀地区 的短板 问 题 ， 京津冀地区亟需对外转移养老服务 。 对于德州而言 ， 要想

全面融入京津冀协同示范发展战略 ， 必须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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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德州市养老服务业经济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二次平滑法 ， 以 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８ 年合计 ９ 年间德州市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数据作为研宄对象 ， 测算未来 （含 ２０ １ ９ 年 ） 养老服务业对地区 ＧＤＰ 的贡献度 ，

进而明确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 。

１ ．构建二次指数平滑模型

指数平滑法 以移动平均法为基础 ， 属于时间序列分析的范畴 ， 在经济领域 、

管理领域应用最为广泛 。 二次平滑法 ， 即在
一

次指数平滑值的基础上计算二次平

滑指数 ， 实现对数据线性趋势的修正 ， 以此为基础建立线性平滑模型 。

平滑递推公式 ：

匁
１
）
＝ 邱 ＋

（
１ 

＿

为把

ｒ ｉ

（
ｌ
）Ｃ （

２
）

其中 ，

乂 是
一

次平滑值 ，

乂 是二次平滑值 ， ａ是平滑系数 （ ０＜ｏｔ
＜ ｌ ） ， Ｙ １

是指标的实际值 ， 指标预测值 ￥
１
＝＆

（
１

）

。

借助
一

次 、 二次平滑指数对二次指数平滑进行预测 ， 还需要计算参数 ａ ｌ 和 ｂ ｌ ，

其中 ： ａ ｌ
＝
２抑

）

Ａ＇ｂ ｌ
＝

（
抑

）

－野

综上 ， 第 （ Ｉ＋Ｔ ） 期对应的预测值 ｆ
ｌ＋Ｔ＝ａ ｌ ＋ｂ ｌ Ｔ

２ ． 引入 ＧＤＰ 支出核算法

ＧＤＰ 支 出核算法的计算依据是 ： ＧＤＰ（ 国 内生产总值 ）
＝Ｃ（最终消费支 出 ）

＋１（ 资本形成总额 ） ＋ＮＸ（货物和服务净出 口 ）

依据王松岭在 《

“

十二五
”

期间城镇养老服务业对 ＧＤＰ 贡献预测研宄 》 （ ２０ １ ３

年 ） 的研宄结果 ， 可 以推断 出 ， 德州市的养老服务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 进出

口 贸 易规模极小 ， 因此
“

货物和服务净 出 口
”

指标可 以忽略 。 因此 ， ＯＧ（养老服

务业产值 ）
＝ＯＣ（老年消 费支出 ） ＋０ １（老年资本形成 ）

２

３ ．数据与指标选择

本文选择德州市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８ 年之间的时间序列作为基础 ， 参考历年来的德州市

统计公报 。 用 Ｙ １ 代表地区经济发展趋势 ， 根据 ＧＤＰ 支 出核算法的测算 ， Ｙ
１

＝ＧＤＰ
；

２ 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
一

定时期 内获得减去处置的 固 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 ， 包括 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

和存货增加两部分 ： 老年资本 即老年 人拥有的 固定资 产及存款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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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Ｇ＝养老服务业产值 。 根据前文的已交代的计算 口径 ， 结合统计数据对德州市养

老服务业产值进行测算 ， 结果见表 ３ ．２ 。

表 ３ ．２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８ 年原始数据

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 ６０ 岁 以上老年 养老服务业产

年 份ＧＤＰ（亿元 ）

（ 亿元 ） （亿元 ）人 比例 （ ％ ）值 （亿元 ）

２０ １ ０年 １ ６５ ７ ． ８２ ６９０ ．１ ８６０ ． ６ ０ ． ９０ １ ３ ５ ． ５ ３

２ ０ １ １年 １ ９ ５０ ． ７ １ ８ １ ３ ． ０ １ ０ ５ ３ ． ３ ０ ． ９９ １ ６４ ． ６０

２ ０ １ ２年 ２２３０ ． ５６ ９０５ ． ９ １ ２ １ ２ ． ５ ０ ． ９０ １ ７ ４ ． ５ ５

２０ １ ３年 ２ ４６０ ． ５９ ９６ １ ． ４ １ ４００ ． ２ ０ ． ８ ７ ２ ０４ ． ７５

２０ １ ４年 ２ ５９６ ． ０８ １ ０ ７ ５ ． ４ １ ４ ９６ ． ５ ０ ． ８ ４ ２２ ３ ． ２ ４

２０ １ ５年 ２ ７５０ ． ９４ １ １ ４ ７ ． １ １ ６ ０ １ ． ０ ０ ． ８ ７ ２ ４ ９ ． ８ １

２ ０ １ ６年 ２ ９３ ２ ． ９９ １ ２４０ ． ９ １ ７ ３９ ． ６ ０ ． ９ １ ２ ７ ３ ． ３ １

２０ １ ７ 年 ３Ｍ １ ． ６６ １ ３ ７９ ． ７ １ ８３９ ． ８ １ ． ０ ７ ３２８ ． ０ ７

２ ０ １ ８年 ３ ３８０ ． ３０ １ ５ ３ ２ ． １ １ ９６４ ． ３ １ ．１ ３ ３ ７ ３ ． ７ ７

数据来源 ： 根据 《德州 市年度统计公报 》 及有关统计数据整理计算

３ ．２ ．４ 养老服务业对德州市 ＧＤＰ 的贡献预测

以时间序列数据为参考 ， 对 ＧＤＰ 、 老年人最终消费支 出和老年人资本形成 ３

个指标进行测算 ， 绘制相应的时间序列散点图 ， 见图 ３ ．２ 所示 ， 可 以发现 ， 三个指

标 ＧＤＰ 、 ＯＩ 、 ＯＣ 都呈现线性上升态势 ， 曲线特征不明显 ， 也算不上是稳定的水

平增增 。 因此 ， 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对 ＧＤＰ 、 ０１ 值 （德州市老年群体消费支出 ）

及 ＯＣ 值 （德州老年人资本 ） 进行结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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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Ｄ

？

鲁

３獅＃

＃

２５００ ＃
＃

１ Ｋ
＃

ｙ２００Ｄ＃

＾１５００

ｍ

掛
ｉｚｍ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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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

２００ ＃

＆
１５０？

Ｊ
Ｓ －３ 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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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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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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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 ．０

撤 ０

參

１２０ ．０

ｍ

二 撤０鮝

＾ｍ． ｏ ？

ｍ＃？

Ｕ８０ ． ０
〇 肇

４０ ． ０

２０ ．０

０ ． Ｑ

２Ｋ Ｓ９２０１０２０１ １２０１２２０１ ３２０ １４２ ０１５２０１ 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２０ １９

图 ３ ．２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８ 年变量散点趋势 图

确 定指数平滑系数要基于 以下 原则 ： 平滑系数 ａ应介于 ０ 至 １ 之间 。 ａ距离 当

前时间越短 ， 相应数据 的权重越大 ；
ａ距离越远 ， 即 旧数据 ， 对应的权重就越小 ，

这样
一

来 ， 可 以纠偏预测值与实际观察值之间的误差 。 反之 ， 时间序列平稳 ， 则

０ ． ０２ 刍 〇＾ ０ ． ０５
； 如果时间序列上升或下降趋势 明 显 （ Ｂ Ｐ 并不稳定 ） ， 为体现预测

模型 的灵敏性 ， ０ ． １
当 ａ 兰 ０ ． ９ 。

在实际测算过程中 ，

一

般需要选择多个ａ进行校准计算 ， 从而确定误差最小的

ａ 。 根据 图 ３ ． １ 的趋势 ， ａ应当选择 ０ ． ６ 、 ０ ． ７ 、 ０ ． ８ 和 ０ ． ９ 四个数值 。

初始平滑值的确定 ，

一

般将时 间序列观察期定义为 １ ５ 。 超过 １ ５ 的情况下 ， 初

始值通常可 以忽略 ， 直接等同于首先观察值 。 如小于 １ ５ ， 意味着初始值影响较大 ，

初始值应选择对各期观察值进行平均 。

本研宄时间跨度为 ９ 年 ， 小于 １ ５ ， 因此初始值应当取钱三期 的观察值进行平

均 。 鉴于二次平滑指数的计算 以
一

次平滑值为基础 ， 因此应首先完成 ＧＤ Ｐ 的
一

次

平滑测算 。 见表 ３ ． ３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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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不同 ａ值对应的预测值及其误差

单位 ： 亿元

不同 ａ对应的预测值 々
Ｉ

年份期数 （ Ｉ ）ＧＤＰ

ａ
＝

０ ．６ａ＝０ ． ７ａ
＝
０ ． ８ａ

＝

０ ．９

２０ １ ０ １ １ ６ ５ ７ ． ８ ２ １ ６５ ７ ． ８ １ ６ ５ ７ ． ８ １ ６ ５ ７ ． ８ １ ６５ ７ ． ８

２０ １ １ ２ １ ９ ５０ ． ７ １ １ ８ ３ ３ ． ５ １ ８ ６２ ． ８ １ ８ ９２ ． １ １ ９２ １ ． ４

２ ０ １ ２ ３ ２ ２３ ０ ． ５６２０ ７ １ ． ７ ２ １ ２０ ． ２２ １ ６ ２ ． ９２ １ ９９ ． ６

２ ０ １ ３ ４２４６ ０ ． ５ ９ ２ ３０ ５ ． ０ ２ ３ ５ ８ ． ５２４０ １ ．１ ２４ ３４ ． ５

２０ １ ４ ５ ２５９６ ． ０８２ ４ ７ ９ ． ６ ２ ５ ２４ ． ８２ ５５ ７ ． １２ ５ ７９ ． ９

２０ １ ５ ６ ２ ７５ ０ ． ９ ４２６４ ２ ． ４ ２６８３ ． １２ ７ １ ２ ． ２ ２ ７３ ３ ． ８

２０ １ ６ ７２９３ ２ ． ９９ ２ ８ １ ６ ． ８ ２８ ５８ ． ０２８８ ８ ． ８ ２９ １ ３ ．１

２ ０ １ ７ ８ ３ １ ４ １ ． ６６ ３ ０ １ １ ． ７ ３ ０ ５ ６ ． ６３０ ９ １ ．１３ １ １ ８ ． ８

２ ０ １ ８ ９ ３ ３ ８ ０ ． ３ ０３２ ３ ２ ． ９ ３２８３ ． ２３ ３ ２２ ． ５ ３ ３ ５４ ． ２

平均误差百分率 ５ ． ３ ２％ ３ ． ５４％ ２ ． １ ２％ ０ ． ９ ７％

最后 ， 参考平滑模型公式进行测算 ， 可 以计算 出 ２０ １ ９
－２０ ３０ 年德州市 ＧＤＰ 、

０ １ 及 ＰＣ 。 再借助 ＧＤＰ 支出和算法 ， 对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经济效应进行

推测 。 见表 ３ ．４ ：

｜

老年资本形成
｜

老年最终消费
｜

养老服务业产
｜

养老服务业 占

年 份ＧＤＰ（亿元 ）

总额 （ 亿元 ）额 （ 亿元 ）值 （ 亿元 ）比 （ ％ ）

２０ １ ９年 ３ ５８ ３ ． １ ２６ ３ ． ４ １ ５ ４ ． ７５ ４ １ ８ ． １ ５ １ １ ． ６ ７％

２０２０年 ３ ７９８ ． １ ２８ １ ． ９ １ ６８ ． ５４５ ０ ． ４ １ １ ． ８６％

２０２ １年 ４０ １８ ． ４ ３０ ３ ． ９ １ ８ １ ． ４ ４８ ５ ． ３ １ ２ ． ０８％

２０２２年 ４２ ４８ ． ６ ３ ２ ４ １ ９ ３ ． ７ ５ １ ７ ． ７ １ ２ ． １ ９％

２０２３年 ４５ ０ ３ ． ５ ３ ４ ３ ． ７ ２０８ ． ９ ５５ ２ ． ６ １ ２ ． ２ ７％

２０２４年 ４ ７ ６０ ． ２ ３ ７ ２ ． ６ ２２ ６ ． ５ ５９９ ． １ １ ２ ． ５９％

２０２５年 ５０ ０ ７ ．７ ４０ ３ ． ５ ２４３ ． ８ ６４ ７ ． ３ １ ２ ． ９３％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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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６年 ５ ３ ０８ ． ７ ４ ４ ２ ． ９ ２６ ５ ． ２ ７ ０８ ．１ １ ３ ． ３ ４％

２０２ ７年 ５６２ ７ ． ２ ４ ８ ３ ． ４ ２ ８ ４ ． ９ ７ ６８ ． ３ １ ３ ． ６ ５％

２０ ２８年 ５ ９６ ４ ． ８ ５ １ ９ ． ８ ３ ０８ ． １ ８ ２ ７ ． ９ １ ３ ． ８８％

２０２９年 ６３ ２ ２ ． ７ ５ ６ ２ ． ７ ３ ３ ０ ． １ ８ ９ ２ ． ８ １ ４ ．１ ２％

２０ ３０年 ６ ７ ０２ ． １ ６ １ ２ ． ５ ３ ６ １ ． ６ ９ ７ ４ ．１ １ ４ ． ５ ３％

表 ３ ． ４２ ０ １ ９ － ２０３ ０ 年德州 市养老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效应

由此可计算 出未来 １ ０ 年德州市 ＧＤ Ｐ 、 老年资本形成总额 、 老年最终消 费额 、

养老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率 ， 如 图 ３ ． ３ 所示 ：

１ 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 — 

８ ．０ ０％
— —

＾
 Ｇ Ｄ Ｐ

６ ００％

 ｊ

—

——老年资本形成总额

４ ． ００％
—一老年最终消 费额

——养老服 务业产值

２ ． ００％

０ ．００％－

Ｉ

——

！

——

ｒ

——

ｆ

————

ｒ
—

，

——

，

——

；

——

｜

——

，

ｈ ｉｈ ｉｕｉ
＿ｕｉ．ＵＬＵｌ＿ＵＬＵＬＵＬＵＬＵＬ

＇
Ｉｔｔｖｒ －

ｏｒ

Ｏ ｄ ｒｓ ｉ ｍ订Ｌｎ ｉＤ ｆ
＾ ｏｏ Ｃ

＇

ｉ Ｏ
ｒｓ ｊ ｒＮ ｊ ｒＭ ｒｖ ｊ ｒｓ ｊ ｒＭ ｒＭ ｒＭ ｒＮ ｊ ｒｖ Ｊ ｒｎ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ｒｓ ｉ ｒＭ ｒＭ ｒ＼ ｊ ｒＮ ｊ ｒｓ ｉ ｒＭ ｒ Ｎ ｉ （Ｎ ｒｓ ｉ ｒＭ

图３ ． ３２０２０ －２０３ ０年德州 市ＧＤＰ 、 Ｏ Ｉ 、 ＯＣ

养老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情况

由此可见 ， 德州 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经济效应体现在产 出 总额和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两个方面 。 ２０ １ ９
－ ２０ ３ ０ 年 ， 德州 市的 ０ 丨 、 ＯＣ 及养老服务业的预测产值增

长速度均高于该地区 的 ＧＤ Ｐ 增速 。 其中 ： 养老服务业的产值高达 ５ ５ ５ ． ９ ５ 亿元 ， 增

幅始终保持在 １ １ ． ６ ７％ 以上 ， 同样远高于德州 市乃至 山东省 、 全 国 ＧＤ Ｐ 的预计增速 ；

ＧＤ 丨

３

中 的养老服务产业的 比重从 １ １ ． ６ ７％提高到 丨 ４ ． ５ ３％ ， 保持连年增长 的态势 。 可

以推测 ， 养老服务产业有望德州 市支柱性产业之
一

， 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对于德州

市而 言具有 明显的经济拉动作用 。

３ ． ３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 ， 未来十 多年里 ， 德州 市养老服务业的产值将持续逐年递增 ， 在 ＧＤ Ｐ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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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比重也将不断提高 。 因此 ， 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 能够产生 良好的经济

社会效应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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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德州市养老服务业供需平衡情况

鉴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 ， 德州市非常有必要 了解当前产业发展供需

情况 ， 通过满足老年群体养老需求来拉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 从而确保产业健康

发展 。 本章将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了解德州市城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及满足

情况 ， 分析德州市养老服务业供需关系有关情况 。

４ ． １ 德州市老年群体的需求表现

为 了更好的 了解德州市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分别选择德城区北园小区 （城

市户籍为主 ） 、 陵城区北关小区 （农村户籍为主 ） ２ 个居 民小区和德州银龄公馆养

生养老院 、 禹城市快乐玖好医养中心 ２ 个养老机构发放调查 问卷 。 ３ ００ 名调查对象

覆盖 了 行政机关 、 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及 自 由职业者 、 农民等多个社会群体 ， 其

中 ６０－６５ 岁 的 １ ００ 人 、 ６６
－７０ 岁 的 １ ００ 人 、 ７０ 岁 以上的 １ ００ 人 。

４ ． １ ． １ 徳州市老年人口发展趋势

２０ １ ９ 年 ， 德州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３０２２ ． ３ 亿元 ， 人均生产总值 ５２５ ７０ 元 。 随

着经济社的全面发展 ， 老年人的生活条件 、 医疗卫生水平逐步改善并不断提升 ，

使得德州市和全国整体情况
一

样 ， 老年人的寿命相应延长 ， 其老年人数量也呈现

快速增长的态势 。 具体表现在 ：

１ ．老龄人群规模快速膨胀 。 ２００ １ 年 －２０ １ ９ 年的 １ ９ 年间 ， 德州市老年人 口数量

迅速增加 ， ６５ 岁及 以上老年人数量增加值为 ３ ５ ． ３ 万 。 ２０ １ ３ 年－２０ １ ９ 年期间 ， 德州

市老龄人 口 （ ６０ 周 岁 以上 ） 规模快速膨胀 ， 从 ７２ 万人增长到 １ １ ９ ．５７ 万人 ， 年均

增长 ６ ． ８ 万人 。

２ ．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 。 德州市的老年系数 ， ２０ １ ３ 年为 １ ２ ． ７％ （全国为 １ ４ ．９％ ） ，

２０ １ ９ 年己增长为 ２６ ． ３％（全国为 １ ８ ． １％ ） ， 由此可见 ， 德州市老年系数逐年提高 ，

且已经超过全国 的老龄化水平 ， 也远远超过了 国际上的严重老龄化标准 （ １ ０％ ） 。

此外 ， 德州市的空巢老年人数量也呈现增长态势 ， 由表 ４
． １ 可见 ， 德州市 ６５ 岁及

以上老年人 口 的家庭数量逐年增长 ， ２０ １ ３ 年仅有 １ ０９８ 户 ， ２０ １ ９ 年己增长为 ４２ １ ７

户 ， 年均增长率约为 ２ １ ．２％ 。 另几项指标 ， 单身老人家庭 ， 数量也在逐年增长 ， ２０ １ ３

年为 １ ２７ 户 ， ２０ １ ９ 年增长为 ６２９ 户 ， 年均增长率达 ３ ８ ． ３％
； 老年夫妻家庭 ， ２０ １ ３

年为 １ ９ １ 户 ， ２０ １ ９ 年为 ２０５ 户 ， 年均增长率为 ２４ ．２％ 。 综合测算 ， 空巢老人家庭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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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比高达 ３４％ 。 当前 ， 德州 市的城乡家庭结构发生 了较大变化 ， 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到外地工作 ， 即使在本地工作也无暇照顾家 中的老人 ， 空巢家庭 、 失独老人数

量快速增加 ， 养老问题 己经成为制约德州发展的社会性普通 问题 。

表 ４ ． １ 德州市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９ 年有 ６５ 岁及 以上老年人 口 的数据统计

年份合计单身老人家庭 老年夫妻家庭 空巢老人家庭 占 比 （％ ）

２０ １ ３ １ ０９ ８ １ ２ ７ １ ９ １ ２ ８ ． ９６％

２０ １ ４ １ ６３ ８ ２９８ ３ ５０ ３９ ． ５ ６％

２０ １ ５ ３０９２ ４３ ７ ４７５ ２９ ． ５％

２０ １ ６ ２９４３ ４９３ ３ ９６ ３ ０ ．２％

２０ １ ７ ３４ １ ４ ５ １ ３ ５ ４９ ３ １ ． １％

２０ １ ８ ３９２４ ５ ６ ７ ７ ２４ ３２ ． ９％

２０ １ ９ ４２ １ ７ ６２９ ８０５ ３４ ．０％

年均增长率 （ ％ ）２８ ． ６％ ３ ６ ． ６％ ３０ ． ７％ ４ ． ３％

与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相对 ， 德州市 民政部门数据显示 ， 该市养老服务机构

中 的护理型床位只有 １ ８００ 多张 ， 入驻机构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己有 ２４００ 余人 ， 床

位长期
“

供不应求
”

。 实际上 ， 德州市失能半失能老人有 ２ ．２ 万人之多 ， 他们需要

长期照料 ， 但受床位紧张 、 医保政策不健全 、 个人收入水平低等因素困扰 ， 其中

的相 当
一

部分老人只 能被动选择家庭养老 ， 无法接受专业的养老护理服务 ， 是所

在家庭和社会都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 。

４ ． １ ．２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

根据前文的研宄总结 ， 本文在调查 问卷中 ， 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同样氛

围照料类需求 、 医疗类需求 、 文娱类需求 、 情感类需求和其他类需求 （ 即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 ， 增加 了其他类需求 ） ５ 类 。 具体来说 ： １ ． 照料类需求 ， 即老年人需
’

要 日 常照料 ， 需要其他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 ， 年龄越长 ， 照料类

需求的 内容越丰富 ， 需求越迫切 。 ２ ．医疗类需求 ， 这与老年人的年龄特征密切相关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老年人必不可少的需要就医就诊 、 养生保健及康复方面的服务 。

３ ．文娱类需求 ， 指的是针对老年人的棋牌游戏 、 体育活动方面的服务 ， 满足老年人

精神层面的需求 。 ４ ．情感类需求 ， 主要是指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咨询与指导 、 情感纾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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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等方面的服务 ， 这是传统的养老服务容易忽视的 。 ５ ．其他类需求 ， 比如身体健康

的老年人再就业的需求 ， 掌握
一

定技能的老年人传承技艺的需求 ， 老年人权益收

到侵犯的维权需求等 ， 也应该给予考虑 。

１ ．养老服务需求总体情况 。

在上述 ５ 类养老服务需求中 ， 调查对象对照料类服务的需求最旺盛 ， 占 比 ７４％ ，

医疗类需求 、 文娱类需求 、 情感类需求和其他需求依次 占 比 ５ ９％ 、 ５ ２％ 、 ２８％和

２ ８％ ， 如 图 ４ ． １ 所示 ：

８０％７５％
—

７０％

６０％＾…＝ … －———

ｌ＿ ５ ２％

５ ０％

４ ０％—■｜—￣

■ 系列 
１

照料类需要 医疗类需求 文娱类需求 情感类需求 其他需求

图 ４ ． １ 老年人需求 占 比 图

因 为年龄和 身体多方面因素 ， 调查对象对照料类服务需求最旺盛 。 鉴于很 多

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 因此 ５ ９％的调查对象表示需要医疗类服务 。

相 比来说 ， 那些年龄较轻 、 健康状况较为理想的老年人 ， 对文娱类服务的需

求更为突 出 ， 访谈 中有调 查对象提到 ， 希望能够
“

旅游交友 、 学 习 艺术 、 锻炼身

体
”

。 之所 以 出现这个情况 ， 是 因为近年来德州市老年人 口 数量的增长 ， 主要是

６０ －

８０ 岁 阶段老年人数量增加 ， 他们
一

般健康状况尚可 ， 对文娱时 尚还有
一

定的追

求 。

情感需求方面 ， 德州属于 四线城市 ， 很多 家庭中 的子女能够定期或者不定期

的探望家 中 的老人 ， 因此老 人的情感需求并不迫切 ， 但也有 ２８％ 。 这说明 ， 德州

市 的老年人和 国 内 其他地市
一

样 ， 情感需求标准提高 ， 相 比 简单的吃穿住行 ， 对

陪伴和社会存在感都有
一

定的需求 。

２ ５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其他需求中 ， 因 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 对疾病 、 突发状况的应对能力 降

低 ， 很多调查对象表示需要紧急救助类服务 。 此外 ， 鉴于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 ，

也有调查对象需要信息技术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 如果可 以的话希望政府能设置老

年服务专项 。

２ ．照料类服务需求

在照料类需要的子选项 中 ， 调查对象表示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最为旺盛 ， 高达

７０％ 。 后面依次是 日 常照护需求 、 陪同就医需求 、 送餐需求 、 陪 同购物需求 、 助厕

助浴需求和其他需求 ， 分别 占 比 ４ １ ％ 、 ３ ９％ 、 ２５％ 、 ２２％ 、 １ ０％和 ３％ ， 见图 ４ ．２ ：

３ 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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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０％■一

ｍｍ ｉ

２ 〇％
－

Ｈ
－

１
—

］；：

—

１ 〇％
—

ＩＴ：

图 ４ ．
２ 老年人照料类需求 占 比 图

家政服务需求呼声最高 ， 是因 为 当前的家政服务 内 容丰富 ， 能够为老年人提

供基础而必须 的家庭保洁 、 维修改造等服务 。 以保洁为例 ， 日 常保洁部分老人是

能够应付的 ， 但是逢年过节的保洁 ， 老年人
一

般会求助于外力 。

日 常招呼及陪 同就医 需求方面 ， 但老年人身体不便时 ， 对这两种服务需求尤

为迫切 。 德州 市 的大部分老年人 ， 偏 向于德州市人 民医院等三 甲 医院 ， 但这类医

院通常病号众 多 ， 挂号就医手续繁琐 ， 需要有人陪护帮办 ， 但是很 多老年人的子

女 又不在身边 ， 因此这两种需求是很 多调查对 象提 出 的 。

送餐和陪 同购物需求方面 ：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 ， 很 多老年人也有网上购物 、

网上订餐等方面的需求 。 助厕助浴需求方面 ： 有调查对象表示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自 己洗澡如厕方面遇到 的 困难越来越 多 ， 也越来越需求外界 的帮助 。 其他需求方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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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有少量调查对象表示 ， 需要有人上 门提供理发 、 指 甲修剪等方面的服务 。

３ ．医疗类服务需求

在医疗类服务需求的子选项中 ， 调查对象体检的需求最为迫切 ， 占 比为 ６ ７％ ，

之后依次是健康档案需求 、 治疗护理需求 、 理疗按摩需求 、 血糖血压测量需求及

其他需求 ， 分别 占 比 ５６％ 、 ３ ２％ 、 ２ １％ 、 １ ８％和 ２％ ， 见图 ４ ． ３ ：

８０％

７ ０％

６０％Ｈ
｜

 ５１％— —

５ ０％ ■

４０％

３２％

３ 〇％ 國頃

２ ０％
——

■
一

Ｍ
——

＾


■ 系列 
１

：
－

ｍ
—

Ｉ，＃
命＃

兮
＃＃＃

名
＃

？
ｆ

图 ４ ． ３ 老年人医疗需求 占 比 图

德州 市很多老年人 ， 退休后就不再有单位组织定期体检 ， 他们因为年龄和健

康状况的 原因 ， 又需要定期 了 解 自 身健康情况 ， 因此体检需求排名最为靠前 。 建

立健康档案 ， 既能够服务于老年人就医就诊 ， 还能够为医疗机构提供参考和借鉴 。

此外 ， 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加 以 及护理业务的拓展 ， 很多老年 人也希望接受正规

的针灸按摩等理疗服务 。 对于
一

些患有高血压 、 高血糖等慢性病 的老年人 ， 他们

也许有人指导他们进行相对专业的血压血糖测量 。

其他方面 ， 有个别老年人提 出 ， 需要到指定 的诊所就医 ， 或者吃
一

些配方 中

药等 。

４ ．文娱类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的文娱类服务需求情况见图 ４ ．４ 。 占 比最高的棋牌娱乐需求 ， 其次分

别是读书需求 、 绘画 需求 、 音乐需求 、 健身需求 、 旅游需求 、 收听讲座需求和其

他需求 ， 占 比依次是 ５ ５％ 、 ３ ７％ 、 ３ ５％ 、 ３ ５％ 、 ３４％ 、 １ ３％和 ３％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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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ｙ ｓｓ％


５ ０％

｜


４ ０％逃
３５％

￣￣

３５％
—

３ ４％


，
Ｊ

Ｉ
Ｉ

－

２ 〇％


■■ｒＩ■

． ． ． ． ． ．

１
＾
———

■ 系列 １

１ ０％

ｒｉ
—ＪｍＪＨＲ ？ ？ ？

，

＃＃

图 ４ ．４ 老年人文娱需求 占 比图

之所棋牌娱乐需求最高 ， 是因为很多调查对象表示 ， 这类活动不需要剧烈运

动 、 对场地要求低 、 容易组织 。 相对而言 ， 选择棋牌娱乐需求 的老年人 ， 大都处

于 ６０
－

７０ 岁 ， 年龄相对较轻 ， 健康状况较好 。 棋牌娱乐需求后面 ， 分别是读书 、 绘

画 、 音乐和健身 ， 据 了 解 ， 选择这些选项的老年人 ，

一

般都是年轻时有
一

定 的爱

好积累 ， 退休后想通过老年大学 、 社 区活动等重新拾起原来的爱好 ， 这部分老年

人也大都集中在 ６０
－

７０ 岁 。 旅游需求方面 ， 调查对象希望有
一

些专 门面 向老年人的

旅游团 ， 价格实惠 、 内容充实 ， 尤其是不能有各种欺诈行为 。 收听讲座需求方面 ，

有老年人表示希望收听
一

些医学 、 现代科学方面的讲座 ， 满足他们的学 习欲望 。

５ ．情感类服务需求

调查情况见图 ４ ． ５ 。 结果显示 ， 老年人对心理护理和聊天解闷的需求最为渴望 ，

占 比均为 ２ １ ％ 。 家庭调节需求 、 定期联络需求和其他需求 则分别站到 了７％ 、 ６％

和 ３％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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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２ １％ ２ １％

２ ０％－￣￣￣■■■■

１ ０％
—— —

〇

〇

 ６％＿ 系列 １

ｒ
．

ｉ

？＾？？ ＜＃

图 ４ ． ５ 老年人情感类需求 占 比 图

心理护理和聊天解闷 需求 占 比最高 ， 是 因为很多 调查对象经历 了 身体上的更

年期 ， 又经历 了 心理上的离开工作 岗位 、 家庭地位下 降等 问题 ， 心理上存在郁结 ，

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 ， 或者退而求其次 ， 需要有人能够倾听 自 己的
“

唠叨

比较而言 ， 家庭调节需求和定期联络需求的 占 比都不高 ， 这是因为德州市的老年

人大都有子女或者亲朋照顾 ， 或者与子女及亲朋联系较为便利 。 也有老人表示 ，

尽管家庭中矛盾 ， 但是也不希望外 界力量来调节 。 还有少量接受调查 的老年人提

出 ， 希望再婚 ， 这被归入 了其他需求行业 。

６ ．其他类服务需求

调 查情况见图 ４ ． ６ 。 其 中 ： 紧急救助服务 、 老年人专线服务 、 社会活动需求及

其他需求分别 占 比 ３ ５％ 、 ３ ０％ 、 ７％和 ２
°
／〇 。

４０？^

３ ５％

３ ５ ？ ｉ ｉ

３０％

ｓｏ％

２５５４

 ！
： ｖ ；

ｌ 丨
」
｜
Ｈ？系列 ｉ

１ ５Ｈ
’

：

５

７％

５ ％ｆｐＭ ＰＪＰ ２％

〇％靈４

紧急敉助朋夯 老年人专线服夯 钍会活动雷求其他霆求

图 ４ ． ６ 老年人其他需求 占 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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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老年人普遍性的健康状况下滑 的情况 ， 也因为很多老年人不与子女 同住 ，

他们希望在遇到 困难或突发疾病时 ， 可 以获得紧急救助服务 。 基于此 ， 他们希望

政府能够开通老年人服务专线 ， 通过拨打专线可 以获取紧急救助服务 ， 有可 以进

行维权和 问 题咨询 。 此外 ， 尽管年龄老迈 ， 但是老年人还是有参与社会活动的需

求 。 其他服务方面 ， 个别老人表示 自 己的手艺需要传承等 。

４ ． ２ 德州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偏好

对养老服务方式的偏好 ， 是衡量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另
一

个重要指标 。 为了全

面考察德州 市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论文在调查问卷中设计 了 养老方式方面的

问题 。 选项包括居家养老 （不依靠子女 ） 、 居家养老 （ 依靠子女 ） 、 机构养老 、

社区托老和其他 ５ 个 ， 调查结果见图 ４ ． ７ ：

５〇％４４％ｒ

－—— 

４ ５％
ｓＳＳ
 — ． ．

４０％
；

３６％—

３ ５％

３０％￣  

２ ０％
ｆ

－Ｍ■
１ ５％十

ｌｌ％ 
。



ｉ ｏ％ｇＨＩ
｜
Ｈ

｜ｓｎ
５％ 」

■ ■ 系列 １

〇％Ｊ 圓 —
圓
 ＿

ＨＲ

Ｖ

ｌ

一


？

爲

图 ４ ． ７ 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

４ ．２ ． １ 居家养老是德州市老年人的首选

有 ８０％的调查对象选择 了 居家养老 ， 不依靠子女 、 依靠子女的 占 ４４％和 ３ ６％ ，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老年人更认可居家养老这种传统的养老模式 。 他们对机构养老 、

社区托老人认可度并不高 。 也有调查对 象表示
“

如果最后 （ 指年纪大 了 ， 失去 自

理能 力 ） 没办法 了 ， 也 只 能去 （ 养老机构 ） 了
”

。 这位老师说
“

那是万不得 己 的

情况
”

。 ３ ６％的希望依靠子女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中 ， 绝大部分是农村户籍 ， 他们没

有城镇社保养老金 ， 因为收入等因素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很高 ， 几乎没有考虑过其

他养老方式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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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２ ．２ 普遍愿意与子女同居

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 （ 占 比 ５ ６％ ） 希望与子女共 同居住 ， 他们认为和子女 同

居能消 除孤独感 ， 能够与子女相互照顾 。 有 ２ ８％的调查对象认为与子女 同住不方

便 ， 不愿意与子女同住 。 有 １ ６％的老年人认为无所谓 。 结果如 图 ４ ． ８ 所示 ：

无所藭

１ ６ 

：

ｉ

：
２ Ｖ ．

，Ｉ

關共同居 住
不Ｍ意共同居

图 ４ ． ８ 老年人与子女居住意愿情况

从调研结果来看 ，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 与子女 同住 的意愿程上升趋势 。

１ ５ ９ 名选择愿意与子女共 同 居住的老人中 ， 大部分集 中在 ７０ 岁 以上 ， 如 图 ４ ． ９ 所

示 ：

，二 ：：二
７ １ 岁 以 丨 ９ ７

６６ ＾ －

７０ ＾
ＢＨＩ ３ ７

６０
＇

￥＞ ２ ５



１



！



１



１



１



０ ２ ０４０６０８０ １ ００１ ２０

图 ４ ． ９ 愿意与子女 同居老年的年龄分布情况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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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２ ．３ 多数老年人渴望上门照料服务

调查结果显示 ， ５ ８％的老年人愿意服务人员提供上 门照料服务 。 可见尽管老年

人不愿意到机构养老 ， 但对 日 间照料服务并不排斥 。

？ 驗接受上

丨―＾ｍＭｍｍＳｉ■ 下臓細黯

屬
图 ４ ． １ ０ 老年人对服务人员 上 门服务接受情况

不能接受服务人员上 门照料的调查对象 中 ， ５ ５％表示
“

不愿意 陌生人进 门
”

，

２ ５％表示
“

不放心服务人员
”

， ２ ８％认为
“

自 己有能力 自我养老
”

， １ １％表示
“

无

力承担费用
”

， ５％对服务人员 素质有顾虑 。 如 图 ４ ． １ １ 所示 ：

Ｓ列 １

５ ５％

２ ５％
２＆％

ｍ １狨

４％

ＪｒＳ务人员 入
：？莹珥生 八於ｌ；程务 ＝ 己有

■

能刀 无力承拒詈

ＳＳＷＫ淳 人老门Ａ－ｘＢｐ．

ｉ
５Ｓｆ＝５３

－ －

奈列 

１４ ？ｂ ５ ５ ％ ２ ５ ５４ ２ Ｓ％ １ １％ １ ３％

图 ４
． １ １ 老年人不愿意接受上门 服务 的 原因

因此 ， 推广 日 间照料服务 ， 需要全面 了 解老年人 的支 出 能力 ， 提升工作人员

的专业水平 ， 着力打消老年人的拘束感 ， 提升他们 的安全认可度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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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德州市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支付能力直接影响老年群体的有效需求。 收入水平 、 消费倾向共同决定老年

人为享受养老服务的经济支出意向 。

４ ．３ ． １ 德州市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从德州市人社局 了解到的数据显示 ， ２０ １ ９ 年底 ， 德州市共有 ６７ ． ２ 万人参加城

镇居 民养老保险 ； 供养退休人员 ６５ ． ３ 万人 ， 人均养老金 ２ １ ０５ 元 ／月 ；
３２ ． ３ 万人享

受老龄补贴 ， 人均 １ ８０ 元 ／月 。 具体到城镇职工 ， 有 １ ０４ ． ８ 万人参加 了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 ， 其中退休人数 ２９ ． ７ 万 ， 人均退休金 ４８２４ 元 ／月 。 此外 ， 德州市还建立了

贫困老年人 口 医疗救助制度 ，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由政府全额买单参加最高标准的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及大病保险 。 有 了养老金 、 退休金及医疗保险制度的支撑 ， 德

州市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有所提高 。

比较而言 ， 农村户籍的老年人收入水平要低很多 。 绝大部分农村老人的收入

包括新农村养老保险 、 劳动收入和子女给予三部分 。 极个别老年人可 以享受低保

政策和特殊人群的优待政策 。 新农村养老金方面 ： ２０ １ ９ 年为 １ ６８ 元 ／月 ； 劳动收入

方面 ： 又包括土地收入 、 土地流转收入和打工收入 ，

一

般在几百元到
一

两千元不

等 ； 子女给予方面 ： 大部分农村老人都能够得到子女的经济供养 ， 但标准普遍较

低 ， ５００ 元 ／月 是平均水平 ， 又有货 币形式和物资形式两种情况 ， 能否定时给予 ，

取决于子女的孝顺程度和经济实力 。

综上比较 ， 大多城镇户籍老人有超过 ３ ０００ 元的退休金 ， 收入较稳定 ； 农村户

籍老人收入水平较低 ， 且不稳定 。 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老年人的养老选择 ，

正如
一

位农村老人所说
“

养老院是挺好的 ， 但是太贵 了 ， 住不起
”

。 因此 ， 德州

市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 必须充分考量人 口基数庞大的农村老人 ， 为他们提供能

够承受的起的养老服务 。

４ ．３ ．２ 徳州老年人的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对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影响 同样较大 ， 除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外 ， 消费

倾向还取决于其健康状况 、 已经形成的消 费观念等 。 总 的来说 ， 老年人在养老服

务领域的消费倾向 ， 有 以下特征 ： １ ．老年人的消费倾向 由收入水平和积蓄水平共同

决定 ；
２ ．消 费观保守 ；

３ ．较中青年人更加节俭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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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消 费倾向 ， 德州市的老年人在养老服务消费领域也表现的非常突

出 。 在走访过程中 ， 我们发现老年人的这种消费倾向也反映的特别 明显 。 德州市

北园社区是全市养老服务试点 ， 工作人员提到
“

很多老年人舍不得使用社区定期

发放的养老消费券
” “

攒着
”

。

４ ．４ 德州市养老服务业的供应情况

４ ．４ ． １ 居家养老供应情况

德州市 目 前的居家养老供应 ， 形成 了五位
一

体的工作机制 ， 即县市 区政府 、

镇街 、 居委会 （村委会 ） 、 社会组织及老年人个体共同参与 。 其中县市区政府承

担养老服务产业规划 、 财政供给 、 标准制定等职责 ， 负责养老服务产业的协调组

织及 引 导推动 ； 镇街的职责是上级政策的落实和养老服务业务的具体指导 ， 为辖

区 内 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具体服务 ； 居委会 （村委会 ） 是直接面对老年人的组织 ，

承担着信息登记 、 了解老年群体诉求 ， 代表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评价和监

督 ， 还有义务面向老年人开展文体活动 、 社会活动等 ； 社会组织是政府的鼓励 引

导对象 ， 也是居委会和老年人的监督对象 ， 是养老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

但是德州市 的居家养老服务供应 ， 也存在
一

些问题 ．

？

一

是缺乏配套的上门服

务 ， 目 前德州市社区能够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的上门服务覆盖面极其狭窄 ，

除了卫健系统推广的
“

家庭医生
”

项 目 外 ， 仅面向那些军烈属 、 特困家庭的老年

人等特殊老年群体提供
一

些包括家庭保洁 、 送餐送诊等方面的服务 ， 绝大部分老

年人的居家养老 ， 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和子女 ；
二是老年人的诉求得不到充分回应 ，

尽管居委会 （村委会 ） 是居家养老的责任主体 ， 但德州市的村居工作人员很少 ，

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动员能力也远远不够 ， 无法充分满足老人多元化的养老

需求 ；
三是硬件配套不足 ， 德州市

“

老年餐桌
”

的 问题至今尚未破题 ， 有社会资

金试图进入 ， 但也因为政府财政补贴标准偏低而没有洽谈成功 。

４ ．４ ．２ 机构养老供应情况

１ ．养老服务机构总体不足 。 通过民政部统
一

开发使用 的
“

全 国养老机构业务管

理系统
”

数据查询 ， ２０ １ ９ 年底 ， 德州市注册运营养老机构 １ １ ５ 处 ， 其中公办养老

机构 ５０ 处 ， 服务 由政府托底保障的城乡特困供养老年人 ， 主要分布在各个乡镇 。

民办养老机构 ６５ 处 （ 含 １ ８ 处公办民营养老机构 ） 服务于社会老年人 ， 部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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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养少数城乡特困供养老年人 ， 主要分布在城区及周边 。 德州市主城区 （ 德

城区 、 经济技术开发区 、 运河经济开发区 ） 养老机构数量为 ２２ 家 ， 其中 民办养老

机构 １ ７ 家 ， 占主城区养老机构的 ７７％ ， 其余 ４８ 家民办养老机构分布在 １ ０ 个县 （ 市 、

区 ） 。 不难看出 ， 社会资本更倾向于在主城区投资兴办养老机构 。

２ ．老年人社会福利水平偏低 。 德州市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享有的社会福利资金 目

前仅有高龄津贴 、 特困供养 、 护理补贴三大类 。 低保老年人高龄津贴水平 ８０
—

９９

岁年龄段德州市与其他地市相差不多 ， １ ００ 岁 以上高龄津贴水平德州市处于中等偏

下水平 ； 特困供养水平德州市处于低等水平 ， 特别是农村特困供养水平 山 东省最

低 ； 失能老年人护理水平除 了较青 岛市有些差距外 ， 德州市与其他地市水平持平 。

总体来说 ， 德州市老年人社会福利水平基本上维持在 山东省要求的最低标准线 ，

除了 百岁老人高龄津贴比 山 东省最低标准 （ 每人每月 ３００ 元以上 ） 稍微高出 以外 ，

其余各项老年人福利项 目 均无 自 行提高标准 。

３ ．机构养老无法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前文提到 ， 德州市乡村敬老院

总量不足 、 硬件设备落后 、 财政支持滞后 、 专业人员 匮乏的 问题较为突 出 ， 以德

州市德城区黄河涯镇为例 ， 镇上的公办敬老院因入住率偏低 ， 长期处于半亏损状

态 ； 与此相对 ， 镇上很多农村老人又因为费用 问题不能入驻 。 相对公办敬老院 ，

民营养老机构收费更高 ， 农村老人更加
“

可望不可及
”

。

４ ．４ ．３ 社区养老供应情况

２０ １ ９ 年德州市民政部 门 的
一

项调研显示 ， 德州市城市 日 间照料中＾的覆盖率

仅有 ３２％ ， 农村幸福院的覆盖率不足 ２０％ 。 城市中 的
一

些老 旧小 区 ， 小区建设初

期规划不到位 ， 没有预留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 无法建设社区 日 间照料中心 。 现有

的 日 间照料 中心 ， 也存在普遍性的硬件设施落后 、 服务 内容单调 、 针对性不足等

问题 。 在北上广等城市 己经全面铺盖的助餐服务 ， 在德州市仅极少数城市社区可

以提供 。 此外 ， 德州市 民政部 门开通的
“

１ ２３４３
”

社区养老信息平台 ， 目 前只能承

担紧急救助 、 服务转接等基本 内容 ， 远远没有发挥出 资源整合的作用来 。

４ ．４ ．４ 城乡养老服务供应失衡

城乡养老服务供应失衡主要表现为 ：

一

是养老服务供应企业
“

重城市轻农村
”

，

很少有机构面 向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 就医就诊 、 保健护理等养老服务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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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村机构养老设施落后 ， 现有的乡村敬老院硬件配套不足 、 财政投入不够 ， 同

样无法向五保户 、 特困老年人之外的农村老人提供普惠性的养老服务 ； 个别乡村

养老院为降低运营成本 ， 甚至要求入驻的农村老人提供劳作 ；
三是非政府组织参

与性低 ， 德州市现有的志愿者协会 、 义工协会等组织 ， 在助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中也存在
“

重城市轻农村
”

的现象 ， 更多 的把整合到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城市养老

机构 ， 更多的把助老活动开展在城市养老机构 ； 事实上 ， 这些资源和活动对于农

村敬老院更为稀缺 。

４ ．５ 德州市养老服务供需匹配失衡的主要问題

通过对德州市养老服务供应现状分析 ， 德州市养老服务业供需失衡问题比较

突 出 ， 主要包括政策失衡、 供给不足 、 供应形式单
一

、 质量不高 、 投入不足等 问

题 。

４ ．５ ． １ 机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突 出矛盾是养老床位矛盾 。 依据 《 山东省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 》 的有关要求 ， ２０２０ 年底德州市应满足 ４０ 张／千人的基本要求 ， 目 前这

一

指标仅有 ３ ０ 张／千人 ， 补足短板压力较大 。 在服务能力方面 ， 山东省除德州市以

夕 卜 ， 其他地市均已建成
一

处 以上大型综合养老服务场所 ， 而德州市规划建设的养

老示范城项 目 刚刚启动 ， 预计最快 ２ 年 以后方可投入运营 。 德州市至今没有
一

处

既能保障基本养老 、 又能提供中 、 高端服务的大型综合养老机构 ， 现有的养老机

构大多为规模较小的供养型或养护型养老机构 ， 建设档次和管理服务水平处于 中

低端 ， 难 以满足老年人高 、 中 、 低端差异化养老服务需求 。

４ ．５ ．２ 养老服务供应形式单一

总体来看 ， 德州市 目 前养老服务主要是机构养老 ， 机构养老的服务 内容也局

限于满足老年人 日 常生活照料和休闲娱乐等基本需求 ， 通过对德州市养老机构提

供服务项 目 的
一

项调研显示 ， 机构养老的服务 内 容较为单
一

， 绝大多数仅限于生

活照料 、 日 常护理和文化娱乐 ， 少数医养结合 的养老机构可提供康复训练和简单

的医疗护理服务 ， 没有养老机构可提供诸如法律服务 、 老年学堂等服务 ， 特别是

针对失能 、 半失能老年人的服务 内 容更是少之又少 。 而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养老 、

居家养老服务尚在起步阶段 ， 无论在机构建设运营方面还是在政策保障方面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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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缺乏 。 以社区养老重要载体
一一

城镇社区老年人 日 间照料中心和农村社区幸福

院来说 ， 根据德州市民政局统计 ， 目前德州市有城镇社区老年人 日 间照料中心 ７６

处 ， 农村社区幸福院 ３ ３２ 处 ， 这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仅能满足 自理老年人的 日 间

休闲娱乐需求 ， 少部分可以提供午餐服务 ， 而更多 的养老设施 ， 特别是农村幸福

院因管理人员缺乏 、 运营资金短缺等原因而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

４ ．５ ．３ 养老服务供应质置不高

１ ．行业标准不完善 。 目 前德州 市养老服务业统
一

的行业标准 尚未建立 。 ２０ １ ５

年发布的 《养老机构设施设备基本配置规范 》 （ 山东省地方标准 ＤＢ３ ７／Ｔ
—

２７２０
—

２０ １ ５ ） 、 ２０ １ ７ 年发布的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 （ 国家标准 ＧＢ ／Ｔ３ ５ ７９６
—

２０ １ ７ ） 等标准大多为
一

些原则性要求 ， 缺乏具体的配套实施方案 ， 养老服务业在

服务 内容 、 服务标准 、 服务时限 、 价格标准 、 卫生要求等方面缺乏统
一

的行业标

准 ， 此外因为养老机构服务项 目 在法律或行业政策上的监管还处于空 白 阶段 ， 很

难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有效评价和监测 ， 这使得德州市养老服务业处于

无序经营状态 。 在养老服务市场的开发和培育方面 ， 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和

专业的规划指导 ， 使德州市的养老服务业还处于高度分散化的初级发展阶段 ， 运

营模式不成熟 ， 社会力量望而却步 。

２ ．专业人才缺乏 。 总体来看 ， 德州市接受过专业培训 的养老护理员总量不足 ，

人员 队伍不够稳定 。 从业人员大部分缺乏系统专业的医疗护理知识 ， 持证上 岗率

偏低 ， 具有医学背景的护理专业人才更为匮乏 。 根据德州市民政局对德州市养老

护理员 的统计显示 ， ２０ １ ８ 年 ， 德州市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共有 １ ７７５ 人 ， 其中 ， 管理

人员 ４ １ ３ 人 ， 专业医护人员 （取得医生 、 护士从业资格或养老护理人员资格 ） ９７７

人 ， 普通工作人员 （含工勤人员及 尚未取得护理资格的护理员 ） ３ ８５ 人 ， 见图 ２ ． １ 。

从业人员 中 ， 年龄在 ４０
—

６０ 岁 的 占 ６０％ ，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 占 ４０％ ， 工资待遇根

据护理水平基本在 １ ３ ００ 元至 ３ ０００ 元左右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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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５
＾

，

圆
９ ７ ７

图 ４ ． １ ２ 德州 市养老机构从业人员 分类情况

如 图 ４ ． １ ２ 所示 ， 在 １ １ ５ 处养老机构 中 ， 取得初级养老护理员 资格证书 的有 ２ ５ ５

人 ， 中级养老护理员 资格证书的有 ８ １ 人 ， 高级养老护理员 资格证书的有 ４８ 人 ，

护理员技师 ３ 人 ， 养老护理员 持证率上 岗率不足 ３ ０％ ， 部分护理人员没有经过专

业培训就上 岗从业 ， 护理水平有待提升 。 护理 岗位人员 以女性为主 ， 以农村年轻

人和城镇下 岗失业人员居多 ， 从业人员 中 ４０
—

６０ 岁 的 占 比 ６０％ ， 初 中及 以下学历

的 占 比 ４０％以上 。 同时 ， 由于照护人员 紧缺 ， 部分养老机构难 以实现护理人 员 ２４

小时值班制 ， 间接造成机构维持运转十分困难 。 加之养老服务人员 工作强度大 、

工作环境相对封闭 、 社会地位不高等原 因 ， 养老机构普遍存在招人难 、 留人难的

困境 ， 严重影响 了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 。

３ ．老人对德州 市现有养老机构态度褒贬不
一

。 对身边的养老机构 ， 老年人的态

度褒贬不
一

， 调查结果如 图 ４ ． １ ３ 所示 ， ２ ８％的老人对身边的养老机构印 象很好 ，

认为养老机构能够提供优质 的生活环境和养老服务 ； 有 ２ １ ％的 老人 印 象较好 ， 认

为养老机构能够提供
一

定 的养老服务 ， 生活环境也说的过去 ： 有 ３ ０％的老年人表

示对身边养老机构 印 象
一

般 ， 认为仅仅是管吃管住而 己
； 有 １ ９％的老年人对身边

养老机构 印 象很差 ， 认为
“

就是为 了挣钱
” “

听说会虐待老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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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１ ３ 老年人对身边养老机构的评价

可见 ， 德州市现有的养老服务机构在老年群体中 的 口碑并不理想 ， 这应当是

影响机构养老业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
一

。

４ ． ５ ． ４ 民间资本进入不够积极

养老服务业是
一

种前期投入大 、 投资 回报慢 、 投资周 期长的特殊产业 ， 如果

仅仅依靠私人资本来投入 ， 往往会导致资金后续不足 的 问题 。 因此 ， 德州市养老

服务机构数量偏少 ， 和财政投入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

新建医养结合专业机构 ， 需要高 昂 的前期投资 ， 资金需求规模庞大 ， 通常 以

政府为主导筹集资金 。 对德州来说 ， 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 ， 政府能够用于养老服

务产业的财政投入有限 ， 且没有完备的资金规划 ， 出现 了前期投入多 、 后续欠账

经营的 问题 ， 无形 中拉高 了 医养结合机构 的运营成本 ， 无法形成长效有序的资金

供应体系 。 此外 ， 德州市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基层医疗资金欠账 ， 有 １ ／４ 的乡镇卫生

院 、 社区卫生所因资金 问题导致房屋质量不达标 ， 多个乡 镇卫生院没有配 备必要

的全 自 动生化仪 、 彩超等设 备 ， 影响 了 医养结合发展 的质量 。

投资 回报周期长 ， 导致 民间 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产业十分谨慎 。 通过对德州市

养老机构收费和盈利情况进行调研 ， 德州市养老机构年度收费额总计 ６ ３ ７ 万 ， 其

中 公建 民营养老机构收费额 ５ ３ 万 ， 民办盈利性养老机构收费额 ２９ 万 ， 民办非盈

利性养老机构收费额 ５ ５ ５ 万 ， 公 办养老机构不收费 。 从收费 内 容上看 ， 以伙食费 、

床位费 、 护理费 、 季节性取暖 （ 降温 ） 费 、 代收费 （

一

次性被褥等生活用 品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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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就价格标准而言 ， 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机构 ， 价格标准差距悬殊 ， 定位高端

的养老服务机构各项服务项 目 的价格标准都远高于普通的养老服务机构 ， 能够提

供的服务 内容也相对丰富 ， 例如餐饮种类 、 护理 内容 、 康复训练等 。 从盈利情况

来看 ， 养老机构经营效益和盈利空间过低 。 主要原因为 ：

一

是近年来受市场因素

影响 ， 养老机构房租 、 护理员 工资 、 日 常维修费等费用上涨幅度较大 ， 运转成本

上升较快 ， 远远超过养老机构 的收入上涨幅度 ， 因此大多数养老机构仅能勉强维

持运营现状 ， 难以实现较大盈利 。 二是服务种类较为单
一

， 收费项 目 以消费类收

费项 目 居多 ， 服务类收费项 目 较少 ， 难 以实现依靠服务赚取利润的 目 标 。 三是政

府对养老机构的财政补贴力度较小 。 目 前德州市养老机构的财政补贴有
一

次性建

设补贴和连续三年的运营补贴两类 ， 其中 ：

一

次性建设补贴每张养老床位 ８０００ 元

（ 医养结合型护理床位每张补贴 ９３００ 元 ） ， 运营补贴按照养老机构入住人员数量 ，

平均每人每年 １ ６００ 元 。 根据德州 市 民政局统计分析 ， 政府的财政补贴只 占养老机

构建设成本的约八分之
一

左右 ， 因此财政补贴力度较小无法弥补养老机构的建设

及运营成本缺 口 。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德州养老产业投资收益率低 、 投资 回报慢 ，

是产业发展缓慢的重要瓶颈因素 。

４ ．６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 ， 德州市养老服务供需并不平衡 。

一

方面老年人数量众多 ， 对包括

日常照料 、 医疗服务 、 精祌慰藉等方面的养老服务有着极为旺盛的需求 。 另
一

方

面 ， 受限于多年的城乡二元体系 ， 大量的农村老人收入水平低 ， 只 能依靠个人实

现低质量的居家养老 ， 还有很多老人对机构养老缺乏必要的信任 ， 社区养老也仅

仅出于萌芽阶段 ， 供给存在着严重的 问题 。 因此 ， 德州市的养老服务供应 ， 要兼

顾城乡两类老年群体 ， 要注意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 也应着重提升养老机构

的服务质量 ， 提升机构养老在老年人心 目 中 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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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德州市发展养老服务业推动供需平衡的建议

根据上述德州 市养老服务供需存在不平衡的 问题 ， 本章提出优化服务供给 、

提升承载能力 、 优化资源配置等推动供需平衡的建议 ， 为平衡德州市养老服务业

供需关系提供参考 。

５ ． １ 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１ ．加强农村养老专项财政投入 。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重要的 民生项 目 ， 政府对

这类项 目 的重视程度直接体现为财政投入的力度 。 因此 ， 德州市各级政府必须克

服困难 ， 向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产业提供最大程度的资金支持 。 这就要求 ， 必须设

置农村养老专项资金 ，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多元化的需求 ，

改善农村养老服务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 。 首先 ， 各级政府要在财政预算增加老年

护理保险的费用 ， 借助保险来丰富政府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资金来源 。 将养老护理

险扩大到全市老年人 ， 向满足要求的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持 ， 确保

他们能够享受与城市老年人同等水平的 医疗护理服务 ， 避免他们因无石支付费用

而不能获得必须的养老护理服务 。 其次 ， 支持各大保险公司开发更多种类 、 不同

标准的老年人保险 ， 根据城乡 老年人年龄 、 健康状况及收入水平的差距 ， 提供多

元化的保险选择 。 这样也能够促进农村老年人主动缴纳养老保险 、 护理保险的积

极性 。

２ ． 强化农村敬老院建设 。 为更多农村老人提供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著结合的选

项 。 目 前 ， 德州市五保户 、

“

三无
”

老人等主要 由各地乡村敬老院集中供养 ， 这

类发挥兜底线作用 的敬老院 ， 无论是服务治理 、 管理水平都远远不够 。 德州各级

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加大农村敬老院建设力度 ， 可 以采取公建民营 、 民办公助或

特许经营结合的方式 ， 为承担农村养老院建设的项 目 主体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 。

在扶持和补贴的 同时 ， 也应制定管理考核制度 ， 对其提供的养老服务进行评价和

监督 。 对于现有的农村敬老院 ， 各县市 区应对其现有的房屋质量 、 设备配备情况

进行评估 ， 并进行及时的 内部装修和改建 。 在提高硬件水平的 同时 ， 还要关注农

村敬老院工作人员管理水平 、 技术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提升 。

在提供兜底服务的 同时 ， 农村敬老院还应逐步向普通老人开放 ， 增加养老服

务项 目 。 对于五保户 、

“

三无
”

老人等特殊老年群体之外的人群 ， 农村敬老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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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收取费用 ， 还可以为周边的居家养老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

３ ．灵活探索农村昂老模式 。 比如在上海市闵行区梅陇社区 ， 该地 由村委会统
一

租赁村民的闲置房屋用于建设长者照护之家 ， 这就能够满足农村群众
“

在家养老
”

的意愿 ， 也便于村集体进行资源整合和集中照料 。 再比如河北省邯郸市肥乡 区 ，

探索形成了全国第
一

例农村互助幸福院的做法 ， 即独居老人集中居住 ， 互相陪伴 、

互相照料 ， 村集体整合资源为他们提供老年活动设施和休闲场所 ， 形成了社会机

构养老 、 居家养老和农村互助养老相结合的全新模式 。 这些做法 ， 德州市都可 以

进行借鉴 。

５ ＿２ 提升养老服务承载能力

１ ．用好现有养老服务政策优化养老服务体系 。 根据前文的研究 ， 德州市 目 前还

有大量老人没有进入参与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 ， 这意味着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还有

很大潜力 。 因此 ， 德州市必须基于现有养老服务政策 ， 对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和完

善 。 要注重发挥养老机构的基础性作用 ， 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入手 ， 不断提高

现有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 ； 要积极扩大社区养老的规模 ， 加速社区 日 间照料中

心建设 ； 同时也不能忽视居家养老的保障性作用 ， 提高现有居家养老的资源配套

服务水平 ， 切实提高政府 、 社会与个人的联动水平 。

２ ．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做法 ， 通过与金融机构 、 社会资金

合作 ， 大力探索异地养老 、 以房养老等较为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 ， 吸引更多外地

老年人来德州购置房屋养老 ， 或入驻德州 的养老服务机构 ， 满足老年人个性化 、

定制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 对于刚刚萌芽 的互助养老模式 ， 要给予大力支持 ， 为其

提供政策帮助和环境支撑 ， 从而不断提高现有养老服务设备的使用率 。

５ ．３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在政府层面 ， 必须有配套的优惠政策 ， 鼓励 、 支持民间 资本的投资行为 。 要

尊重 民间资本追逐利益的 自 然属性 ， 为其配套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 、 土地支持政

策和生活服务支撑 ， 采取适当 的办法 引 导 民间 资本发挥社会公益作用 ， 提高本市

养老服务项 目 对民间资本的吸 引 力 。

要探索多样性的民间资本投资路径 。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产业 ， 大致有两

个渠道 ， 分别是新建养老服务机构和与财政资金结合 ， 形成公私合作关系 。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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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德州市民 间资本新建养老服务机构发展速度较快 ， 出现了
一

批高质量、 有规

模的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 如德城区的银龄公馆 、 红湖养老中心等 。 这些民办养老

机构大都位于城区 ， 有效的缓解 了财政压力 ， 也带动 了养老服务行业的 良性竞争 。

这类的养老服务机构 ， 话语权完全掌握在民间 资本手中 ， 投资者的主动性 、 积极

性较高 。 民间资本与财政资金的公私合作方面 ， 主要是借助 ＰＰＰ 模式 ， 形成 了
一

种较为新型的合作关系和对话方式 。 在德州的养老服务行业 ， ＰＰＰ 模式 占 比较高 ，

运作经验也较为成熟 ， 不失为
一

种缓解财政压力的好办法 ， 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

需要说明的 ， 德州市养老服务项 目 引入的 ＰＰＰ 模式 ， 大都选择公建民营的方式 ，

形式较为单
一

， 公私合办 、 民办公助等形式还 比较少 ， 有待继续探索 。

５ ．４ 夯实养老服务产业基础

１ ．不断丰富养老服务资源 。 丰富养老服务资源 ， 首先应当优化资源布局 ， 完善

市级养老服务产业规划 ， 对德州市各县市 区发展养老服务业进行统筹指导 ， 明确

产业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 ， 土地资源、 人才资源 、 科技资源和社会资本都要适当

倾斜养老服务项 目 。 要在大的城乡 建设总体规划 中体现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设计 ，

加速养老服务设施配备 ， 从而扩大养老服务产业资源总量 。 要尊重养老服务业发

展规律 ， 合理确定中长期发展 目 标 ， 对养老服务生产 、 流通 、 经营等全链条的销

售项 目 进行优化设计 ， 形成切实可行的养老服务产业规划 ， 培植养老服务产业链

条 。 实行标准化管理 ， 严格遵守人均用地必须大于 ０ ． ２ 平的标准要求 ， 配备不同层

次的养老服务设施 。 对于新建小 区 ， 严格执行 ２０ 平 以上 ／百户 的社区养老服务配套

用房面积 ， 己建小区也要严格执行 １ ５ 平 以上／百户 的配套标准 ， 限期完成配套费调

剂 。 选取环境优美 、 交通方便的地区作为区域性养老产业中心 ， 依据 自 身条件选

择重点发展领域 ， 错位发展 ， 协同推进 ， 实现上下游产业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

要积极跟踪政策变化和市场需求变化 ， 动态调整 、 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规

划和专项规划 。

２ ．加速行业标准建设 ， 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 目 前德州 的养老服务

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较为落后 ， 对服务 内 容 、 价格标准 、 服务质量评定缺乏科学

统
一

的标准设计 ， 直接导致 了养老服务市场的混乱 ， 泥沙俱下 ， 难 以准确考量 。

大多数公办机构都能够做到规范运行 ，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行质量就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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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一

定程度上混淆了消费者的视线 。 因此 ， 监管部 门必须尽快 出 台统
一

的养老

服务行业标准 ， 对现有机构进行规范管理 ， 探索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办法 ， 尽快形

成行业标准 ， 为德州市养老服务市场的规范提供参考 。 要探索养老服务机构动态

管理机制 ， 不断提高市场进入标准 ， 对于新建养老服务机构 ， 要科学评价其运营

资质 、 财产实力 ， 避免不具备资质 、 资金后续供应不足的项 目进入市场 ； 要探索

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价办法 ， 科学评判其服务质量、 服务对象满意情况 、 运营管

理水平等 ， 实现优胜劣汰 ， 发挥市场评价在养老服务行业的积极作用 ； 要建立代

养老人的综合评估标准 ， 合理分担养老服务机构的市场风险 ； 要引 导养老服务机

构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 主动提升信息化 、 数字化管理水平 ， 用好已有的
“

１ ２３４３
”

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 ， 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动态更新 、 准确全面的德州 市养老服务

信息 ， 为其科学运营提供技术支撑 。

３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 山 东省淄博市 ， 在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做

法是 ， 在淄博职业学院依托护理专业 ， 增设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 年招生计划为 ５０

人 ， 为淄博市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奠定 了基础 ； 此外 ， 该市每年都会举办养老服

务与管理人员系列培训班 ， 累计 已培训养老服务管理人员 ２０００ 人 。 这一做法值得

德州学习和借鉴 。 德州有丰富 的职业教育资源 ， 要依靠现有的职业院校 ， 积极开

发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群 ， 侧重养老服务管理 、 老年产品开发等专业的开发设置 ，

在院系设置、 师资调配 、 设施设备等方面给予支持 ， 按规定落实对高职院校及从

业毕业生的奖励补助政策 ， 拓宽就业渠道 ， 尽快培养
一

批有知识 、 懂技术 、 会管

理的老年服务专业人才 ， 不断提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 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 ， 改

变医养结合机构
“

无人可留
”

的 问题 ， 为德州市医养健康事业 、 产业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 此外 ， 引 导 、 鼓励医护从业人员进入养老服务产业 。 前文 已经提到 ， 德

州市养老服务产业的从业人员 ， 有相 当
一

部分是没有专业基础 、 学历层次较低的

中年妇女 ， 她们并不熟悉医疗护理专业和流程 ， 无法满足老年人基本的养老医疗

需求 。 因此应当积极 引 导 、 鼓励医护从业人员进入养老服务产业 ， 加大养老服务

机构与医疗机构 、 社区卫生机构的业务合作 ， 由 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机构安排专

门人员定期到养老服务机构 、 老年人家中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 比如定期体检 、

用药指导等 。 注重对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 的专业培训 ， 提升他们疾病预防 、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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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康复 、 慢性病护理方面的技能 ， 尤其要普及基本的医疗护理知识 。 最后 ， 医护

从业人员进入养老服务领域 ， 要保障他们的福利待遇 ， 这是确保他们能够长期扎

根 ， 真正进入的基本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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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ｏｎｅｙ ，

ＲｏｂｅｒｔＭ ．

（ｇｅｎｅｒａ
ｌｅｄ ＊

）
．Ｃ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
Ｊ
］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Ｔｈｅ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ｉａ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８ ． ７ ７

－９３

［
３

］
ＬｅｈｔｏＪ

，ＭｏｓｓＮ
，Ｒｏｓｔｇａａｒｄ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ｕｂｌ ｉｃｓｏｃ ｉａｌｃａｒｅａｎｄｈｅａ ｌ 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Ｊ
］

．Ｎｏｒｄ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Ｐｏ ｌ 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Ｓ ｔａｔｅｓ

，

１ ９９９ ： １ ０４－

１ ３２ ．

［
４

］
Ｓａｌ ｌｙＲｅｄｆｅｍｊａｎＮｏｒｍａｎ

，

ＬｙｎｎＣａｌｍａｎ
３
ｅｔａｌ ．Ａｓ ｓｅ ｓ ｓ 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ｔｏ

ｐ
ｒａｃｔｉ ｓｅｉｎ

ｎｕｒｓ ｉｎｇ ：ａ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２００２
，

１ ７
（
ｌ
）

： ５ １
－

７７ ．

［
５

］
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ａｕｎｄ

，ＺｈｏｕＹｕ．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ｔｈｅａｇ
ｉｎｇ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ｅｍｐ 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ｏｌ ｉｃｙ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

ｉ ｓ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
２００７ ： １ ３０－

１ ３ ３ ．

［
６

］
Ｄｒ ． ｌａｎＰｈｉ ｌｐ ，

Ｗ ｉｌ ｌ ｉ ａｍＪ ．Ｍｕｔｅ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ｒｅ ｉ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 ｉａｔｒｉ ｓ ｔｈｏｓｐ ｉ ｔａ ｌ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Ｇａｌ ｌ ｅｒｉａ

Ｐｓｙｃｈ ｉａｔｒｉｃ
，

１ ９９ １
，
６
（
４

）
： ２５ ３

－２ ５ ８

［
７
］
ＷＢＥＮＥＲＥ ，ＢＲＯＷＮ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ｆｃｈａｎｇｅ ［

Ｍ
］

．ＮＪ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 ｌ
，

２００ ：２０ ３ ．

［
８

］
Ｈ ｉ ｔｔｅｒＬ

，
Ｓｐ ｉ ｔｓｂｅｒｇｅｎＬ ．Ｔｈｅｎｅｅｄ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ｏｒ ｎｕｒｓ ｉｎｇ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Ｋａｕｎａｓｄｉ ｓｔｒｉｃｔ

［
Ｊ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
２００７

，
４３

（
１ １

）
．

［
９

］
Ｍａｎｕｅ ｌＤｅ ｓｋｉ ｌ ｌ

，ＰｒｉｃｅＴ ．Ｎｕｒｓ ｉｎｇ
ｈｏｍｅｃａｒｅ ｉｎｔｈｅＵＳＡ

［
Ｊ
］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ｓ＆Ｇｅｒｏｎｔｏ 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０９

，
９

（
１
）

．

［
１ ０

］
Ｐａｕ ｌＡ．Ｓａｍｕｅ ｌｓｏｎ

，Ｔｈｅ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ｕｂ ｌ 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
［
Ｊ
］

．Ｔｌｉｅ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ａｎｄａｔｈｅ ｉ ｓ ｔｉｃ
，

１ ９５４ ，３ ６
（
４

）
．

［
ｌ ｌ

Ｊ
Ｒｉ ｔｔｅｒＩＫ．Ｊａｃｋ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Ｐｏ ｌ ｉ ｔｉ ｃａｌＰａｒｔ ｉｃ ｉｐａｔ ｉｏｎｏｆＬ ｉ ｃｅｎｓｅｄ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Ｍ ｉ ｌ ｌ ｅｎｎ ｉｕｍ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Ｐｏ ｌ 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
２０ １ ０ ．

［
１ ２

］Ｓｐｅｎｃｅ ，
Ｄ ．Ｒ ．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Ａｇ ｉｎｇ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５

，
０６ ： １ ９３ －

１ ９８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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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

］
ＲｏｎａｌｄＬｅｅ

，
Ｍａ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ｉｎｇ ，

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
Ｊ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 ｉｖｉｄｅｎｄｓＰｕｂＫｃＰｏ ｌ ｉｃｙ．ＷＥＳ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ｐｅｒ．２０ １ ６ ．

［
１ ４

］
ＷａｔｓｏｎＳ ．Ｂｏｏｋｒｅｖ ｉｅｗ ：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Ｗｅ ｌｆａｒｅＳ 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Ｐｅｎｓ ｉｏｎｅｒｓ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ｂｙＪ ．Ｌｙｎｃｈ ［

Ｊ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ａｌ

Ｓ ｔｕｄｉｅｓ
，
２０ １ ８ ．

［
１ ５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Ｗ ．Ａ

ｇｅｎｅｒａ ｌｔｙｐｏ ｌｏｇｙ
ｏｆ ｍ 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

１ ９５ ８
，
２３

（
３

）
：２５６

－２６６ ．

［
１ ６

］魏华林养老大趋势——中 国养老产业的未来 ［
Ｍ

］
．北京 ： 中信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

［
１ ７

］吴玉韶 ， 王莉莉等 ． 中 国养老机构发展研宄报告 ［
Ｍ

］
．北京 ： 华龄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８

］
王静 ．我国养老服务社会化供给 中政府角 色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

Ｄ
］

． 中 国海

洋大学
，
２０ １ ０ ．

［
１ ９

］孙 慧峰 ． 我 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中政府 的职 责定位研究 ［
Ｊ
］

．兰州 学刊 ． ２０ １ ０ ．

（
４

）
： ８６－

８９ ，

［
２〇

］姜 向群 ．养老转变论 ：建立 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政府帮助的社会化养老方式ｍ．

人 
口研宄 ，

２００９
， （
７
）

： ５ ７ －６２ ．

［
２ １

］吴玉韶 ， 王莉莉等 ．中 国养老机构发展研宄
［
Ｊ
］

．老龄科学研宄 ， ２０ １ ５ ． ８ ．

［
２２

］夏艳玲 ， ． 张 肖 ．广西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发展研宄 ［
Ｊ
］

．传承 ， ２０ １ ６ ． ９ ．
－

［
２３

］
张举国 ／

‘
一

核多元
”

 ？

？ 元治理视阈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Ｊ
］

．求实 ，

２０ １ ７ ． １ １ ．

［
２４

］
彭嘉琳 ．北京市 养老服务社会 管理指标体系 的研究 ［

Ｊ
］

． 中 国 护理管理 ．２００９ ．

７
（
４

）
： ８

－

１ １ ，

［
２５

］任远 ． 中 国老人的未来 －－新式连锁养老院 ［
Ｊ
］

？劳动保障世界
，

２００９
（
０８

）
： ８３

－

８５ ．

［
２６

］
翟振武

，
陈佳鞠 ，李龙 ． ２０ １ ５

？

２ １ ００ 年 中 国 人 口 与 老龄化变动趋势 ［
Ｊ
］

．人 口 研

宄 ，
２０ １ ７

，
４ １

（
０４

）
：６０

－

７ １ ．

［
２７

］李树茁 ，徐洁 ，
左冬梅 ，

曾卫红．农村老年人的生计 、 福扯与家庭支持政策——
一

个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
Ｊ
］

．当代经济科学
，
２０ １ ７

，
０３ ： １

－

１ ０＋ １ ２４ ．

［
２ ８

］章晓懿 ，刘永胜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 下 的养老机构运行风险研宄
［
Ｊ

］
．上海交通

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２
，
０６ ： ３ ７４６ ．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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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
董 红亚 ． 中 国 特色 养 老服务模 式 的 支 行框 架及趋 势 前瞻 ［

Ｊ
］

． 社 会科学 辑

刊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 ０７－

１ １ ４ ．

［
３０

］
李 志 宏 ． 后 疫 情 时 期 我 国 养 老 服 务 业 发 展 迎 来 四 重 机 遇

［
Ｊ
］

． 特 别 关

注
，

２０２０
，
０６ ：２２－２３ ．

［
３ １

］李士雪 ．机构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发展现状 ［
Ｍ

］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
３ ２

］
裴颖 ．我国城市养老服务需求体系及政策制定研宄 ［

Ｍ
Ｑ ．２００９ ．

［
３ ３

］吴敏 ．基于需求与供给视角 的机构养老服务发展现状研宄
［
Ｍ

］
． 经济科学 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１ ．

［
３４

］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全国居家养老服务理论与实践 ［

Ｍ
］

．北京 ： 华龄 出

版社 ， ２００８ ．

［
３ ５

］姚从容 ，
李建民 ． 人 口 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 ： 国 际 比较及其启示

［
Ｊ

］
． 人 口 与发

展
，

２０ １ ８
，
０４ ： ８０

－８ ７ ．

［
３６

］桂世勋 ． 应对老龄化的养老服务政策需要理性思考 ［
Ｊ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７
，
０３ ： ７ ８ －８４＋ １ ６３ ．

［
３ ７

］
冯剑锋

，陈卫民 ．我国人 口 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中介效

应视角 的探讨 ［
Ｊ
］

？人 口学刊 ，
２０ １ ７

，
０２ ： ９３

－

１ ０ １ ．

［
３ ８

］
王 桂 新

，
于
一

慧 ． 中 国 的 人 口 老 龄 化 与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
Ｊ
］

． 中 国 人 口 科

学
，
２０ １ ７

，
０６ ： ３０－４２＋ １ ２６ －

１ ２７ ．

［
３９

］穆光宗 ．转折中 的 中 国人 口—— 《 国家人 口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６－２０３０

） 》 解读 ［
Ｊ
］

． 中 国

社会工作 ，
２０ １ ７

，
０６ ：２４－２７ ．

［
４０

］
杜鹏

，孙鹃娟 ，
张文娟

，

王雪辉 ． 中 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及家庭和社会养老资源现

状－－基于 ２０ １ ４ 年中 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分析
［
Ｊ
］

．人 口研宄
，

２０ １ ６
，
０９ ：４９－６ １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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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养老服务需求调查问卷

亲爱的老年朋友 ：

您好 ！ 非常荣幸邀请到您参加我们这次关于养老服务需求的 问卷调査 。 本调

查无记名 ， 仅用于数据分析 ， 请您放心填答 。

二 、 养老需求情况

１ ． 请您在 以下所需服务的括号 内打钩 （可多选 ）

①照料类 （ ）

②医疗类 （ ）

③文娱类 （ ）

④情感类 （ ）

⑤其他类 （ ）

２ ． 请您在所需照料类服务旁的括号 内打钩 （可多选 ）

①送餐 （ ）

②家政 （ ）

③助厕助浴 （ ）

④购物 （ ）

⑤陪同就医 （ ）

⑥ 日 常陪护 （ ）

⑦其他 （ ）

３ ． 请您在所需医疗类服务旁的括号 内打钩 （可多选 ）

①建立健康档案 （ ）

②测血压 、 血糖等 （ ）

③体检 （ ）

④理疗 、 按摩等 （ ）

⑤治疗 、 护理 （ ）

⑥其他 （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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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请您在所需文娱类服务旁的括号 内打钩 （可多选 ）

①棋牌 （ ）

②图书 （ ）

③讲座 （ ）

④绘画 （ ）

⑤音乐 （ ）

⑥健身 （ ）

⑦旅游 （ ）

⑧其他 （ ）

５ ． 请您在所需情感类服务旁的括号 内打钩 （可多选 ）

①心理护理 （ ）

②聊天解闷 （ ）

③定期联络 （ ）

④家庭调节 （ ）

⑤其他 （ ）

６ ． 请您在所需其他类服务旁的括号 内打钩 （可多选 ）

①老年专线 （ ）

②紧急救助 （ ）

③社会活动 （ ）

④其他 （ ）

二 、 养老意愿情况

７ ． 您有几个子女 ？

① １ 个 （ ）

②２ 个 （ ）

③３ 个 （ ）

④４ 个及 以上（ ）

⑤没有 （ ）

８ ． 您的家庭是否和睦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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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 （ ）

②否 （ ）

９ ． 总的来说 ， 您认为 自 己的子女孝顺吗 ？

①很孝顺（ ）

②比较孝顺 （ ）

③不孝顺（ ）

１ ０ ． 您愿意和子女住在
一

起吗 ？

①愿意 （ ）

②无所谓（ ）

③不愿意（ ）

１ １ ． 如果您不和子女
一

起居住 ， 您的子女经常来看望您吗 ？

①经常来 （ ）

②偶尔来 （ ）

③生病时才来 （ ）

④节假 日 来 （ ）

⑤从不来 （ ）

１ ２ ． 子女探望您的方式主要是 （可多选 ）

①上 门看望（ ）

②打电话 （ ）

③写信 （ ）

④上网 、 视频 （ ）

⑤其它方式（ ）

１ ３ ． 您希望 自 己通过哪种方式养老 ？

①子女养老 （ ）

②社区 日 托型养老 （ ）

③机构养老 （ ）

④居家养老 （ ）

⑤其他 （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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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 社区 日 间照料中心是
一

种 以社区为依托 ， 利用社区资源 ， 面向居居民提供

的服务 ， 收费低于养老机构 。 您愿意到那里接受养老服务吗 ？

①
一

定去（ ）

②会考虑（ ）

③不会去 （ ） （续答 １ ４
－

１ ）

１ ４
－

１ ． 您不能接受 日 间照料中心 的原因是 ？

①里面老人多 ， 我喜欢清静 （ ）

②没有适合 自 己的老年活动项 目 （ ）

③收费偏高（ ）

④不需要 （ ）

⑤其他原因 （ ）

１ ５ ． 您对养老院有什么样的看法 ？

①交钱后管吃管住 （ ）

②有较高的生活质量 （ ）

③给老人提供 良好的环境 （ ）

④对老人不负责任 ， 虐待老人 （ ）

⑤其他 （ ）

１ ６ ． 您愿意去养老院养老吗 ？

①
一

定去 （ ）

②会考虑 （ ）

③不会去 （ ） （续答 １ ６
－

１ ）

１ ６
－

１ ． 您为什么不愿意去养老院养老 ？ （可多选 ）

① 自 己有儿女 ， 住进去心理上接受不 了 （ ）

② 自 己有能力 自 我养老 （ ）

③养老院收费较高 ， 负担不起 （ ）

④和子女见面不便 、 机会少 （ ）

⑤服务达不到预期 （ ）

⑥担心受到虐待和伤害 （ ）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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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不喜欢和老人们住在
一

起 （ ）

⑧其他 （ ）

１ ７ ． 您是否愿意接受服务人员上 门提供服务 ？

①愿意 （ ）

②说不好 （ ）

③不愿意 （续答 １ ７
－

１ ） （ ）

１ ７
－

１ ． 您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服务人员上门提供服务 ？

①对服务人员素质有顾虑 （ ）

②不愿意陌生人进门 （ ）

③不放心服务人员 （ ）

④ 自 己有能力照顾好 自 己 （ ）

⑤无力承担费用 （ ）

⑥其他 （ ）

感谢您抽 出宝贵时间填写 问卷 ， 祝您生活愉快 ！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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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回首这几年的时光 ， 选择在职攻读研究生是我做出 的
一

个重要决定 ， 这个决

定不仅仅关系到学位的提升 ， 更意味着改变 自 己固有的 、 安逸的生活节奏 ， 重新

进入学习状态 ， 打破僵化的思维 ， 这是工作十年后 的
一

次
“

重生
”

。 毕业论文的

写作过程 ， 是
“

重生
”

过程最艰难 ， 也是最充实的
一

段时光 。 很庆幸 ， 我得到 了

指导老师看似严苛 ， 实则挚诚的指导和帮助 ， 老师
“

逼迫
”

我正视德州发展养老

服务业的短板与不足 ，

“

逼迫
”

我用理论指导实践 ， 用数字和文字来证明 自 己的

观点 。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 也是快乐的 ， 在痛苦与快乐交杂中我再
一

次验证了几

年来 自 己的所学 ， 剖析了 自 己的所感 ， 写 出 了 自 己的所知 。

谢谢老师 ， 谢谢您的严苛与耐心 ， 谢谢您对我的指导与帮助 ！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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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评阅 ：

“

Ａ
”

为优秀 、

“

Ｂ
”

为合格 、

“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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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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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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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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