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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老年人 口 的激增 ， 导致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 日 益扩大 ， 并呈现出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 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 人才队伍整体素

质 的提高则有助于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 因此 ， 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问题进行研究 ， 进
一

步提高人才素质 ， 优化养老服务人为资源配置 ， 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

全文共分为屯章 。 第
一

章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经验总结法阐述了 国 内外关于养

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理论研究现状和实践探索经验 ， 进而总结了人才队伍建设实践

启示 。 第二章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剖析 ， 并概述了相

关理论 。 第三章基于需求层次理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内容进行 了分析 ， 综

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法并结合养老服务供需影响因素阐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的现状 。 第四章对 比分析了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的 问题 ，

并探讨 了其成因 。 在此基础上 ， 第五章和第六章构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 问题解决平台 ， 并对其主体 、 构成 、 运作流程和运行保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

文章最后总结了主要研巧工作 、 存在的不足 、 Ｗ及进
一

步的研究方向 。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 ： 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构建了 问

题解决平台 ， 该平台的四个子体《之间可Ｗ相互推动 ， 形成
一

个 良性循环 ， 对于

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

关键词 ： 社区居家养老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 供需分析 ； 问题解决平台

Ｉ 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ｇｉｎｇ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ｎｅｅｄｏｆｔｈｅａｇｅ

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ｓｈｏｗｓｄｉｖｅｒｓ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ｏｒｃｅ

，
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ｅｎｔｔｅａｍｄ ｉｒｅｃｔ 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拉ｒｅ
，ｉｔ

，

ｓ

打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ｄｏ孤ｍｅ ｉｒｃ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ａｌｅｎｔｔｅａ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 ａｇ目ｄｃｏｍｒａ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 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 ｉｚｅ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ｉｓｔｈｅｓ ｉｓ ｉｎｃ ｌｕｄｅｓｓｅｖｅｎｐａｒｔ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 ｉ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ｐ
ａｒｔｓｕｉｍｎａｒｉｚｅ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ｔｅａｍｂｕｉ ｌｄｉｎｇｏｆ ａｇ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 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ｐ

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ｒｏｍｄｏｍｅｓｔ ｉｃ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ｉｓｔｒｙｉｎｇ

化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ａｌｅｎｔ

ｔｅａｍｂｕ ｉ 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ｇ 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 ｉｎｔｏｆ

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ｓ ｌｏｗ
’

ｓ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ｆｎｅｅｄｓ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ｃａｒｒｉｅｓ０打ｑｕａｌｉｔａｔ ｉｖｅ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 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ｅｎｔｔｅａ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ｆｏｒｔｈｐａｒｔｍａｋｅｓ江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化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 ｉｎｇｐ
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ｎｄｓｉｘｔｈ

ｐａ
ｒｔ
ｐｕｔｓ拉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ｆｅａｓ化 ｌｅ

ｓｕｇｇ的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ｓ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 ｌｖｉｎｇ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１ ；ｅａｍｏｆａｇｅｄ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ｎｃ ｌｕｄｅｓｓｕｂ
ｊ
ｅｃｔ

，ｍａｉ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
ｐａｒｔ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ｗｏｒｋ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巧ｓｅａｒｃｈ巧ｅ ｌｄ．

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ｌｉｅｓｉｎ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 ｌｖｉｎ
ｇ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ｔ ；ｅａｉｎｏｆａｇ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ｓｔｈｅ仿ｕｒ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ｃａｎｆｏｒｍａｖｉｒｔｕｏｕｓｃｉｒｃ ｌｅｗｈｉｃｈｗｉｌ ｌｈａｖ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ｅ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ｇ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Ｔａｌｅｎｔｔｅａｍ ｏｆ ａｇ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
；
Ｓｕｐｐ 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ｓｏ ｌｖ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 Ｉ Ｉ



目 录

第
一

ｔ 绪论 １

１ ． １ 研巧背景 １

１ ．２ 研充 Ｓ 的和意义 １

１ ．２ ． １ 研究 ０ 的 １

１ ．２ ．２ 研究意义 １

１ ．３ 研巧方法和研究 内容 ２

１ ． ３ ． １ 研究方法 ２

１ ． ３ ．２ 研巧 内容 ２

１ ．４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理论研究 ４

１ ．４ ． １ 国 内研巧现状 ４

１ ．４ ．２ 国外研巧现状 ５

１ ．４ ．３ 研究评述 ７

１ ．５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实践探索 ８

１ ．５ ． １ 国 内实践探索 ８

１ ．５ ．２ 国 夕ｈ实践探索 ９

１ ． ５ ．３ 实践启示 １ １

第二章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 １ ２

２ ． １ 相关概念 １ ２

２丄 １ 人 曰老齡化 １ ２

２丄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１ ３

２丄３ 养老服务人才 １ ３

２ ．２ 相关理论 １ ４

２ ．２ ． １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１ ４

２ ．２ ．２ 社区照顾理论 １ ４

２ ．２ ． ３ 人为资本理论 １ ５

２ ．２ ．４ 内容型激励理论 １ ６

第兰章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及人才队伍现状分析 １ ７

３ ． 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１ ７

３丄 １ 需求主体及其特征 １ ７

３ ． １ ．２ 需求 内容 １ ７

３丄３ 需求影响因素 １ ８

ＩＶ



３ ．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分析巧

３ ．２ ． １ 供给主体及 内容 ２３

３ ．２ ．２ 供给影响因素説

第四章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及成因分析 ２８

４ ． 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的 问题 ２８

４丄 １ 人力资源短缺 ２８

４丄２ 结构不合理巧

４丄３ 队伍稳定性差巧

４丄４ 专业化水平低巧

４ ．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成因分析 ３０

４ ．２ ． １ 职业认同低 ３０

４ ．２ ．２ 薪酬待遇低 ３０

４ ．２ ．３ 激励机制匿乏 ３ １

第五章 构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 ３２

５ ． 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台 的主体 ３２

５ ．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台 的构成巧

５ ．２ ． １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３３

５ ．２ ．２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巧

５ ．２ ．３ 培训与开发体系 ３３

５ ．２ ．４ 薪酬激励体系 ３４

５ ．３ 狂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台的运作 ３４

５ ． ３ ． １ 培训与开发平台的运作 ３４

５ ．３ ．２ 薪酬激励体系的运作 ３ ５

５ ．３ ． ３ 平台 内子体系间的联系 ３５

第六章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的应用 Ｊ７

６ ． １ 平台的可操作性应用巧

６丄 １ 规范家政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３７

６丄２ 强化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巧

６丄３ 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３７

６ ．２ 平台的运行保障． ３８

６ ．２ ． １ 资金保障 ３８

６ ．２ ．２ 法律保障 Ｊ ８

６ ．２ ．３ 协作保障挑

第韦章 总结与展望 ３９

Ｖ



７ ． １ 本文的主要工作 ３９

７ ．２ 本文的不足 ３９

７ ．３ 进
一

步的研巧方向 ４０

参考文献 ４ １

ＶＩ



插图清单

图 １ ． １论文研究框架 ３

图 ３ ． １ 人 口年龄结构与老年抚养比 １ ９

图 ３ ．２ 中 国老年人 日及老龄化变化趋势 １ ９

图 ３ ．３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 １

图 ３ ．４ 东 、 中 、 西部及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２

图 ５ ． １ 化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台 ３２

ＶＩ Ｉ



表格清单

表 ３ ． １２０ １ ４年 １ ２ 省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水平 ２ １

表 ３ ．２ 社区服务设施情况 ２３

表 ３ ．３ 社会工作师人员状况 ２４

ＶＩ Ｉ Ｉ



第
一

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１ ． １ 硏究背景

我国 自 ２０００ 年步入老齡化社会 ， 到现在我国 ６０ 周岁及 上人 口 比重 己突破

１ ５％ ， ６５ 周岁及 Ｗ上人 口 的比重则突破 １ ０％ 。 伴随人 口老龄化的加速化及老年人

口 的剧增 ， 产生了 大量的养老服务需求 。 从我国现有养老模式来看 ， 受计划生育

政策的影响 ， 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使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 ， 家庭负担的 日益加重

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Ｗ完全满足养老需求 ； 公立养老机构面临床位不足 、

服务不到位等 问题 ， 民营养老机构则因为价格和规范性等 问题而后劲不足 ； 社区

居家养老模式则集社区 、 家庭 、 非营利狙织 、 企业等多方资源为老人服务 ， 这受

到绝大多数老人的青睐 ， 由此激发的化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与 日 俱增 。 此外 ， 老

年群体因身体状况 、 经济条件 、 家庭状况等影响有着迴异的养老服务需求 ， 在老

龄化背景下探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满足就变得尤为必要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作为满足养老服务需求的主体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质量

直接对养老服务需求的满足产生影响 。 但不同于其他养老模式中的养老服务人员 ，

社 区居家养老参与主体的 多元性决定 了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构成 的多元性和复杂

性 ， 对其管理就存在
一

定的难度 。 因此 ， 基于 （＾Ｌｈ背景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

１ ．２ 研究目 的和意义

１ ．２ ． １ 研究 目 的

本文 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作为研究对象 ， 希望通过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供需及人才队伍供给现状的分析 ， 探究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的 问

题 ， 并具体分析 问题成因 ， 基于本国 国情 ， 借鉴国 内外人才队伍建设的探索和经

验 ， 构建化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 ， 并说明该平台在解决我国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 中的具体应用 ， 从而进
一

步完善我国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１ ．２ ．２ 研巧意义

（ １ ） 理论意义

目 前我国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的建设 问题研究主要是在部分省市

区进行实践上的探索研巧 ， 主要集中于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中 的部分主体 、 多是对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研巧而忽略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在养老服务中发挥的关键

性作用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是化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 从人力资源开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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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对其存在的 问题进行研究则变得尤为必要 ， 文章运用人力资源管理中 的激

励理论 、 人力资源配置等分析我国现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所存在的

问题及解决对策。

（ ２ ） 实践意义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主要是各地根据 自 身实际和经验进行

独立性的探索 ， 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某些普遍性的 问题依然存在 ， 本

文关于对养老服务职业认 同的研究利于进
一

步加深对养老服务工作的认识 ， 对化

区 内 闲置的人力资源进行整合实现优化配置 ， 在解决现有队伍数量不足 、 结构欠

佳的 问题上具有借鉴意义 。

１ ． ３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１ ． ３ ． １ 研究方法

（ １ ） 文献分析法

本文在查阅 国 内外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及人才队伍建设的文献的基础上 ，

归纳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 ， 发现新的研究 问题 。

（ ２ ） 定性与定量分析法

本文在对养老服务需求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 运用 ＥＸＣＥＬ 、 ＳＰＳＳ 等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 ， 运用数据趋势及实例对养老服务需求和现状进行定量分析。 文中

所运用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中也 《２０ １ ０ 年中 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

追踪调查 》 调研数据 、 国家统计局六次人 口普查 、 统计年鉴 、 民政部社会服务年

度公报 、 季度公报和 《 中 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 （ ２０ １４ ） 》 ， 家政养老服务数据则

主要来 自
＂

云家政
＂

平台 。

（ ３ ） 经验总结法

本文通过总结阐述国 内 外关于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性探索和成果 ，

分析适用于 中 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经验 ， 为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

１ ．３ ．２ 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４：个章节 ， 具体内容及研巧框架如下 ：

第
一

章 绪论 。 该章主要阐述 了 本文的研究背景 、 国 内外关于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 并分析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实践研究对我国社

区居家养老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

第二章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 。 该章对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 并对社区居家养老人才队伍建设 问题研究所运巧的理论

进行阐述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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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 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及人才队伍现状分析 。 该章分析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 内容 ， 结合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法研究养

老服务 内容及人才队伍现状 ： 通过对养老服务供给主体 、 供给 内容 Ｌ义及影响因素

的分析说明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关于服务与人员 的供给现状 。

第 四章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及成因 分析 。 该章 供需研究

为基础 ， 运用对 比分析法说明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的 问题 ， 并对

问题进行成因分析 。

第五章 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 台 。 该章针对上文所提

到的 问题 ， 借鉴国 内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和探索 ， 构建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并分析了该平台 的主体 、 构成及运作流程 。

第六章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 的应用 。 该章具体阐述了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问题解决平台的可操作性应用 ， 及为确保平台

得 Ｗ顺利运行需具备的保障 。

第屯章 总结与展望 。 该章主要说明 了本文的主要工作 、 不足 Ｗ及进
一

步的

研究方向 。

社区居家养老齡需求社Ｅ居 内容及

定性和定量分析

对比分析

ｉ

化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存在的 问题

定使分析

 Ｉ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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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社区居家养４服务人才队

巧经霞皂借鉴 Ｉ Ｉ伍问短虑因分析

经验总结法
Ｉ
文献分析法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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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理论研究

老齡化是全球性 问题 ， 如何构建养老服务体系 ， 高效推行老年福利就显得尤

为必要 ， 国 内 外学者对养老服务的理论研究主耍集中在养老需求 、 养老服务模式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养老服务健康角度 Ｗ及养老服务技术应用等方面 。

１ ．４ ． １ 国 内研究现状

（ １ ） 关于养老服务需求的巧究

伴随着 中 国老龄化的加速 及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 生活状况 Ｗ及屯理等发生

的变化 ， 养老需求剧増 。 服务的 目 的是满足需求 ， 养老需求管理是构建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 的基础 ， 因此 ， 基于老年人在不 同阶段因不 同 因素产生 的不 同 需求建立

养老需求档案 ， 实现对养老需求的动态追踪和管理 ， 兼顾老年人的共性和个性需

求就变得尤为重要
Ｗ

。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 由其独有的特征所决定 ，

一

般来说 ，

老人会因身体机能 、 社交 、 认知重塑 、 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 而产生被照料供

养的需求和精神慰藉需求
Ｗ

。 根巧老年人屯、理调查结果显示 ： 老年人的也理需求水

平随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 ， 老人对生理需求的要求最高 ， 对社会认 同需求则要求

较低
Ｗ

。 从影响因素来看 ， 家庭经济 、 住房状况 、 家庭照顾者 、 家庭结构及所处社

区环境均对养老需求有所影响
Ｗ

。

（ ２ ） 关于养老模式的研究

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 应建立不同的养老服务模式 ， 现有养老模

式主要包括家庭养老 、 机构养老 、 社区居家养老等 。 家庭养老研究方面 ， 在社会

经济的变革下 ， 孝文化为导 向 的家庭养老仍旧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Ｗ

。 老人年龄越

大也理依赖越大 ， 其在生活 、 精神 ＾＾１及归属感上的需求仍需家庭予 １＾满足 ， 家庭

养老功能不可能完全被取代 ， 因此仍有必耍对家庭养老 的可持续性 问题进行研究

Ｗ
。 然而因老人寿命延长 、 家庭规 ｉ宾变小 、 结构多样 、 抚养比提高 、 养老观念的多

元化影响 ， 家庭养老也逐渐向机构养老和社 区居家养老进行转变 。 在机构养老研

究方面 ， 有学者运用风险 回 归方巧对 比分析 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老人的健康状

况 ， 老人的健康风险也受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 ， 在看重养老机构专业照顾功能的

同 时 ， 子女也要加强与机构养老老人的情感交流
Ｗ

。 从机构养老的供需来看 ， 支付

能力低 、 传统家庭观念强 、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欠佳 、 专业服务人员 匿乏是导致老

人入住意愿高但实际入住率低 及养老机构人均床位匿乏而实际空置两对供需矛

盾 的主要原 因
Ｗ

。 李文巧则提 出要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角度保障养老服务体系 的

构建 ， 强调个人 、 政府和社会责任 ， 注意发挥民 间组织租用 ， 丰富养老服务的类

型和项 目
Ｗ

。

面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 机构养老管理 、 资金和技术不足 ， 狂会保障体系不

完善等状况 ， 就要重视社区 的功能 ｆＷ
。 在社 区居家养老研究方面 ， 居家养老服务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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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主要有 日 托 、 爱屯、助老和上 口服务 ， 社 区居家养老模式既满足 了老人在家 中

居住 的情感需求 ， 同时也为社 区设施的运用 节约 了成本 ， 同时老人根据 自 身情况

选择相关服务模式
Ｕ Ｕ

。 基于此 ， 政府开始重视
＂

人为本
＂

， 通过发挥社 区功能Ｗ

满足老人的 多样化需求
ＩＷ

。 另
一

方面老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水平低是导

致服务利用少 的原因之
一 ｔｗ

。 为加强对养老服务的认识和利用 ， 大连 、 上海 、 苏

州 、 南京等地区通过运用信息平台整合资源 ， Ｗ客户端的形式方便老人呼 叫服务 ，

而信息平 台在吸纳社区 、 家政等机构加入的基础上快速对服务需求进行反应和追

踪 ， 实现了动态管理 。 从发展瓶颈上来看 ， 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主要存在资金

匿 乏且使用效率低 ， 设施不完善且资源整合欠佳 ， 志愿者 队伍小 ， 民 间养老组织

发展缓慢等问题

（ ３ ） 关于养老服务人员 的研究

从养老服务人员 的构成上来看 ， 将下 岗人员纳入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利于解决

养老服务人员 不足和下 岗人员就业难的 问题 ； 从需求来看 ， 面对老人在生活起居 、

也理宽慰和保健上的需求 ， 服务人才队伍缺 口 尚大
ｔ

ｉ ｙ
。 在扩大养老服务人员 队伍

的过程中 ， 有社 区运用绩效工资制聘用本地 中年人构建社 区服务网络 ； 通过建立

义工
＂

劳务储蓄
＂

促进邻里之 间巧互帮助 ， Ｗ现有服务换取未来的被服务的做法

在促进社 区服务的 同时还节省 了开支 从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本身来看 ， 范西董

从结构性差异 的视角分析发现 ， 护工在养老服务人 员 中所 占 比例最大 ， 但整体学

历低 、 流动性大 ， 医护人员起到很大的作 用 ， 但是医护人员所 占 比例小
ｔＷ

。 对于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普遍存在的 问题 ， 可通过 引入志愿者服务机制 ， 充实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 ， 弥补现有养老队伍存在 的不足
ｔＷ

。 针对养老服务人 员 文化水平低 、 专

业技术匿芝 、 服务和法制意识淡薄等 问题 ， 可鼓励通过社会工作介入来搭建家庭

和养老机构之间 的沟通渠道 ｙｘ满足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
ｔｗ

。 老年服务可通过狂会

工作的介入来调动社会资源 、 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 对养老机构进行指导 、

反馈并促进养老政策的改进
ｔｗ

。 此外 ， 针对因高龄 、 少子 、 空巢 、 多病老人数量

的增加而产生的更多层次的需求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要与
＂

医养结合
＂

的养老模

式相匹配
ＰＷ

。 童玉林通过调研分析发现 ， 养老服务人员 的高知识技能水平所保证

的高质服务能获得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更多 的认可 ， 继而可激发老年人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需求
Ｐ １

１

。 因此 ， 在完善养老模式的 同时要加强养老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

构建
一

支多方参与的专业化 、 规范化的养老服务队伍 。

１ ．４ ．２ 国外研巧现状

（ １ ） 关于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

关注和满足老年人需求 ， 能够有效保障其生活质量 的提高 。 多数老人选择居

家养老就是 因为这既能给其归属感 ， 又能最大限度 的保障其较高的生活质量 ， 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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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 的老人则面临较低 的生活质量
Ｐ２

１

。 Ｃｈｅｎ 和 Ｓｈｏｒｔ
（
２００ ８

）根据健康长寿的调查发

现 ， 家庭 、 文化背景 ＾^ 及照看者的性别特点都对老人的幸福感起到很大的作用 ，

与直 系亲属共处 的老人相对于独居老人有着较高的幸福感 ， 由 女儿赡养相对于 由

儿子赡养的老年人情绪更健康
Ｐ Ｓ

１

。 同
一

社区 的老人在生活安排上具有高度的
一

致

性 ， 亚洲老人更倾 向于与孩子住
一

起 ， 而拥有较高粗会地位或更多护理资源的老

人则倾 向于独居 ＰＷ
。 Ｌｕｏ 和 Ｗａｉｔｅ 通过中 国 的调查数据发现 ： 孤独与社会活动 、

身体锻炼 、 情绪健康 Ｗ及 自 评健康相互作用 ， 孤独的老人在随后 的 日 子里面临更

高的死亡风除
Ｐ ５

］

。

（ ２ ） 关于养老模式的研巧

社 区居家养老在 国外发展较早 ， 英 国发展起来的社区居家养老最早是基于对

弱势群体的救济形成的机构养老模式 ， 后来为了避免院舍照料对照顾对象的虐待

发展起来
＂

在社区照顾 （ ｃａｒｅｉ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

＂

， 减少政府支出 ， 在袖利多元主

义的影响下 ， 发展成为
＂

由社区照顾 （ ｃａｒｅｂｙ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

。 老齡化激发老人

提 出 窩质养老的要求 ， 这促进 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

国提 出 要去制度化 ， 构建社区服务为主 的养老政策 ， 基于社 区养老的模式利于 降

低成本 ， 但要构建系统的养老体系需要实行病例管理 ， 对老年人身屯、健康进行评

价 ， 构建多学科小组 ， 运用财政激励促进政策的 向下推行 ， 对其进行广泛推广仍

面临很大的挑战
ＰＷ

。 选择居家养老的 比重很大 ， 政府推行 的公共政策在居家养老

中 占据重要地位 。 从欧洲社会福利的运载系统来看 ， 其 由市场 、 政府和家庭共

同作 用 ， 若 社会等级 的平等性 、 代际关系 、 贫困率等 因素进行对 比 ， 北欧 、 南

欧和 中欧存在很大的区别
Ｐ Ｓ

１

。

亚洲基于传统的文化背景形成 了独特的亚洲养老模式 。 东亚文化圈 内崇 尚儒

家 的孝文化 ， 比如韩 国认为家庭养老优于社会养老 ， 日 本也将社会福利 的关注点

由福利设施的构建转 向居家福利模式上 ， 新加坡首先将
＂

赡养父母
＂

这个义务纳

入法律
Ｐ ９

１

。 日 本作为亚洲提早迈入老龄化的 国家 ， 在针对老龄 问题解决方式 的探

究 中 ， 萌生 了 介护送
一

需要国家认证资格考试且收入不错 的稳定职业 。 实行按需

护理 ， 根据老人的具体需求对护理层次进行划分 ， 同时实现 了 养老的 多元化和产

业化 Ｐ ０
－Ｗ

。 国 外学者对 亚 洲 国 家 的养老福 利状况也进行 了 研 究 ， Ｈｏ ｌ ｌ ｉｄａｙ 用

Ｅ ｓｐｒ ｉｎｇ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的福利资本主义世界分析 了 东亚福利模型政策 ， 说明 日 本 、 新加

坡 、 韩 国等 国家是达个福利资本主义世界的
一

部分 ， 经济全球化打破 了 社会政策

边界 ， 促进 了福利 资本主义成为新的 国 际标准
Ｐ ２

１

。

（ ３ ） 基于健康角度的养老服务研巧

老年群体在人生的后期多面临身屯、健康等 问题的 困扰 ， 其 中痴呆患者更需要

得到特殊的关注 。 ＩＰＭｐ 等通过经济负担 、 服务运用 及家庭未满足的需求进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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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比研究 ， 掲示经济性影响最小 ， 认为对于痴呆老人的看顾 ， 居家养老更能满足

需求
Ｐ ３

］

。 Ｓａｍｕｅ ｌ ｓｓｏｎ 对家庭照看老年痴呆 的的照看者进行 了深度访谈 ， 揭示所有

的照顾者都承担着很大的负担和压 力 ， 特别是患者痴呆的前期 。 因此 ， 耍通过社

区护上或亲戚的访视来发现老年痴呆的症状 ， 来为后期的照顾做打算 针对痴

呆患者面临 的特殊情况 ， Ｌ ｉｎ 等探讨了痴呆患者的无线健康监控和服务系统的构

建 ， 包括 内 部居家监管 、 室外活动监管 、 紧急情况救助 ， 同时构建
一

个服务平台

来补充监管体系 ， 家庭成员可 Ｗ运用移动设备识别走失的老人Ｐ Ｓ
１

。 此外 ， 因也脏

衰竭去世的老人
一

般在去世之前都没有享受临终关怀或者麻醉 ， 患有必脏衰竭 的

老人在人生 的最后阶段 ，

一

般都伴有呼吸困难 、 疼痛和临终的症状 ， 送时介入临

终关怀 、 麻醉 、 急性护理服务就十分必要
ＰＷ

。 加拿大的人 口 老龄化给现存的医疗

保健系统带来了 很大的挑战 ， 过时 的急症护理模式 由于其功能障碍和脆弱性给居

民带来 了 不便 ， 构建
一

个能够与 国家老龄化战略相匹配的机构 ， 促使更好的服务

模型 的实现 ， 也能促进社会发展 及经济效益的实现
Ｐ ７

Ｉ

。

（ ４ ） 关于养老服务的技术支撑研究

老龄化在带动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 同 时 ， 关于养老技术 的研 究也大规模 的涌

现 。 比如 ， 影像监控 、 远程健康胳护 、 电子传感器等辅助技术运用 于养老服务

中 ，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 老人的安全性 ， 送也使得居家养老 比机构养老的性价比

更高
Ｐ Ｓ

１

。 构建 Ｗ 自 适应移动代理和信息联盟机制为基础的平 台 ， 由来 自 社会保健

助理 、 保健专业人员 、 老人及其家人的支持构建虚拟组织范例来降低成本的 同时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Ｐ ９＾

ｌ

， 但是 电子设备技术并不能完全满足老人 的需求 ， 这就需

耍通过人的服务来满足
ｆＷ

。 居家养老在
一

定程度上减少 了慢性病老人住院治疗的

成本 ， 但是相对于机构对慢性病老人的照顾 ， 居家照顾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及专业 的支持 Ｂｒｏ浊ｅｎｓ 等对社会辅助机器人在养老服务 中 的运用进行 了 回

顾 ， 社会辅助机器人在老人的 身也健康和幸福感方面起到很大 的作用 ， 机器人为

老人提供信息界面 ， 通过陪伴提高 了老人的生活质量 ， 但是没有对机器人在养老

服务中 的实效进行全面的审查 在养老服务的参与主体方面 ， 针对现在很多福

利 国家面临 的老龄化危机 ， 瑞典等 国家开始开放志愿工作作为
一

种法定服务 ， 使

志愿组织成为当地政府机构 的
一

种补充 ， 实现福利多元化
［
４４

１

。

Ｌ４ ．３ 研巧评述

从 国 内 外养老服务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可知 ， 家庭养老模式 中鲜有研究说明在

突发情况下家庭养老可能面临 的不足 レ义及 由此所 引 发的新需求 ； 在养老模式的研

究 中则鲜有具体分析家庭养老和社 区居家养老两种模式之间 的关系 ， Ｗ及家庭这

一

参与主体在社 区居家养老 中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 ； 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研究上

则主要分析 了存在 的 问题和不足 ， 所提出 的解决对策主要是笼统建议 ， 鲜有对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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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中 的培训 、 激励等做具体研究 ， 需要构建社区居家养老人

才队伍建设体系平台 ， 保障各项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 。

１ ． ５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实践探索

社 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是人才队伍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良好能够保障 ．

养老服务的顺利实施 ， 进而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社区居家养老需求 ， 因此国 内外

都对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进行 了积极探索 。

１ ．５ ． １ 国 内实践探索

（ １ ） 虚拟养老院

江苏省的养老服务
一

直位于各省市前列 ， ２００７ 年 ， 苏州市在全国首创
＂

邻里

情
＂

虚巧养老院 ， Ｗ社区 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主运营商 ， 通过
＂

居家乐 ２２ １ 服务系

统
＂

平 台和用户客户端完成社 区居家养老老人的下单 、 订单确认 、 分配服务化及

订单的追踪评价 信息平台对养老服务人员 的追踪和调配 ， 实现了对养老服务

人为资源的优化配置 ；
２００９ 年 ， 兰州城关区在借鉴苏州居家服务系统的基础上 ，

开发信息平台 ， 构建义工联盟 ， 并联合非营利养老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的整合 ， 为老年人提供高质服务 长沙通过构建虚拟养老院 ， 整合

社会资源丰富 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来源 ， 从而充实了养老服务的 内容

（ ２ ） 云家政

家政养老服务
一

般由地方性家政公司供给 ， 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 雇佣双方

信息不对称 、 雇主对从业人员缺乏信任等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 针对这些问题 ， 上

海家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 １ １ 年开发了云家政平台提供保姆 、 月嫂 、 育儿嫂、

老人看护工 、 钟点工的在线预订 。 在养老服务方面 ， 该平台现在主要为上海 、 北

京 、 广州和深圳 四个城市的老人提供老人看护和钟点服务 。 在平 台 的操作流程

上 ， 用户提交服务 内容和对服务人员的要求 ， 从系统确定服务人员 ， 然后等侍上

口服务 。 该平台还提供服务评价和信息查询功能 ， 云家政平台通过实名认证 、 在

线评价和赔付保障构建了雇佣双方的基本信任 ， 通过云平台实现了信息共享 ， 优

化了线上线下家政服务资源配置 。

（ ３ ）

＂

高校
一

社区
＂

人才联合培养模式

大连作为全国首个在窩校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城市 ， 其在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构建过程中探索 了
＂

社区
一

高校
＂

人才联合培养模式 ， 既包括理论与 岗位

实践结合的高校人才培养 ， 也包括借助高校资源对社区养老服务人员 的培养 ， 同

时兼顾职业资格认证的标准化制定 、 认证与管理 。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于 １ ９９９ 年在全国首个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 培养养老

服务专业人才 。 其在依托国 内外养老产业的基础上 ， 为社区及涉老机构培养能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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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健康咨询的专业人员 ， 同时不断加强与 日本养老机构的合作实现人才的联合

培养 ， 该专业的年均就业率超过 ９８％ 。 其人才培养模式在对市 内外养老机构 、 民

政局 Ｗ及相关院校的调研走访 ， 参考 日本专家建议对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建议的基

础上进行构建 ｔｗ
； 大连市街道狂区面临养老服务人员 匿乏 、 专业性不足 ， 大量下

岗 女工又面临待业 问题 。 针对这些问题 ， 街道化区与高校进行 了合作 ， 充分运用

高校的师资力量和 己构建的人才培养模式对社区在职人员进行培训 ， 社区 内通过

与社区外其他养老服务机构达成的协议 ， 经过培训 的人员在满足社区 内养老服务

需求的 同时 ， 还可 Ｗ外派出到有缺 曰 的社区或机构 ｆＷ
。

（ ４ ） 劳务储蓄

针对我国老年人 口养老服务需求大 ， 而养老服务人才匿芝的情况 ， 国 内部分

地区进斤了 劳务储蓄的探索 。 劳务储蓄也叫时间储蓄 、 义工银行 ， 是指化区 内外

成员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 服务的时间存入
＂

劳务储蓄银行
＂

， 待 自

己年老时可 Ｗ 向
＂

银行
＂

支取对应时长的免费养老服务 。 上海最早推行劳务储

蓄 ， 其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社区 内 的低龄老年人 ， 在老年人间采取高齡享受低龄

服务这
一

形式 ， 得到狂区 内老年人的支持
ＰＷ

。 宁波在实施的过程中则扩大 了劳务

储蓄者的范围 ， 在社会志愿者服务的基础上 ， 劳动年齡阶段 （ １ ８
－

６０ 岁 ） 的志愿者

均可 在参与养老服务的过程中将服务时长进行储蓄 ， 对支取的条件限制也有所

放宽 ， 允许提前 向
＂

银行
＂

支取 ， 也可 将服务时长转赠他人 ， 对养老志愿服务

起到了推动和激励作用
Ｐ １

１

。

（ ５ ） 养老服务标准

养老服务标准的制定为养老服务的实施提供规范和巧据 ， 国家于 ２００２ 年通过

出 台 《养老护理员 国家职业标准 》 对养老服务人员进行四个等级的资格认证 ； 浙

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于 ２０ １ １ 年制定 《居家养老服务与管理规范 》 ， 明确规定养老服

务的项 目 、 巧容化及人员的考核评定等 ； 天津市 ２０口 年成立了养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 制定 了包括 《居家养老托老服务规范 》 、 《居家养老社区服务规范 》 等在

内 的 １ ０ 大养老服务标准 ： 北京家政协会于 ２０ １４ 年初发布 《居家老年人照料人员

岗位规范 》 ， 对家政养老服务人员 明确进斤了初等 、 中等和高等的划分 ， 此外 ，

还明确规定了考级对工作年限的要求 ， 对家政养老服务人员的统
一

管理有着重要

意义 。

１ ．５ ．２ 国外实践探索

（ １ ） 人才培养与发展

日本养老服务集团 Ｗ及教育培训机构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 ， 参考政府发布

的养老服务人员最新动态 ， Ｗ市场为导向有针对性的制定或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

而高校对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则重视知行合
一

， 此外 ， 还开展老年人志愿者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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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加深学生对老年人志愿服务的 了解 ， 弓 Ｉ 导其加入志愿服务组织 ， 同时学校还

对服务小组予 Ｗ支持
ＰＳ

Ｉ

。 在就业方面 ， 养老服务人员可在政府开发了 的人才供应

网络平台上进行登记 ， 平台会向登记人员及时推送空缺职位信息 ； 此外 ， 各地人

才服务中也均免费为养老服务人员进行指导或介绍工作
ＰＳ

Ｉ

。

澳大利亚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设置了较高的准入 口槛 ， 养老服务人才根据技

术含量的高低划分为注册护± 、 登记护±和养老护理助手 ， 注册护
－

上需在相关部

口进行注册 ， 享有对较低层级的从业人员 的监管权限 。 与此相匹配 ， 澳大利亚则

构建 了 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 为鼓励养老服务人才进行知识技能的再

深化 ， 澳大利亚当局规定 ， 达到
一

定服务年限的养老服务人才有资格 申请硕±课

程 ， 并最终完成课程取得学位
Ｐ气

（ ２ ） 团队协作与管理

英国 的社 区照顾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涵盖 了 专业工作者 、 政府雇员 、 服务企

业 、 照顾者 、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 内 的社会资源 ， 老人的家庭成员也是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的组成部分 ， 但多数表现为妇女照顾
ｐｑ

。 在服务的过程中 ， 强调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的分工与 团队协作 ， 照顾管理员是养老服务的负责人 ， 负责对
一

线照

顾员 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 专业工作者则需要通过资格认证考试 ， 取得相关从

业证书 。 在协作方面 ， 照顾营理员会对养老服务进行全程追踪并进行后续的评估

反馈 ， 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沟通 ， 帮助老年人购买并监督服

务 ， 避免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的信息不对称
ＰＷ

。

在美 国 ， 个案管理是针对社 区 内 需要长期照料的老人所采取的主要服务方

式 。 在个案管理的过程中 ， 根据案主个体的特殊性 ， 构建包括医生 、 保健师 、 也

理咨询师和专职社会工作者在 内的多学科团 队 。 其中 ， 对于社会工作的培训 由友

好访 问培训发展到正规教育 ， 政府则颁布多项包括 《老年人社区就业服务法 》 在

内 的法律明确规定养老服务人员的任职资格和工作 内容 ， 要求社会工作者和医生

上 岗均需通过严格的知识和技能考核 ， 而医疗社会工作人员协会 、 访 问教师协

会 、 精神病理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则承担对个案进行协调 、 指导 、 培训等工作 。

（ ３ ） 义工激励

美 国 的青少年义工也是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了激励青少年

加入义工姐织从事养老服务 ， 政府通过国家法案的颁布明确了对青少年义工的奖

励政策 ， 服务时长达到 ４００ 小时的义工可享受奖学金政策 ， 这笔奖学金可用于培

节 １

｜

、 学费或者偿还高校贷款 。 此外 ， 还有高校直接将社区服务计入学分列入学院

必修课 ， 作为毕业考核参考标准之
一Ｐ７

１

。

（ ４ ） 法律保障

日 本政府通过颁布法律法规的方式明确规定养老服务的标准 ， 要求养老服务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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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章 绪论

人员必须持证上 岗 ， 同时制定了规范的资格认证体系 ， 设畳准入 口槛制度 Ｗ确保

养老服务者的专业技能 ； 运用法律明确对养老服务人员的社会认可 及其在教育

培训和经济保障方面享受的法定权利 ， 同时要求养老服务集团提高养老服务人员

的待遇水平 。

１ ．５ ．３ 实践启示

从国 内探索来看 ， 构建有效的人才联合培养模式能够实现养老服务人才的知

行合
一

， 市场为导 向 的举措则会使得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更具针对性 。 实施劳

务储蓄的模式是对志愿服务者的鼓励 ， 可 Ｗ将养老服务从社区扩展到社会 。 为满

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 需建设
一

支专业性强 、 素质高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来提供

专业化 、 标准化的养老服务 ， 而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离不开信息平台技术的支

撑和服务标准的规范 。

从国外经验来看 ， 培训是提高人员素质 的重要途径 ， 人才培养要与市场需求

挂钩 レッ保证养老服务人员在供给数量和结构上的合理性 ； 加强养老服务人才之间

的沟通协作 ， 有利于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 良性发展 ， 最大限度的实现养老服务人

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 此外 ， 需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并付诸实践 ， 提高人才队

伍的稳定性 ； 国外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 ， 政府的支持与法律后盾是认可养老

服务人才社会地位和保障合法权利 的关键 ， 这能够提高服务人员 的职业 自豪感 ，

实现服务人员 的 自我价值 ， 因此 ， 立法和政府投入也应是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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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

２ ． １ 相关概念

２ ． １ ． １ 人 □雜化

（ １ ） 老年化和人 口老龄化

世界卫生組织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准对老年人加 Ｗ划

分 ， 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 ， 老年人是指达到 ６５ 岁 上的人群 ； 但对于发展中 国家 ，

老年人则是指达到 ６０ 岁 Ｗ上的人群 ， 我国则依照后者的标准进行年龄划分 。 个人

老年化是指个人随着生理和环境变化导致进入老年阶段的变化ＰＷ
。 与老年化不同

的是 ， 人 口老齡化是
一

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 是随着年轻人 口 的相对数量不断减少 ，

老年人 口 的相对数量不断増加导致其 占社会总人日 的比例相对增长的过程 。

（ ２ ） 老龄化社会

参照联合国 的相关规定 ，

一

个国家 （地区 ） 步入老龄化社会 ， 是指这个国家

（地区 ） 的 ６０ 岁 Ｗ上老年人 口 占 国家 （地区 ） 总人 口 的 １ ０％ ， 或是 ６５ 岁 Ｗ上老

年人 口 占 国家 （地区 ） 总人 口 的 ７％ 。 而我国在 ２０００ 年 ６５ 岁 Ｗ上老年人 曰就 占到

全国总人 口 的 ７％ ， 这个数据说明我国早已步入老齡化社会 。

（ ３ ） 老年抚养比

国家统计局将老年抚养比解释为 ： 老年抚养比 ， 又叫做老年人 口抚养系数 ，

是指 ６５ 岁及Ｗ上的老年人 口数与 １ ５
￣６５ 岁 的劳动人 口数的比值 ， 这个比值

一

般用

百分数表示 ， 具体是指每 １ ００ 名劳动年齡人 口要抚养多少老年人 口数 ， 其计算公

式为 ：

〇ＲＤ＝Ｐ６５＋／Ｐ ｉ ５
￣

６４

＊
１ ００％

其中 ： ＯＤＲ 为老年人 口抚养比 ；

Ｐ
６５＋为 ６５ 岁及 ６５ 岁 上的老年人 曰数 ；

Ｐ
ｉ ５ｗ为 １ ５

－

６４ 岁 的劳动年龄人 口数 。

人 曰年龄构成决定了老年抚养比的数值大小 ， 亦即老年人 口数越多 ， 老年抚

养比的数值也就越大Ｐ９
１

。

（ ４ ） 中 国人 曰老龄化的特点

中 国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 ， 生活质量快速提高 ， 人们的生命周期大大延长 ，

老年人 口Ｗ每年 ３ ． ３％的速度不断増长 ， 大大超过了世界老年人 口２ ． ５％的增长速

度 ； 中 国人 曰基数大 ， 国家经济用于老年抚养的 比例跟不上老年人 曰 的增长速

度 ， 又加上各种社会问题 ， 导致许多
＂

未富先老
＂

的 问题
一

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

人 口老龄化的比重在不 同地区大小不
一

， 经济发达地区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 沿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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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市大于 内陆城市 ， 农村大于城市
ｔｗ

。

２ ． １ ．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１ ） 社区

社区指的是化会行政区划的领域
Ｐ８

１

， 然而某些社会学者指 出 ， 社区的概念不

仅仅局限于此 ， 还应包含功能性社区与网络性社区 。 而且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 ，

社区里的交往远多于社区外的交往 ， 社区成员对社区 的归属感湿著增强 。 所 老

年人不仅对家庭有
一

定的依赖性和归属感 ， 对社区同样有归属感 。

（ ２ ） 社区居家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 ， 亦 即社区养老 ， 是立足于家庭和社区 ， 有效整合社区服务资

源 ， 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斜理 、 家政服务 、 医疗护理 及精神慰藉等服务 满足

老年人多种需求的
一

种养老模式 ， 主要通过上 口服务与社区 日托来实现
ｆＷ

。 社区

居家养老在借鉴国外社区照顾模式的基础上 ， 结合我国实情 ， 将居家养老的场所

由家庭延伸到社区 ， 老人既可 Ｗ在家养老 ， 也可 在社区 内的托老中也享受养老

服务 。 这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对家归属感的需求 ， 还使得老年人得到专业养老机构

提供的精屯、服务 ， 保证 了家庭养老 及机构养老 同时得 抖实现 ， 也能满足我 国

＂

未富先老
＂

的实际状况 。

（ ３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社区居家养老

的老年人提供的综合性 、 多样化服务 。 服务的 内容包括上 口照料 ？

、 日托服务 、 志

愿者服务 、 活动 中也服务 、 医疗康复 、 精神慰藉等 ， 提供的是
一

种整合性的服务

模式 。 提供服务的主体包括社区政府 、 社会工作人员 、 专业的社区机构化及市场

企业等 。

２ ． １３ 养老服务＞＾
＊

（ １ ） 人才的槪念

《人才学通论 》 对人才的概念阐述如下 ： 人才是指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

经济的进步提供了创造性的劳动 ， 在某
一

工作 、 行业乃至于领域中有突出贡献的

人 人才同时也是人力资源不可或缺的
一

部分 ， 人力资源是指具有体力劳动和

智力劳动 ， 能够在
一

定范围 内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 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的怠称 ，

而人力资源 中 的人才则更看重的是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 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研

巧能力
［气

（ ２ ） 养老服务人才

关于养老服务人才 ， 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 ， 有学者仅对养老服务人员进行了

界定 ， 认为主要包括养老服务专业人员 、 养老护理技能人员 Ｗ及养老服务机构的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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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
ｔｗ

。 本文在这里提出 的养老服务人才是指从事基层或管理工作的具有专

业知识 、 技能的养老服务人员 的总称 。 而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则是为满足不同 的养

老服务需求 ， 不同的养老服务人才形成的有组织 、 有责任感的队伍 。

２ ．２ 相关理论

２ ．２ ． １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１ ） 福利多元主义产生的背景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 西方国家因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而面临严重的财政

危机 ， 英国撒切尔夫人因此进行福利制度改革 ， 通过削减福利支出 ， 调整福利结

构 ， 改救济为就业 ， 扩充福利资金来源 ， 引 入市场机制使社会福利走向多元化 ，

＂

福利多元主义
＂

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

（ ２ ） 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

福利多元主义 ， 是指
一

个社会的不同部 口
一

同承担福利的规则 、 筹资和供给

等 。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其具体含义阐述如下 ： 国家 、 市场和家庭提供的单个福利

都具有
一

定的局 限性 ， 所 Ｗ社会福利总额应该 由这Ｈ个部 口提供 的福利共同构

成 ， 且可Ｗ相互补充其不足之处 ｔ
Ｍ

ｌ

。

（ ３ ） 福利多元论的成立条件

福利多元论的成立需具备 Ｗ下条件 ： 首先 ， 对于难 Ｗ分析事物来做出 明智选

择的人群 ， 政府能够通过对独立部口行为和质量的控制为其提供高质量服务 ； 其

次 ， 独立 自主的建议成为可能 ； 此外 ， 对独立部 口 的注册和认真检查成为基本条

件 ； 最后 ， 政府必须通过对独立部 口 经济等方式的鼓励让其在急切需求的发展

服务
脚

。

（ ４ ） 福利多元主义在社区居家养老中 的运用

福利 多元化在老人福利领域具体表现为社区居家养老 ： 通过与社 区政府合

作 ， 整合社区各种服务资源 ， 协调家庭与社区之间 的关系 ， 为居住在社区家庭中

的老年人提供医药护理 、 家政服务 、 慰 问交流等服务 ， 使得政府 、 市场化及家庭

的作用得 Ｗ同步发挥
１
＾
１

２ ．２ ．２ 社区照顾理论

（ １ ） 社区照顾

社区照顾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源于英国 ， 是英国在国家福利政策下推行社会

服务的
一

种工作模式 。 学者们把社 区照顾大致分为两类 ：

一

种是
＂

社 区 内 照

顾
＂

， 主要指专业人员为居住在社区 内小型机构的老年人提供的照顾服务 ， 另
一

种是
＂

由 社区照顾
＂

， 主要是指 由社 区 内 家人 、 邻居 、 志愿者等提供的照顾服

务 ， 后
一

种是对前
一

种的补充 ， 主要兼顾老人的情感需求 ｔＷ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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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社区照顾理论

社区 照顾理论着力于探究在家庭照顾和机构照顾之间 的
一

种老年人照顾模

式 ， 鼓励私有服务的介入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减轻政府和家庭的负担
ｔＷ

。 社区照顾

基于两种基本假设 ： 社区环境相对于院舍环境较好 ； 社区照顾可 Ｗ有效整合利用

各种社会资源 。 各种社会资源服务 内容包括 ： 通过提供食物等给予物质上的帮

助 ； 通过上 口服务对老人进行生活照料 ， 提供包含精神慰藉 、 主动问候 、 健康咨

询等护理 。 提供服务的主体不仅包括非政府社会团体的专业服务照顾者 ， 还包括

亲属 、 志愿者等非专业服务照顾者 。

（ ３ ） 狂区照顾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社区照顾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主要表现于社区服务方面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 ，

我国在吸取西方狂区照顾经验的基础上 ， 基于本国 国情 ， 在政府推动 、 多方出资

的支持下 ， 由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提供设施服务和入户服务 ， 通过不断完善老年

福利服务设施建设和服务供给来构建社区老年福利服务体系 。 社区服务分Ｈ个层

次 ； 第
一

层次是针对孤寡老人 、 残疾人 、 困难户等提供的单向服务 ； 第二层次是

针对某
一

类居民提供的多方面服务 ； 第Ｈ层次是面 向社区所有居民提供的综合性

服务 ［
Ｍ

］

。

社 区居家养老是社区照顾理论巧福利多元理论在我国的典型运用 ， 通过整合

政府 、 社区 、 企业Ｗ及公益组织等多种社会资源致力于满足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 。 而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来看 ， 其需求也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 运用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恰能分析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多元需求 ， 在生理需求

与安全需求这类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 ， 他们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 不

同 的老人因主导需求的差异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就有所不同 。

２ ．２ ．３ 人为资本理论

（ １ ） 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理论是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 ？ 配第 人力资本的研究为基础发展起

来的 。 舒本茨指 出 ， 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身上的资本类型之
一

， 包括劳动者的数量

及其质量 ， 是劳动者知识 、 技术 、 能力 Ｗ及健康等价值的综合体现 ， 且 此为基

础提高的劳动者素质能在较长的
一

段时期内促进经济的增长ＰＷ
。

（ ２ ） 人力资本的特点

人力资本是
一

种
＂

活资本
＂

， 它拥有创新性 、 增值性 Ｗ及不可分的特性 。 人

力资本是劳动者的
一

种生产力 ， 劳动者的健康为基础 ， 通常 Ｗ劳动者在实践工

作所具有的知识 、 能为和资历经验等形式表现出来 ， 与劳动者密不可分 。

（ ３ ） 人力资本的分类

人力 资本依据巧在形式的不同可划分为两种形式 ； 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 。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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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力资本是指
一

种外巧的 ， 可 ＾＾
Ｊ
ｌ通过

一

般方法观察到其价值构成或可 ＾＾
＞
＾确定价

值的人力资本 ； 隐性人力资本是指 内在的 ， 存在于个人头脑中或组织关系 中 的知

识 、 经验Ｗ及价值关系等的人力资本 。

养老服务人员是养老服务的供给者 ， 致力于养老服务需求的满足 ， 养老服务

人员服务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养老需求 ， 因此 ， 人为资本理论在本文的运用主要

体现为平台体系 中对养老服务人才资本的开发 ， 致力于将其隐性人力资本转化为

显性人为资本 ， 充分发挥社会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价值 。

２ ．２ ．４ 内容型激励理论

（ １ ）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 ， 人的需要根据层次的不 同可Ｗ划分为五类 ： 生理

需要 、 安全需要 、 归属与爱的需要 、 尊重的需要和 自我实现的需要 。 而人的行为

通常是由其主导需求决定的 ， 不同 的人由于实际情况的不同其主导需求也会有所

差异 ； 人的需求影响行为 ， 然而唯有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才具有激励作用 ； 人类

只有在满足低层次需求后 ， 才会进
一

步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 。

（ ２ ） 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

美国学者赫茨伯格提出 了
＂

保健一激励双因素理论
＂

， 该理论认为 ： 保健因

素只能消除员工的不满意 ， 只有激励因素才能使员工感到满意 ， 而激励因素主要

是和工作本身有关的因素 ， 为了实现激励员工的 目 的 ， 应兼顾保健因素和激励因

素 ， 促使员工在组织结构中充分发挥 自 己的作用 ， 为组织尽为尽责 。

在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 ， 养老服务人才也有多层次的需

求 ， 未满足的需求才能对其产生激励作用 ； 而来 自工作本身的满意是激励养老服

务人才的持久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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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兰章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及人才队伍现状分析

３ ． 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３ ． １ ． １ 需求主体及其恃征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主体主要指居住在家或壮区 日托所需要养老服务的

老年人 。 当人步入老年时 ， 会表现出不 同的身体 、 也理和社会特征 。

（ １ ） 老年人的身体将征

随着老年人年纪的增大 ， 人体器官的功能结构将会发生改变 ， 对环境的适应

能力下 降 ， 反应变慢 、 对外界变化敏感 ， 老年病 的发病率上升 ， 而因老化及老年

病导致的继发性损害又容易影响老年人的 自理能为
Ｉ？

。 第六次全国人 曰普查数据

显示 ， 在 ６０ 岁 １＾〇１人 口 中 ， 健康老人 占 ４４％ ， 基本健康的老人 占 ３９％ ， 基本生活

能够 自理 ， 但身体不健康的老人 占 １ ４％ ， 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人 占 ３％ 。

（ ２ ） 老年人的也理特征

老年人在认知能力上 ， 表现为逻辑思考力降低 、 容易忘事 ； 在情感意志上 ，

主要表现为猜疑 、 固执 、 烦躁 、 喜静 、 怀旧等 ； 在行为上则表现为也理依赖性増

强 ， 易因对环境变化的不适而导致痴呆 ， 天气 、 身体状况 、 家庭关系等发生的变

化也易使其表现出言语攻击 、 焦虑烦躁等缺芝安全感的情绪或行为
ｔＷ

。

（ ３ ） 老年人的社会特征

老年人从工作 岗位上退下 ， 重也、 由工作转 向家庭 ， 社交范围缩小 ， 社会交

流 、 经济收入都会减少 ， 精为和体力充沛的人群会选择再就业 ； 家庭规模因子女

独 自组建家庭而逐渐变小 。

义 １ ．２ 需求内容

我国关于
＂

六个老有
＂

的老龄工作 目 标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契合 ， 老有

所养对应生理需求 ； 老有所医对应安全需求 ， 而有所学 、 有所教和有所乐则对应

了较高层次的需求 。 老年人的需求也会因个体所处境况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

（ １ ） 经济供养需求

老有所养和生理需求主要表现为衣食住行 ， 而这需要经济上的保障 ， 就体现

为经济供养上的需求 。 在老年人退休后 ， 其收入水平下降 ； 无退休金的老年人因

身体机能下降导致劳动投入减少或完全退出劳动市场 ， 就会面临收入下降或无收

入来源的困境 ， 这都需要来 自家庭或者社会的经济支持 。

（ ２ ） 生活照料需求

从上文对需求主体特征的分析可见 ， 随着年齡的增加会导致其各项机能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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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感的缺失 Ｗ及 自理能力 的弱化 ， 尤其是对于空巢家庭或失独家庭 ， 老年人

的生活照料需求会表现得更为强烈 。 中 国老龄科学研巧中也的调查数据显示 ， 城

市老年人需要家政服务和老年人饭桌的 比重高达 ５ ８ ．０％和 ４９ ． ０％ ， 空巢老人当 中需

要上 口送餐的 比例达到 ４４ ．６％ ， 需要家政服务的这到 ５６ ． １％
１
７

气

（ ３ ） 健康护理需求

《２０ １ ３ 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 》 数据表明 ， 中 国的人均寿命达到 ％ 岁 ， 而老人

年龄的增长易 因身体机能的变化引 发各种老年病 ， 对于有疾病缠身的老人 自 然有

健康护理的需求 。 有调査显示 ， 老年人在健康护理上 的需求与是否患慢性病显著

相关 ， 老人对护理的需求因年龄的增长不断増加 Ｉ 可见 ， 伴随我国老人寿命的延

长 ， 对健康护理的需求将不断扩大 。

（ ４ ） 精神慰藉需求

家庭成员 因子女单独组建家庭而剩下
一

个或两个老年人 ， 老年人难 Ｗ适应家

庭结构的变化易患空巢综合征 ， 表现为悲观 、 精神空虚等 ； 而退休老人则会因生

活重也的转变出现退休综合征 ， 表现为也理老化加快 、 忧虑 、 自感脑力体力不支

等 。 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的变化都使老人产生精神慰藉的需求 。 中 国老

龄科学研究中也发布的 《 ２０ １ ０ 年我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 》 显示 ， 城镇老

人中 ， 有 １ ６ ． ５％的感到孤舰 有 ９ ． １％的老人对 自 己的生活不满意 。

（ ５ ） 文化生活和社交需求

在
一

项调查中显示 ， 社会／娱乐活动的利用率迭 ５４ ． １％ ， 有 ４８％的人认为非常

需要 ， 而只有 ２５ ． ５％的认为不需要 结合
＂

老有所乐
＂

的 目 标 ， 老年人的兴趣

爱好和精神生活需求不因年龄的増长而消退 ，

一

方面表现为离退休老人因为社会

角色的转变出现适应性障碍 ， 生活的关注点转向家庭 ， 社交圏变小 ， 这时老人主

要需求就体现为社交需求 。

（ ６ ） 自我实现的需求

一

些老人在被迫退休后 ， 自我感觉体力和精力仍可胜任工作却闲置在家 ， 就

易 因 自 己的价值得不到认可而产生人老无用 的 也理 。 当低层次的需求完全满足

时 ， 自我实现的需求则变为老年人的主要需求 。

义 １ ．３ 需求影响因素

（ １ ） 养老服务需求者的规模

一

般而言 ， 需求会随需求主体数量的增加而増加 ， 老齡化的加速就导致养老

服务需求主体总量和 比例的上升 。 图 ３ ． １ 显示了 国家统计局 １ ９８２ 年到 ２０ １ ３ 年统计

年鉴和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中关于 ６５ 岁 Ｗ上老年人 口 比重的信息 ， 由 图可见 ，

从 １ ９８２ 年至 ２０ １２ 年 ， 所 占 比重 由 ４ ．９％增至 ７ ．０％ ， 到 ２０ １ ３ 年末这
一

比重己达到

９ ． ７％ 。 根据国际对老龄化的界定 ， 我们 国家从 ２０００ 年起就开始进入老龄化 ， 并呈

１ ８



第 三 章 我 国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及人才队伍现状分析

现 出老龄化不断加剧 的特点 。 从老年人 Ｕ 的绝对量来看 ，
６５ 岁 上老年人 口 从

１ ９ ８２ 年的 ４９９ １ 万人增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８２ １ 万人 ， 到 ２０ １ ３ 年 己增至 １ ３ １ ６ １ 万人 ， 并

呈现出不断上升 的趋势 。 随着人 口 老龄化的加速 ， 养老需求不断剧增 。 图 ３ ． ２ 则

显示在未来 的 ５ ０ 年 ， 我固老年人 口所 占 的 叱重 Ｗ及绝对量化将总体处于上升趋

势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口户 网站 的在线调查结果

显示 ， １ ５ ． ２５％的访问者选择社 区养老 ， ６ ． ９５％的选择机构养老 ， ６７ ． ８％的访 问者选

择居家养老 ， 然而却不可能有纯粹的居家养老 ，

一

般情况下都会在
一

定程度上依

托社区服务 ， 因此 ， 选择社区居家养老的 比例就 占到 了约 ８３％
１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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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家庭规模的大小

家庭规模大 曾是我国传统家庭的特点之
一

， 这就使得家庭养老模式很长时 间

Ｗ来都是主流 。 近些年 ， 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Ｗ及劳动力市场女性比例增加 的影

响 ， 我国家庭结构 日趋呈现出小型化 、 核也化的特点 。 根据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

据显示 ， 家庭人 口规模从 １ ９５３ 年的 ４ ．３Ａ／户下降至 ２０ １ ０ 年的 ３ ． １ 人／户 ， 由 图 ３ ． １

可见 ， 我国 的老年抚养 比从 １ ９８２ 年的 ８ ．０％上升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９ ． ９％ ， 到 ２０ １ ３ 年飘

升至 １ ３ ． １％ ， 可见老鈴化背景下 ， 家庭养老负担不断加重 。 家庭规模 日趋缩小导

致可供给的养老服务资源不断减少 ， 典型的
＂

４２ １

＂

家庭结构使得子女的养老负

担加重 ， 当家庭供给的养老服务难 满足老人的需求时 ， 就需要市场和社会予 １^

补给 。 空巢和失独老人在 日 常生活难Ｗ 自理时 ， 其需求更为强烈 。

（ ３ ） 老年人的年龄段及 自理能力

在不 同 的年龄段 ，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退化程度不 同 ， 患病的几率也有明显的

差异 ， 这也导致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求有所差异 。 根据中 国老齡科学研究 中也

《２０ １ ０ 年我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 》 盈示 ， 城镇失能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 ）

１＾及 自 理困难的老人共计 ２２８５ 万人 ， 占 ２４ ．２％
； 有 口． ８％的城镇老人有生活照料

的需求 ， 其中 ， ７９ 周 岁及Ｗ下达到 ９ ．２％ ， ８０ 周 岁及 上的达到 ３９ ．９％
１气 云家政

在平台上随机抽取了１ ０００ 位老人 ， 对需求内容进行分析发现 ， ６０
－

７０ 岁老人多因

术后恢复不能 自 理而有家政照护需求 ； ７ １
－

８０ 岁老人多为半 自 理 ， 要求养老服务

人员在照顾起居的 同时能陪聊天 ；
８ １

－９０ 岁老人 ，

一

半因不能 自 理需要服务人员

帮助洗澡 、 擦身 、 起夜 ， 另
一

半则主要需要做饭 、 保洁 、 取药等 。

（ ４ ） 养老服务的价格

据微观经济学原理 ， 商品 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 ， 老年人养老服务的

需求量 自然就受养老服务价格的影响 。 根据云家政平台统计数据显示 ， 看护老人

的服务在北上广深四城市的服务价格
一

般为 ２５００－４０００ 元／月 ， 按钟点照顾老人的

价格为 １ ８
－２５ 元／小时

ｕｇ
。 家政行业整体服务价格的飘升导致养老服务价格随之不

断上涨 。

（ ５ ） 替代品 的价格

社区居家养老既含有家庭养老 、 还含有社区 内 的 日 托所 ， 其对应的是机构养

老 。 仅从价格来说 ， 化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替代品是公立机构养老服务 ， 而我

国的机构养老面临公立养老机构床位不足 ， 私营养老机构价位过高的问题
［
７６

１

。

（ ６ ） 经济收入情况

对于老年人来说 ， 其经济收入较低 ， 那么就会影响老年人对服务的需求 ， 来

自 子女提供 、 退休金 、 保险等的收入有限 ， 而收入水平又是衡量需求满足程度的

主要标准 。 据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中也数据显示 ， 经过对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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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 １ ０ 年上调 ， 到 ２０ １ ４ 年 ， 我 国月 均养老金超 ２０００ 元 。 从人民网消息获悉 ，

据不完全统计 ， 有十二个省市公布 了２０ １ ４ 年企业退休人员 月 平均养老金水平 ， 具

体信息如表 ３ ． １ 所示 。

表 ３ ． １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省份企业退休人员 月 人均养老金水平

Ｔａｂ ｌｅ ３ ． １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 Ｒｅｔ ｉ ｒｅｅ Ｍ ｏｎｔｈ ｌｙ 
Ｐｅｒ Ｃａ

ｐ ｉ ｔａ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Ｌｅｖｅ ｌ ｏｆ  １ ２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  ｉ ｎ ２ ０ １ ４

北京 青海 山西 新疆 天津 河北 河南 廿肃 贵州 江苏 云南 陕西

月 人巧养＇

 ３０５０２ ５ ９３２３ ８９２巧 ８２２９５ １ ９５ ０２ １ ００２０６５ １ ９７７２２３６ １ ８７７２ １ １ ６

老金 （元 ）

数据来
＇

源 ： ｈｔｔｐ
’

ｙ／ｆｉｎａｎ ｃｅ ．

ｐ
ｅｏ

ｐ
ｌ ｅ ． ｃｏｍ ． ｃｎ／（ 人民网 财经频道 ）

由表 ３ ． １ 可知 ， 公布的十二个省份除北京 （＾
＞１外 ， 其他省的人均养老金水平均

在 ２０００ 元上下浮动 ， 可见整体工资收入水平不高 。 由 图 ３ ． ３ 可知 ， 全 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呈上升趋势 ， 而 图 ３ ．４ 中 的统计数据则进
一

步说明这
一

上升趋

势 ， 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最为明显 ， 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其它地区差距较大 ， 差

额在 ５ ０００ 元左右浮动 。 目 前 中 国城市老年人能接受上 口做家务的平均价格为 １ ２ ． ６

元／小时 ， 能接受老年餐桌的平均价格为 ９ ． ７ 元／份 ， 而城市地区这两项服务的平均

价格分别为 ２０ ． ０ 元 ／小时和 １ ０ ．２ 元／份 ， 雇佣双方能接受的养老服务价格存在
一

定

的差距
１
７２

１

。 老人的养老金水平和可支配收入的额度直接影响老人能够承担的养老

服务价格 ， 当养老服务市场供给服务价格与老人愿意支付的价格水平相当时 ， 才

能实现供需平衡 。 但从我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水平 Ｗ及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来看 ， 养老服务的可支付水平不高 。

３０ ００ ０ ． ０

巧 ００ ０ ． ０ ［

―
 ．—————

７
——…

Ｉ—……

一

 ｉ
、 ’

■

 ２ １ ８０ ９ ． ８

Ｓ２０ ０ ０ ０ ． ０

 Ｉ

Ｕ １ ０９ ．Ａ—

留 Ｉ

 Ｉ
＇

 ？

曾１ 日 〇〇〇 ？ 〇 －

 Ｉ ！－

杠 ■ ？ ！

巧 ＫＭ
ｔ

化０ ＇ Ｉ ^

？

＜１ ０ ０００ ． ０ Ｉ



１

控 ：

’

■０

Ｉ
５ ０００ ． ０ － Ｉ

；

￣

Ｉ

奪
Ｉ

０ ． ０ １
＊
 ＊  

２ ０ ０ ０ ２００ ５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３

图 ３ ． ３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Ｆ ｉｇ 

３ ．３Ｐｅｒ Ｃａｐ ｉ ｔａ Ｄ ｉ ｓｐｏｓａｂ ｌ ｅ Ｉｎｃｏｍ ｅ ｏｆ Ｈｏｕ ｓｅｈｏ ｌｄ ｓ  ｉｎ Ｃｈ ｉ ｎａ

數据来源 ： 国家统计局 ２ ０００
－

２０ １ ３ 年统计年鉴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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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巧〇〇〇 ． ０ ｈ

－

 ．

著 ｉ
￣

ｎ １

芭２０ ００００ｈ
－— —ｎ—

＂

Ｔ

￣

ｈ
一 回 东部地区

ＨＭ ｎ ｍ
￣

ｎ ■ 中部地区
古

ｉ ｃ ｎ ｎ ｎ ｎ口ＶｔＩＩ □西部地区

＾

１ ５ ０ 日 ０ ． ０ ｒ

 ｜

－

｜ ｜

－

ｐ｜ＩＩ 〇ｍｍ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ＱＱＬ：Ｈ＿ Ｉ  １—

 １ｆｌ １—Ｊｉｉ＿＿ Ｉ＿ ｉ Ｌ ．Ｈ＿ Ｉ＿ Ｉ ； Ｌ＿＾ｌ ＿ Ｉ Ｉ  ＬＪＩ＿ Ｉ＿ＬＪｉＪＨ＿ Ｉ＿＿ １Ｌ－ｆｌ＿＿ Ｉ Ｉ ＊

２０ ０ ５２ ００ ６２００ ７２０ ０８２０ ０９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

图 ３ ． ４ 东 、 中 、 西部及东北地区城镇巧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Ｆ ｉｇ 
３ ．４Ｐｅ ｒ Ｃａ

ｐ
ｈａ Ｄ ｉ ｓ

ｐ
ｏ ｓａｂ ｌ 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Ｕ ｒｂａｎＨｏｕ ｓｅｈｏ ｌｄｓ  ｉｎ Ｅａｓ ｔｅｒＨ

ｊ 
Ｃｅｎｌｒａｌ

， 
Ｗｅ幻ｅｍ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ｋｍＲｅｇｉｏｎｓ

数据来源 ：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５
－

２０ １ ３ 年统计年裝

（ ７ ） 老年人的主观愿望

家的观念在 中 国深入人屯、
，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中 国老年人对家有强烈 的依

赖性 ， 多数老人希望在家养老 。 学者通过调查发现 ： 年龄高 、 独居 、 居住环境好

的老年人更加热衷于选择居家养老模式 ， 享受上 口服务 ＩＷ
。 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中

也发布的 《 ２０ １ ０ 年我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 》 盈示 ， 城乡老人
一

般拥有 自

己的住房 ， 倾向于选择独居或与子女共 同居住在熟悉的社区 ， 化区居家养老的意

愿 占主流 。

（ ８ ） 信息化技术

社区通过构建养老信息服务平台 ， 在老年人家中安装客户端或者老年人通过

配备的定制手机 向服务平 台发送服务需求 ， 呼叫服务的便利性可 Ｗ增大需求量 。 ＇

云家政服务平 台数据显示 ， 通过移动客户端获取的订单量增长幅是未使用 的Ｈ

倍 ， 复购率也很高 。 因此 ， 信息化技术在养老服务 中 的运用情况也在
一

定程度上

影响养老服务的需求量 。

（ ９ ） 政府购买服务

养老服务市场具有公益性和保障性的特点 。 针对社区居家养老的老人 ， 我国

政府会根据老人的年龄 、 收入 、 身体状况等通过政府购买提供保障 。 在因各种原

因通过政府购买享受养老服务的老人中 ， 政府提供补贴越多 ， 保障越完善 ， 该群

体的潜在养老服务需求转化为实际需求的 比例就越大 。 因此 ， 政府提供服务范围
＇

的大小也对养老服务需求产生
一

定的影响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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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分析

义２ ． １ 供给主体及内容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主要来 自社区 内部机构 、 社工组织 、 家政公司 Ｗ及志

愿者组织 ， 是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 ， 具有多元性的特征 。

（ １ ） 社区

我 国社区通过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养老服务 ， 其主要 内容包括 ， 通过

老人餐桌Ｗ及 日 间陪护中也等开展生活照料 ； 通过电话 、 上口 问候等提供紧急的

救援服务 ； 依托社区医疗机构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 建立老年服务中也为老年人提

供文娱服务
￡
７７

１

。

民政部发布的 ２０ １ ３ 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

一

直到 ２０ １ ３ 年底 ， 我国的老

年服务组织均有所增加 ， 其中 ， 老年维权协调组织 、 老龄事业单位 、 各类老年活

动室Ｗ及老年法律援助中必的数量分别为 ７８０００ 个 、 ２５７ １ 个 、 ３６００００ 个 、 ２ １ ０００

个 ， 有共计 ６９２ 万老人在全国 ５ ．４ 万个老年学校学习 。 据民政部 ２０ １ ４ 年 ４ 季度社

会服务统计季报显示 ， 社区服务设施达到 ２９ ．６ 万个 ， 其中 ， 社区服务指导 中也有

１ ０４７ 个 ， 社区服务中也有 ２２４８３ 个 ， 社区服务站有 １ １４２８８ 个 。

表 ３ ．２ 壮区服务设施情况

Ｔａｂ ｌｅ ３ ．２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Ｆａｄ ｌ ｉｔｉｅｓ

名称 数量

社区服务设施数 （个 ） ２９６４５４ ．０

其中 ： 社区服务指导 中也 １ ０４７ ．０

狂区服务中也 ２２４８３ ．０

其中 ： 农村 ７３ １ ０．０

社区服务站 １ １ ４２说．０

其中 ： 农村 ５４５口．０

其他社区服《设施 １５８６３６ ．０

社区服务设施覆盖率 （％ ） ４３ ．４

社区 日 间照料床位数 （张 ）Ｗ １ ３２ ．０

社区留宿照抖床位数 （张 ）说８６９０ ．０

数据来源 ： 民政部 ２ ０ １４ 年 ４ 季度统计季报

从社区提供的服务设施来看 ， 表 ３ ．２ 显示 ， ２０ １４ 年 ４ 季度提供住宿的社区月良

务床位数为 １ ５ ８ 万张 ， 社区服务设施的覆盖率上升到 ４３ ．４％ ， 社区 日 间照料床位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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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达到 ６９ 万张 ， 社区 留宿床位达到 ８８ ． ８７ 万张 。

杜 区除了通过社区 日 间照料机构 、 医疗机构和老年活动中也为老人提供服务

夕ｈ 社区居委会和社区专职干部 （ 简称社区专干 ） 是提供养老服务的主要组织者

和实施者 。 社区专干根据工作 内容进行分工 ， 其中 ， 社区服务工作者主要负责居

民便民服务的办理 、 组织社区 内的文娱活动 、 解决下 岗人员 的再就业等问题 ； 老

龄工作则属于社区社会福利工作者 的工作范畴 ， 社会福利工作者需走访居民 ， 了

解并帮助困难家庭 申请低保等 Ｗ实现最低生活保障等活动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 ，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职工在 ２０ １ １ 年仅有 １ ０００ 人 ， 到 ２０ １ ３ 年 ， 我国的杜区居

委会有 ９４６２０ 个 ， 社区居委会成员达到 ４８４０ １ ５ 人 。 我国正在逐步完善通过社区设

施和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性配置推动包括社区养老在 內 的社区服务。

（ ２ ） 社工组织

根据 国际标准 ， 社会工作者需是专业出身且持有职业资格证 ， Ｗ社会工作规

划职业生涯 ， 从属于专业的社会工作组织或协会 ， Ｗ需要帮助的个人、 家庭或狂

区为服务对象 ， 并在工作过程中 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准则
ＰＳ

１

。 社会工作者在养老

服务中是物质服务和政策信息的提供者 ， 是了解服务对象需求从而助人 自助的支

持者 ， 是负责资源调配、 档案工作和其他社区相关工作的管理者 ， 同时也是在执

行中发现问题并进行反馈的政策影响者 。

表 ３ ．３ 社会工作师人员状化

Ｔａｂ ｌｅ ３ ． ３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ｓ ｏｎＳｏｃｉ ａｌＷｏｒｋ汾

社会工作师 助理社会工作师

年 份


报考人数 参考人数 合格人数报考人数参考人数合格人数

２００８７７６９８６巧巧４ １ ９２ ６０ １ ３９ ５２４ １ ９２０６４８

２００９４６０ １ ５３５９４３４２２７ ３ ８２０４ ３ １ ６９４６６ １ １

２ （Ｈ ０２５５４７ ， ９ １＂ ２６６４ ４６０４７ ３７７５３５４２８

２０ １ １２５５００ １ ９４２６２３ ３８ ５４５ １ ５４４ １ ００ ８０６８

２０ １ ２３４２４５说 １ ２５６ １ ０４ ９２６２ １巧 ５０９２３８４６

２０ １ ３４８２８７３６６９ ５ １ 化５８ １ ２ １ ９３７９７５２７２７３００

数据来源 ：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８－２０ １ ３年统计年監

我国 的社会工作者主要来 自 民办非营利性机构或者是地方社工协会 。 据民政

部办公厅统计数据显示 ， 直到 ２０ １ ２ 年底 ， 我国共有 １ ２４７ 个民办非营利性社会服

务机构 ， 民政部颁布的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２０ 年 ） 》

计划通过建立民办壮会工作服务机构巧化基地 ， 对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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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措施包括 ： 专业培训 、 考试认证 、 继续教育 、 学历教育和社工督导等 。

在社会工作师的专业认证方面 ， 由表 ３ ． ３ 显示的 ２００８－２０ １ ３ 年社会工作师和助

理社会工作师的报考与合格状况来看 ， 自 ２００８ 至 ２０ １ ３ 年 ， 我国的社会工作师 、

助理社会工作师在初兴起的两年报考人数较多 ， 在 ２０ １ ０ 和 ２０ １ １ 年 ， 报考及合格

人数整体大幅度下降 ， 到近几年开始大幅回升 ， 但整体基数仍不高 。 根据民政部

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显示 ， 到 ２０ １ ４ 年 ４季度 ， 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达到 １ ２３０８４

人 ， 其中社会工作师 ３ １ １ ８３ 人 ， 助理社会工作师 ９ １ ９０ １ 人 。 由上可见 ， 我国取得

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认证的人数不断上升 ， 从业人员 的专业性不断增强 。

但是从 目 前来看 ， 我国高校社工专业人才预冷 ， 社工吸纳的就业人 口不到 １％ ，

薪酬待遇与大学生村官相当 。

（ ３ ） 家政公司

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 家政公司主要提供老人看护服务 ， 包括喂食喂药 、

污物处理、 协助起居 、 洗澡擦身 、 烧饭保洁 、 按摩推拿等 ， 该服务的特点表现为

工作强度大 、 工作累而脏 、 工作条件艰苦 、 社会认可度低 、 工资待遇低且休息

少 。 老年看护相对于
一

般的家庭保巧具有
一

定的专业性 ， 照护不能完全 自理的老

人则要求具备
一

定的护理知识 。 现在家政养老服务人员 队伍呈现出高龄化 、 低文

化 、 低意愿 、 低收入的恃点 。

从人员构成来看 ， 从事老人看护的家政服务人员主要包括Ｈ部分 ： 下 岗女

工 、 失业人员 Ｗ及进城务工人员 。 据云家政对 ４００ 家家政公司 的调查显示 ， 家政

服务人员 中愿意从事老人看护工作的比例仅 占 １ ５％ ， 家政服务人员 的年龄
一

般在

４５ －

５５ 岁 ， 文化程度都相对较低 ， 鉴于老人看护工作强度大等因素 ， 对老人看护

服务的期望工资
一

般在 ４０００ 元 上 。

从专业化程度来看 ， 从事居家养老护理的从业人员持证上 岗 比例低于 １ ０％ ，

专业技能相对匿乏 ，

一

般持证人员的薪酬待遇相对较高 ＰＳ
１

。 此外 ， 对半 自理或者

完全不能 自理老人的看护工作对服务人员 的体力和精力提 出 了更高的要求 ， 特别

在看护男性老人的过程中 ， 体为充沛的男性从业人员就更受青睐 ， 但在家政养老

服务人员 中 ， 男性仅 占 ２％ 。 在养老服务中 ， 老人有精神方面的需求 ， 而家政养

老服务人员却因技能等方面的原因难 满足 。

（ ４ ） 志愿者组织

志愿者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不计报酬 、 积极主

动地参与养老服务 。 在化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 具备
一

定法律知识 、 也理知识或區

疗知识的社会志愿者无需经过培训 ， 就能 （＾
＞
１其专业性为老人提供法律 、 也理或医

疗上的服务 ； 学生志愿者则 Ｗ其青春活力给老人送去精神慰藉或提供清洁帮扶等

生活照料服务 ； 老人志愿者则能更好地 老年人的思维角度进行沟通 。 志愿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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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专业背景的多样性 ， 能为老人提供涉及生活照料 、 精神慰藉 、 法律咨询 、 医疗

保健等多个领域的服务 。

根据 《慈善蓝皮书 ： 中 国慈善发展报告 （ ２０ １ ４ ） 》 显示 ， ２０ １ ３ 年度全国纳入

注册的志愿者总数约为 ７３ ５４ 万人 ， 占人 口 总数的 ５ ．６５％ ， 志愿服务约 ８ ．３ 亿小

时 。 民政部印发的 《中 国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要 （ ２０ １ ３
－２０２０ ） 》 计划

进
一

步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 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注册志愿者 占居民总数的 １ ０％ ，

志愿者参与化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形式包括 ： 高校成立志愿者协会 ， 组织学生志愿

者进化区进行帮老扶老工作 ； 社会志愿者则通过在志愿网登记或者在社工社的组

织下 Ｗ其专业特长提供为老服务 ； 社区 内 的老年志愿者则是本着互助的宗 旨 ， 年

轻老年人帮扶年纪较大的老年人 。 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参与的为老服务期限

一

般随项 目 的结束而终止 ， 而老年志愿者则 因为地缘等原因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

服务 。

重庆大学研究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的项 目 小组通过对全国部分地区的居家养老

服务人员 的 问卷调查发现 ： 志愿者作为养老队伍的补充 ， 在接受调查的社区 中 ，

有 ２０％的社区拥有人数较多 的志愿者队伍 ， 约 ７０％的社区拥有人数较少的志愿者

队伍 ， 剩余的约 １ ０％的社区没有志愿者参与 。

义２ ．２ 供给影响因素

（ １ ） 养老服务价格

据云家政平台对 ２０ １ ４ 年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 ％ 万名
＂

阿姨
＂

的调查湿

示 ， 老人看护的价格在月嫂 、 育儿嫂 、 普通家政人员 、 钟点工 中是最低的 ， ４ 个

地市的平均价格仅为 ３ ０００ 元左右 ， 价格和需求影响着养老服务的供给 。

（ ２ ） 相关服务的价格

从家政服务来看 ， 从业者会在提供服务前对比可提供服务项 目 间的价格 ， 其

中 ， 养老服务相对于月 嫂服务价格较低 ， 从业者的服务意愿小 ， 职位薪酬待遇的

差异会影响养老及相关专业毕业生的职业选择 。

（ ３ ） 工作强度和条件

老人照看服务的工作强度因老人 自理能力 的差异而有所不 同 ， 对半 自理或不

能 自理老人的看护工作 ，

一

般工作强度大 ， 对照看人员 的精力和体力有
一

定的要

求 ； 根据老人身体状况的不 同对工作时间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 对于无 自理能力的

老人需要全年无休 ， 这都会影响养老服务人员 的供给量 。

（ ４ ） 对养老服务的认识

从业人员 的职业认同也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其从业的状态和工作的积极性 。 养

老服务人员对养老服务工作的职业认同越高 ， 从事该工作的意愿就越强烈 ， 提供

的养老服务质量就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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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信息技术的影响

将信息技术运用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要体现在 ， 通过构建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提供养老服务信息 。 运用信息技术搭建的云家政平台或者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

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 ， 降低成本 ， 加快对服务的反应速度 ，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商效运用 ， 从而提高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 。

（ ６ ） 政府的税收和扶持政策

养老服务在
一

定程度上具有社会保障性质 ， 国家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政府

补贴越多 、 扶持为度越大 ， 养老服务供应机构提供服务的意愿就越高 。

（ ７ ） 供应者对未来的预期

养老服务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 ， 获得家政服务商 、 高校 、 政府 、 社区 、 非营

利组织的高度关注 。 若供给主体均预期未来养老服务需求増长空间大且采取相应

措施 ， 那么养老服务供给将上升 。

（ ８ ） 节假 日

在 中秋 、 春节等传统节 日 期间 ， 养老服务人员 因返乡过节而难Ｗ继续提供养

老服务 ， 这段期间就会出现养老服务需求激增 ， 供需缺 口扩大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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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及成因分析

４ ． 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

４丄 １ 人为资源短缺

（ １ ） 专业养老服务人才短缺

据 ２０ １ ０ 年第六次人 口普查显示 ， 我国老人不健康但生活能 自理的老人有

２４５ ． ５ 万人 ， 占 １ ４％ ； 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人有 ５２ 万人 ， 占 ３％ ； 不健康或不能 自理

的老人就达到了近 ３ ００ 万 。 我国 民政部给出 的养老服务人员和老年人的最佳配比

是 ３ ：１ ， 那么不健康和不能 自理的老人就需要近
一

千万养老服务人员 ， 而我国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大 ， 意味着老年人的基数不断增大 ， 健康程度不佳及不能 自 理的

老人增多 ， 养老服务市场对养老服务人员 的需求更大 。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

资料显示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底 ， 老年人与残疾人服务机构职工仅为 ３５乂 万 ， 老龄机构

职工仅为
一

万 ， 这在总量上存在很大的缺 口 。

（ ２ ） 家政养老服务人才短缺

从上文对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分析可知老人对 日 常生活照料的需求很大 ， 在

老人的家庭成员无法完全满足老人的需求时 ， 家政养老服务人员需充当主力 。 调

查显示 ， 在我国有雇佣保姆需求的的家庭中 ， 有近
一

半 比例是为了照顾老人 ， 但

是老人对服务的满意度不足 １ ０％ ｔ
７５

ｌ

。 根据云家政平台对 ４００ 家家政公司 的调查数

据显示 ， 传统口店的老人护理需求订单达 ３ ０％ ， 但是在约八成的家政公司 中 ， 愿

意提供照顾 的人员不到
一

半 。 家政服务人员 在近十年 的工资上升幅度高于大学

生 ， 但是养老护理人员 的工资増幅低 ， 愿意提供养老服务的家政人员少 。 在家政

服务中 ， 养老服务的缺 口
一

直是最大的 。 在重大法定节假 日 ， 养老服务人员 需求

的缺 口更明显 ， 据云家政平台统计数据显示 ， 春节期间老人看护的订单 占 ４８％ ，

因家政服务人员返乡休假等原 因导致实际订单 的完成率仅为 ２６ ．９％ ， 缺 口 达

７３ ． １
〇

／〇 ； 即使春节假期过后 ， 家政养老服务的人员仍有 ６６ ．６７
〇
／〇的缺 口 。

（ ３ ） 志愿者短缺

从对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分析可 Ｗ看出 ， 老人因退休等原因导致老年人收入

降低 ， 而又有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 ， 志愿者进社区提供无偿助老服务

就能很好地解决老人面临 的 问题 。 根据老人的特点分析可知 ， 老人的依赖性随年

龄的增大越来越强 ， 志愿者的上 口拜访短期 内解决了老人的 问题 ， 但无偿服务随

项 目 的结束而终止 ， 我 国现阶段正式的志愿者组织少 ， 成熟的志愿者组织队伍匿

芝 ， 提供长期对点服务的志愿者数量不足 。 因此 ， 对老人的长期定点志愿服务仍

存在很大的缺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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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丄２ 结构不合理

（ １ ） 人员结构

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 中 ， 下 岗女工 、 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 ， 家政养老服

务人员所 占 比例大 ， 而专业社会工作者巧志愿者 比例较小 。 有调查显示 ， 约有

２０％的社区有人数较多 的志愿者 ， 约 ７０％的狂区有人数较少 的志愿者参与 ， 而其

他社区则完全无志愿者参与 ｔ
ｓｑ

。 从年龄构成来看 ， 重庆大学
＂

养老服务队伍建

设
＂

课题组通过对全国部分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人员 的 问卷调查发现 ： 养老服务

人员特别是养老护理员年龄在 ５０ 岁 １＾上的约 占 ８０％ ， 年轻人较少 ； 从性别构成来

看 ， 在老年服务中 ， 鉴于部分老人不能完全 自理 ， 对养老服务人员 的体力和精力

要求高 ， Ｗ及女性服务人员面临照顾男老人的尴尬等因素的影响 ， 使得男性养老

服务人员 需求大 ， 而云家政平台数据显示现在男护工仅 占 ２％ ， 缺 口较大 。

（ ２ ） 学历结构

从学历上来看 ， 重庆大学
＂

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

课题组通过对全国部分地区

的居家养老服务人员 的 问卷调查发现 ， 约 ８０％的养老服务人员 只具有初中及 Ｗ下

学历 ， 主要从事保姆式的照料 ， 难 Ｗ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 大专及 Ｗ上学历

的人员 只 占 ７％ ， 相对较少 。 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学历相对较高但所 占 比例少 。 总

体看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 ， 对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方面

有
一

定的难度 。

４丄３ 队伍稳定性差

社工专业和养老护理专业的人员在毕业后 ， 选择从事本职业的 比例较低 。 社

区工作者每年也均吸纳大学生的加入 ， 但是在服务期满后 ， 多数选择跳槽 。 家政

养老服务人员在具备
一

定的技能 、 经验后 ， 面对家政服务项 目 的多种选择 ， 大部

分家政服务人员避开养老服务的项 目 。 助老志愿者队伍则随助老项 目 的结束而终

结服务 ， 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 且服务队伍的人员构成并不稳定 。 整体来看 ， 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稳定性较低 。 社区工作者中尽管有大学生参与 ， 但是因为

待遇低 、 培训少等原因 ， 大学生流失比率较窩 。

４丄４ 专业化水平低

中 国 老龄科学研究 中也 的调查数据显示 ， 中 国完全失能老年人的 比例为

６ ． ８％ ， 其中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 １ ６ ． ６％
Ｐｑ

， 这意味着余下的 ８３ ．４％有社

区居家养老的意愿 ， 养老服务需求大 ， 这就要求养老服务人员具备
一

定的专业护

理知识 。 有调查显示 ， 老人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具体需求如下 ： 在生活照

料方面表现为老年餐桌服务和服务热线 ， 在區疗康复类方面表现为上 口看病和上

口护理 ， 在精神慰藉方面则表现为法律援助
Ｗ １

。 送就要求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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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兼顾生活照料 、 精神慰藉 、 法律援助 、 医疗护理等多方面的服务 。

养老服务人员
一

般存在专业知巧匿乏的 问题 ， 从社会工作者来看 ， 我国通过

杜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认证的人员 比例低 ， 说明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匿乏 ； 从家政养老服务人员来看 ， 根据云家政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 ， 养老服务人

员
一

般只经过简单的上岗培训 ， 持有专业从业证的人员 比例低 ， 即使是养老服务

业发达的上海 ， 其家政行业持有护工证或者老人护理证的从业人员不到 １ ０％
； 从

养老护理员来看 ， 现有养老服务人员专业知识匿乏 ， 很少具备高校相关专业的教

育经历 ； 从养老服务人员 的来源来看 ， 下 岗工人与进城务工人员 占绝大 比例 ； 国

家为了规范养老护理员 队伍 ， 发布了 国家相关标准 ， 但是据调查显示 ， 持有护理

员职业资格证的未超过半数 ， 且有 ％． ５％的仅持有初级巧称 ， 持有鳥级职称的为

零 ， 可见养老服务人员学历低 、 专业化水准歴乏 。

综上可见 ，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在供应量 、 人员构成 、 专业化程

度及稳定性上都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斤成因分析 。

４ ．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成因分析

４ ．２ ． １ 职业认同低

养老服务人员对 自 身职业认同低的现象普遍存在 ， 而社会认可低在
一

定程度

上又进
一

步弱化了从业人员 的职业认同 。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人们
一

般认为养老

护理含金量低 ， 养老行业进入 口槛低 ， 人们习惯性的将家政人员称为保姆 ， 这一

称呼就忽视了雇佣双方地位的平等性 。 雇主对养老服务的认同低 ， 愿意支付的工

资就低 ， 据云家政对 ４００ 家线下家政公司 的调查显示 ， 在 占 ３０％的老年服务订单

中 ， 有
一

半因老人认为费用离而未最终达成 ， 老人本身对养老服务的认知水平

低 ， 忽略其专业性导致利用低 ； 雇主缺乏对养老服务人员 的尊重是对该职业认同

低的另
一

表现 。

养老服务人员职业认 同低易导致两种结果 ：

一

方面 ， 部分人员直接选择了其

他的职业 ； 另
一

方面 ， 受社会观念和雇主对其态度的影响 ， 选择继续从事本斤职

业的人员 中在工作的过程中难 Ｗ产生成就感 ， 周围环境所产生的负激励动摇其职

业选择 。

４ ．２ ．２ 薪酬待遇低

除志愿者外 ， 养老服务人员普遍面临薪酬符遇低的 问题 。 专业社会工作者与

社区工作人员 的工资水平与大学生村官相当 ；
云家政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千

年家政服务人员 的工资涨幅超过大学生 ， 但相对于月嫂 、 育儿嫂 、 住家保姆等有

４ 到 ５ 倍的涨幅 ， 老人护理工资仅有 ３ ． ５ 倍的涨幅 。 老人护理的月平均工资在

２５００
－

３ ５００ 元 ， 而月 嫂或育儿嫂最低工资就达到 ４０００ 元 ， 月 薪高者则过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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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人员 的工 资水平与养老服务价格有关 ， 而养老服务价格则与享受养

老服务 的老年人的支付意愿有关 ，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支付意愿主要受Ｈ个因素

的影响 ： 经济收入 、 对养老服务的认知 ■及服务的质量 。

从经济收入来看 ， 通过上文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因素分析可知 ， 老人在离

退休后 ， 人巧养老金水平仅为 ２０００ 元左右 ， 老年人在为养老服务买单的 同时还要

兼顾生活 、 医疗等所需 ， 有些老人还有储蓄 的 习惯 ， 老年人是纯粹 的消 费者而不

是劳动力 ， 老年人 的收入具有被动性 ， 支付能力较弱 ， 这就使得老人愿意支付的

养老服务费用较低 。 从服务认知来看 ， 老人养老服务专业性认知匿乏且深受节俭

观念的影响 ， 对养老服务支付意愿小 。 从服务质量来看 ， 有调查分析显示 ， 老人

接受养老服务的意愿受养老服务质 量 的影 响 ， 服务人员 技能水平 、 服务质 量越

高 ， 更 易获得老人的认可和信任 ， 老人接受养老服务的意愿越高 但是现有的

养老服务人员专业知识相对匿乏 ， 技能水平低从而难 Ｗ保证高质量 的服务 ， 使得

支付水平低 。 此外 ， 政府补贴少 、 行业 口槛低 、 中介机构从中攫取
一

定的中介费

用 也在
一

定程度上导致养老服务人 员 面 临低水平 的工资待遇 。 有调查显示 ， 有

８ ０％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其工资水平仅为 ９００ －

１ ５ ００ 元
ｔ
ｗ

ｉ

。

而从养老服务工作本身的特点来看 ， 其工作强度大 、 工作量大 、 对体力和精

力 的要求较高 ， 养老服务人员在对 比其他较为轻松却报酬相对高的工作会产生 内

在的不公平感 ， 工资待遇在
一

定程度上体现雇主对其工作的认可程度 ， 低水平的

工资使养老服务人员难 得工作上的认同感和成就感 ， 就会有抵制 、 消极怠工

或重新择业的表现 ， 导致人员流动性高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不稳定 。

４ ．２ ．３ 激励机制匿乏

从激励的角度看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也有包括生理 、 安全 、 尊重 ｔｉｌ及 自

我实现等在 内 的需求 。 具体来看 ， 工资福利充裕才能满足养老服务人员衣食住行

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 社会 Ｗ及雇主对职业 的认可才能满足养老服务人员 的尊

重 需求 。 但从上 文分析来看 ， 低认可 ＾＾及低工资都难 ｔｉｌ满足养老服务人员 的生

理 、 安全 及尊重需求 。 当主导需求难 Ｗ被满足时 ， 就可能选择跳槽 ， 送就会导

致服务人员缺 口大且稳定性低 。

对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 的激励除工资及社会认同外 ， 还要关注其发展的需

求 ， 但 目 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模式 尚不完善 ， 这就使得其养老服务的知识

和技能水平低 ， 且专业人员难 Ｗ补足 ， 具备技能的人员难 提升 ， 这就致使养老

服务人才的职业发展空间受限 ， 难 文^从工作本身产生工作 的动力 。

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来看 ， 养老服务人员在工 资水平 、 工作环境方面并

没有产生满意 因素 ， 而从工作本身也没有获得成就感和 自 豪感 ， 这就无法产生激

励因素 ， Ｗ上分析均说明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激励机制 的匿乏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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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构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

从上文分析可见 ，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 问题主要表现为 ； 人力

资源短缺 、 结构不合理 、 队伍稳定性差 Ｗ及专业化水平低 。 针对 Ｗ上 问题 ， 本文

构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 ， 旨在通过该平台的运行完善我

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 。 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如图 ５ ． １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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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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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的主体

该平台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 、 社区 、 社工组织 、 志愿者组织和家政公司 。 政

府负责推动立法或相关政策规章的制定 ； 社区负责推行具体政策 、 姐织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活动 ； 家政公司则主要负责统计并及时提供家政养老服务人员 的信息 ，

并帮助其参加 国家组织的相关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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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的构成

５ ．２ ． １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工作分析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 ， 解决人才队伍建设 问题也要从工作分析 出

发 。 因此 ， 首先要对养老服务队伍 的主体类型进行分类 ， 根据具体类型进行具体

的工作分析 ， 明确 岗位要求和从业人员任职资格 ， 确定职业标准 ； 根据职业标准

确定职业资格认证等级 ， 确定不 同 等级对 申 请认证人员 在专业 、 学历 、 工作经

验 、 培训经历 、 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要求 。 国家和地方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口根

据工作说明 书规范职业标准和任职资格体系 ， 明确规定养老服务人员 的从业资格

和技能水平 ， 提高行业准入 口槛 ， 明确规定持证上 岗制度 ； 确定对 已认证人员 的

定期培训与考核制度 ， 确保 己认证人员 能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实时更新知识和

技能 Ｗ胜任 岗位工作 。

从我 国对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探索可知 ， 我 国现在 己有部分省市就养老

护理 、 居家养老服务 、 社 区工作 Ｗ及家政护理制定并颁布了职业标准或服务标

准 。 规范执业标准并设置较高的准入 口槛的举措有益于提升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人

员 的 知识和技能水平及其专业性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又能强化从业人 员 的职业认

同 ， 社会对养老服务工作 的认知也会有所改观 。

５ ．２ ．２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我 国应借鉴 日本的经验 ， 由政府 出 资构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 吸 引 社会营利

与非营利组织 的加入 ， 对养老服务人员 队伍实行实名注册认证制度 ， 平 台发布养

老服务市场供求状况的最新动态及统计数据 ，

一

方面便于养老服务人员 了解就业

信息 ， 另
一

方面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机构可据此制定或调整人才培训计划或方案 ，

从而对市场需求进行迅速响应 。

依托信息平 台可 Ｗ发布养老服务人才培训 的公益课程 ， 便于养老服务人员通

过在线培训充实知识 、 提升技能 ， 从而提升其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 而有养老服务

需求的雇主也可 依巧平台 了解从业人员 的信息 ， 加深对养老服务工作 的 了解 。

５ ．２ ．３ 培训与开发体系

培训 与开发体系包括人员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两部分 。 从人员培训来看 ， 培

训方案根据培训对象 、 培训 目 的 、 培训方式进行具体划分 。 总体来看 ， 培训对象

主要包括志愿者 、 社区工作人员 、 家政养老服务人员 ； 从培训 目 的来看 ， 该培训

开发体系主要运用于解决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专业性不足 的 问题 ； 从培训

方式来看 ， 主要包括讲授法 、 网上培训和远程学习 。

人力 资源开发致力于通过对养老服务人员 的 自我开发 、 职业开发和管理开发

来解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专业性不足 及人员不足的 问 题 ， 该平台在人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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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开发上的应用主要体现为 ： 通过对志愿者及老年人为资源的开发为社 区居

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补充人员 ， 通过提供信息平台 、 脱岗培训等鼓励养老服务人

员进行 自我开发提升 自 身专业性水平 满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 。

５ ．２ ．４ 薪酬澈励体系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
一

项技能性的工作 ， 技能的高低直接影响服务的质量和

雇主的满意度 。 为了激励从业人员 不断提升 自 身技能 ， 可实行 岗位技能薪酬制

度 ， Ｗ 岗位确定基本薪酬 ， Ｗ技能确定弹性薪酬 。 该种制度下的薪酬水平与从业

人员的任职要求 及技能水平有关 ， 技能水平的确定需参考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中

的技能等级认证 。 该种薪酬制度可 Ｗ激励从业人员不断通过学习提升 自 身技能和

专业化水平 ， 从而获得较高的薪酬 。

５ ． ３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解决平台的运作

５．义 １ 培训与开发平台的运作

（ １ ） 培训需求分析

在对养老服务人员进行培训时 ， 首先要进行培训需求分析 ， 根据 国家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提供的关于养老服务市场人员供需信息确定培训项 目 、 培训人数Ｗ及

培训预算 ； 根据工作分析形成的职业标准确定培训标准 ： 根据对养老服务人员培

训意向的调查确定培训对象和培训的具体内容 。

（ ２ ） 培训计划的制定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培训计划的制定主要包括确定培训对象 、 培训 目

的 、 培训 内容及培训形式 。 该体系的培训对象主要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中 的家政养老服务人员 、 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 培训 目 的主要在于解决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性不足的 问题 ； 培训 内容
一

般为在各阶段从事养老服务应具

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 培训 内容则 因职业发展阶段、 人员类型 的不 同而有所不

同 ，

一

般包括 ： 对刚加入包括志愿者在 内 的养老服务行业的人员进行入职培训 ！＾ ＾１

了解工作 内容和工作职责 ； 根据斤业最新发展动态 ， 对已经入职的养老服务人员

进行在职培训 更新知识和技能 ； 对于表现突出且有在行业内深入发展意愿的人

员进行脱 岗的系统培训 ， 为养老服务储备管理人才 。

（ ３ ） 培训 的实施

培训通过确定培训项 目 的负责人 、 教师 ， 为持定的培训对象根据培训计划确

定恰当的培训方式予Ｗ实施 。 从培測教师来看 ， 专业社会工作者可对受训人员 予

＾理论上的指导 ， 技能突 出 、 经验丰富的资深家政养老服务人员 则可予 １＾０见场操

作指导 。 鉴于养老服务人员工作时间 、 认知水平与经济条件的差异 ， 应运用多样

化的培训方式 ， 兼顾网络培训与现场培训 ， 兼顾有偿培训和公益培训 、 兼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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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实操培训 。 此外 ， 在培训实施的过程中 ， 要定期总结对比培训 目 标与培训

效果之间 的差距 ， 分析原因 Ｗ完善培训计划 。

（ ４ ） 培训考核及反馈

培训 的过程中 ， 要重视阶段性考核及学员反馈 ， 及时发现培训 内容及方式上

的偏差并予 Ｗ调整 ， 在培训结束后通过考核检验培训效果 ， 将考核结果反馈给学

员 ， 进行沟通 ， 帮助参训 的养老服务人员分析取得的成果Ｗ及仍存在的 问题 ， 并

对其 问题的改进予 Ｗ指导 。 根据培训考核结果Ｗ及学员 的反馈 ， 进
一

步完善培训

内容及培训方式 ， Ｗ确保培训成果的实效性 ， 从而提高学员参与培训 的积极性 。

（ ５ ） 培训结果的运用

培训 的直接成果是受训人员 的养老服务知识得 巧实 ， 技能和专业化水平得

Ｗ提升 ， 工作绩效得 Ｗ改善 ； 而对培训结果进
一

步巩固 的方法则是在参与培训

后 ， 根据考核结果在培训教师的指导下报名参与 国家养老服务人员职业技能水平

鉴定的考试 ， Ｗ技能认证的方式进
一

步提升专业化水平 。

因此 ， 培训与开发平台是 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和养老服务就业信息平台

为依托 ， 最终服务于职业资格认证或工作绩效的改善的养老服务人员发展平台 ，

致力于养老服务人员质量的提升 。

５ ．３ ．２ 薪酬激励体系的运作

（ １ ） 工作分析

对养老服务人员进行工作分析并形成工作说明书 ， 根据工作说明书确定岗位

等级 。 根据地方部 口或协会制定的养老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标准 ， 确定养老服

务人员 的技能等级 ， 主要参考从业人员具备的职业资格等级 。

（ ２ ） 薪酬分级

结合技能等级和 岗位等级的具体划分 ， 确定 岗位等级和技能等级分别对应的

薪酬 ， 即 岗位薪酬和技能薪酬 ， 加总 岗位薪酬和技能薪酬形成总薪酬 。

（ ３ ） 薪酬制度的执行

将各机构 、 社区或家政公司 的养老服务人员根据工作分析和技能认证进行分

级 ， 薪酬的发放标准则是对应等级的 岗位薪酬和技能薪酬的总和 。 在薪酬制度执

行的 同时 ， 还要保证薪酬对 内具有公平性 ， 对外具有竞争性 ， 不断根据市场供需

状况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Ｗ及从业人员技能水平的提升进行额度的调整。

５ ．３ ．３ 平台 内子体《间的联系

该平台体系包括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 培训与开发体系 、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和

薪酬激励体系 。 其中 ，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是基础 ， 培训与开

发体系 、 薪酬激励体系可依托基础独立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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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该平台子体系之间还具有
一

定的联系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 的工作

特征决定从业人员 的专业水平与服务质量和服务满意度息息相关 ， 但现在从业人

员 的专业化水平普遍偏低 。 基于此 ， 实行 岗位薪酬制度 ， 将薪酬待遇直接与技能

水平挂钩 ， 从业人员就需要通过技能水平的不断提升来获得更高的薪酬 。 因此 ，

岗位技能薪酬制度对于养老服务人员而言就是
一

种薪酬激励制度 ， 激励从业人员

不断提升 自 身技能 ， 而提升的手段则表现为参加培训或 自我开发 ， 通过培训与开

发获得更高等级的职业资格认证 ， 从而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 。 因此 ， 培训与开发

体系 、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与薪酬激励体系Ｈ者相互关联 、 互相推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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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１ 平台的可操作性应用

６丄 １ 规范家政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从家政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 问 题 的分析可知 ， 工资待遇低是其不愿参与养老服

务的主要原 因 ， 而雇员 专业化水平低则是雇主不愿支付较髙报酬的原 因之
一

。 在

家政服务业 ， 家政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欠缺
一

定的规范性 。 将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

才 队伍建设 问 题解决平 台应用 于家政行业 ， 将应用对象设置为家政养老服务人

员 ， 该群体为了 获得更好 的薪酬待遇 ， 会 自 发参与人员培训与开发 、 职业资格认

证来提升技能等级 。 从直接意义来看 ， 问题解决平 台体系 的应用将促进家政从业

人员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 从间接意义来看 ， 这
一

举措将保证家政养老服务人员 做

到持证上 岗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规范 了 家政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 此外 ， 通过技能提

升改善待遇水平 ， 也会减少家政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的人员流失率 ； 持证上 岗 的行

业规范也会获得社会对家政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性的认可和尊重 。

６丄２ 强化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

职业认 同根源于对本职工作的 了解 ， 从事养老服务的社会工作本身具备
一

定

的公益性 ， 这要求社会工作者在热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从事养老服务且具备较强

的责任必 。 因此 ， 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源主要来 自 职业认 同和工作本身 的 内 在激

励 。 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 台应用 于社会工作者身上 ， 则主要表

现为通过培训与开发体系不断深化社会工作者对本职工作 的深度挖掘 ， 鼓励其不

断进行 自我开发 ， 从而通过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在工作上承担更大的职责 ， Ｗ 国家

技能水平的认证和工作 的成就感强化对本职工作的职业认同 。

６丄３ 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从对老年人的需求 内 容分析可见 ， 部分老年人会因退休闲置在家而产生人老

无用 的 屯、理 ， 因此 ， 送部分老年人有 自 我实现的 需求 。 从技能来看 ， 退休老人 曾

从事不 同 的职业 ， 其工作经验也决定 了其对本职工作技能的姻熟程度 ， 均各有所

长 。 因此 ， 将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解决方案应用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具有

一

定的可行性 ， 这主要表现为培训与开发体系的运用 。

鉴于退休老人本身就有
一

技在身 ， 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主要表现如

下 ：

一

方面 ， 对有意愿的老人群体进行养老服务基本知识的培训 ， 使得退休老人

能尽快融入养老服务群体 ； 另
一

方面 ， 可结合退休老人 曾经从事 的工作及其个人

意愿进行工作设计 ， 确定其在养老服务队伍中 的特定职责 。 比如 ， 退休医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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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讲座为社区老人提供免费健康咨询 ， 也理学家可为空巢老人 、 失独老人或情

绪不佳的老人进行精神疏导 ， 而另外
一

些有特长的老人则可 Ｗ发起兴趣组 ， 在老

年活动 中 也、开展服务 充实老年文娱活动 。 这既能通过满足退休老人 自我实现的

需求对其进行缴励 ， 又能在
一

定程度上解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供需缺 口

大的 问题 。 此外 ， 老年人才队伍进行养老服务便于老年人间的沟通与交流 ， 还可

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

６ ．２ 平台的运行保障

６ ．２ ． １ 资金保障

目 前我国主要是高校培养人才 ， 尚缺乏专业的机构开展培训工作 。 而我国 的

养老服务机构或企业又因组织规模小 、 资金有限 、 从业人员流动性大等原因仅提

供短期上 岗培训 。 因此 ， 问题解决平台 中 的培训开发体系就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

金 ， Ｗ财政补贴的方式组织培训机构在全国发起公益性或低偿性培训 ， 在网络平

台提供在线培训 ，

一

方面用 Ｗ帮助养老服务人才通过培训充实知识、 强化技能 ，

另
一

方面则能支撑培训与开发体系 的运行 。

６ ．２ ．２ 法律保障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只有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予 Ｗ规范才具有强制力 ， 这就需

要立法机构 、 各级政府和部口 Ｗ法律法规或部口规章的形式不断规范养老服务业

的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 肯定养老从业人员 的社会地位 ， 保障从业人员

的法定权益 。

６ ．２ ．３ 协作保障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台 的运作需要相关部 口 的愤作 ， 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口 需要对行业规范进行监管 ， 地方培训机构需要执行培训计

划 ， 用人单位或机构需要予Ｗ薪酬制度上的配合 ， 而政府则需要提供统计数据等

予Ｗ决策支持 ， 因此 ， 参与主体间的通力协作是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问题解决平台

得 （＾１运作的执斤保障 。

３ ８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７ ． １ 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的前期工作主要着力于分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现状及问题 。

具体而言 ， 本文在分析老年人特征的基础上 ， 结合需求层次理论内容说明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的具体需求 ， 并从需求影响因素的角度运用数据说明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 内容多样化且需求量不断增加 的现状 ； 然后从供给影响因素的角度说明 了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中 的各子主体的供给现状 。

本文在兰四章节通过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供需对比分析发现 ， 我国社 区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人力资源缺 口大 、 结构不合理 、 队伍稳定性差、 专业

化水平低等 问题 ， 而职业认同缺失 、 工资待遇低 、 激励机制匿乏是导致Ｗ上 问题

的主要原因 。

本文的后续工作主要体现在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的 问题 ， 在

借鉴 国 内外相关实践探索和经验的基础上 ， 构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

题解决平台 。 最后则分析 了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问题解决平台的应

用 ， 具体阐述了其在规范家政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 强化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 及

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充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队伍上的运用 。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构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台 ， 并

对该平台的运行流程和可操作性运用进行 了具体说明 。 该平台 由职池资格认证体

系 、 薪酬体系 、 培训与开发体系Ｗ及信息服务平台 四个子体系构成 ， 职业资格认

证 、 市场需求 、 人员培训与 岗 位技能薪酬相互联系 。 岗位技能薪酬制 Ｗ职业资格

认化体系鉴定的技能等级为基础 ， 将薪酬水平与员工的技能等级相挂钩 ， 这能促

使养老服务人员为获得更巧的薪酬待遇而主动参与培训或进行 自我开发 。 培训与

开发体系 Ｗ市场供求分析与 国家职业标准为运行基础 ， 着为于帮助学员通过专业

化培训 满足市场需求 。 从子体系之间的关系来看 ，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和信息平

台是基础 ， 薪酬激励体系能有效激励员工进入培训与开发体系 ； 而对人员进行培

训与开发获得的成果又能通过职业资格认证运用于 岗位技能薪酬制 ； 培训与开发

体系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供给人员登记更新信息 ， 而信息平台则运用供求信息为

培训计划的制定提供参考 。 因此 ， 该平台 的各子体系 间既相互关联又可独立运行 。

通过该平台的运用可解决人力资源短缺 、 专业化不足 、 流动性高等问题 。

７ ．２ 本文的不足

在本文撰写 的过程中 ， 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 ， 加上笔者水平有限 ， 本文 尚

存在
一

些不足之处 。 首先 ， 本文在对养老服务需求进行分析时 ， 运用 的数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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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 国家统计年鉴 、 人 口普查数据 Ｗ及 民政部社会服务统计年度公报 ， 因统计

数据不全而未对养老服务供需状况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 ； 其次 ， 在分析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 问题时 ， 运用供需对 比化及资料分析的方法仅说明 了社区屆

家养老服务队伍存在的部分问题 ； 最后 ， 从本文构建的社区居家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问题解决平台来看 ， 薪酬激励体系运用 的前提是从业人员带薪工作 ， 而养老服

务人才 中的志愿者群体属于无薪人员 ， 这就使得该平台中的部分体系在适用上具

有
一

定的局限性 。

７ ． ３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从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 的激励来看 ， 本文所构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 问题解决平台主要运用 了薪酬激励和发展激励 ， 这是
一

种 内容型的激励 。

在未来的研究中 Ｉ 可在 内容型激励的基础上进
一

步探究过程激励的运用 ， 探巧如

何通过对养老服务人员 的持续激励解决养老服务人员 队伍稳定性差的 问题 ， 从而

进
一

步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的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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