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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安

我国 目前所开展的社会化养老服务工作多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社区 ，

对于农村养老服务问题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 对此方面的研究严重缺乏 。 据此 ，

在本文的研究中 ， 首先提出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普遍问题以及农村养老服务发展

研究的重要意义 ， 以马斯洛层次理论 、 公共产品理论等现有理论作为研究基础 ，

并对农安县农村老龄化特点与养老服务现状进行调 研 、总结及分 析 ，指出农安县

养老服务发展的成绩与存在问 题 ，并针对性给出农安县养老服务水平提升建 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

 （ １ ）农安县在政府层面主要存在扶持政策与相关制度不完 善 ，资金投入不足

及养老服务体系不健 全 ，监督程序缺失两大问 题 ，从而本文给出了坚持政府主 导，

加大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与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 ，加强监督力量的发展建 议。

 （ ２ ）农安县在社会层面主要存在社会力量参与意愿不足与思想观念落后 ， 尊

老爱老文化不普及两大问题 ， 从而本文给出了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 建立多层次

不 同功能的养老机构与转变旧思想观念 ， 弘扬尊老爱老文化的发展建议 。

（ ３ ） 农安 县在养老机构层面主要存在供需不 匹 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与服

务人员配置不足三 大 问题，从而本文给出了构建多元化服 务 体系、加强培训力度

与发展医养结合三条发 展建议。

关键 词 ：农村养 老服务； 供 给主体；农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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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１ ． １ 研究背景与意义

１丄 １ 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
一

个重要趋势 ， 也是中 国今后
一

个长期的基本国情 。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探刻的影响 ， 其中包括社会建设、 社会

和文化方面双及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 依据 １ ９５６年联合国划分标准 ’

当
一

个国家或地区 ６５ 周岁及 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 比例 ７％ １
■乂上 ， 该国家或

地区被界定为进入老龄化 。 １ ９８２年在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指出 ， 当
一

个国家或地

区 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比例 １ ０％以上 ， 该国家或地区被界定为进入严

重老龄化 。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讨数据显示 ， 截至 ２０ １９年年末 ， 中 国总人 口达到 １ ３ ． ９５ 亿

人 ， 年均增长率为 〇 ．４９％
，６〇 周岁及以上人 口 占总人口 比童 １ ７ ．９％ ， 其中 ６５ 周岁

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 口 比重 １ １ －９％
，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 中国 已经迈入了严童老龄

化社会 。 而在未来 ３〇年 ， 中 国人口老龄化将加速 ， 预计到 ２０５０年 ， 中 国 ６０ 岁及

以上的人 口将趄过 ３０％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 截至 ２０ １ ９年 ， 中国老年人 口抚养

比达到 １ ６
， 这意味着每 １ ００ 名 １ ５ 至 ６４ 岁 的劳动者要赡养 １６ 名者年人 。 然而 ，

由于东部沿梅等经济发达地区不断从欠发达地区引进年轻人 ， 欠发达地区的老龄

化在未来会更加严童 ， 许多地区甚至会面临没有年轻人供养老年人的困境 。 隨着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 劳动力不足 ， 社会福利养老负担加童 ， 人 口红刑消失 。 并且

由于人口迁移的作用 ，在人 口老龄化间題的严童程度上农村将始终高于城镇地区。

农安县作为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唯
一

的县 ， 近些年经济发展始终保持良好状

态 ，
２０ １９年 ＧＤＰ大约为 ５０４亿元规模 。 然而伴随农村养老问題不断力＿ ， 农安

县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压力 。 目前 ， 农安县已经制定
一

定的养者服务方案 ， 在

养老服务方面也取得了
一

定成绩 ， 然而还是暴露出很多 间題 ， 需要进ｊ优化 。

此外 ， 老年人的家庭地位 日益削减 ， 随着农安县
１

空心化
”

间題的不断加重 ， 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 使老年人养老服务问題已成为农安县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題 。

１ ．０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农安县养老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題 ， 分析农安县养老服务水平提升

的关键所在 ， 针对性地给出农安县养老服务发展建议 ， 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⑴ 理论意义

当前 ， 对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研究内容较少 ， 多数研究都以城市社区作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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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点进行研究 ， 而我国 目前正值农村发展的童要扶持阶段 ， 农村养老间题是社

会热点关注话题 。本文以农安县作为研究对象探索适宜农村的养老服务发展之路 ，

具有
一

定代表意义 ， 可为其他农村养老服务模式提出新的改进思路 。

Ｃ ２ ） 现实意义

通过探素农安县养老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題 ， 并针对性给出发展建议 ， 为农安

县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備。 同时 ， 农安县作为 东北地区典

型农村 ， 具有代表性 ， 以其为案例 同样可以为我国其他农村作为参考依据 ， 对我

国解决农村养者间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１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１ ．２ ． １ 国外研究现状

⑴ 养者服务概念界趙究

ＲＳｄｉｏｐｆｉｎ（ １ ９９ １ ） 在概念研宄中提出 ， 养者服务应包含 日常饮食 、 卫生 、 护

理及相关 日常生活服务内容Ｗ 。 ＳａＭ（ １９９２ ） 认为服务人员应 Ｌ乂多元化的方式为

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闭
。

（ ２ ） 养老服务发展模式研究

西方国家由于人口进入者龄化社会比较早 ， 因此在养老服务模式上的研究更

为提前 。 ＶａｎＣｈｒｄｅｎ（ ２０ １ ５ ） 对 ３９２ 名老人的养老情况进行了调查 ， 研究表明在老

人养老服务模式中 ， 社会与政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 通过此研究他们提出政府于

社会在养老服务模式中意义童大ｐ ］
。 Ｄｈａｒａｍ ｓｉ（ ２０ １ ６ ） 在养老模式研究中根据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的差异性与身体状况将为老年人提供了不 同的养老服务模式 ， 研

究中樹居条件差异性 ， 将养者樹勾进行划分 ， 研究表明差异化的养老糢式效果明

显 ， 应注童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差异性 ， 提供差异化养老服务帮助＾Ｋａｎｅ
（
２０ １ ７

）

在研究中提出了 日常生活照料与护理康复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 ， 研究中表明该

模式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上效果比较显著 Ｇｍｔｔａｎ（ ２０ １ ７ ） 提出美国养

老服务发展模式中社会与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 ， 并强调政府应根据养老服务模式

的社会化需求进行不断完善 ， 结合法律法规进行强化约束 ， 保障养老服务模式的

顺利运行＿ 。 Ｅ薦 （ ２０ １ ８ ） 认为德国养者服务模式应不断據家庭养老照料糢式 ，

与传统养老模式区别 ， 积极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 ， 分阶段对者年群体进行居家

护理与设备护理 ， 瓶合实行■护理保＿渡 ， 以全面保障养老服务工作□
〇

ＷｈｉｔｅｒＵＯ Ｉ ７ ） 主要对英国现行养者服务模式进行了综合研究分析 ， 其 中指出政

府应为公民提供全面的养老护理服务扎

（ ３ ） 养老服务发展体系 。

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歧５完善 ， 日 本在此方面起步较早 ， 并建设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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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 。 日 本政府早在 １卯 ６ 年就推行了 《关于老年人养护运行准

则 ＞ ， 在后期发展 中 日 本于 ｍ ｓ年推出了 《老人院机能服务评价体系 ＞ ， 致力于

提高 日本老年入养老服务质量 。 此后 ，
ｉ卯 ３ 年 日 本政府公布

■

＜特殊养护老人院评

价基准＞ ，
２ ０ ００年 日 本建立了＜老年人护理保险制度＞ ， 保险制度 中通过第三方

评价保障保险制度的顺利运行 。 ＭＡｍｌ（ ２０ １ ６ ） 对澳大利亚的家庭社区照料体系

进行了研究 ， 该养老服务体系可为老年人提供 日常护理 、 誠等 日 常Ｗ务内容

Ｋ
。 但该养老服务体系并未完全认识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 导致者年人并未享受

到最优质的服务 。 Ｃ ａｅｒｉｃ（ ２ ０ １ ７ ） 对墨西哥以上的老年人需求进行了分析 ， 根据实

际需求提出了者年人照料服务体系 ， 该体系内容与老年人身体功能及家庭情況有

关 ， 综合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 为老年提供了全面服务内容 ［
１ °

］

。 Ａｍｂ ｅｒ
（
２ ０ １ Ｓ

）

对新西兰家庭社区养若服务照料系统的满意度情況进行了调查 ， 参与本次调查的

人数为 ２ ７ ６ 人 ， 对目前新西兰家庭社区养老服务比较满意与 ：

ｆ臆的人数为 ２ 〇 Ｓ 人 ，

占比为 ７ ５ － ３ ６％ ， 表明 目前人们对现行的养老结构体系 比较满爵
１ １

］

。

综上可知 ， 养老服务应是 由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 以多元化方式为老年人握供

日 常饮食 、 卫生 、 护理及相关 日常生活服务等帮助内容 。 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于养

老服务发展模式的研究比较早 ， 可以看出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实施较为完善的养

老服务发展模式 ， 在发展中均表现出政府在养老服务发展 中 占据主导作用 的共性 。

日 本 、 墨西哥 、 新西兰等国家在养老服务发展体系上 已较为完善 ， 而通过学者的

研究调查可发现 ， 养老服务发展体系的建立
一定要注重了 角？＾年人需求 ， 由老年

人需求为主导完善养老服务 ， 才ｔ謓正提高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１ ． ２ ． ２ 国内研究现状

（ １ ） 养老服务概念界定研究

杨立雄 （ ２ ０ １ ９ ） 认为 当前对养老服务的研究上不明确 ， 存在着相关概念混清

的问题 ， 研究 中 对西方欧美国家与 日 本的养老服务概念发展变迁进行了梳理 ， 针

对上述分析提出我国应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养老服务理论体系 ［

１ ：
］

。 马岚 （ ２ ０ １ ９ ）

提出新 日棚我国在养老服务 中基本形成了
“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的基本框架 ， 我

国养老服务理论的形成呈现出了强烈的 中 国特色 ， 在形成 中对养老服务类型进行

了合理＾分与定位 ， 养老服务也逐渐朝着产业化发展进步 ［
１ ３

］

。

（ ２ ） 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模式研究

我国对于农村养老服务的研究相较于国外较多 ， 但多集中在农村养老服务模

式发展问题方面 。 苗建萍 （Ｍ １ ９ ） 指出 ， 在乡 兴背景下 ， 应积极开展医养融

合的养老服务模式 刘燕丽 、 王维 （ ２ ０ １ ９ ） 对 开了详细调研 ， 经统计有

１ ５％－２ ０
。

。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养老机构养老模式 ， 而有近 ７ ０％的人明确表示会选择

居家养者的养者模式 左冬梅 （
２ ０ １ ６ ） 指出 ， 破老院等养老机构在农村难以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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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原因是因为 中 国传统孝道理念对农村人的影响 ［Ｉ 周鹏 （ ２ ０ １ ９ ） 针对老

年化社会下的养者压力 问题提出新型居家照料与社会力量合作的养老模式 ， 并指

出这种养老模式是未来发展的童要方向 Ｉ＇ 齐鹏 （ ２ ０ １ ９ ） 指出农村养者模式应主

要 以居家模式为主 ， 同时建设
一

系列配套的养老服务机构 。 稳重指出养老服务结

构可定时的向产生各类需求的者年人提供上门专业服务 ， 专业服务内容应包含生

活照料 、 心理辅导 、 健康保健与文化娱乐服务等 。 服务机构应在发展 中不断适应

当地农村的养老风俗习惯 ， 在保障居家养者模式基础上进彳 周整 ， 可满足老年人

家庭的基本需求 ， 也符合社会养老发展的发展方向 盂沙沙 （ ２ ０ １ ９ ） 基于我国

经济社会改革大背景下提出 了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进行 ， 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中应及时关注社会需求的不均衡问题 ， 提供有效发

展对策模式 １气 李小琳 （ ２ 〇 〗 ９ ） 提出 了
一

种农村互助养老发展模式 ， 此模式的设

置针对目前农村养者中保障不足 、资金不足与有效服务不到位的问题给出了 对策 ，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可促进农村养老服务发展 ， 满足者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卿。

（ ３ ）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李源 （ ２ 〇 １ ９ ） 在完善农村养者服务体系方面给出了意见 ， 研究 中提出农村养

老服务体系 的完善需要优化政府职能 ， 制定精准务实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体系 ，

不断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保障水平口 １

】

。 李建新 （ ２ ０ １ ９ ） 对 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

系的运行实践情況进行了分析 ， 并从农村家庭角度提出 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内容 ，

系统性地完善了农村养者服务体系内容％ 潘金洪 （ ２ ０ １ ０ ） 提出隨着我国老龄化

水平的不断加深 ， 彳努充的农村养老服务方式效果不断削弱 ， 而在此次研究 中基于

无锡养老服务体系 的基本情况建设了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职ｆ猜理服务体系 ， 本次

研究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智制七方向发展具有
一

定价值 ！別
。 许佃兵 （ ２ ０ １ １ ） 提

出为 了满足我国农彳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基本需求 ， 应积极构建新型农村养者服

务保险保障体系 ， 建立新型农村养老服务保险保障体系 中 ， 应明确政府部门的责

任划分 ， 或是好政府的权责明细 ， 落实好政府＆顶财政补贴制度 。 根据农村养老

月格发展需求情况 ， 可推出 由个人账户与最低养老金构成的服务保障制度体系 ，

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基本保障性服务
２ ４

１

。 杨宜勇 （ ２ ０ １ ８ ） 综合分析了 中 国者年人社

会养老服务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中 国老年人社会养若服务发

展体系 。 揋倡建立 丨

＇

＞１居家养者为主 、 社会服务为辅的养老服务体系 。 政符与社会

在服务体系 中应积极发挥作用承担责任 ｉ

２ ５

Ｌ

我国＃根据国家实际国倩对养老服务概念进行了童新界定 ， 养老服务在我

国表现出产业化发展趋势 ， 但仍然根据对国外养老服务发勝５验的借鉴坚持政府

的主导作用 。 相较于国外而言 ， 国内农村发展＾终是国家关注的童点 ， 其 中农村

养老服务发展更是众多 国内学者的主要探讨话題 ， 根据上述对国内学者关于农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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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者服务发展模式的研究 ’ 可以看出国内养老
？

服务发展模式处于不断优化的状态

中 ， 但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受到传统养老理念的影响导致老年人参与到养者服务中

的意愿并不强烈 。 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体系 中 ， 政府应作为主导部分 ， 而社会力量

应广泛参与 ， 形成多主体的养老服务发展体系 ， 政府在其中要有效落实好 自身的

保障作用 ， 而社会力量应合理贡献 自 身力量 ， 努力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水平 ， 完善

农村
■

服务发展体系 。

１２３ 研究逑评

综上所述 ， 国外关于养者服务的研究较早 ， 主要原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

龄化社会时间早 ， 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更加全面 ， 并且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养

老服务模式与体系结构 ， 且研究方向多集中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养老等方

面 。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 ， 农村养老间题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大话題 ， 目前 ， 国

内学者对农村养老服务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界定 ， 对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进行了探究 。

基于此 ， 本文以长舂市唯
一

的县农安县作为研究对象 ， 在农安县目前已面临严峻

社会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低下的基础上 ， 本文依托马斯洛层次理论与与福

利多元主体理论 ， 针对农安县现有政府 、 社会力量与养老机构三大层面的供给主

体供给服务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 旨在给出农安县供给主体供给服务水平提

升的切实建议 。

１ ． ３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１ ．３ ． １ 研究方法

（ １ ） 实地调查

针对农安县当前农村养者服务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 通过走访农安县与实

地调查了解农安县养老服务当前情況 ， 幷通过与当地老年人构通了解其内心对于

当前养老
？

间題的认识 ， 为文章写作奠定基础 。

⑵ 文献分析

通过查阋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农村养老服务研究等文献资料 ， 进行整理 、 归

纳 、 分析 ， 对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 总结反思现实问题 ，

进而为提升农安县养老服务水平搭建理论基础 。

（ ３ ） 间卷调查

本文釆取了 问卷调查法 。 为 了解农安县农村养者服务发展实际情況 ， 本次调

查间卷面向农安县前岗乡 、 龙王乡等共计 ２０个村发放 ３００份调查问卷 ， 回收问

卷数量为 ２９７ 份 ， 其中有效问卷数量为 ２８５份 ， 補率为 ９５％
， 调查问卷内容

详见附录 。 对问卷进行整理、 汇总 、 分类 ， 获得相关数据信息 ， 发现农安县养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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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存在的问题 ， 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 。

１ ３ ＊２研究创新点

目前 ， 学者们关于农村养老服务内容的探究多从单
一

角度进行分析 ， 论证主

体多为养老机构或政府 ， 且具体涉及到农安县养老服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 据

此 ， 本文针对农安县养老服务展开探究 ， 在论文中界定了农安县养老服务供给主

体及相应的服务功能 ， 从而展开详细论述 ， 可能对当前此领域的研究缺少起到弥

补空白作用 。

１ ．４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

第
一

层次为论文的
一

二章 ， 为研究基础部分 ， 在第
一

章绪论中提出问題 ， 在

第二章中介绍养者服务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以此作为研究基础为后文撰写奠定

基础 。

第二层次为论文的第三章 ， 内容上首先分析了农安县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

其次介绍了农安县农村养者服务发展现状 。

第三层次为论文的第四章与第五章 ， 内容主要介绍了农安县农村养者服务在

政府 、 社会与养老机构三个层面存在的间题及改善建议 ， 针对农安县养者服务发

展存在的问題 ，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与福利多元理论 ， 从政府层面 、 社会层面与养

老机构层面给出具体改善建议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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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Ｓ 养老服务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２ ． １ 养老服务相关概念

２ ． １ ． １ 农村老年人

根据国际标准 ，

一

般界定老年人为 ６５ 周岁 以上的人 。 根据定义标准差异可按

照年代年龄 、 生理年龄 、 心理年龄与社会年龄划分老年人群 。 其中 ， 年代年龄是

指老年人出生年龄 ， 是当前最为广泛的
一

种界定标准 。 生理年龄是指个体生物学

生理状态所表现出的年龄 。 其与年代年龄存在明显区别 ， 但具有一定同步性 。 生

理年驗ａ常按照血压等医学指标进行衡量 。 心理年龄划分主要按照个体意识与心

理活动程度 ， 同年代年龄间并未表现出 同步性 心理状态良好的个体通常会表

现出心理年龄低于年代年龄的特征 。 社会年龄是按照个体社会地位界定的 ， 主要

与个体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作用有关 。 年代年龄具有不可变性 ， 而生理年龄、 心理

年龄与社会年龄都可通过后天生活习惯改变 。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通过年代年龄

进行老年人划分 ， 因此农村老
■

年人是指年代年龄在 ６５ 周岁 以上幷长期居住在农村

的人间 。

２ ． １ ２ 农村养老服务

当前 ， 对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概念界定尚未存在
一

个统
一

的标准 ， 不 同学者从

不 同学科出发对农村养者服务的概念界定都过于宽泛而模糊 ， 这对于研究农村养

老服务问題并未有过多实质上的禆益 。 实际上 ， 就农村养老服务需求而言 ， 应该

将农４拷年人这部分特定社会群体置身于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 ， 在特定语境

下採讨农村养者服务这
一

具体社会间题 ， 因此 ， 农村养者服务问題不偏于经济

间題 ， 还属于社会问题 。 因此 ， 农村养老服务问題涉及方面众多 ， 包觀镇化 、

三农问题 、 社会保障体系等＿。 因此 ， 对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概念界定应该从经济

学角度将其视为
一

种
“

人格化
”

经济物品进行研究 ， 应认为农村养老服务具备对应

的经济属性 ， 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

结合有关公共政策和相关研究 ， 农村养者服务在本文的界定中为为 了满足年

代年龄在 ６５ 周岁 ＰＪＬ并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人的正常生活的不 同非现金形式的服

务需求 。

２ ． １ ．３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是指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单位主体 ， 通常包

括政府机构 、 家庭 、 社区及养老机构等 。 在本文的研究中 ， 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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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界定 ， 针对农安县现行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 将农安县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界定为

政府 、 社会力量与养老机构三个层面 。 其中农安县政府作为农安县养老服务供给

体系 中的主导力量 ， 其供给服务主要体现在政策引导、 金融扶持等 ， 社会力量是

指志愿者团队等社魏织 ， 其供给服务主要体现在资金捐赠 、 义务帮助等 ， 养老

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有偿养老服务的机构单位 ， 包括养老院 、 养老中心 、 社区

养老等 ， 其供给服务主要体现在住宿 、 饮食 、 护理 、 医疗 、 娱乐 、 照料 、 心理健

康照护等服务 。 在本文的研究中 ， 主要针对三个层面进行研究 ， 探讨政府 、 社会

力量与养者机构的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 存在问題与发展对策 。

２ ．２ 基本理论

２２ ． １ 马斯洛需求理论

马斯洛在 １９４３年发表的 《人类麵理论文中首次提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 。 该理论表示人类需求分为不同层次 ， 底层霄求为生理需求 ， 由下至上依次为

安全需求 、 社交需求 、 尊童需求与 自我实现需求 。 五种需求可以分为两类 ： 第
一

类包括生理需求 、 安全雷求与社交需求 ， 这三种需求可以通过外部条件满足 ； 第

二类包括尊童需求与 自我实现需求 ， 这两种需求可以通过内部条件满足 。 后
一

类

的需求是较为髙级的需求阴 １
！
。 此外 ， 个体成长发展各个时期 中 ， 均会存在

—

种

主导需求支配个体行为 。 低层次需求不会 由于高层次需求产生而销失 ， 但是伴随

高层次需求的追求不断提升 ， 低层次需求对个体行为的支配能力会不断削弱 ， 不

同层次需求间存在相互关联性 。 该理论表现出两大特征 ： 其
一

为昔遍性 ， 人类生

而就会存在需求 ， 当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 ， 髙层次需求 自然而然形成 ； 其二为

顺序性 ， 个体会首先追求低层次需求 ， 只有低层次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 ， 才能开

启个体对高层次需求的追求 ， 并且随着高层次需求对个体行为支配力的提升 ， 低

层次需求对个体行为支配力会逐渐削弱 。

农村养老服务同样遵循马斯洛层次理论 ， 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 农村老

年人需求表现出强烈的多层次 、 多样化特征 ， 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使农村老年人

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基本 日常生活需要的追求 ， 开始追求医护服务 、 娱乐服务 、 心

理辅导等高层次服妒 。

２福利多元舰

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现了世界经济逆増长的发展趋势 ，西方国家为缓解面临的经

济危机 ， 开始提出福利多元主义 。 蒂特姆斯指出福利多元化的真正内涵是福利社

会 、 财主福利与职业福利之间相辅相成 。 之后 ， 约翰逊在蒂特姆斯基础上童新对

福利多元主义进行了概念界定 ， 其指出政府不应是丨蔚 彳的唯
一

供给者 ， 社会组织、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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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与第三方都可作为福利供给者 ， 而且还表示个体同样是社会福利资源供

给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根据福利多元理论 ， 社会福利资源的供给主体应是多

元化的 ， 不应只 由单
一

政府主体或市场主体进行供给 ， 福利来源应呈现出多元化

特征 ， 表示福利供给也将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性 。 福利多元表现出多元化与分散化

两大特征 。 根据多元化特征 ， 社会福利来源包括政府 、 市场以及第三方 ， 完善的

国家福利体系必将是多个层面同时运作的结果。 而对于
一

个国家来说 ， 如果想要

实现社会福利多元化转变 ， 那么必须要注童福利市场化与 丨蔚 ｌ

ｊ非政府化转变 。 因

此 ， 必领要转变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 。 根据分散化特征 ， 社会福利供给主体应该

由政府向地方甚至樣会组织转移舛。

我国在 １ ９９９ 年正式迈入到老龄化社会 ， 而且老龄化程度在农村更为严童 ， 农

村老年人的养者服务需求不断提高 。 我国农村昔遍面临着未富先老 、 未备先老的

现状 ， 结合农安县当前经济水平 ， 农安县养者服务供给不应仅依赖于政府 ， 必须

要实现养老服务供给社会化转变 ， 使社会第三方主体 、 家庭 、 社区等全面参与其

中 。

９



＿大学颃士毕业论文


第三章 农安县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３ ． １ 农村养老服务制度的演进过程

３ ． １ ． １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养老服务制度

我国在建国初期 比较注童发展重工业与城市经济 ， 因此所制定的政策与制度

均倾向于这两个方面 。 而有关于求村－城市
”

的地域关系处理上 ， 釆取
‘

來村史爱

城市＇ 利用
“

剪刀差
”

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 ， 并 由政府出面统
一

釆购与销售 ， 从中

获取的利益主要用亍诚市工业建设 。 此外 ， 因为我国在生肓政策管制上非常宽松 ，

人口年龄结构昔遍呈现出年轻化特征 ，此时农村者年人在总人口 中 的 占比非常低 。

而且勞卅划经济的影响 ， 仅在地区内部出现产业分工与协怍以及劳动力流通

因此 ， 传统家庭生肓观念发挥着非常童要的影响 ， 此时家庭养老即可有效满

足农村养老服务需求 ， 而政府相关政策仅仅发挥出有限的辅助地位 。

因为 计划经济的强烈影响 ， 农村养者服务政策同样表现出强烈的计戈 Ｉ

Ｊ经

济色彩 。 １９５６年的 《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 中规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在生

产与生话上予以老弱孤寡残疾等缺乏生话 自理能力 的社员
一

定照顾 。 而在后续的

人民公社时期 ， 农村养老服务被划分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 供给模式为生产大队

农民 自主供给为主、政府与公社财政支出为辅 。然而因为城乡表现出的
“

二元经济
”

特征 ， 国家财政支出难以分割出大量资金用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这种情形
一

直维系到改革开放初期 ， 在政策层面 ， 养老服务开始渐渐步入到社会保障的正轨

上 。

３ ． １ ．２ 五保户制度与新老农保制度时代

五保户制度与新老农保制度是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制度发展的童要组成部分 ，

从改革开放到 ２００８年这段时间均可看出这两种制度是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制度体

系的缩影 。

１ ９９４年的 《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 》 中对五保户供养内容作出了详细的固

定 ， 主要分为吃 、 住 、 保 、 医 、 葬 ， 并规定供养基准为 当地农村农民昔遍生活水

平 。 １９９７年的 《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 》 对农村敬老院供养服务 、 建设管理等

诸多方面作出规定 。 而 ２＿ 年以后 ， 我国开始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 《农

业税条例 》在 ２００６ 年正式被废除 ， 农村五保户供养资金来源出现重大转变 ， 上级

财政资金与地方财班页算成为主要力量的 。

２００８年的 《 中共中央决定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童大问題的决定 ＞重新确定

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地位 ， 并着手进行新１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 由此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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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开始出现 ， 新农保的内容为
“

个人缴费 、 集体补助 、 政府补贴＇ 截至 ２０ １２

年年末 ， 新农保制度覆盖农村居民数量高达 ４亿 。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设立初衷是避免老年贫困 ， 可以保证农村老年人能够

充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但是新农保并未能实现这
一

点 ， 尤其体现在基本养

老金额度与各地区贫困线方面。 我国在 ２０ １２年的贫困线为 ２３００元 ， 而基本养老

金每年为 ６６０元 ， 两者对比存在明显差距 。 而且 ， 对比老农保来说 ， 新农保仍然

存在政府补贴额度 诸多 问题 。

３ ． １ ． ３ 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化时代

２００９年以后 ， 农村养老服务开始呈现出市场化与产业化发展特征 。 因为老龄

化加剧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落后 ， 老年群体养老服务需求増大促生了嘴色产业

即老龄化加剧与老年服务需求增大双童压力下 ， 弓 Ｉ 发的老年群体为主要对象的产

业经济活动 ， 主要活动内容为帮助者年群体提供医护 、 娱乐及文化等服务 。 我国

出台的多部相关政策均表达
一

个意愿为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社会养老服务市场之

中 ， 大力发展农村养者服务体系 。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 ， 市场化养老服务应涵盖社会化养者 。 这种观点认为当市

场经济发展到
一

定水平以后 ， 面临着老龄化加剧及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需求不断加

大等多童压力 ， 单４老服务供给主体显然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正常生活需求 ，

社会力量不得不参与其中 。 当前 ， 社会化养老主要包括居家养老 、 机构养者与社

区养老三种模式 ， 尽管供给主体表现出多元化特征 ， 就物资来源而言 ， 均是刑用

资金支付获取得到 。 从购买力来源角度来说 ， 市场化养老服务应涵盖各类型商业

养老制度 ， 主要为商业保险 、 新农保等各项养者创新模式口＇

３ ．２ 农安县农村人 口老龄化现状

农安县地处吉林省 中部 ， 土地面积达 ５４００平方公里 ， 耕地面积达 ３ ７ ． ５ 万公

顷 ， 下辖 ２２ 个乡镇 、 ３ ７ ７个行政区 ， 人口数量 １２０万人 。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 农

安县经济水平实现了飞速发展进步 ， 人民的生活７Ｋ平得到了明显改善 ， 农安县地

区人口平均寿命不断上升网 。 此外 ， 农安县与全国人 口 发展特征基本保＾致 ，

农安县人 口老龄化逐椒严童 ， 人口 出生率逐渐Ｆ降 ， 地区人口增长率较＾ 虽然

国家颁布了二胎政策 ， 由于时间较短 ， 此顶政策对农安县人口増长率并未产生明

显影响 。 此外 ， 在计划生肓政策的长期影响下 ， 农安县老龄化人口 比重逐渐上升 ，

青壮年人口数量相对较低 。 农安县老龄化愈加严重 。 本次研究中 对农安县不 同年

份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查统计分析 ， 结果如表 ３
－

１ 所示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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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农安县人 口年龄结构情况


年份０－

１４ 岁人口 （万人 ） １ ５ ￣６４ 岁人口 （万人 ） ６ ５ 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

１９８０
年 １ ５ ．９３ ３３ ． １６ ２ ．５４

１９９０
年 １ ５ ．２３ ３ ７ ．３４ ３ ．０９

２〇〇〇
年 １ ３ ．６８ ４ １ ．６２ ５ ．０５

２０Ｗ
年９ ．０６ ４６ ．５２ ６ ．０ １

２０ １ ７
年


＾
４２


４ １ ．４８


１ ３ ．３０

数据来源 ： 农安县民政局

由上表可知 ， 农安县 ２０ １ ７年常住人口为 ６３ ．２万人 ， 其 中 （Ｍ４岁人口数量为

８ ．４２ 万 ， 其占比为 １３ ．２％
；１ ５ ＞６４岁人口数量为 ４ １ ．４８ 万 ， 所占比重为 ６５ ．６３％

；６５

岁 以上人口为 １ ３ ．３ 万 ， 所占比童为 ２ １ ．０４％ 。 通过对比不 同年份数据可以明显看

出 ， 不 同年龄阶段人口数量出现了显著变化 ， 农安县 ０－

１４ 岁人口数量最低阶段为

１ ９９０年 ， 从 １ ９９０年到 ２０ １ ７年该阶段人 口数量逐年下降 ， 期间人口年均下降数量

约为 ２５００人刚。 而农安县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最低阶段为 １９８０年 ， 地区 ６５ 岁

及以上人口数量有 １９８０年到 ２０ １４ 年不断增加 。据全国第六次人 口昔查数据显示 ，

农安县地区人口者龄化 日益严重 ， 在第五次人口昔查中 ， 农安县老年人口为 ５ ．０５

万人 ， 在第六次人口昔查中农安县老年人数量增加到了６ ．０ １ 万 。 本次所调查数据

显示 ，
２０ １ ７年老年从 口数量到了Ｂ．３万人 ， 与第六次人 口昔查数据结果进行比

对 ， 其增长率达到了１ ２ １ － ３
°
／〇 ， 増速较快 ［

４ １
］

。

本次调查中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标准数据为依据 ， 对农安县人口年龄结构组成

情况进行分析 。



表 ３ －２ 人口结构类型的标准数值


年龄结构类型 老年人口系数 儿童少年人口老少 比年龄中位数



ｍ


年轻型５％以下４０
。
／。以上 １ ５％以下２０岁 以下

成年型 ５％￣

１０％ ３０
°
／“。％ １ ５％－

３０％２０－

３０
岁

老年型


１０％以上 ３０％以下３０％以上３０岁 以上

数据来源 ： 实地调鐘究整理

本次研究以通用 的人 口年龄结构标准数值为分析依据 ， 以表 ３ －

１ 数据内容为

分析对象 ， 通过分析了解到农安县人 □年龄结构从 １ ９９０ 年开始进入到成年型阶

段 ， 在 ２０００年农安县老年人増加了３ 个百分点 。 根据统＿据分析了解到 ，
２ ００７

年农安县老年人数量增加明显 ， 此阶段 ， 农安县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问题 。 由 ２０ １ ７

年数据显示 ， 老年人所占比童为 ２ １ ． １％
， 这表明农安县地区老龄化问題比较严童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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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部门需要特别关注地区养老服方工作 ， 关注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建设开展

情況 。

１ ４

卜

－一一—

１０／／

８

 ｜

５ ／

一Ｊ
７

＞ 》＿＿＿＿謹＾｜
＾

^

１雜０年 １９９０＾ ２腦）年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

农安县老年人 口數星 （ 万 ）

一＃— 农安县农衬老年人 口数望 （ 万 ）

图 ３
－

１ 农安县 ６ ５ 岁 以上者年人及农村老年人 口 比重趋势变化

数据来源 ： 农安县民政局

由上图可知农安县老年人 口总数与农村老年人口总数比重的变化趋勢基本相

同 ，
１ ９ ８ 〇 －２〇 １ ７年农安县老年人 口变化趋势主要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在 １ ９ Ｓ ０

－２ ０ １ ０

年农安县老年人口变化趋势为 比较平缓 ， 幅度较小 ， 在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７年间者年人 口

数量 比童变化比较明显 ， 人 口数量增加明显 。 ２０ １ ０ 年后农安县老年人 口数量增加

速度较快 ， 截止到 ２０ １ ７ 年末 ， 农安县农村者年人人口数量已经到了１ 〇 ＿ ６ 万人 ，

所占比童达到了１ ６ ． ８
°
。

， 整体増速较快間。 以此推断 ， 农安县农村老年人口数量

比重会逐渐増加 ， 伴随着老年人 口数量的不断増加 ， 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也

会不断增加 。

３ ． ３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３ ．３ ． １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政府供给现状

农安县政府依据国家和上级政府出台的养老服务体系政策 ， 结合农安县农村

地区者年人 口倩况 ， 于 ２ ０ １ ６ 年制定了 《农安县养老服务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 》 ，

在后续工作开展中樹居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況颁布了 《农安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攻坚 彳动实施方案 》 。 制定出台了养老服务业扶持政策 ， 建成 １ ０ ０ 个老人社区 日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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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照料站 ， 为 １ ０ １ 家社会养老机构发放运营补贴 ，
１ ０ ０ 余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农村

五保老人实现集中托管治疗 。 依法取缔 Ｓ 家问题养老机构 ， 改善了４ ９ 家养老机构

办院条件 。 通过上文可见 ， 近几年农安县政府对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关注力度

正在不断握升 ， 而且吉林省政府在养老服务发展方面也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 ， 农

安县对此积极落实上级政策 。 然而虽然当前对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扶持方面的关

注力度正在不断提升 ， 但不可古认我国对农村养老服务 １

５
］題的关注时间要远远滞

后于农村养老压力激増时间 ， 因此当前制定发布的相关政策仍然比较少 ， 且涉及

方面不够全面 。

农安县政府服务制度主要包含农村
“

五保户
”

制度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

制度 。 农安县
“

五保户制度
”

有效缓解了农村老年人养老难的基本问题 ， 但在长

期应用 中也反映出 了制度供给范围 、 经费救助的不足 。 此外 ， 农安县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发展速度快 ， 昔及范围广 ， 截止到 ２ ０ １ ５ 年 ， 农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报销 比例 已经到了７ ５％ ， 对于 ２ ３ 项重尤疾病的报销 比例也提髙到了８０ 。南

６ ０％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保护农村人 口生命健康 ， 减轻农村人 口 医疗负担

方面效果显著 。

此外 ， 吉林省 民政 ＪＴＦ发的关于农村养者服务发展建设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农

村养老服务发展必须要具有充足的资金投入 ， 在发展 中应坚持以村集彬５济投入

为主要力量 ， 和极鼓励与吸收社会力量的出资出力 ， 在实际工作开展 中可以釆取

对 口帮扶单位扶建等多种发展模式 。 地方财政应在 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资金扶

持基础上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资金投人力度 ， 保证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建设

和运营资金充足 。 通过本次实际调研得知 ， 长春市农安县合心乡敬老院建设投入

资金为 １ ７ ８ 万兀 ， 其资金来源是合心乡 对应的包管帮扶单位长春市财政局 。 ２ ０ １ ８

年吉林省 民政府陆续拨款 ８ 万到 １ ３ 万元不等投入到农安县前 岗乡 、龙王乡等农村

养老机构之 中 。 虽然资金扶持力度 已有
一

定提升 ， 然而养老服务发展 ３ ？擴金需求

非常大 ， 当前农安县政府资金投入仍然难以 ；茜足资金需求 。

依据Ｃ我国农村养者保险制度指导意见 ＞ ， 农安县从 ２ ０ ０ ８年开始积极开展了

农村养者保险制度监督管理工作 ， 在农安县政府监督管理工作积极推行下 ， 农安

县新型农村养者合作制度得到了迅速昔及 ， 并得到了广大农村居 民的大力支持 。

目前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监督管理机制 中 ， 并未设置有关农村居民服务制度的

有效反馈机制 ， 导致监督管理工作无法合理衡：ｔ政府所提供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运行实施的实际情况 ， 农安县农民也无法及时合理反馈养老生活 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 。

３ ． ３ ．２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力量供给现状

农安县目前社会力量在农村养老服务 中 的参与程度非常蒗弱 ， 通过实地调研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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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农安县养老服务发展资金来源中 ， 社会力量的参与仅仅在其 中 占据了４％ ，

这一数据主要来源于对所调查的农安县养老机构近三年内的资金来源整理的推

断 。

养老机构资金来源统计占比

Ｉ
 Ｉ

？ 政府 ？ 社会力星

图 ３
－２ 调查的农安县养老相淑 １近三年内的资金来源占比

数据来源 ： 实地调查研究整理

社会力量昔遍不愿意在养老服务发展上投入资金 ， 目前养老服务发展资金主

要来源仍然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 。 而且根据调查 ， 志愿者团队等社会力量的参与

度同样较低 ， 面对老年群体的无偿帮助性单位或机构完全缺失 ， 而志愿者团队更

倾向于为长舂市养者服务发展贡献力量 ， 完全未能考虑到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发

展 。

另
一

方面 ， 农安县老年人昔遍表现出不愿意参与到养老服务中 ， 图 ３ －

３ 为根

据调查问卷整理出的农安县者年人的养老方式倾向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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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老年人养老方式倾向

３ ．腦

ｍ
＂ ＾

Ｉ

ｒ
：

．

．

卷
＇

Ｗ

■ 家庭养老 ■ 敬老院养老 》 养老机构养老 ｓ 商业保险养老

■ 新农合养老■ 自我养老 《？ 其他

图 ３ －３ 农安县者年人不 同养老方式倾向比童

数据来源 ： 调查问卷结果整理

由 图 ３
－３ 可知 ， 目前有 ７ ８％的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

■

方式 ， 其占比最大 ； 其次

为敬老院养老方式 ， 占比为 ９％
， 而养老机构养老仅占比为 ２％ 。 出现这种情况的

主要原因在于 旧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 社会整体深受
“

养儿防老
”

观念的影响 。 旧

思想观念的影响造成农安县缺乏良好的尊老爱老氛围 ， 甚至对于社会力量的参与

也产生
一

定影响 ， 造成他们认为养老是家庭的责任与义务 ， 没有必要参与其 中 。

３ ． ３ Ｊ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养老机构供给现状

本次研究中 对农安县 ２０ 个村的养老结构资源倩况进行调研分析 。调查 中 了解

到 目前农安县农村的养老服务机构基本与农村村部公用 同
一

办公区域 ， 大多数养

者服务初构都投有独立１务场所 。 目前 ， 龙王乡养老服务条件较好的农村建立了

独立的老年活动室 、 阅览室等 。 以龙王乡为例 ， 最大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建筑面

积为 ３ ６０平方米 ， 最小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建筑面和为 １ ９ ０ 平方米 。 由于养老服

务机构房屋建筑空间面积有限 ， 农安县很多村庄都未向农村老年人提供独立的图

书阅览室 ， ［
Ｈ
］是在老年话动室 中设置图书阅览角 以代替 。 龙王乡 的养老服务机构

具体建筑面和情况如下表 ３
－

１ 所示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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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４个村庄养老服务机构建筑面积情况


调研村庄新民村


联合村 于家挂子村翁克村

养老服务机构Ｍ０平方米３４０平方米２７０平方米 １ ９０平方米

建筑面积

是否独立与村是否 否 否

部


数据来源 ： 实地调紐究整理

经过实地走访 ， 发现 ４ 个村庄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情況建设水平有着明显差

异 。 其中新民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水平建设比较完善 ， 可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 日

间休息室 、 棋牌活动室 、 乒乓球活动室、 图书阅览Ｍ 。 新民村养老服务结构还

为老年人提供免费饮食 ， 老年人如果不想回家就餐 ， 可以在服务中心就餐休息 。

调研中 乘除 ３ 个村庄的基础设施服务相对较差 ， 所能提供的设施数Ｉ：较少 ， 内容

简单 ， 活动空间有限 。 ４ 个村庄所提供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如表 ３ －２ 所示。



表 ３ －２４个村庄养老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情况


养老服务机构新民村联合村于家桂子村翁克村

设施情况
＾

棋牌室Ｓｉ％ ^

兵兵球室有有 无 无

护理设备有无 无 无

健身器材有有 有 有

床位情况 ５ 张 ３ 张无无

食堂
Ｊ％



％


无

数据来源 ： 实地调翻究整理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的服务设施虽然存在较大差异 ， 但都可满足当地农村老

年人的基本需求 。 本次调研中 了解到 ， 目前农安县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内容主要以

餐饮服务 、 文化娱乐服务 、 日常护理服务 、 医疗服务等为主 。 走访调研中 了解到

目前仅有新呙村可为老年人提供餐饮服务 ， 并为者年人提供了专门的食堂。 在医

疗服务方面 ， 龙王乡的 ４个村庄服务水平都叶分有限 ， 服务内容比较欠缺 ， 老年

人在养老服务机构 中仅能铡量血压 、 体温等基础顶目 。 无法提供更加完备的医疗

服务帮助 。 在文化娱乐服务中 ， 各个村庄都可以为 当地老年人提供简单的娱乐项

目 ， 新民村在 ４ 个村庄中 的服务顶 目内容比较突出 ， 在娱乐顶目 中加入了 多媒体

设备 ， 以保证最大程度的满足当地农村老年人的娱乐需求 关于 日常护理服务 ，

本次调研 中 除了翁克村以外 ， 其他三个村庄满提供 。 走访调研中龙王＾ ４ 个村

庄的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内容如表 ３ －３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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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３ 龙王乡 ４个村庄的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内容

１研村庄新民村联合村 于家洼子村翁克村

餐饮服务Ｗ％＾ ^

文化娱乐服务有有 有 有

医疗服务有 （基础服务 ）无有 （基础服务 ）无

曰 常棚艮务有
Ｊ１



无

数据来源 ： 实地调細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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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安县农村养老雇务供给中的主要问题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是以家庭为基础 ， 以政府为主导 ， 紧紧依托城乡社会并

集合社会保障制度开展的社会型公共服务 。 农村养老服务中政府 、 企业与社会组

织共同提供专业化服务内容 ， 以、满足基层群众的养老需求 。 养老机构 、 社会组织

与政府的服务及工作内容直接关系着农安县地区农村养老服务的质量 ， 就此 ， 本

章深度分析了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在三个层面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４ ． １ 政府层面

４ ． １ ． １ 扶持臟与相关制度不完善 ， 资金投入不足

农安县虽然已出台少量政策 ， 对此的重视力度也有所提升 ， 然而在政策制定 、

实施豁环节仍存插限性 。 从政策制定方面来说 ， 有关Ｗ老服务線的政策

主要 １＾溯领性与原则性为主 。 为了应对农安县激増的养者服务需求 ， 农安县欲通

过制定政策实现对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服务的调动 ， 然而因为都是从纲领性出发提

出政策 ， 导致政策覆盖面不强 ， 缺乏具体的落实 。 以扶持政策为例 ， 虽然已设定

扶持政策 ， 但扶持政策的实现门植较高 ， 很多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单？以满足

设定标准 ， 无法获取到相关优惠力度 。

本次调查中 了解到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政策制度中主要 由农村社会保险 、 农

村社会救助 以及农村社会福利及优抚构成 。 农安县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处于不断

发展完善的阶段 。 虽然政府部门针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不断增加 ， 但由于广大

农村地区者年人口庶大 ， 因此起到的实际作用并不明显 。 以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 ， 虽然每年的参保率都在提高 ， 但仍未达到 １ ００
°
／。 ， 也就

是仍未全覆盖 。根据网上资料搜索 ， 农安县 自 ２０ １４年 ７ 月全面实行养老保险制度 ，

目前缴费表共设立十三个档次 ， 最低 元每人每年 ， 最高 ３０００元每人每年 ， 基

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为 ８０元每人每月 ， 每年交 １００元连＿纳 １ ５ 年每月可领取养

老金 ９２Ｊ９元 ， 缴费时间越长 、 缴费标准越高 ６０ 岁时可领取的养老金越多 。 以现

有的物价７Ｋ平 ， 每月 ８０元是无法起到生活保障作用 的闕。 另外 ， 农安县
“

五保

户
”

制度在实行中也时常出现应保未保 、 保障不足的情況 。 自 ２〇〇〇年起 ， 农安县
“

五保户
”

制度的保障资金渠道发生了变化 ， 直接影响了制度运行效果 ， 农安县

政府在
“

五保户
”

制度保障工作中也逐渐显得力不从心 。 由于农安县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实行了
“

大病＾兼顾 、 小病理赔
”

的合作制度 ， 导致新农合制度中

对大病的划分不明晰 ， 农民的门诊及 日常跌打损伤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无法划入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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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险范围 以内 ， 农安县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的实际收益并未达到预

期要求 。 当前农安县农村医疗报销程序和群众看病诊疗过程过于繁琐 ， 导致农村

居民 ２１＾安县现行新农合制度箱镜 ：度较低 。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 ，农安县境内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増加 ，

老年人口 的增加使得农安县农枯地区养老服务压力倍増 ， 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 为

了解决农村养者服务中 日益激励的供需矛盾 ， 政府部门在养老服务服工作中投入

更多 的资金 。 政府部分是农安县农村地区养者服务建设的主导部分 ， 在养老服务

工作中 ， 政府提供了主要资金＾ 虽然 ， 农安县每年都会不断提高农村养老服务

专项资金 ， 但与省内其他县区相比 ， 在农村养老服务中 的资金投入远远不足 。 农

村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 ， 农村地区绝大多数都愿意享受老年养老服务 ， 但 由于收

入水平比较低 ， 因 Ｊｉ抚法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资金找入不

足 ， 导致老年人无法享受免费的养老服务 。 农安县农村老年人口在很 段时间

内 ， 仍会不断增长 ， 因此政府部门需要特别关注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工作 ， 不断增

加资金投入 ， 由于养老服务投资回报期长和政府优惠政策不足以及农村销 费能力

低的原因 ， 社会资本投资农村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不高 ， 养者服务资金来源单
一

，

渠道不畅 。

４ ． １ ．２ 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 ， 监督程序缺失

我国＾服务起步较晚 ， 发展相对较慢 ， 养老服务体系结构整体不合理。 农

安县养老服务行业长期以来受经济条件限制 ， 影响了服务建设工作的开展 ， 目前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昔遍存在着＾金不足 ， 缺少养老服务专业从业人员 ， 农村地

区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不足。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 ， 在问及到
“

您对现在

的农安县养老服务体系满意吗 ？
”

问題时 ， 问卷结果统计如图 ４ －

１ 所示 。

２０





延边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您对现在的农安 Ｕ斧 老服务体 系满盘吗 ？

痛
７２

Ｕ ＞

１０２

？ 非常蒴意 ＂＞

很蒱意 ——般 很不《意 ■ 非常不蔟意

图 ４４ 农安赫老服务体系满意度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 ： 调查问卷结果整理

由上图可知 ，
４３ ＿ Ｓ ６％的人表示对当前农安县养老服务体系不满意 ， 而有

３ ５ ． ７ ９％的人表示对当前农安县养老服务体系满意度仅是
一

般 ， 通过这两个数据可

知当前农安县养老服务体系仍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在管理 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 县级辖区内的农村服务

管理机制并不完善 ， 并且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部门 ， 监督制度的缺少不然会影响

到现彳于养老服务管理制度的正常运行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于业发展建设水平不

断加快 ’ 在政府主导下 ， 社会■只不断进入到农村养老服务行业中 ， 农村养老服

务工作质量业不断提高 。 在多类主体共同进入到农村养老服务工作 中后却忽略了

监管工作的重要性 。

一

部分社会组织表面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为 口号 ， 而实际上则

以骗取地方政府补助费用为主 ， 并未在农村养者服务工作 中发挥实际作用 ， 此类

问题的出现严童破坏养老服务的公益性 ， 养老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将会受到
一

定影响 ， 严重倩况下 ， 容易出现失 ■

信于民的问題 ， 不利于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工

作 。 因此政府部门需要特别做好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建设的监督工作 ， 全面监管 ，

发挥良好作用 。

农安县养老服务虽具备
一

定的发展规模 ， 但并未形成行业标准规范 ， 养老服

务 中不符合标准的内容仍需进行改正 ， 鼓励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能够实现 自 主评价

管理工作 ， 及时发现 自 身的缺陷与不足 ， 及时改进管理结构 中 的问题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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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社会层面

４丄 １ 社会力暈参与窻愿不足

农安县在农村养老服务建设 中积极鼓励社会力量的进入 ， 并制定了
一

系列优

惠政策 ， 在政府优惠政策扶持下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机构发廠快 ， 社会力量在农

安县农村养老服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社会力量的进入虽然对农安县农村养

者服务工作提供了
一

定帮助 ， 但却是十分有限的 ， 农安县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较为落后 ， 社会力量虽容易进入到农村养者服务 ， 但其坚持时间却 比怒涯。 社会

企业及社会团体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而倾向于诚市养老服务工作 ， 城市养老服务

工作发展迅速 ， 养老机构建设速度快 、 环境好 、 设备齐全 ，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老

人则无法享受到此类服务 。 目前 ， 农安县已经积极组织引入
一

定的社会力量进入

到农村养老服务中 ， 主要 以成立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中心为主 ， 但其服务内容及

实际效果十分有限 。 研究 中走访农安县十八家子村了解发现地方农村有社会力量

组织成立的农村老年人关爰服务中心共计居住着 ２ １ 位老年人 ， 而关爰中心中建设

初期设计的床位 １ ２０张 。 关爱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数量少 ， 大多数由附近农村农民

承担主要工作，
２

】

。 这也表明 ， 社会力量在农安县农村养者服务中并未产生较为

明显的作用 ， 而农安县农村地区存在着老年人参与度低的问题 ， 参与度过低将会

直接影响到养老服务工作的正常幵展 ， 由社会力量所提供的养老服务设施及服务

服务得到实际应用 ， 在
一

定程度Ｊｌ影响了社会力量在农村地区的开展 ， 不利于此

项工作的长期进行 。

４ ．２２ 思想观念落后 ， 尊老爱老文化不普及

据
“

农安县农村老年人不同养老方式倾向 比重
”

问卷调查结果可知 ， 目前农

安县农村传统养者思想根深蒂固 ， 思想观念过于落后 。 传统养者思想的长期存在 ，

直接影响了区域内社会公益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 ， 社会公益力量无法正确认识到

自身在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

“

养儿防者
”

传统家庭养者

观念的影响 ， 导致农安县社会养老氛围缺失 ， 县区内社会公益组织 ， 无法积极组

织开展农村养老公益活动 ， 社会力量也会片面的认为农村养老服务工作是者年人

家庭个体成员的责任与义务 ， 而 自 身在养老服务中发挥的作用十分薄弱网 。 长期

以往 ， 农安县农村养老工作中社会力量尊老 、 爱老思想便会受到严重打击 ， 无法

农村养老服务中发挥实际效用 ， 影响了后续工作的积极性 ， 社会志愿者的尊老思

想便钱到严童打击 。 在传统思細束缚下 ， 农村老年人隸对社会公益养老服

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 ， 老年人 自 身也并未意识到社会公益养老服务的优势 。 农

安县农村农村老年人在传统
“

养儿防老
”

思想影响下 ， 认为社会公益养者服务无

法保障 自 身的要求 ， 认为参与到社会养老服务中会
“

丢面子
＂

， 而社会公益力量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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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影响下 ， 也会产生
一

定的负面发展态势 ， 最终导致社会力量无法在农村养老

服务工作中 发挥实际效用 。

４ ．３ 养老机构层面

４ ． ３ ． １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

农村隸服务供需不匹配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现有养老服务无法满足农

安县广大农村地区者年人 口 的养者服务需求 ， 此问題在我国农村地区昔遍存在 。

农安县针对养老服务供需匹配问題进行了积极探索 ， 但仍然无法实现养老服务供

给与农村老年人人 口需求的合理匹配 。 当前 ， 农安县农村养者服务供需不匹配问

題主要体现在养老服务内容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 本次研究中针对农安

县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匹配问題进行了调查 ， 有关问卷 中
“

您对现在农安县养老服

务中 的文化娱乐服务供给情况满意吗 ？
”

、

“

您对现在农安县养老服务 中 的医疗

月勝供给情況满意吗 ？
”

、

“

您对现在农安县养老服务 中 的 日常护理服务供给情

况满意吗 ？
” “

您对现在农安县养者服务 中 的餐饮服务供给情况满意吗 ？
”

间

题的统计如 图 ４ －３ 所示。

臟 ！
＂

ｉ
－－－楊 ．。

裏

６０％ ［

， 奪纖
概０

．“
？
見 ‘

３０％

＇ 丨

…

： ： “
文化娱乐服劳医疗服务日常护理朋劳餐饮服夯

隨 非常潢意 ■ ？意 ＆一般 不葙意 續 非常不莰意

图 ４ －３ 农安县农村者年人服务内容供绐满意情况

数据来源 ： 调查问卷结果整理

农安县农村老年人的基本护理服务需求无法通过养老服务得到有效解决 ， 此

外 ， 农村养老服务市场 目前正处于严重的供需失衡状态 ， 其主要表现为农安县地

方政府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具备了购买价格低 、 管理较为规范等优点 ， 这也导致政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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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提供的养老服务需求过多 ， 而地方民办机构所提供的养老服务 由于价格相对

较高 ， 农村者年人无法接受过高的价格 ， 而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昔遍服务质量比较

好 ， 相关配套设施比较完善 ， 由于农村需求不足 ， 导致民办养老服务资源严重浪

费 。 农安县 目前所存在的供需不匹配问題仍是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主要矛盾 ， 因

此需要通过多方协调努力 ， 探索出适合农村养者服务 ， 适合农安县地区实际情况

的养老服务供需对策 。 当前 ， 农安县仅为农村地区三无 、 低保及高龄老人提供免

费养老服务内容 ， 除此以外 ， 其他农村老年人无法享受到养老服务优惠政策 ， 农

安县农村养老服务优惠政策并未大范围昔及％ 。 养老服务优惠政策昔及工作及养

老服务建设工作仍需要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完成 。 此外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顶 目

所包含的内容过于单
一

， 其 中仅包含简单健身娱乐与医疗保健简单内容 ， 服务内

容 中基本无法提供法律援助等专业性内容 。

４ ． ３ ．２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落后

农村与城市相 比经济发展相对缓ｆ曼 ， 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 基础设鮮完

善 。 而与养老服务肩息柏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更是明显滞缓 、 养老服务基础设

施比織后是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开展面临的主要问題 。 在城市化告诉发展

的今天 ， 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更加倾向于城市建设 ， 农村她区的养老服务基础

设施建设工作开展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农村养老服务的基本需求 。 随着农村养老服

务服务供需矛盾的不断强化 ， 政府部门需及时做出反应 。 本次研究 中 对农安县农

村地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 ， 在问及到
“

您认为养者机构基础设施

是否完善 ？
”

问题时 ， 间卷结果统计如图 ４４ 所示。

您 认为养老机构坫础 设施 坫＃完 涔 ？

Ｉｖ
；

９ｂ ｉ

■ 不芫善 ■ 芫善

图 ４ －４ 农安县养老机构基础设施水平调查结果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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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 调查问親果整理

最终了解到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通常仅建立了老年人活动 中心 ，

但农安县农村老年人活动 中心并无法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 ，

“

空房间
”

的问

題比较严童 ， 很多地方只是挂了招牌 ， 却没有实质性的服务内容 。 由此了解到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不到位 ， 基础设施并未完全昔及 ， 很多地

区的养老服务设施只有简单的健身器材 ， 并且大多数健身器材并不适合老年人使

用 ， 如棋牌室等其他娱乐设施基本无法提供 、 农安县农村地区虽提供了部分养老

服务基础设施 ， 但老年人的使用频率较低 ， 并未发挥实际效果 。

４ ．３ ．３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父少 ， 整体素质偏低

服务人员数量较少及整体素质水平过低是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管理中存

在的主要问題 。从业者昔遍认为农村她区的养者服务服务工作不仅工作内容繁童 ，

并且薪水较低 ， 因此人们更多地选择去城市地区从业 。 本次研究中通过走访调查

了 ， 了解了农安县农村年轻人对此基本看法 。 其中绝大多数农村年轻人并不愿意

从事养老服务工作 ， 年轻人更倾向于去大城市发展 。 而 已经从事此顶工作的年轻

人主要是因为家庭原因 ， 如需要照顾家庭 ， 因此选择从事此项工作 。 此类人群基

本会在处理完家庭间題或者发现更好的机会便会辞职 ［
５５

３
。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 ’ 导致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服务工作中 出现人员少 、 流动性大 ， 及整体素质水

平偏低的情况 。 虽然农安县农村养者服务机构会为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 但在髙人

员流动性下 ， 导致培训工作更加繁童 。 目前 ，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人员主要

为附近农村的无业妇女 ， 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 能力水平较差 。 根据实际走访 ，

以合心乡敬老院为例 ， 内部医护人员共计 １ ３ 名 ， 其中仅有 ４ 名人员为 医护专业毕

业 ， 而另 ９ 名医护人员均仅仅接受过入院的茼单培训 。 虽然可以提供简单的培训

工作 ， 但受 自身能力水平限制 ， 以及缺少专业化知识 ， 因此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

工作人员仅可以提供简单的 日常基础性服务工作 ， 养老服务中 虽包含心理疏导、

健康指导 、 法律援助等多顶内容却无法提供械服务 。

专业人才不足是农安县养者服务庁业发展的
一

大阻碍 。 目前 ， 农安县从事农

村养老服务的人员主要 由下岗工人和农村无业者构成 ， 特殊的从业人员服务群体

导致农村养老服务人员队伍整体素质水平有限 。调查间卷中
‘

您对养若机构服务人

员的服务水平是否满意 ？
”

间題的调查结果表明 ， 仅有 ２７ ．０２％的人表示对当前养

老机构服务人员服务水平达到满意状态 ， 而有 ３３ ．６８％的人表示对当前养老机构服

务人员服务水平不鑛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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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养老机构服务人员 的服务水平是杏满 ．ｓｉ

ｉ Ｉ

１
＇

？？ 非常葙意 ■ 很＊意 ＊
一般 ｙ 很不蒱意 ■ 非常不茜意

图 ‘ ５ 农安县养者机构服务人员服务水平满意度调＾果

数据来源 ： 调查问卷结果整理

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人员在受 自 身文化素质水平限制只能从事养老服务 中 的
一

线基层工作 ， 并且从业人员主要以女性为主 。 工作辛苦 、 工作环境差 、 脏累是人

们对农村养老服务行业工作的第
一

印象 ， 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导致农安县养老服

务工作岗位工作人员流动性髙 ， 人员无法适应高轻度的工作 ， 纷纷寻找其他新的

工作 。 近些年 ， 农安县养老服务虽受到
一

定童视 ， 但管理部门仍未对行业 中 的人

员管理工作进行科学化管理 ， 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也未有改善 ， 人们无法从改变

对此顶工作内容的认识 ［气 当前 ， 农安县养老服务工作 岗位 中 ， 通过正规培训 、

持证上岗 的工作人员少之又少 ， 大部分工作人员并没有岗位资格证 ， 这也导致其

月艮务水平与农村养老服务所规定标准相差甚远 。 农村养老服务专业人员的匮乏导

致 ， 直接影响了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 ， 服务质量水平整体偏低 ， 服务

岗位 中缺少了专业的护理工作Ａ员 ， 农村老年人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护理帮助 。 农

安县农村养老服务起步相对较晚 ， 此顶工作仍在发展建设过＾呈 中 ， 农村养老服务

行业仍需不断完善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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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建议

农村养老服务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以政府为

主 、 市场及社会结构为辅 ， 而且依据福利多元理论 ， 社会福利 、 财主福利与职业福利间相

辅相成 ， 政府不应作为单
一

福利供给者 ， 加之农村养老服务需求与压力不断加剧 ， 社会力

量参与其 中 已成为必然发展趋势 。 结合上文分析的农安县养老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題 ， 本章

内容 中给出针对性的改善建议 。

５ ．１ 政府层面

政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 并且根据福利多元理论 ， 其也是社会公共福利供

的主要供给者 ［
；

＿

１
。 当前 ， 农安县人 口老龄化 日益加重 ， 政府必须要准确认识濟 自 身在养者

服务发展 中 的正确地位 ， 发挥 自身职能 ， 宏观层面进行整体调控 ， 对养老服务做好供给调

配引导 ， 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到农村养老服务之中 ， 不断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 ， 借助

宏观经济环境的力量不断优化养老服务水平 ， 落实好农村养老服务监管工作 ， 促进农村养

老服务市场的稳定发展 。

５ ． １ ． １ 坚持政府主导 ，
加大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

政府是养老服务发展的主导者 ， 农安县政府必＾页要发挥出主导作用 ， 不断完善养老服

务相关法律法规 ， 从政策层面予以倾斜 ， 让社会机构参与养者服务的热ｉ青更加强烈 。 农安

县必须要降低已设置的扶持政策的准入门槛 ， 明确合理的扶持标准 ， 使农安县县内积极投

入到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与企业机构可以享劳 彳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 。 其扶持方向可以考

虑到三方面 ： 第
一

， 税收优惠政策 ， 对于从事养老服务产业的企业或个人免交
一

部分所得

税 ， 保障他们的盈利 ； 第二 ， 公立银行可为从事养者服务产业的企业或个人提供低息贷款 ，

保障他们的启动资金与运营资金充足 。 只有如此 ， 才能使市场主体 、 社会团体与志愿者等

公益组织和极参与到农安县养老服务发展之 中 ， 对现有养者机构 ， 特别是
一些私营养者机

构在政策上多 予以倾斜 ， 不断探索农安县养老机构长远发展的有效机制 ， 使
“

银色浪潮
”

产业在农安县扎根发芽 ， 不断成长间 。 若想实现农安县养老服务的 良性长远发展 ， 那么必

须要坚持农安县政府的主导地位 ， 农安县政府需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 。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养老服务发展的关键 。 农安县必须要提髙
“

新农保
”

制度覆

盖率 ， 实现农安县县内的全面覆盖 ， 为农安县老年人晚年生活提供资金保障 ， 使他们具有

足够的资金购买养者服务 ， 此外应进
一

步健全当前
“

新农合
”

制度 ， 提髙医疗报销水平 。

而且还应进
一

步完善低保制度与五保户制度 ， 让社会救助 同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形成有效的

衔接 ， 使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老年群体 同样可以参与到养老服务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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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我国各地区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仍是国家财政资金 ， 因此政府是养老

服务发展的重要财政保障 ［
５ ９

］

。 我国当前存在严重的城乡 发展不平衝 ， 农村经济相较于城市

经济发展缓慢 ， 农村经济基础薄弱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 因此农安县很难凭 自身财力 发展养

老服务 ， 仍需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 首先 ， 农安县政府应向上级争取养老服务发展资金 。

当前 ， 农安县机构＿以五保老人居多 ， 在实际走访 中 发现 ， 很多者年人存在入住养者机

构的需求 ， 但此部分人群的共性是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 家？济条件不支持其入住养老机

构 。 所以 ， 农安县政府必须要加大对养老服务的资金投入力度 ， 尤其是要大力建设公益性

养老机构 ， 并予以足够的运营资金 ， 避免公益性养老机构因经费短缺而与市场养者机构提

供的养老服务质量相差甚远 。 此外 ， 农安县政府还要加大对入住公益性养老机构的者年人

的补贴 ， 并结合不 同家庭实际经济状况调整供养标准 。 除此之外 ， 农安县不应仅考虑使五

保者人入住公益性养老机构 ， 应让更多老年群体可享受养老服务发展成果 ， 结合不 同家庭

经济条件予以
一

定政策倾斜 ， 保证有入住养老机构需求的老年群体不因经济条件而无法入

住养老机构 目前 ， 农安县老年服务市场服务对象主要为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群体 ，

根据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 ， 这部分群体需求将不断向更高级别的需求洧进 ， 老年服务市场

应针对这部分群体的需求动态变化延伸 自 身覆盖范围 。 而且 ， 高级别需求是政府难以满足

的 。 而老年服务市场相关机构可利用有偿服务满足其需求 ， 并可构建Ｉ趣养老服务市场平

台 ， 实现养老服务市场的双晶 。

５ ． １ ．２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
加强监督力量

农安县政府应强化对当前养老机构的监管力度 ， 不断规范养老机构发展模式 ， 使养者

机构发展标准化 。 在此方面 ， 农安县可 以借鉴国内其他乡镇甚至是国外发达国家的养老服

务发藤５验 ， 如美国在此方面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国内养老机构服 ．务质量的数据对比分析 ，

并定期向社会公开各个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情况 ， 从而美国公众在选 丨奉养老机构时可以参

考其发表数据做到从优选择 。 此＾ 卜 ， 农安县政府还需要不断强化监督力度 。 目前 ， 农安县

甚至我国养老服务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 ， 不论是养老服务管理机制 ， 还是养老机构运行模

式 ， 诸多方面都无法有效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 根据马斯洛层次理论 ， 人皆存在

不 同票及的需求 ， 不 同阶段需求的表现特征存在差异 ， 养老服务发展必领要充分考虑到不

同个体所处的养老服务需求层次 ， 然而农安县养老服务供需不平镇汁分严童 ［
６ １

】

。 农安县政

府必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整体调控 ， 以不断规范当前养者服务市场存在的供需不平衡关系 ，

完善农安县养老服务机制 。 农安县应制定并完善详细的养老机构行业准入标准 ， 包括养者

机构行业准入标准 、 养老服务标准 、 养老机构资金规制等 ， 使养者服务市场具有规范化的

准入体系 。 农安县还需重点考虑失能老年人群体的养老服务 ， 针对此类人群建立完善的护

理服务标准体系 。

５ ．２ 社会层面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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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多元理论指出农安县养者服务发展过程 中 虽然政府占据主导地位 ， 然而 同时也要

正确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发展的童要意义 。 农安县养者服务发展面临非常繁琐的

问题 ， 农安县老年人本身仍属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 自身所受到的关注度比较低 ， 如

果仅依赖于政府 自 身力量难以实现农安县老年群体的关注度提升与农安县养老服务的良性

长远发展 。

５ ． ２ ． １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
建立多层次不同功能的养老机构

国务院于 ２ ０ １ ８ 年颁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Ｘ 其中 明确提出
“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 。 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做好农村社会救助兜底工作 。

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 创新多元化照料服务模式 。健全农村老年人关爱？务体系
”

。

农安县老年人口数量 日 益攀升 ，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日益加大 。 农安县现有的养者初相 多

数以家庭经济条件较为优异的老年群体 ， 而且多数养者机构是公办福利性机构 ， 入住的者

年群体以五保老年人为主 。 农安县老年群体 彳欠入水平相较于城镇者年群体收入水平明显处

于弱势 ， 城镇化虽然不断加剧 ， 但是农安县空巢老年人对养者服务需求的不断加大 ， 迫切

要求农安县养者机构必须要立足长远 ， 承担起咬尽的社会义务与责任担当 ， 积极响应农安

县的号召参与 。 农安县养老机构应提供满足当地老年群体不同层次养老需求的养者服务 ，

提升农安县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使用效率 。 所以 ， 农安县政府在农安县养老服务事业发展

中必须要起到主导作用 ， 并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 让养老服务事业发展 中 的社会力量

得到充分体现 ， 对满足养老机构准入标准的私营养老机构予以
一

定补贴 ， 尽可能满足当地

者年群体不 同层次的机构养老需求 。

社会志愿者是养老服务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来源 ， 其参与有利于帮助养者服务质量的

提升 。 目前 ， 农安县大部分养老机构都着力于满足者年群体对基础性服务的需求 ， 但是并

没有遵循马斯洛层次理论去考虑賴神层次 、 自我实现需求层次等更髙层次的需求 ， 农安县

上下 〗树Ｌ构养老老年群体并投有投入过多 的关注力度 ， 缺乏真实有效认知 。 农安县政府应

积极倡导志愿者参与农安县养者服务发展 中 ， 使专业医疗服务团队 、 学生志愿者 、 社会工

作者服务团队都参与其 中 ， 充分体现出社会舆论的引导力 ， 营造农安县上下良好的敬老爱

者氛围 。 农安县养老机构要加强同其他社会机构的合作 ， 激发青年志愿者团队参与养老服

务的热情 ， 通过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予以机构养老老年群体心理慰藉 ， 为老年群体教授
一

些青年群体较为流行的新鲜事物 ， 提高其社会参与感与社会归宿感 。

社工彳财９是农村养老服务的童要供给主体 ， 农安县当前社工机构养者服务仍处于严童

弱势地位 ， 必须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力 。 农安县者年群体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 ， 单
一

供

给主体无法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 ， 因此必须要建立农安县老年服务资源整合枢纽 ， 而

在其 中社工机构应充分发挥 自 身的资源对接作用 。 社工机构
一

方面应根据农安县老年群体

需求选Ｓ合适的养老服务 ， 另
一

方面也应对老年群体需求进行充分调研 ， 保证供需的充分

匹配 ， 并建立长久的供给关系 。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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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２ 转变旧思想观念 ， ？Ａ扬尊老爱老文化

大力 发展农村养者服务是保障农村老年人基本权利的重要要求 ， 也是实现者年人享受

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 ， 而其基础在于全社会广泛培肓尊者爱老的传统价值观 。 古

语有云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者 ， 尊老敬老是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永恒体现 ， 当前时代也必须

继承与发展这种精神岡 。 农安县发展养老服务的关键在于要弘扬
“

＋

孝道
”

文化 ， 在整个县

都营造
一

种
“

老有所养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教 、 者有所学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乐
”

的氛围 ，

使所有农安人都具有尊者敬老的社会价值观 ， 这也是保障农安县养老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的

重要基础 ， 在于可以帮助农安县养老服务发展创造有刑的社会条件与舆论氛围 。 农安县养

老服务事业的发展也４页要得到全农安县人对养者服务发展的人争取认识与认 同 。 农安县政

府必须要强化养老服务的宣传引导 ， 因为农安县 同其他国内农村
一

样具有非常固化的
“

养

儿防者
”

观念 ， 必须要弱化这种思想观念的制约力 ， 料学地进行农村养者服务的宣传 ， 考

虑农村人民文化水平昔遍较低 ， 在宣传过程 中应可能使语言简化 ， 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 ，

在宣传中着重让当地Ａ 了解农村养者服务的童要性 、 发展情况等 ， 使社会各界对当前农安

县养老服务发展现状有更清晰的认知 ， 提升社会各界对养老服务发展的认同感 ， 尤其要转

变当地者年群体
“

养儿防者
”

的 旧思想观念 ， 让他们意识到 自身在养者机构同样能得到应

有的幸福感 。 农村子女昔遍存在农活繁重或外出务工的倩况 ， 因此很难有充足的精力照料

自 身父母 ， 而将父母送到专业养者机构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是子女应尽的义务 ， 可以保证

父母晚年的身心健康 。 只有农安县上下都转变旧的养老观念 ， 意识到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

重要意义与存在价值 ， 才能使越来越多 的农村老年人主动入住到养老机构 中 ， 并促进农村

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 ， 解决农安县养老冋题 。

５ ．３ 养老机构层面

养老机构是农安县者年人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 ， 必须要不断提高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 ，

从而满足 日 益多元化的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 农安县养老机构必须要坚持
“

以人为本
”

的

发展观念 ， 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 ， 丰富老年 乐文化活动 ， 关注老年群体多层次需求 ，

提高其生活质量 。 并且 ， 农安县养老机构还应该提高医护人员整体素质 ， 设立严格的准入

标准 ， 加强培训力度 ， 大力 发展
“

医养结合
”

。

５ ． ３ ． １ 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
，
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伴随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 ， 农安县老年人经济收入相较以前有了

很大幅度的提升 ， 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 。 目前 ， 农安县养老

机构大多主要关注基本 日 常生活照料 ， 但是对医疗护理保健 、 娱乐休闲需求等方面仍需要

进一步加强 。 农安县养老机构必领要坚持
“

以人为本
”

的科学发展观 ， 将康复保健 、 文化

娱乐 、 技能学习 、 心理辅导 、 文体活动作为重点发展目标 ， 使老年群体对养老服务的多元

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 此外 ， 农安县养老机构入驻的老年人大多是五保老人或空巢老人 ， 这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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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群的特征是 日常生活单调 、 社会参与 力度较低 、 缺乏心理慰藉与亲情关怀 。 基于此 ，

农安县养老机构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 ， 加强人交关怀 。 农安县养者机构医护人员不仅要满

足者年群体 日 常生话需求 ， 还要加强同老年群体的 日 常交流 。 并与护理对象的家庭成员主

动取得联系 ， 鼓励他们前来养老机构探望老年人 ， 并予以心理抚慰 。 农安县养老机构还应

适当增加娱乐文化 ；狱 ， 鼓励入住老年人积极参与其 中 ， 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 ， 丰富他们

的娱乐生活 。

在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
“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 构建养老 、 孝者 、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

环境 ， 推进医养结合 ， 力 卩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

。 农安县老年群体大多数常年从事高强

度的体力劳动 ， 因此身体机能已严重下降 ， 对医疗护理保働ｇ务需求尤＾ 明显 。 农安县养

者机构应坚持
“

以人为本
”

的服务原则发展
“

医养结合
”

服务体系 ， 避免老年群体在医院 、

养老机构与家庭三者间的奔波 ，让老年群体可以在养老机构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

从而可从本质上降彳氏者年群体营病难 、 就诊难的心理压力 。 降低者年群体就医负担 ， 使者

年群体在养老机构可享受到优质的晚年生活 。

５ ． ３ ． ２ 完善服务设施建设

力 口速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农安县养者服务发展的重 中 之童 ， 对于农安县政府而 巨 ， 不

仅要制定出有利于养者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利政策 ， 还要确保相关政策必须得到有效落

实 。 如果想要彻底解决农安县养老服务问題 ， 那么必须要加速农安县城市化进程 ，

＋

农安县

要因地制宜地改建养者服务场所 ， 加大对养者设施的投入力度 ， 填补农安县 目前养老设施

建设的空白 之处 ， 不断提高养老设施服务水平 。 在农安县养者设施改造过程 中 ， 农安县应

该根据每百户不低于 ３ ０ｍ
２

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者服务设施 ， 另外在确定养老活动场所的过程

中 ， 必须要考虑到农安县实际情況与当地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 而且老年人行动不便 ，

在选址时必须要尽量减小老年人彳亍动距离 ， 从而才儀保障养老设施能够充分得到有效利用 。

农安县应严格规定新建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规模标准 ， 结合国内其他县镇养者服务中心建

设规模标准 ， 应满足总面积起过 ３ 〇 〇 ＃
， 而且也保证

“

六室一校
”

的配套建设 ， 即需要配

备休息室 、 就餐室 、 阋览室 、 文体活动室 、 健身康复室 、 医疗保健室和老年人学校。

５ ． ３ ． ３ 加强培训力度
，
强化养老机构医护水平

农安县乃至我国针对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设置均 低 ， 尤其养老机构医护

人员整体素质低下尤为严童 。 这种倩况的出现不仅导致入住的老年群体对机构养者 （茜意度

较低 ， 还会导致养老机构失去应由 的公信力 。 结合农安县养老机构 当前情况 ， 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改善 ：

一

是加强对养老机构医护人员的培训力度 。 养老机构医护人员医护水平与入住老年群

体的身心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 农安县者龄化不断加童 ， 养老问題得到的关注度越来

越高 。养老机构是否能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全面周到的护理服务取决于医护人才团队的建设 。

护理的本质是照顾 ， 伴随现代医学水平 日益提升 。 老年人护理的观念与方法均出现明显改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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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对者年人不 同层次需求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 对养者机构医护人员的医护水平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 农安县也领要加紧建立健全机构养者从业人员的长效培训机制 ， 制定严格的规

章制度保证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均可做到持证上岗 。 农安县应定义进行培训活动 ， 无相关工

作经验的应聘人员必领要经过岗前培训 ， 在取人员应定期进行专业化培训 。 培训覆盖面应

广泛选及到老年护理、 医疗保健医学 、 管理学 、 社会保障 、 营养学 、 心理学 、 职业道德 、

专业服务技能等 。 培ｉ川时必须要考虑到农安县现有养者机构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而简化具

体培训内容 ， 使培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二是要提高农安县养者机构医护人员的薪资待遇水平 。 当前 ， 农安县养者机构医护人

员整体素质低下很大程度在于 岗位薪资待遇水平较低 ，导致很多专业人员不愿意应聘上岗 。

对此 ， 农安县养老机构应制定医护人员最低工资标准 ， 确保医护人员的相关权益 。 除此之

外 ， 农安县养老机构必须要建立健全医护人员奖励机制 ， 定期进行医护人员评优活动 ， 对

于养老医护人员专业水平高 、 服务态度良好 、 老年群体满意度高的予以
一

定奖励 ， 激发医

护人员服务热情 ， 提髙其工作积极性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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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ｉｂ ｉｒｒ ＥｏＥｔｉｉ

本文赔林省农安县农村养者服务发展间题进行调查分析 ， 以与农安县农村

养老服务密切相关的政府层面 、 社会层面与为养老机构层面研究入手点 ， 通过现

状调查分析 ， 明确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題 ， 明确三个层面在

养老服务中 的实际缺陷与不足 。 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 以下几点结论

第
一

， 吉林省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着严重的供需不匹配问题 。 农村餘

服务 中无法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文化娱乐服务 、 医疗服务 、 日常护理及餐饮

服务等顶目 、 而农村者年人养老服务中需求最大的医疗护理 、 休闲娱乐等服务内

容存在着严重短缺情况 ， 需要对此类问题特别关注 ， 最大程度地满足农村养老服

务的基本需求 。

第二 ， 政府扶持力度与相关政策制度不完善 ， 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养老服务

的意愿太弱 ， 整体社会舆论导向不利于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 农安县应针对性完善

相关政策制度 ， 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 ， 构建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主体供给机制 ， 实

现农村养老服务长远发展 。

在本次研究中 ， 尚存＊以下不足之处 ， 有待后＾继续改进 。

第
一

， 在农安县农村养老服务发展间题研究 中 ， 本文实践经验不足 ， 走访地

区有限 ， 在农安县农村地区调查中数据获取调查较为 困难 ， 在资料收集中缺少系

统化的资料 ， 因此可能造成本文研究深度不足 。

第二 ， 本文在研究农安县农村养老
？

服务发展问題 中存在
一

定的主观性 ， 在此

方面缺少综合性的前人研究内容 ， 目前我国农村养者服务工作仍处于发展建设阶

段 ， 因此在研究中可以存在
一

定的认知偏差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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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ｐ４ ．２３ ７ ．

［
７
］Ｃａｅｒｋ．Ａ ｓ ｓｏｃｉ ａ ｔｉｏｎｏｆ ｈｏｅｃａｒｅｎｅ ｅｄｓａｎｄｆｕ 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ｍｏ

ｎｇ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
ｌｌｉｎｇｅｌｄｅｒｌｙｈ ｉ

ｐｆｒ
ａｃｔｕｒｅｐ

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
Ａ

ｒ 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Ｇｅ ｒ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
１７
，５ ７ （

３）
： ３

８
３
－

３８ ８．  ［８ ］Ａｍ

ｂ
ｅ
ｒ．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ｃａｒ ｅ ：ａ
ｇｕｉｄ ｅｆ

ｏｒ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ｓ ［Ｍ］．Ｐａｌｇ
ｒ
ａ

ｖ
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８． ［
９］
杨立雄 ， 余舟－

养老 服务产 业：概 念界定与理论构 建［Ｊ］．湖湘论坛，２０１９，

３２ （
１） ： ２

４
－３

８
．
Ｄ

ＯＩ：１０ ． ３９６９／ ｊ ．ｉ ｓｓｎ．１０

０
４ － ３１６０ ．２０１９． ０ １． ００４ ． ［ １ ０］马岚 ．新中

国
７

０年来 我国社 会 养老服务的本土化实践［Ｊ］．兰州学刊
，２０１９，

（ ８
）： １８

４－
１
９

４ ． ＤＯＩ

： １０ ． ３９６ ９ ／ｊ ．ｉｓｓｎ．
１

００５ －３ ４ ９２．２０１９．０ ８．０ １７ ． ［ １１ ］ 苗 建萍．

乡
村 振

兴战略背 景下农村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研究［Ｊ］．农业经 
济
，

２０１９，（

１ ０
）： ６ ４

－ ６
６－

Ｄ
ＯＩ：１０ ． ３９６ ９／ ｊ．ｉｓｓ ｎ ．１００１ －６１ ３

９． ２ ０１ ９．１ ０ ． ０ ２  ７ ．  ［１２

］
王维

，刘燕丽．农 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整合与多元建构［Ｊ ］
．
华

南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

学版）， ２ ０
２０，１

９
（１

）
：
１

０ ３－１１

６ ． Ｄ Ｏ Ｉ：１ ０ ． ７ ６ ７１ ， ｊ ．

ｉ
ｓ ｓ ｎ ．１６ ７ ２－０２０２．２ ０２０．０ １． ０ １０ ．  ［１

３
］ 孟

沙沙，孙 一平
．

农 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模式与路 径——基于农村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视 角
［
Ｊ

］．农业经 济
，２ ０ １

９ ，
（
９

） ：８４

－８ ５．


［１

４］周 鹏．以互助养老补齐农村养老短板
［
Ｊ

］．人民论 坛
，２ ０ １

９ ，
（２

９
）：９ ２－９ ３．

３４



延边大学颃十毕冊文


［
１ ５

］齐鹏 ．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Ｊ］．西北 人 口
，２ ０ １

９
，４

０
（
６

） ： １１４ －１ ２４．


［１６］ 李小琳．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实践困境 与

出
路

［Ｊ］．农业 经济
，２
０ １

９
，（１１）： ８２－

８
３ ．

［１７］李源．无锡农村养老机构智能管理服务
体
系

建设［Ｊ］．合作经

济 与科  技
，２
０１

９
， （ ２ ４） ：１１ ８－１

２
０ ．

［１ ８ ］李建 新 ，于学 军 ，王广 州， 刘鸿雁．中国农村养老意愿和养老 方
式
的

研究［

Ｊ ］． 人
口与经济， ２００４

（ ５ ）：７

－
１３

－［ １９］潘金洪．江苏省机构养老床位总量不足和供需结构 失衡 问题分析［Ｊ］

．南京人口管 理 干部 学院
学
报
，

２ ０ １
０（１ ）：１

５
－２

０． ［ ２０］ 左冬梅，李树茁．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

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 Ｊ］ ． 公
共
管
理

学报，２

０１１

： ９
３－１０ ０ ． ［２１］许佃兵，孙其昂．完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深层思

考—基于江苏养老服
务 现

状的 考 察
分
析
［
Ｊ］ ．学海 ，２０

１
１（

６）：９ ２ －９５ ．［２２］杨宜勇，杨亚哲．论
我
国

居 家 养老服务体系的 发展［

Ｊ］ ． 中
共
中
央

党校学报， ２０

１１
（５）： ９ ４－ ９８．［２３］张奇林，赵青．我

国
社

区居家养老模式发展探析［［Ｊ

］． 东
北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学


版 ），２

０
１１

（５）： １ １６－ ２ ０． ［２４］胡宏伟 ，时媛媛，张薇娜．需求与制度安排：城

市化战略下 的
居
家

养老服务保障 
定 位 与

发
展
［

Ｊ］．人口与 发展，

２ ０
１１（６ ） ：５ ４－６４－［２５］穆光宗，张团．我 国

人 口老龄 化的发展趋势及

其战略应对［Ｊ］． 华
中师 范 大

学
学


报（人文 社会科 学版）

，２
０１１（ ５ ）： ２

９－３６．［２

６］黄
俊
辉： 李放 ， ＨＵＡＮＧＪｕｎ－ｈｕｉ，ｅｔａｌ

． 农村养 老
服务研 究 的 现状与进展— 基




于 ２００１ －
２０ １ １

年
的
国

内文献

［ Ｊ
］
．西北 人 口， ２ ０１２（６）．［２７］王俊文，文杨．我国农村养老服

务需 求
现
状

及 对策研究—— 基
于江 西赣

州
的


调查

［Ｊ］．江西 社
会科学，２０１４（９） ．［２８］王增文，ＷａｎｇＺｅｎｇｗｅｎ．农

村老年人口对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社会认 同度 研



究 — —基于宗族 网
络与 农 村

养
老服

务
政策的

比
较［

Ｊ］．中 国行政 管 理，２０１５（１０）－［２９］夏玉珍 ，
徐
大

庆 ．项目制下

我国农 村
养老 服 务

供
给
体
制创新研

究 ［Ｊ ］．广

西社

会科学 ，２ ０ １５ （２）：１４９－１５４．［３０］王叶菲，张鑫

．
新

中国成

立 以来我 国
农村 养 老

服
务
模

式 的历史 轨

迹 与评 估［Ｊ

］ ．
中国 市

场
，

２０１２（１）：１０２－１０３．［３１］张举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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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１）：８０－８８ ．




［ ３２］陈 静
． 新 型 城

镇
化背景

下 农
村 养 老 服

务

供 给模 式研究［Ｊ］．农村经济，２０１６（６期）：１０１－１０６．

３５



＿大学硒十毕撒女


［
３３

］刘宇 ， 唐亚阳 ．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困境与出 路——基于供给恻结构性改革

视 

角

［ Ｊ］．当代经 济
研究 ， ２

０
１ ８，Ｎｏ

．
２７

４ （ ０６）： ８４－

９
０．

［３ ４ ］余世鹏．农村养老服务有效需求的影响因 素
分析［Ｄ ］ ． ２０１

５
． 

［３５ ］

徐 文
娟

， 于 —凡．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发展与现状研究——以浙江省衢州市

为 


例
［Ｃ ］／ ／ ２ ０１５中国城市规 划 年 会．０

．


［３６］ 岳 玉丹．邢台农村养老服务业发 展
研

究
［Ｄ］

．


［３７］ 蒋 新红．农村养老服务的出路 与
途
径

［ Ｊ］．云南行政学 院学
报，２００９

， 

１
１

（３）：９０ －９２

． 
［３８］ 张世青 ， 王文娟， 陈岱云．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再 探——

以山东 

省

为 例 ［Ｊ］．山 东
社会 科 学

，
２
０
１５ （３） ：９３

－
９８－  ［３９ ］ 刘娜，李汝宾．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与农村社区养 老

服
务

的 异军突

起［Ｊ］．济宁师范专科
学
校 学

报
，
２

００６
，２ ７ （２）

：
６７

－７１．  ［４０］马泽春．京郊农村养 老
服
务

的 困境与出 路
［Ｊ］．

社
会
工

作， ２
００ ８ （４）

：
３ １

－３３ ． ［４１］杨慧．社会企业介 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现
实
必

要 与推进思路［Ｊ

］．辽 宁
行政 学 


院学

报
， ２

０

１３ （０４

）
：３

３－３６ ． ［ ４ ２］朱汉平，贾海薇．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农村养老服务

的推进思路——基于协 同
治
理

理 论视角的分析 ［
Ｊ］ ． 广

东
农业

科
学，２０ １３ （ １０）： ２ ０８－

２
１０

＋２２５ ． ［４ ３］秦智颖，李振军．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研究

——基 于协同 治
理


 理 论视角的分 析
［Ｊ ］．

中国
集体 经济， ２

０
１ ６

，
Ｎ ｏ ． ４

７ ７ （０１

）
：１

７－１８ ．  ［ ４４］王俊文，杨文．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养老服务需求若干问

题 探 讨—— 以江 西 赣南Ａ市 为
例［ Ｊ］

．
湖
南

社会 科
学，２ ０１４

（
５）

：６１－ ６ ５．  ［４５］谷彦芳，柳佳龙．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的
农

村 养老服务体系

研究Ｊ］ ．经
济
研究


参考 ，２ ０ １４（

５
２）

：４８－ ５ ３．［４６］张晓霞．城乡—体化背景下 江 西省农村 养老服

务研 究 ［
Ｊ
］．

农
业考古 ，２ ０１０

（
０６

）５２－ ２ ５４．［４７］包先康．农村养 老
服
务

协 同供给模式建 构
研究 ［Ｊ］

．
社会科

学辑刊， ２ ０１６（５）．［４８］王德泽．探索农村养老服务的新途径—

—关于榆林市开 展
邻
里

互 助养老服 务 工
作
的
调

查报告 ［Ｊ］ ．决策

咨
询，

２０１４ （ ５）： ６２－６５．［４９］廖楚晖，冯丽坤．
促
进

农 村养老服务机

构发 展
的财 政 政

策
研
究

［Ｊ］

．
当代

农村  财经，２０１５ （ １）．［５０］杨
团
．

农 村养老服 务业，拉
动
内需

的
优 势 产

业

［ Ｊ ］．社

会
福 利

，２００ ９ （０８）：１８－１９．［５１］徐克勤 ．
新
型

城 镇化背景 下
农村 养 老 服务供

给
模式

研究［Ｊ ］
．
上

海 保险，２０１８．［５２］姜彦国［１ ］
．
加

强 我国农村养老

服 务 机 构
建
设
的

对策探讨［Ｊ］．行政与法，２０１１（３）．

３６



荈边大学硕十毕 、

丨 卜论女


［５
３］杨 勇 刚 ，董 芳 ．河北省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对策研究——以邢台市农村为表述

对象［
Ｊ ］．经济研究 参

考， ２０
１
４（

５
２）： ４６－

５
０．

［５ ４］袁 国玲，诜海洲．需求导向下的农村 养
老
服

务 之改善［Ｊ］ ． 广州大学

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
０１４ （１０

）
：４

４－４ ８ ．［５５］李超． 农 村养老服务供给现状、问题及对 策
分
析

— —以河北省

为例［ Ｊ］
．老 龄科


学

研
究 ，２０ １４（

０４）：３５－
４ ５．［５６］ 李 荣华，ＬｉＲｏｎｇｈｕａ．赣州农村 养

老
服

务 社会化的现状与

对策［Ｊ］ ．
山西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学报 ，２０

１
０ ，

１５（５ ） ：２０－２２．［ ５７］张晓峰．力推互助老人 幸福院建设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解析《甘肃省 民
政
厅
关

于 建设农村 互
助老 人幸

福
院
的

意 见》 ［ Ｊ ］．社

会
福利

，２０ １ ２（９ ） ：１４－１５．［５８］刘伟，赵秀琴．专业 社工机构

介入民族地区农村 养 老 服 务

实践研究 
基
于

 广西某 养
老服 务中

心
的调 查

［Ｊ］．调研 世界，

２
０１

６（７期 ） ： ６２－６４．［５９］赵志远．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 养
老
服

务 体系建

设 研究－－ 以 江
西省 为例 ［

Ｊ
］．品牌（下半月），２０１４（ｚ１）．

３ ７



延边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致谢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 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即将结束 ，
三年的学习生活使我受

益匪浅 。 经历大半年的时间 ， 硕士论文终于 回想起这大半年的经历 ， 收集

资料 、 整理资料 、 思索及修改直至最终完稿 ， 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关怀及

帮助 ， 现在要向他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

首先 ， 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导师 ＸＸＸ 老师 ， ＸＸＸ者师为人谦和 ， 平易近人 。

在进行论文选题 、 搜集资料以及写作的过程中 ，
ＸＸＸ老师都投入极大的关怀与鼓

励 。 在论文的写作阶段 ， 每当 出现问題的时候 ，
ＸＸＸ者师总会放下 自 己繁忙的工

作 ， 不厌其烦的指点迷律 ； 当论文初稿完成之后 ，
ＸＸＸ者师在百忙之中对我的论

文进行修改 ， 对论文中 的每个字进行仔细研读与批注 ， 并提出较多具有指导性的

建议 ， 从而为我在研究与写作中提供帮助 。 ＸＸＸ者师严禁的治学风气和对事业的

追求将影响我的
一生 ， 对老师的教诲我将铭记在心 ， 对此 ， 我将对 ＸＸＸ老师表

达我浓厚的谢意 。

其次 ， 我还要感谢 ＸＸ大学 ＸＸ系的 ＸＸＸ 、 ＸＸＸ老师 ， 因为他们髙质量 、

严格的教学 ， 使得在这几年的学习过程中收获颇丰 ， 迅速提升 自 己的学习能力及

交际能力 ； 我还要感谢 ＸＸ班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对我的帮助与支持 ； 同时也要感

谢这几年与我互利共勉的 同窗 ， 在诸位同学的帮助下 ， 从而是我拥有４良好的

学习环境与学习氛围 ， 在这样轻松的团队中度过是我最开心的岁月 。

同时也要感谢 ＸＸＸ 人 ， 正因为他们极大的热情 ， 在我搜寻资料的时候帮助

我完成 ， 感谢他们搜集资料时给我的帮助与支持 。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家人 ， 他们

给予我最朴实的帮助 。

最后 ， 我要感谢参与我论文评审与答辩的各位老师 ， 他们给了我审视 自 己学

习成果的机会 ， 也让我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 ， 给我帮助的同时给了我
一

笔无形的

财富 。 让我在今后的工作与学习 中更加努力 ， 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取得相应

的成果回报他们 、 回报社会 。 再次感谢他们 ！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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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农安县农揣健民餘 查问卷

本调查仅用于课題研究工作 。 您的调查问卷结果并不会影响到您本人的正常

生活 ， 且调查者会严格遵循保密原则处理您的调查问卷结果 。 请按照您个人实际

情况填写以下问卷 ， 对应选顶中划Ｗ ， 或在空白处相应作答 。 感谢您的支持 ！

—

＇ 鉢情況调查

１您的年龄
＿＿岁 。

２您的性别 ？Ａ？男 Ｂ女

３您的文化水平 ？Ａ．未接受教肓 Ｂ ．小学 Ｃ ．中学 Ｄ ．专科 Ｅ ．本科及以上

４您当前身体状态？Ａ＿非常好 Ｂ良好 Ｃ
—

般 Ｄ较差 Ｅ非常差

５您有多少个子女 ？


Ｊ Ｌ


女

６您子女是否和您在
一

起居住 ？Ａ是 Ｂ ．否

７您的经济收入水平为 ？ＡｊＯＯＯ元以下 反５觀＞
￣

１０００）元 Ｃ ． １０００ １
－

１ ５０００

元 Ｄ １５０００元以上

８您的经济主要来源为 ？Ａ．种楦业 Ｂ ．养殖业 Ｃ ．子女资助 Ｄ养老基金

Ｆ政府补贴 Ｇ－社会救助 Ｈ其他

二、 隸 现糊查

久您是否已经享受到养老服务 ？Ａ是 Ｂ ．否

１ ０加果是 ， 您 目前的主要养老方式为 ？Ａ家庭养老 Ｂ ＿敬者院养老 Ｃ养者

机构ｇＤ ．商业保险养老 Ｆ ．新农合养者 Ｇ． 自我养老 Ｈ其他

１ １ 
＿您选择该种养老方式的理 由为

＿

１ １ ．您如果选择敬老院养老方式 ， 每年需要交＿＿元 。

１２您如果选择养老机构养老 ， 每年需要交多 少钱？Ａ＿２０００元以下

Ｂ ．２ＣＫ） ｌ －５＿元Ｃ ． ５００ １
－ＨＸＸＸ）元Ｄ ＫＫＸＸ）元以上

１ ３您如果选择商业保险养者 ， 每年每年需要交多少钱 ？Ａ． １０ＣＫ）元以下

Ｂ ． １００ １
－２０００元Ｃ ．２００ １

－３＿）元０ ３＿元以上

１４该种养老方式的主要养老服务内容包括 ？ （可多选 ） Ａ． 日常起居照料 Ｒ

家政 Ｃ ．医疗保健 Ｄ儿、理咨询 Ｆ．文化娱乐 Ｇ学习培训 Ｒ其他

１ ５您是否满意此种养老服务方式 ， 理由是什么
＿

１ ６您个人比较倾向于明 Ｐ

－

种养老方式 ？Ａ ．家庭养者 Ｂ ．敬老院养老 Ｃ ．养

老机构养老 Ｄ ？商业保险养老 Ｆ新农餘老 Ｇ ． 白我养老 Ｈ ．其他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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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您倾向这种养老方式的理 由是 ？ （可多选 ） Ａ．无子女照顾 Ｒ生活无法

自理 ＣＪ艮务质１ ：高 Ｄ交友 Ｅ其他

１ ８您希望现在的养老方式增加什么养老服务内容？ （可多选 ） Ａ． 日常起居

照料 家政 Ｃ ．医疗保健 ＤＡ理咨询 ３Ｆ．文化娱乐 Ｇ学习培１川 Ｈ ．其他

＾您希望由谁支付您的养老服务费用 ？Ａ．政府 Ｂ ． 自 己 Ｃ ．子女 Ｄ ．亲属

Ｅ ．慈善棚 Ｆ ．其他

２（Ｌ您认为养老机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 ？Ａ ．是 Ｂ否

２ １您对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是否满意 ？Ａ非常满意 Ｂ ．很满意

Ｃ
—

般 Ｄ ．很不满意 Ｅ ．非常不满意

２２您认为 自 己现在和始是否严重晚节 ？Ａ是 Ｂ ．否

２３ ．您对现在的农安县养老服务体系满意吗 ？Ａ非常满意 Ｂ ．比较满意 Ｃ ．

—

般 Ｄ ．比较不满意 Ｅ非常不满意

２４您对现在农安县养老服务 中 的文化娱乐服务供给情况满意吗 ？Ａ．非常满

意 Ｂ ．比较满意 Ｃ
—

般 Ｄ ．比较不满意 Ｅ ＿非常不满意

２ ５您对现在农安县养老服务中 的医疗服务供给情况满意吗 ？Ａ非常满

意 Ｂ ．比较满意 Ｃ
—

般 Ｄ ．比较不满意 Ｅ ．非常不满意

２６您对现在农安县养者服务 中的 日常护理服务供给情况满意吗 ？Ａ．非常满

意 Ｂ ．比较满意 Ｃ
—

般 Ｄ ．比较不满意 Ｅ ．非常不满意

２ ７您对现在农安县养者服务中 的餐饮服务供给情况满意吗 ？Ａ非常满

意 Ｂ ．比较满意 Ｃ
－

般 Ｄ ．比较不满意 Ｅ ．非常不满意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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