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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浙江省调查 向卷

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及真影响 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调查问卷

摘 要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问题 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 问题 ， 主要原因是农

村家庭的人 口结构 １＾
＞１及规模正在渐渐走 向小型化 ， 从而弱化 了家庭的

老年生活的保障功能 。 换句话说就是 ， 下
一

代人赡养上
一

代人的经济

承受能力在逐渐下降 。 我国之前的社会化养老服务工作主要在经济较

发达城市的城区展开 ， 忽略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 ， 导致农村地

区的养老服务工作开展较为滞后 ， 调查不够 ， 研究不足 ， 经验积累太

少 。 所Ｗ ， 农村的相关工作需要全方面加强 。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 ， 国 内外相关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养老 问

题 ，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养老服务产业的重要意义 。 因此 ， 老龄化

的研究和养老产业的发展
一直是学者们的重要课题 ， 他们对养老服务

问题也进行了许多深刻调查和研巧 ， 对农村养老服务 问题也越来越重

视 ， 由此也做出 了很多学术研究成果 。 现有的文献为后来者研究此类

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但是仍然存在
一

些不足的地方 ， 例如现有关

于农村养老服务的研究总是落后于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和相关政策

措施 。然而 ， 当今老龄化的进程必然要求这方面学术研巧的快速跟进 。

另外 ， 绝大多数研巧区域主要是城市 ， 将对象定为农村的相关研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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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缺乏 。 另外 ， Ｗ往对养老服务的研巧基本都是定性分析 ， 鲜有关于

这方面的实证分析 。

本文基于Ｗ往的研究成果 ， 主要进行了下工作 。 首先 Ｗ现有国

内和 国外的研巧成果为基石 ， 通过对浙江省实地调查 ， 描述 了浙江省

１ １ 个地市农村的养老服务产业现状和浙江省化会各方主体为推进养

老服务产业做的大量探索 。 其次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数据 ， 对浙江

省农村养老服务在各个影响因素下的满意情况做描述性分析 ， 发现主

要影响 因素 。 接着为 了证实这些 因素 的影响效果采用 了 多元有序

ｌ ｏｇ ｉ ｔ 模型 ， 引入 了６ 个
一

级变量 （ ２ ３ 个二级变量 ） 进行回归 ， 得出

对农村养老服务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 。 然后通过计算这些影响因素

的发生比和边际效用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 ， 并分析这些影响因

素对养老产业的意义 。

综上 ， 本文基于浙江省农村老人调查 问卷的调查数据 ， Ｗ农村养

老服务为研巧对象 ， 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研巧分析 。 在实证

部分采用多项有序 ｌ ｏ ｇ ｉ ｔ 回归分析 ， 最终的实证结果蟲示 ， 经济条件 、

娱乐休闲需求程度 、 法律援助需求程度等因素都能对农村养老服务的

满意情况产生显著影响 ， 再进行影响程度的分析 。 这是提高浙江省农

村养老服务产业质量 ， 从而提高满意度的重要前提 ； 同时 ， 也为制定

和改进浙江省的农村养老服务业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

关键词 ！ 养老服务 ； 满意度 ； 影响因素 ；
ｏ ｌ ｏｇ ｉ ｔ

； 养老服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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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养老服务的背景 、 研究意义和主要 内容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和主要内容

－

、 选题背景

国际上通常认为 ， 如果
一

个国家或者地区 ６０ 岁及 Ｗ上的老年人 口数量 占该

国或地区人 口 总数的 １ ０％ ， 或者 ６５ 岁及Ｗ上的老年人 口 占该 国或地区人 口总数

的 ７％ ， 迭表示运个国家或者地区 已经进入人 口老龄化化会 。 １ ９９７ 年 ， 联合国社

会发展委员会在召开的第 ３ ５ 届会议上 ， 对各会员 国发出警示 ： ２ １ 世纪人类将面

临
一

项重大挑战 ， 即巧会老龄化 ， 这是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 对中 国来说这
一

进程也是前所未有的 ， 因此同样也面临着像养老 问题这样的严峻挑战 。

２０ １ ０ 年中 国第六次人 口普查显示 ， 在总人 口数为 １ ３ ７０５ ３ ．６８７ ５ 万人的 中 国 ，

六十岁及Ｗ上的人数达到 了１ ７７６４ ． ８７０５ 万 ， 占总人 曰 的 比例达到 了１ ２ ．９６％
；６５

岁及Ｗ上人 口为 １ １ ８ ８ ３ ． １ ７０９ 万人 ， 占 比 ８ ． ８７％ 。 数据显示 ， 中 国社会已经处于老

龄化状态 。 全国老龄委在 《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 中发布的资料称 ，

在 ２ １ 世纪到 ２２ 世纪这 １ ００ 年中 ， 我国 的老龄化过程可Ｗ分为三个阶段 ； 第
一

阶

段 （ ２００ １ 年－２０２０ 年 ） 快速老龄化 。 此时老年人 口将 Ｗ平均每年增加 巧６ 万的速

度增长 ，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 ， 我国 的老龄化水平大约是 １ ７ ． １ ７％ ； 第二阶段 （ ２０２ １

年－２０５０ 年 ） 加速老龄化 。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 ， 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３ ０％ ， 老年

人的总数将超过 ４ 亿 ； 第Ｈ阶段 （ ２０５ １
－２ １ ００ 年 ） 稳定的重度老龄化 。 此时的老

年人规模基本稳定 ， 约在 ３ 至 ４ 化之间 ， 预计老龄化水平大概达到 ３ １％ 。

从 １ ９８７ 年开始 ， 浙江省就逐渐走上老龄化进程 ， 至今全省的老龄化程度在

逐年提高 ， 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也更加突 出 。 根据省老龄办发布的 ２０ １ ４ 年统计

公报 （此次调查了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 １ ４ 年间的 ６０ 岁及Ｗ上老年人 口 的增长情况 ） 的

调查结果为 ： 近几年 ， 我省的老年人 口数量増长速度加快 。 相 比 ２００６ 年总数的

６７４三６ 万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老年人 口数量达到了９４５ ． ０８ 万 ， 即 ４ ． ３ １％年平均增长率 。

同时 ， 老齡化系数也增长为 １ ９ ．４４％ ， 増长了近 ５％ 。 公报数据表示 ， 到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份年底 ， 我省六十岁及 Ｗ上老年人 口数量 ９４５ ． ０８ 万 ， 占我省总人 口数的

１ ９ ．４４％ ，

一

年净増 ４７ ．２４ 万人 ， 同 比增长 ５ ．２６％ 。 而近 ８ 年来 ， 增长比例首度
＂

破

５

＂

， 达到 了５ ．２６％ 。 而在 ２０ １ ３ 年年底 ， 全省六十岁及 Ｗ上老人为 ８９７ ． ８３ 万 ， 占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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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３ 年总人 口数的 １ ８ ． ６３％ ， 同 比增长 ４ ．６８％ 。 我省 的人 口老龄化正在加剧 ， 老

龄人 曰具有总量大 、 増长快 、 高龄趋势 、 空巢问题突 出和农村老龄化存在较大问

题等特征 。 现今浙江省人 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已进入离速发展环节 ， 预汁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 ， 城市和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差距会更大 ， 尤其是农村老龄化突出 。

根据浙江省老龄办数据 ， 截至 ２０ １ ４ 年年底 ， 全省有农村老龄人 口６０８ ．４８ 万 ，

占全省老龄总人 口 的 ６７ ． ７７％ 。 专家预测 ， 到 ２０３０ 年农村老年人数将达到农村总

人数的 ３ ７ ．９８％ ， 这
一 比重 ２００５ 年只有 １ ６ ． １ ２％ ， 农村比城市高出 ５ ． ６－

１ ０ ．４５ 个百

分点 。 这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和近年来农村青壮年人 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这两

大因素的促进 ， 从而出现农村老龄化速度比城市快的现象 。

一

直 Ｗ来 ， 在农村养

老服务产业方面 ， 浙江省不断地积极探索和实践 。

二 、 研究意义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日 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 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家庭的

人 口结构 Ｗ及规橫正在渐渐走向小型化 ， 从而弱化 了家庭的老年生活保障功能 。

换句话说就是 ， 下
一

代人赡养上
一

代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在逐渐下降 。 我国之前的

社会化养老服务工作主要在经济较发达城市的城区展开 ， 忽略了广大农村地区的

养老服务 ， 导致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工作开展较为滞后 。 所Ｗ ， 农村的相关工作

需要全方面加强 。

在学术上 ， 往的学者们针对养老服务送
一

问题的研究 ， 多是从养老服务的

内容 、 方式和政策建议的理论研巧入手 ， 且调査研究多集中城市的养老服务 ， 对

农村养老服务的研巧较少 。 本研究采用 ２０ １ ４ 年省老龄科学研巧中也的
＂

浙江省

农村老龄人 口养老 、 医疗保障需求调查及政策评估
＂

，

＂

浙江省农村居家养老服

务体系研究
＂

这两个课题的 问卷Ｗ及农村养老方面的资料素材 ， 对浙江省农村养

老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提高浙江省农村养

老服务满意度这
一

问题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 由此看来 ， 研究具有
一

定的意

义 。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上养老服务的 巧容 、 方式

和政策建议的研巧 ， 而且主要都是对城市的研究 ： 相对缺少对养老服务满意度和

影响因素这方面的深入实证研究 ， 加上如果把对象定在农村 ， 相关的研究更是少

之又少 ； 如果把研究区域确定为浙江省的农村 ， 在养老服务满意度方面的研巧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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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基于此 ， 本研究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根据浙江省调研数

据 ， 运用有序多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 可Ｗ为农村养老服务方面的研究添

砖加瓦 。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 ， 根据对浙江省 １ １ 个地市 （杭州 、 嘉兴 、 湖州 、 宁

波 、 绍兴 、 丽水 、 温州 、 衝州 、 舟山 、 台州 、 金华 ） 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获取的

数据资料 。 本文对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研究分析 ， 研究结果可Ｗ看

出哪些因素对满意度有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 ， 这是提高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质

量 ， 从而提高满意度的重要前提 ； 同时 ， 也为制定和改进浙江省的农村养老服务

政策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

Ｈ 、 主要内容和硏究方法

（
一

） 研究内容

本文 Ｗ农村养老服务为研究对象 。 首先在现有国 内和 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 通

过对浙江省的实地调查 ， 描述了浙江省 １ １ 个地市农村的养老服务产业现状和浙

江省社会各方主体为推进养老服务产业做的大量探索 。 其次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

的数据 ， 对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在各个影响因素下的满意情况做描述性分析 ， 发

现主要影响因素 。 为了证实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 了 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 ，

得出对农村养老服务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 。 接着通过升算这些影响 因素的发生

比和边际效用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 。 并分析这些因素对养老产业的经济效

用和意义 。 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产业的Ｈ点建议 。 主要 内容

分为 下六个章节 。

第
一

部分 ： 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 全文结构 、 主要研究方法、 可

能的创新点和不足点 。 然后进行有关农村养老服务的 国 内外文献综述 。

第二部分 ： 从经济学视角对养老服务满意度进行分析 。 分别从经济学基本 问

题 、 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角度分析养老服务供给 ； 从就业 、 内 需和产业结构Ｈ个

角度分析养老服务需求 ； 最后分析养老服务出现供需矛盾等问题 ， 要求对其进行

评价 ， 优化现有养老服务业 。 即进行养老服务满意度研究的必要性 。

第Ｈ部分 ： 首先分别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浙江省农村人 口老龄化现状和发

展特点 Ｗ及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产业的现状 。

第四部分 ： 对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在各个影响因素下的满意情况做描述性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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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 ， 在 ２０ １ ４ 年浙江省农村养老的实地调查数据基

础上 ， 采用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 ， 对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 ， 得出影响因素有哪些及程度如何 。 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养老产业的经

济效用和意义 。

第六部分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并针对如何提

高浙江省农村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满意度提出具体的养老服务产业建议 ， 希望能够

给相关政府部ｎ制定政策措施提供决策依据 。

（二 ） 主要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运用 Ｗ下几类方法来分析浙江省养老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

走访座谈和实地调查 。 这类方法主要应用于对浙江省 １ １ 个市相关部 口和各

类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调查 ， 运用座谈和实地调查收集大量典型经验 ， 广泛听取

意见建议 ， 深入了解不同类型农村地区具体情况 ， 为养老服务满意度研巧提供丰

富的资料和素材。

文献归纳梳理与理论分析 。 这类方法主要应用于农材养老服务的理论硏巧 ，

通过归纳梳理相关文献和政策法规理清农村养老服务的总体框架 ， 并且用有序多

元 ｌｏｇｉｔ 函数进行理论分析 。

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 。 这类方法主要用于浙江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 ６０８ 份调

查问卷的数据整理 ， 结合问卷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技术摸清农村老年人生存状态和

生活满意度 ， 可深入研究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 内容 、 结构 、 层次 、 强度 ，

为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不 同于Ｗ往学者对养老服务这
一

课题主要进行的理论分析 ， 本文在 Ｗ往学者

的文献基础上 ， 对农村养老服务满意情况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挖掘 ， 将调查区域

放在浙江省 １ １个市 ， 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进行分析 ，

并运用 多元有序Ｌｏｇｉｔ模型这
一

比较新颖的方法对农村养老服务这
一

课题进行实

证分析 。

由于采用 的是入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获取的数据 ， 所Ｗ数据获取过程相当缓

慢和困难 。 反映在量上就是数据量有限 ， 可能会对计量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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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访者总是不愿意透露出 自 己具体的收入是多少 ， 所Ｗ 问卷的很多 自变量是

按照区间计量的 。 另外 ， 指标体系设计还可Ｗ更加完善 。 本文在借鉴各方的研巧

基础上 ， 综合各类指标 ， 问卷设计里可能还有其他影响满意度的指标尚未纳入 。

第王节 国 内外养老服务研究的文献综述

人 口老龄化 己经是全球性的议题 ， 联合国人 口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 预计

到 ２０５０ 年 ， 全球约有 １店 的人 口为六十岁 Ｗ上人 口数 ， 这将首次超过十五岁及

下的人 口 数 。 养老这个人人终将面临的 问题 ， 不仅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 也 日

益受到各界专家学者的关注 。

一

、 国外硏究现状

虽然 ， 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养老服务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都比中 国要早 ， 并

且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 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起步早 ， 社会福利

体系较完善 ， 教育子女的观念不同 ， 所Ｗ研究方向多集中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

面或城镇养老服务方面 。 在西方发达 国家的农村地区 ，

＂

空巢
＂

现象并不被看做

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 因为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成年子女既然满 １ ８ 岁 了 ， 就应

该 白食其力 ， 与父巧分开生活 。 另外 ， 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做后盾 ， 能够及时

解决
一

些生活中 的小 问题 ， 所Ｗ ， 对于
一

些农村老人来说 ， 影响并不是很严重 。

因此 ， 对于老年人范围 中更具有弱势地位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问题方面的研究体

现的并不多 ， 对于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研究 ， 主要表现在Ｗ下方面 ；

（
―

） 在养老服务概念方面

Ｐ． Ｓｃｈｏｐｆｉｎ（ １ ９９ １ ） 认为老年人最需要的是 日 常饮食 、 卫生 、 护理 、 在社区

服务中也的 日 间照顾等
一

些制度外的 日 常生活料理。 据此 ， 他研究发现养老服务

通常采取的都是非制度性方法。

（二 ） 在养老化务供绝方面的研巧

Ｊ卫ａｌｄｏ浊 （ １ ９９２ ） 和 Ａ卫ｖｅｒｓ（ １ ９９２ ） 指 出随着养老服务的不断改进和发

展 ， 服务内容也逐渐展现出
一

些新的特点 。 Ｗ前是提供标准化的服务 内容 ， 购买

服务的人只能被动地适应服务内容 ， 而现在会为了适应不同人的需要 ， 设计
一

种

全套服务来满足需求者多元化的需求 内容 。 此外 ， Ｂ ．Ｍｅｒｅｄ地 （ １ ９９３ ） 还重点强

调 了社区照顾的 内容 。

一

方面 ， 要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 如住房需要 、 曰

常生活需要 。 特别是患有疾病的老人 ， 更要在基拙护理 、 药物治疗等方面提供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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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 ； 另
一

方面还要注重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 可 Ｗ提供屯、理咨询或举办交流活

动 、 学习课堂 、 互动游戏等来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 。 只有物质和精神都满足 ， 才

能促进身也的全面健康 。

（； ） 关于养老化务存在的问画研究

Ｈｉｌ ｌｅｌＳｃｈｍｉｄ（ ２００４ ） 认为 ， 养老服务在社会福利化和市场化方面存在很多

矛盾 ，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

一

方面 ： 服务提供主体是由政府福利部 口提供还是

由非政府福利部 口提供 、 社区供给与机构供给 、 自 愿性服务与资金补贴 。 另
一

方

面 ， 服务人员 的专业性不够 １＾（及人员流动性太大都是 目 前养老服务存在的现实 问

题 。

（ 四 ） 从也理、 巧神方面？手的研究

Ｄｅｎｅｓ（ １ ９８０ ） 学者提 出度样的观点 ： 老人的屯、理孤独感能够导致各种也理

疾病或更严重的后果 ， 充满孤独感的老人死亡率也会随之增加 。 这是相当严肃的

问题 ， 如何避免或者缓解孤独感的 问题也成为很多学者的研巧 内容 。 美国学者

ＳｈｅｒｒｙＡｎｎｅＣｈａｐｍａｎ（ ２００２ ） 从也理学角度出发 ， 认为老人要想走出
＂

空巢
＂

所带来的也理困境 ， 应当在家庭中充当积极活跃的角色 ， 这样有助于老人更好地

享受晚年生活 。 Ｌｏｎｇ
ＭＶ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０ ） 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 他认为如果子女长

期与老人
一

起生活 ， 老人能够从子女身上获得生活上与精神上的双重照顾 ， 这将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老人的孤独感 。

Ｗ上这些都是从也理、 精神方面对农村老人展开的研究 。 还有许多学者从经

济支持上展开研巧 。 Ａｎｄｒｅｗ Ａ ．Ｌｕｃｈａｋ 、 Ｔｏｎｙ

Ｆａｎｇ（ ２００４ ） 等认为 ， 未来的研巧

应该针对过去养老金法律的改革进行调查 ， 并且打破各省的界限 ， 扩大养老金立

法的范围 ， 同时要明确养老金改革是如何影响养老金的覆盖范围 的 。

二 、 国 内研究现状

自 １ ９９９年中 国步入老龄化社会Ｗ来 ， 国 内相关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养老问题 ，

对养老服务问题也进行 了许多深刻调查和研究 ， 对农村养老服务问题也越来越重

视 ， 相关研究主要分为 Ｗ下几个方面 。

（
一

） 养老服务的概念、 性质和问巧

１ 、 养老服务的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髙 ， 伴随而来的养老问题也愈来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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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突 出 ， 养老服务也受到社会越来越多 的关注 。 首先 ， 要理解什么是养老服务 。

董红亚 （ ２０ １ ０ ） 学者认为在 目 前学术界对养老服务没有
一

个统
一

的定论 ， 但是表

述的基本内涵是
一

致的 。 比如 ， 在国家级文件中是这样定义的 。 国务院在２０ １ １

年下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年 ） 》 中指出 ， 依据老年人

生活居住形式 ，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主要 由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Ｈ个

有机部分组成 。 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包括生活照顾 、 医疗服务、 精神慰藉等 ； 社区

养老服务不但有居家养老的共同持性 ， 而且有社区照料的時性 。 它在支持居家养

老方面有重要作用 ； 机构养老服务除上述 内容外 ， 提供的服务更加丰富和专业 ，

服务内容既能满足基础需求又能满足特殊需求 。 梁鸿和赵德余 （ ２００８ ） 两位学者

对养老服务做了如下定义 ： 他们认为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 内容包括最基本的物质

生活照料 、 更进
一

层的医巧保健服务及最高层次的精神慰藉等 。 由于学者们的学

科背景不同或者个人所站的立场不同 ， 所Ｗ学者们对其表述也不同 。 文献中 出现

最多的表述主要有
＂

为老服务
＂

、

＂

养老服务
＂

和
＂

老年服务
＂

等 。 从送
一

概念

所沙及的研巧对象和硏巧 内容来看 ， 上述概念涉及的服务都是非现金形式的 ， 因

此Ｗ上几个不同概念之间并没有本质 的区别 。

然而 ， 钱亚仙 （ ２０ １ １ ） 发现很多人认为养老服务就是指社会养老 ， 这是很大

的认识误区 。 从养老服务体系层面上看 ， 它既包括家庭提供的服务 ， 也包括了社

会和政府通过政策 、 法律等形式提供的各种服务 。 所 １＾ ， 根据提供主体的不同 ，

包括家庭养老服务和社会养老服务 。

在综合了相关政策和现有研巧的基础上 ， 本文定义
＂

养老服务
＂

是指满足老

年人晚年正常生活需要而提供的服务 ， 主要包括生活照顾 、 精神慰藉 、 医疗护理 、

失能照顾和法律援助等各种非现金形式的服务 。

２ 、 养老化务的性巧

胡宏伟等 （ ２０ １ ２ ） 从公共服务的角度 出发 ， 认为它属于公共服务范畴 。 陈友

华学者 （ ２０ １ １ ） 则从另外
一

个角度 ： 养老服务来源出发 ， 认为养老服务可Ｗ分成

Ｈ种 ：

一

是 自我养老 ， 即 自 己解决养老 问题 ， 服务主体和对象都是 自 己 ；
二是家

庭养老 ， 即老人所需要的养老服务的提供者是家庭成员 ；
Ｈ是社会养老 ， 即养老

服务的提供主体是社会组织或者政府机构 。 狂会养老既可 １＾
＞
１ 由政府全部买单 ； 也

可Ｗ是家庭成员或 自 己支付部分 ， 政府再补贴部分 。 从陈友华学者的分类来看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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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有的部分是公共产品 ， 有的部分是私人产品 。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吴禅

君 （ ２０ １ １ ） ， 她从经济学的视角 出发 ， 将养老服务划分为Ｈ种 ； 私人品 、 准公共

产品和公共品 。

（二 ） 巧树养老服务需求情巧及其影晌因素研巧

农村养老服务
一直是

一

个大问题 。 要保证农村养老服务市场的均衡平稳发

展 ， 需要研究需求和供给的情况 。

李建新 （ ２００４ ） 认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更偏好居家养老的养老模式 。 潘金洪

（ ２０ １ ０ ） 指出在这
一

主流意愿的影响下 ， 倾向于选择养老机构提供服务的仅有

１ ５
－２０％ 。 另外 ， 陈成文 、 肖卫宏 （ ２００７ ） 的研究显示农村的养老思想正在发生

变化 ， 尤其是中青年人 ， 他们在逐渐认 同和接受养老机构这种形式的养老服务 ，

这有利于Ｗ后在农村发展巧会养老方式 。 除此之外 ， 左冬梅 （ ２ ０ １ １ ） 指 出并不是

所有老人都否定机构养老 ， 也有
一

部分老人比较看好养老机构 。 张旭升 （ ２００３ ）

的研究还发现很多家庭 自 己雇佣保姆来照料老人 ， 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儿子或者

全家都外出就业的家庭中 。 这些研究都显示出农村对养老方式的需求产生了变

化 。

王洪娜 （ ２０ １ １ ） 通过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研巧 ， 发现老人的年龄 、 性

别 、 婚姻状况 、 经济状况 、 孤寡情况等因素都会影响养老服务选择的偏好 ， 其中

潘金虹 （ ２０００ ） 认为婚姻状况具有很大影响 。 通过调查发现 ， 未婚和离异者选择

机构养老方式的概率最小 ， 在婚老人最愿意选择居家养老的方式 。 蒋岳祥 （ ２００６ ）

分析对老人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程度从高到底的因素依次为 ； 经济状况 ， 身体状

况和个人持征 。

此外 ， 左冬梅 （ ２０ １ １ ） 认为 由于孝这
一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在农村深深化

根 ， 严重阻碍 了敬老院这
一

机构在农村的发展和使用 ， 老年人更偏向于选择居家

养老在很大意义上是注重传统的孝 ， 因此机构养老服务需求严重不足 。

综上所述 ， 为了挖掘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服务需求偏好的因素 ， 这些研究主要

从个人特征 、 家庭状况等微观层面出发 ， 最终发现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正在

逐渐产生新的变化 。

（
＝

） 农材养老化务的供给巧巧

学者们主要从正式和非正式系统两个方面对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情况进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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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 。

１ 、 非正式系统供给情况

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问题 ， 张友琴 （ ２００ １ ） 的研究表明 ， 无论在生活供

给还是精神供给方面 ， 农村老人更依赖家庭资源 ， 而城镇老人如果缺乏家庭资源 ，

还可 依＾社会资源 。 贾云竹 （ ２００５ ） 的撰文也得出 了相似的观点 ， 他表明在农

村 ， 社区服务等照料资源在老年人的 日 常生活照料中所 占 的 比例相当少 。 叶敬忠 、

贺聪志 （ ２０ １ １ ）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发现 ； 随着社会发展 ， 家庭的结构和功能

发生了 巨大变化 ， 传统的家庭伦理等也随之发生变化 ， 经济理性正在慢慢地取代

家庭价值规 ， 由此导致在老人照顾与服务方面 ， 家庭这
一

主体没有提供足够的供

给 。 不但家庭网络资源缺少 ， 而且其它社区成员如邻居 、 亲朋好友等在养老服务

方面的供给也很少 。 类似地 ， 左冬梅 （ ２０ １ １ ） 学者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特别是年轻人 ） 流入城市 ， 从而导致家庭中 的年长者与之聚

少离多 ， 衣村基本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 使得老年人缺乏基本照料 、 精神慰藉 、 医

疗保健等 ， 这是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体现。

２ 、 正式系统供给

李春艳 、 贺聪志 （ ２０ １ ０ ） 对正式供给的研巧指出 ： 农村养老服务的正式供给

是指化构化的养老服务 ， 养老服务的供给者是各式各祥不同性质 的养老机构 。 由

于存在家庭 、 化区等非正式的养老供给不足情况 ， 所Ｗ养老服务的不足部分就需

要正式的机构来提供 。 特别是在农村送个具有特殊背景的地方 ， 化会保障制度还

不够完善 ， 村集体和政府在养老服务方面的努为和作用都相 当有限 。 很多学者对

很多地方农村的实地调查都证实了这
一

结果 。 例如潘金虹 （ ２０ １ ０ ） 经过研巧敬老

院床位的使用情况发现 ， 投资主体为 国家财政建设或者城市低端的敬老院床位利

用率较低 ， 农村更是如此 。 此外 ， 王洪娜 （ ２０ １ １ ） 调査了 山东农村的养老机构 ，

调查发现农村养老机构存在
一

系列 问题 ： 资金不足、 服务人员匿乏 、 机构数量少 、

管理水平低等 。

赵小艳 （ ２００８ ） 认为 ， 由于中 国正在经历老龄化加剧 、 家庭养老的功能逐渐

削弱这个过程 ， 所Ｗ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供需矛盾 。 焦

亚波 （ ２００９ ） 直接指出农村传统的养老服务供给结构 己不能适应现在老人对养老

服务的需求 。 因此 ， 为 了更好地为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 政府机构等需要加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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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规模、 管理制度 、 人员建设等方面的建设 。

３ 、 农村养老化巧的发展

刘晓梅 （ ２０ １ １ ） 表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方向和措施 问题 ， 学者们遵循最

多的思路就是福利多元化 。 市场 、 政府和社会等都要加入到供给主体中来 。 学者

杨宜勇 （ ２０ １ １ ） 等普遍认为 ， 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正在逐渐变弱 ， 未来养老方式

的必然趋势是 ： 养老服务的社会化 。 从养老服务的不同形式上来看 ， 相 比较社区

和居家养老 ， 机构养老成本较高 ， 这就导致很多老年人不会接受这种方式 ， 从而

无法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 。 另外 ， 张奇林 （ ２０ １ １ ） 认为在农村的老人更容易接受

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 ， 尤其是最喜爱居家养老 ， 因为居家养老不仅成本相对较低 ，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符合老人的生活习惯 ， 符合中 国的传统美德 ： 孝 。 代表中 国

养老方式未来发展方向 的是社区养老 ， 这一模式结合了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

优点 。 胡宏伟等 （ ２０ １ １ ） 学者还从城市化战略这
一

特殊的角度出发研巧 了城乡养

老服务的发展与规划 ， 学者认为建立和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 政府需要从

投入资源 、 统筹城乡和规划未来Ｈ方面着手 。 因此 ， 穆光宗 （ ２０ １ １ ） 提出 了解老

年人的需求及其变化是政府的责任 ， 政府应该积极建设进行养老服务体系 。 特别

是农村 ， 了志宏 （ ２０ １ １ ） 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加快农村地区社会性质的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了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 、 内容方法和创新与不足 。 通过现有文

献发现 ： 对农材养老服务这个研巧领域的未来研巧仍存在着很大的空间 。 现有关

于农村养老服务的研究总是落后于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和相关政策措施 。 然而 ，

当今老龄化的进程必然要求这方面学术研究的快速跟进 。 另外 ， 绝大多数研究区

域主要是城市 ， 将对象定为农村的相关研究 比较缺乏 。 Ｗ往对养老服务的研究基

本都是定性分析 ， 鲜有关于这方面的定量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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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卷

第二章 经济学视角下的养老服务满意度分析
＇

第一节 经济学视角的养老服务供给分析 Ｉ

―

、 经济学基本问题分析养老服务供给

经济学的基本研究主要包括Ｈ个问题 ， 即生产什么 、 如何生产 Ｗ及为谁生产 。

第
一

个问题主要指产品 自 身的定位问题 ； 第二个问题是复杂的过程 ， 既涉及到产

品的提供对象又涉及到资源配置方式 ； 第Ｓ个问题是指产品 的服务和购买对象 。
：

第
一

、 养老服务的 内容即生产什么 的 问题养老服务内容包括医疗保健、 生活

照料等 。 由于年龄段或者经济水平等个体或者环境的差异 ，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

需求也存在不同 ， 因此养老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什么 ， 具体提供数量是多少都需

要根据具体的养老服务需求来平衡 。 例如 ： 偏好在家里养老的老人主要依靠 自 己

养老或者子女养老 ， 很少对社区或者社会化构产生需求 ， 因此 ， 他们 占用 的资源

相对比较少 。 另外 ， 很多对养老服务摇摆不定 ， 认为机构养老条件太差等潜在客

户 的潜在需求都会影响生产什么 的 问题 。

第二 、 关于养老服务如何生产的 问题应该考虑我国各个方面的现状 ， 综合现

状的基础上进行择优选择 。 例如我国的人 口特点 、 老龄化特点 、 文化背景 、 各个

养老方式的利弊 、 资源供给问题 、 狂会人才和社会效益等 。

第Ｈ、 养老服务的服务对象即经济学的为谁生产 问题 。 我国的老龄化形势比

较严峻 ， 两头大中 间小的人 口特点导致年轻人的社会压力増大 ， 养老产业市场很

广阔 ， 人们迫切需要提供养老服务 。

一

方面 ， 己经步入老年的老年人是养老服务

的服务对象 ， 虽然绝大多数选择在家养老 ， 但是年纪越大 ， 全面护理等需求辨更

迫切 ； 另
一

方面 ， 年轻人未来会步入老年阶段 ， 未来也可能是养老服务的需求者 。

二 、 经济学基本假设分析养老服务供给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理性人 、 资源稀缺和产权保护三个方面 。 理性人假设

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追求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资源稀缺假设认为任何资源都是有

限的 ； 产权保护指个人财产圣神不可侵犯 。

第
一

、 养老服务符合理性人假设 。 民办养老机构 レ乂利益最大化为经营 目标 ；

养老服务对象会根据 自 己的经济能为 、 对 比各养老机构的服务 ，
ＬＪ效用最大化为

目 标进行选择 ； 养老服务机构的专业服务人员也是理性人 ， 当他们认为 自 己的努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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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于该行业工资水平时往往会选择回报率更高的工作 。

第二 、 与养老服务相关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 养老机构或者养老服务等并不是

社会需要多少就能提供多少 。 由于存在成本 、 资源供给 、 社会现状 、 技术水平等

内在和外在的因素 ， 养老资源是比较稀缺的 。 另外 ， 由于 民办机构的性价比远远

低于政府机构 ， 所Ｗ面对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 ， 养老服务的供给主要靠财政 。 但

是政府也不能无止尽地提供下去 ， 养老服务产业化 、 民营化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

第Ｈ 、 个人产权的假设也适用于养老服务 。

一

方面 ， 引进壮会投资的养老机

构 ， 所有权归属投资者 ， 投资者在承担风险的 同时也享受由此带来的利涧 ， 其他

人不得侵害其获利的权利 。 当投资成本过髙时 ， 民间资本会拒绝进入养老服务业 ，

政府通过税惠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 ； 养老服务的民营生产者采取双方接受的价格

进行标价 ， 只有在这种等价交换的前提下 ， 交易才会产生 ， 生产者才会继续提供

养老服务 。 另
一

方面 ， 当养老服务的需求者购买服务后 ， 他就获得了享受该服务

■ 的权利 ， 受到法律保护 。 对于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如化 出卖时间

获得的相应收入归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 。 迄些都体现 了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假

设 。

Ｈ 、 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养老服务供给

对应于Ｈ大基本假设 ， 经济学由此推 出供求 、 等价交换和利益最大化Ｈ大基

本原理 。 生产者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 根据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 曲线 ， 价格与

需求呈反向变化 ， 即价格越低 ， 需求越高 。 同时 ， 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是绝对的

供给者和需求者 ， 由于人们手上都有不同 的资源 ， 当 自 己手上没有需要的资源时

就会用 已有的资源去交换需要的东西 。 交换遵循等价原则 ， 只有在这种等价交换

的前提下 ， 交易才能循环 。

＾老服务的供给也满足迄Ｈ大原理 。

第
一

、 无论是投资者 ， 养老服务机构的员工还是养老服务的购买者 ， 都在追

求 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 。

一

旦决定偏离了这个 目 标 ， 他们就会调整直到满足 目标 。

例如养老服务的购买者会选择质量高 、 优惠 的服务来实现 自 身利益的最大

化 ； 养老服务资本的投资者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否能够获得利益最大化来决定

是否要提供养老服务产品 ； 同样对于相关的工作人员 ， 他们会依据行业收入水平

和 自 己的付出来衡量是否达到利益最大化 。

第二 、 供求原理同样适用于养老服务 。 对于投资者方 ， 投资价格的过高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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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供给成本太商 ， 养老服务的供给就会减少 ； 对于养老服务的消费者 ， 服务的

价格低 ， 需求高 ， 很多原来选择居家养老的可能会选择购买其他养老服务 。 如果

服务价格高 ， 需求会相应减少 ， 除 了需要全身照料等弹性较小需求外 ， 弹性较大

的需求者会减少购买 。

第三 、 养老服务的 民营资本提供者和服务的购买者并不是绝对的供给者和需

求者 ， 由于人们手上都有不同 的资源 ， 当 自 己手上没有需要的资源时就会用 己有

的资源去交换需要的东西 。 养老服务需求者通过合理的价格购买 自 己需要的服

务 ； 投资者收取市场价格 达到利润最大化 。 交换遵循等价原则 ， 只有在这种等

价交换的前提下 ， 交易才能循环 ， 养老服务供给才能继续下去 。

第二节 经济学视角 的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老龄化的社会现状为养老服务业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 并且在未来很长
一

段时间养老服务业都会继续增长 ， 甚至产生很大影响 。 养老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

老年人 ， 它是随着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増长应运而生 。 养老产业的产业链比

较长 、 涉及的领域广 ， 能够有效地拉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 它涉及到旅游业 、

家政服务 、 医疗保健等各方面 ， 市场前景相当大 。

在微观上 ，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满足社会不断增加的养老服务需求 问

题 ， 缓解社会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 还能促进老年人身也健康发展 ， 发展完善

的养老服务体系 。 在宏观上 ， 对于促进就业 、 促进经济 ， 调整产业结构 ， 缓解经

济疲软和促进粗会和谐等都有重大意义 。

—

、 养老服务对就业的作用机制

养老服务业会对其他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

一

方面养老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建

设需要大批技术人才 ， 日 常护理等家政服务业需要专业的服务人员 ， 远些都能够

为社会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 。 另
一

方面 ， 伴随着养老服务业的成长 ， 也会产生或

者影响很多相关的其他产业 ， 从而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 产生更多 的就业岗位 。

为更好地满足 日 益增长和多样性的养老服务需求创造可能 。

二 、 养老服务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养老服务属于服务业范畴 ， 因此绝大部分养老服务都划分在第Ｈ产业范围

内 。 服务业
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 为经济増长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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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业也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作用 。 国家统计局 ２ ０ １ ４ 年的调查数据表

明 ： ２ ０ １ ４ 年 中 国第Ｈ产业增加值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为 ４８ ．２％ ，
２ ０ １ ３ 年该 比重为 ４ ６ ．９％ ，

２ ０ １ ４ 年 比 ２ ０ １ ３ 年增长 了１ ． ３ 个百分点 。 第王产业比例的提高代表着第王产业在

Ｈ大产业中 的 比重提高 ， 优化 了产业结构 。 但是相 比较发达 国家 ， 我国还欠缺很

多 ， 发达国家的这
一

比重达到 了７ ０％及 Ｗ上 。 因此 ， 我 国第Ｈ产业的 比重还有待

继续加强 ， 这就需要第Ｈ产业中 的服务业 ， 特别是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因为这
一

朝 阳产业未来前景很广大 ， 其在第王产业的 比重和重要性都在增加 。 所 Ｗ ， 产业

结构 的优化需要养老服务业的促进和发展 。

Ｈ 、 养老服务对 内需的作用机制

养老服务业的 发展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的 同时 ， 也会促进养

老服务消 费的增长 。 由于现在的养老服务主要 由政府提供 ， 民营资本投资的服务

机构较少 ， 但是 民营资本融入 ， 活跃养老服务市场将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 养老服

务的发展会带来新兴产业的 发展 ， 从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 调查数据显示 ； ２ ０ １ ４

到 ２ １ 世纪中 期 ， 我国老年人 口 购买养老服务消 费潜力将从 ２ ０ １ ４ 年的 ４ 万化元快

速增长到 １ ０ ６ 万亿元左右 ， 增长速度快 。 养老服务的消 费对国 内 生产怠值的 占 比

将从 ８％增长到 ３ ３％左右 。 数据调查还发现 ： 许多退休老人仍在继续工作 ， 尤其是

城市 中 ４ ５％的老人在退休后约 ５ 年 内 会
一

直保持就业状态 ， 工资是收入 的主要来

源 ， 这会使老人的个人储蓄增加 ， 提高其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 ， 其消费能力 的保

持会使其增加对养老服务的 需求 。 因此 ， 面对如此庞大的消 费市场 ， 我们应该积

极提供养老服务 ， 吸引 多方投资 ， 外方投资等促进 国 肉养老服务市场的积极发展 。

第Ｈ节 养老服务满意度分析的必要性 ： 出现 问题

－

、 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问题

现今社会面临 着 日 益增长 的养老服务 需求和养老服务的供给不足之间 的矛

盾 。 我国 在养老服务建设方面虽然进行 了大量探索 ， 但是还是存在很多 问题 。 例

如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 网络服务的建设缓慢 、 覆盖率不够 。 导致不能提

供更多 的养老服务项 目 ， 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 很多老年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做

饭 、 护理等基础服务需求都不能得到解决 。 另 外 ， 养老服务市场的供求处于失衡

状态 ， 具体表现在政府提供的养老机构 由于购买价格低 、 管理规范等优点人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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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 而民办养老机构 由于性价比不高导致资源浪费 。 我国在养老服务方面进行过

很多探索 ， 到底养老服务带来的满意情况如何 ， 需要我们在评价之前努力的基础

上继续改进 ， 缓解甚至解决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 。

二 、 养老服务体系结构不合理问题

由于我国养老服务开始晚 、 发展慢 ， 所Ｗ养老服务体系结构仍 旧处于不合理

状态 。 无论是居家还是社区或者机构养老 ， 都存在资金不足 ， 缺乏专业服务人员 ，

养老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 。 专 口针对老年人医疗护理 、 健身保健、 也

理咨询等机构相对太少 。 除此之外 ， 养老服务的管理也是很大的 问题 ， 我国 的养

老服务管理不够规范 ， 存在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 行业标准不够规范等问题 。 对

于不合理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需要加 １＾＾改进 ， 这就需要对养老服务进行评价 ， 找

出现有体系 的缺陷与不足 ， 改进其结构体系 。

兰 、 养老服务的专业人才匿乏问题

养老服务的服务人员不足 ， 特别是专业服务人才紧缺是 目 前存在的
一

大 问

题 。 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基本是农村失业者或者下 岗工人 ， 这些人员主要在
一

线

基层岗位服务 ， 其中主要为女性 。 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专业水平 。 并且部分工作

存在脏累等现实情况 ， 工资待遇不理想等都会导致人员流动频繁 ， 专业优秀人才

更是留不住 。 在养老服务机构中 ， 真正经过培训 ， 持证上岗 的员工很少 ， 绝大多

数都是无证上岗 ， 因此导致工作水平差距大 。 调查研究表明 ； 我国 目 前大约需要

一

千万养老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 ， 但只有 ２ ２ 万从业人员 ， 其中仅有十分之
一

的

雇员是合格上岗 。 由此可见 ， 我国护理人员紧缺 ， 急需要养老服务业的相关专业

人才 。 养老服务的评价工作可 明确发现需求者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 ， 加强不满

意业务的建设 ， 培训和加强该业务人才的专业技能等 。

由于我国养老服务起步晚 、 发展慢 ， 养老服务体系处于建立初期 ， 养老服务

市场 尚且处于新生期 ， 所 存在养老服务供求矛盾 、 养老服务体系结构不合理、

专业人才匿乏 、 养老服务市场不健全 、 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 因此 ， 目 前的养

老服务业还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发展 、 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主要力量 。 老龄化化会

已经到来 ， 我们不能悲观地将它看作是负担 ， 而要积极地视为挑战 。 养老产业作

为第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 ， 市场前景相

当大 。 所 可Ｗ实现经济发展和化会发展的巧谐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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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经济学基本问题 、 经济学基本假设 、 经济学基

本原理在养老服务供给方面的体现 ； 从 内需 、 产业结构和就业的经济学视角 阐述

了养老服务需求的表现 ； 最后从供给和需求发现 目 前养老服务存在供求不均衡 、

结构体系建设不完善和专业人才匿乏等问题 ， 这
一

系列 问题的产生是我们进行养

老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必要性 ， 需要对 目 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进行评价 ， 找到不足加

Ｗ改进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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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章 农村老龄化特点和养老服务业现状 ： Ｗ渐江省为例

第一节 浙江省人 口老龄化的现状

－

、 人 口老龄化含义

国际上通常认为 ， 如果
一

个国家或者地区
＾

０ 岁及 １＾
＾１上的老年人 口数量 占该

国或地区人 口总数的 １ ０％ ， 或者 ６５ 岁及 Ｗ上的老年人 口 占该国或地区人 口 总数

的 ７％ ， 这表示这个国家或者地区 已经进入人 口老龄化社会 。

人 口老龄化会带来
一

系列的社会问题 ，

一

是减少 了承担赡养责任的劳动年龄

人 口
；
二是増加 了 需要赡养的老年人 口 。 这两个问题的本质都可Ｗ认为是

＂

养老
＂

二字 。 高龄化带来的明显 问题在于老人在基本生活照顾方面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

具体的表现有 ： 对于老年人个体来说 ， 老年人身体、 也理功能都会随着年纪的増

大逐渐衰退 ； 健康状况也会逐渐恶化 ， 患病率 、 伤残率会提高 ， 身体机能的损坏

会减弱老人 日 常生活的 自理能力 ， 因此 ， 产生 了生活照稱 、 健康护理等多样化的

需求 。 显然 ， 这样会降低老人 自理能力 ， 提高对他人的依赖程度 。

二 、 全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特点
Ｉ

从 １ ９８７ 年开始 ， 浙江省就渐渐走上老龄化进程 ， 至今全省的老龄化程度在

逐年提高 ， 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也更加突出 。 ｆ据省老龄办发布的 ２０ １ ４ 年统计

公报 （此次调查了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 １ ４ 年间 的 ６０ 岁及 Ｗ上老年人 口 的增长情况 ） 的

调查结果为 ： 近几年 ， 浙江省的老年人 口数量増长速度加快 。 相 比 ２００６ 年总数

的 ６７４ ．％ 万 ， ２０ １４ 年年底老年人 口数量达到 了９４５ ．０８ 万 ， 即 ４ ． ３ １％年平均增长

率 。 同时 ， 老龄化系数也増长为 １ ９ ．４４％ ， 增长了近 ５％ 。 公报数据表示 ， 到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份月 末 ， 全省六十岁及 Ｗ上老年人 口数量 ９４５ ．０８ 万 ， 占全省总人 口数的

１ ９ ．４４％ ，

一

年净增 ４７ ．２４ 万人 ， 同 比增长 ５ ．２６％ 。 而近 ８ 年来 ， 增长比例首度
＂

破

５

＂

， 达到 了５ ． ２６％ 。 而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月 末 ， 全省六十岁及 上老人为 ８９７ ． ８３

万 ， 占 ２０ １ ３ 年总人 口数的 １ ８ ．６３％ ， 同 比增长 ４ ．６８％ 。 浙江省的人 曰老龄化正在

加剧 ， 老龄人 口具有总量大 、 増长快 、 高龄趋势 、 空巢问题突出和农村老龄化存

在较大问题等特征 。 现今浙江省人 口老龄化和商龄化已进入高速发展环节 ， 预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城市和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差距会更大 ， 尤其是农村老龄化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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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全省农村面临的养老问题

浙江省老龄人 口 问题的城乡差距很明显 ， 农村老龄化突 出 。 根据浙江省老龄

办数据 ， 截至 ２０ １ ４ 年年底 ， 全省有农村老龄人 口６０８ ．４８ 万 ， 占全省老龄总人 曰

的 ６７ ． ７７％ 。 专家预现 ！ １
， 到 ２０３ ０ 年农村老年人数将达到农村总人数的 ３ ７ ． ９８％ ，

这
一

比重 ２００５ 年只有 １ ６ ． １ ２％ ， 农村比城市高出 ５ ． ６－

１ ０ ．４５ 个百分点 。 送主要是

计划生育政策和近年来农村青壮年人 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运两大因素的促进 ，

从而 出现农村老龄化速度比城市快的现象 。

由于浙江人多地少 、 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这
一

客观趋势 ， 农村青壮年逐渐大量

离开止地、 离开故乡 。 但是 ， 由于青壮年人户分离现象増多 ， 浙江省有些农村已

成了
＂

６０３ ８ 部队
＂

（ 即 ６０ 岁及 Ｗ上的老人和妇女 ） 的天下 。 长远来看 ， 随着浙

江省工业化 、 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 农村劳力外 出迂移将快速上升 ， 年轻人离开农

村的还会越来越多 ， 城乡家庭的小型化 、 核也化特征明显 ，

＂

空巢家庭
＂

将越来

越普遍 ， 传统的依靠家庭对老人进巧精神感藉和 日 常照料的养老方式将变得不可

能 ， 这
一

问题在农村更加严重 。

第二节 浙江省巧村养老服务产业的现状

－

、 养老服务的含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伴随而来的养老 问题也愈来

愈突 出 ， 养老服务也受到社会越来越多 的关注 。 首先 ， 要理解什么是养老服务 。

董红亚 （ ２０ １ ０ ） 学者认为在 目前学术界对养老服务没有
一

个统
一

的定论 ， 但是表

述的基本 内涵是
一

致的 。 梁鸿和赵德余 （ ２００８ ） 两位学者对养老服务做了如下定

义 ： 他们认为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 内容包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照料 、 更进
一

层的

医疗保健服务及最高层次的精神慰藉等 。 由于学者们的学科背景不同或者个人所

站的立场不同 ， 所Ｗ学者们对其表述也不同 。 文献中 出现最多 的表述主要有
＂

为

老服务
＂

、

＂

养老服务
＂

和
＂

老年服务
＂

等 。 从这
一

概念所涉及的研巧对象和研

巧 内容来看 ， 上述概念涉及的服务都是非现金形式的 ， 因此 Ｗ上几个不同概念之

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 这些概念指的都是关于照顾老人的各种服务 ， 而且这些服

务也都是维持老年人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 。

然而 ， 目 前很多人对养老服务存在
一

定的认识误区 ， 即 ： 很多人认为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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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就等于社会养老服务 。 其实不然 ， 从养老服务体系层面上看 ， 养老服务既包巧

家庭提供的各种服务 ， 也包括政府、 社会提供各种条件 ， 如与养老服务相关的制

度和政策等 。

在综合了相关公共政策和现有研巧的基础上 ， 本文认为
＂

养老服务
＂

是指为

了满足老年 晚年的正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非现金形式 ， 主要包括生活照料 、 精

神慰藉、 医疗保健、 失能照料和法律援助等服务 。

二 、 养老服务的方式

国务院在 ２０ １ １ 年发布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年 ） 》

中指出 ， 依据老年人生活居住形式 ， 化会养老服务体系主要由居家养老 、 社区养

老和机构养老等Ｈ个有机部分组成 。 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包括生活照顾 、 医疗服务 、

精神慰藉等 ； 社区养老服务不但有居家养老的共同特性 ， 而且有社区照料的特性 。

它在支持居家养老方面有重要作用 ； 机构养老服务除上述 内容外 ， 提供的服务更

加丰富和专业 ， 服务内容既能满足基础需求又能满足特殊需求 。

按照社会支持网络理论 ， 农村养老服务又分为两部分 ： 非正式照顾系统的养

老服务和正式照顾系统的养老服务 。 非正式照顾系统主要包括老年人的家庭 、 邻

居和亲朋好友等 ； 正式照顾系统主要包括政府等正式组织 。

Ｈ 、 各地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产业

受长期的家庭养老模式影响 ， 浙江省农村还是Ｗ居家养老服务方式为主 。 当

然 ， 随着浙江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农材青年越来越希望和父母分居 ， 并且在婚

后纷纷组建 自 己的小家庭 ， 这可能会威胁到农材传统的家庭养老 。 目 前浙江省农

村与时俱进 ， 多地农村都 已经有 了提供 日 常照顾 、 医疗保健、 精神慰藉的居家养

老服务业务 ； 老年人专用 的娱乐场所 ， 村级老年公寓等社区养老服务 ； 浙江省 的

很多农村还发展 了 国办福利机构 、 乡镇敬老院和民办养老机构等机构养老服务 。

浙江省在这方面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和谐建设 。

（
－

） 各地方政府在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方面的举措

杭州将政府贿买服务老人的 比例列为市委市政府对县市区的考核 目 标 ， 政府

为农村老人购买服务的 比例定在 ２％ ； 对居家养老服务站 、 老年食堂给予
一

定的

补助与扶持 ， 尤其是在其起步阶段 ， 给予重点的资金扶持 ， 让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较快 、 较好地为老年人服务 ； 对高齡 、 空巢、 失能 、 经济困难老年人进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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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 重点解决失能老人的照料问题 ， 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 扶持为老年人服务的 中

介机构 ， 创造条件为从业人员提供培训 ， 放大定点 中介组织的示范效应 ， 通过考

核考评、 政策激励等手段加强养老服务实体的管理水平 ， 提高服务水平 。

湖州坚持
＂

低起点 、 广覆盖 、 多形式 、 可持续
＂

的发展思路 ， 农村养老服务

工作得到有效推进 ， 全市基本建立困难群众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 。 城市困难老

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实现全覆盖 ， 并逐步向农村困难老人试点拓展 。 困难老人根

据不同的类型享受到每月 ５０ 至 １ ００ 元不等的生活照料 、 精神慰藉 、 护理 、 陪医

等服务 ， 这些由政府购买 。 湖州市创建市级Ｈ星级老年活动 中也 ２％ 个 ， 创省级

星光老年之家 ５ １ ６个 ， 累计舆有农村老年活动中也 （室 ） ９７ １ 个 ， 覆盖面率达 ９８ ．４％ 。

通过老年活动设施的改善 ， 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开展棋牌休闲 、 文体健身 、 电视

娱乐 、 聊天谈也等活动的公共场所。 其主要做法包括 ：

一

是加大建设力度 ， 推进

发展 。 这些项 目 纳入政府工作 内容能够推进农村老年活动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发

展 。 二是开展星级创建 ， 提升水平 ， 全市兰星级老年活动中屯、

（室 ） 创建率这

３０％ ， 提升了基层老年基础设施水平 。 Ｈ是加强规范管理 ， 促进发挥 ， 制定出 台

了 《关于加强农村化区老年活动室管理的意见 》 ， 从功能定位 、 内部管理 、 考核

评估等方面明确具体要求 。

宁波规定县 （市 ） 、 区民政局部口每年要安排
一

部分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农

村养老服务工作 ， 宁波市民政局每年将给本级各地适当地补助福利彩票公溢金 。

这笔公益金实行专款专用 ， 主要提供给特困户老人 ， 用于他们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

建设农村养老服务的基础设施或者是补助相关养老服务机构的运作费用和管理

费用 。

绍兴充分发挥敬老院的床位资源 ， 探索敬老院转型升级 。

一

是养老机构托管

敬老院 。 如诸暨市老年康乐 中 屯、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 ， 依托 自 身优势 ， 托管 １ １ 家乡镇

（街道 ） 敬老院 ， 共计床位 ８＾ 张 ， 实行统
一

管理 、 统
一

配送 、 统
一

服务 ， 打破

了 由政府包管的模式 ， 为国办机构拓展服务对象 、 扩大服务范围 、 规范 内部管理

走出 了新路 。 二是敬老院整体转型为地方性的巧养中也 。 上虞市民政 、 财政联合

制定了 乡镇街道敬老院建设成为社会养老服务中也的考评标准 ， 明确 了资金补助

政策 积极推动敬老院成为区域性社会养老服务中也 。 Ｓ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 。

绍兴县针对不同的老人 ， 实行有偿和无偿 、 自 费和低费相结合 ， 吸收社会老人入

住 ， 提高床位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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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推动养老服务中必和星光老年之家的网络覆盖 ， 出 台 《金华市
＂

农村老

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
＂

实施意见 》 ， 建成农村社区星光老年之家项 目 １ ４３ ３ 个 ，

总建筑面积达到 ５０ ．４４ 万平方米 ， 投入建设资金约 ２ 亿元 ， 通过老年福利服务星

光计划建设 ， 使农村老年福利服务工作有 了稳定的发展平台 。

丽水市在完善农村老年活动设施方面的 肉容包括 ：

一是加强农村老年人活动

场所建设 。 积极向上争取建设资金 ， 充分利用现有闲置的公共用房等进行改扩建 ，

加强老年活动 中 也、等场所建设 ， 为老年人老有所乐 、 老有所学提供专用场所 。 建

有乡镇 （衔道 ） 老年活动 中也 ６ １ 个 ， 农村 （社区 ） 老年活动 中也 （室 ） １ ７０９ 个 ，

农村 （社区 ）

＂

星光老年之家
＂

１ ０９０ 家 。 二是在农村地区举办老年电大 ， 开办

教学点 ， 为农村广大老年人就近就便提供接受终身教育的条件 ， 开办农村老年电

大教学点 ３ １ ７ 个 ， 入学人数 １ ２０００ 人 。 Ｈ是活跃农村老年文体活动开展 ， 积极组

织送文化下乡活动 ； 充分发挥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和文艺团队作用 ， 支持和引导

农村老年人参加各种有益身也健康的群众性体育健身和文娱活动 。

老年食堂和 日巧所是农村居家养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开展这两项工作除

需要
一

次建设投入外 ， 还要持续投入维持费用并有效率地进行管理 ， 管理难度大 ，

也是城市居家养老工作面临 的难题之
一

。 农村老人同样存在对老年食堂和 日托服

务的迫切需求 ， 浙江各地也因地制宜进行 了
一

些尝试 。

杭州富阳市农村居家养老试点村在充分调研 ， 摸清髙龄、 空巢、 失能 、 困难

老年人底数的基础上 ， 从解决老人最迫切需要入手 ， 积极创办老年食堂 、 洗衣房 、

日托所等基础 日 常生活服务设施 ， 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助餐、 助洁服务 。 富阳

市常安镇横磋村老年食堂是最早创办的老年食堂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２ 月 开张运行 ， 服务

对象是本村的髙龄 、 独居 、 残疾的老年人 ， 毎餐有二 、 Ｈ十名符合条件并有需求

的老年人在食堂就餐 ， 服务内容是提供午餐和晚餐 ，

一

華两素每位收费 ２ 元 ， 老

人行动不便还可 １＾１送餐上口 ， ＾此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难题 。 富阳市春江衔道 山建

村根据农村老年人家庭洗衣机配制效率不高 ， 老年人清洗大件衣被困难的实际 ，

建立 了助老洗衣房 ， 配备工作人员免费为老年人洗衣 ， 平均每天有 １ ０ 多次人送

衣清洗 ； 杭州桐庐市江南镇获浦村为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难题 ， 成立 了托老服务中

也 ， 集中设置老年休息室 、 老年餐厅 、 爱老服务商店和敬老理发室等服务项 目 ，

让老人得到 了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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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 ；＾村还开展了空巢老人关爱活动 ， 乡里成立了空巢老人管理服务领导小

姐 ， 挂牌设立乡老年人管理服务中也 ， 中也设在乡劳动保障站下 ， 招聘六位专职

管理服务人员 ， 对乡里 １ ７０ 多位 ７０ 周岁 Ｗ上生活有困难、 需要照顾的常住空巢

老年人提供服务 。 服务 内容主要包括定期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 、 医护陪送和精神

慰藉 ， 对老人家庭的安全管护 ， 及时排查煤气 、 电路、 通道等安全隐患 ， 并将有

关情况告知其在外的子女 。 服务形式主要采取上 口服务 ， 并要求做到服务态度亲

和周到 ， 帮助缓解老年人的孤独寂寞感 。

（二 ） 地方积极引进市场化巧进入养老化务产业

在推动农村养老事业发展过程中 ， 浙江各地 ， 包括较发达地区和相对欠发展

地区 ， 都认识到养老事业不可能政府包办 ， 需要吸引 民间资金 ， 引进市场机制 。

各地民政部口在养老机构多元化投入和 引进市场机制方面进行 了大量尝试 。

绍兴积极引 导民间资本有序进入养老服务业 ， 已基本形成了 国办国营 、 民办

民营 、 民办公助 、 公办民营的格局 。

一

是企业投资兴办养老机构 。 如浙江富涧集

团投资创办了诸暨市康乐中也 ， 现入住老人近 ３００ 名 ， 采用宾馆式管理 ， 形成了

独特的管理模式 。 二是民间 团体共同投资建设养老机构 。 如上虞市谢核大家庭福

乐院 ， 就是 由 民间团体共同投资 ， ４２０ 张床位 ， 入住老人 １％ 名 。 Ｈ是企业转型

投入养老服务业 。 如峨州市康乐敬老院 由
一

家倒闭的小阀 口厂改建而成 ， 企业主

陆续投入 ３００ 万元 ， 建成了拥有 １ ５０ 张床位的民办养老机构 ， 解决了１ ０ 多名农

材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 ， 实现了
＂

双赢
＂

的局面 。 目 前 ， 峨州 市民办养老床位

已达 ２８００ 张 ， 占总数的 ３成 ， 超过了公办的床位数 ， 成为养老服务市场的主力军 。

截止今年上半年 ， 我市有各类养老机构 １ ８６ 家 ， 其中公办福利机构十家 ， 乡镇敬

老院 １ ０５ 家 ， 民办养老机构 ７ １ 家 ， 总床位数量达到 了１ ８７８７ 张 ， 平均每 １ ００ 名

老人拥有 ２ ．４ 张床位 。

湖州吴兴区建立起
＂

市场运作
＂

服务新机制 。 沮建了
＂

吴兴区南太湖居家养

老服务中也
＂

， 采取政府扶持 、 独立核算 、 自 负盈亏模式 ， Ｗ民办非企业的形式

实巧市场化 ， 具体实施居家养老的各项服务 。 目 前 ， 服务中屯、设 ３ 个联络站、 ４４

个加盟网点 ， 通过该服务中也中也为 ６３ ５ 名 困难老人提供免费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２５ ． ８ ８ 万 。 Ｈ是创建了
＂

五加五定
＂

服务新模式 。 在传统的政府发放服务券 、 社

区聘请服务人员 、 联系服务单位的基础上 ， ２０ １ １ 年 ， 利用网络平台和市场化运

作方式 ， 创新建立了

＂

五加五定
＂

的服务新模式 ， 五加为
＂

专业組织＋加盟网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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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制＋会员制
＂

、

＂

上 口服务＋网点服务
＂

、

＂

人性化关怀＋个性化服务
＂

、

＂

结对错时服务＋临时应急服务
＂

； 五定为
＂

定服务对象 、 定服务项 目 、 定服务

时间 、 定服务地点 、 定服务人员
＂

。

衝州
＂

ｙｊ ｌ

ｊ养院
＂

的探索 。 在现有地方财政比较困难的惰况下 ， 为充分调动

起供给主体和需求对象的积极性 ， 衝州市陆续开展 了各敬老院副业生产 ， 衝州市

积极探索建设
＂

Ｗ副养院
＂

机制 ， 引 导敬老院五保老人为所能及地种植蔬菜水果 、

花并苗木 、 养殖禽畜等副业 ， 成功缓解了欠发达地区敬老院投入难题 。 具体做法

有 ：

一

是出 台激励政策 ， 进行副业生产的五保老人最多可得到纯收益百分之四千

的奖励 ；
二是灵活姐织形式 。 养殖业技术要求较高 ， 五保老人在工作人员带领下

积极参与 ， 平均分配利润 ； 种植业方面 ， 则实行分类分地承包种植 ， 老人获得其

劳动所得。

衝州 副养院
＂

对养老服务机构的借鉴意义在于 ， 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
一

个主要方向是Ｗ机构为依托 ， 通过机构福射和延伸服务职能 。 比如 ： 农村老年公

寓 、 星光老年之家 、 村级养老服务站、 老年协会等 ， 这些机构的生存和发展 ， 在

财力相对较弱地区 ， 完全依靠政府拨款不现实 ， 可 Ｗ在
一

定程度上借鉴衝州

副养院
＂

的经验 ； 另
一

方面 ， 浙江老年人都非常勤劳 ， 特别是低龄健康的老人 ，

多数没有脱离生活劳动 ， 如果在其力所能及范围 内 ， 在 自愿基础上 ， 通过适当形

式在其享受养老服务时 ， 扶持或姐织他们参与
一

定生产活动 ， 或许探索农村养老

服务的新形式 。

丽水鼓励化会参与建设养老机构 。 ２００３ 年市政府出 台 了 《关于加快发展社

会福利事业的意见 》 ，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 ， ２００７ 年开

始建设的丽水市老人公寓 ， 是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丽水市首个民办养老服务项

目 ， 目 前 己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 丽水在组织管理 、 政策保障 、 资金补助 、 ±地

支撑 、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都明确 了对民办养老事业的扶持 。

第兰节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分析了浙江省农村人 口老龄化现状和发展特点化及浙江省农村养

老服务产业的现状 。 我省老龄化存在城乡差异大 ， 农村老龄化特别突 出等持点 。

浙江省的很多农村在养老服务业进行 了大胆创新和积极探索 。 例如浙江省部分农

村发展 了公如福利机构 、 乡镇敬老院和民办养老机构等机构养老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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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状况的调查分析

第一节 渐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的总体满意情况

针对
＂

目 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您觉得满意吗 ？

＂

这
一

问题 ， 被调查者做 出

了 自 己的评价 。 具体见表 ４－

１ 。

表 ４－

１ 浙江省农村养老版务的总体满竟巧况
￣

满意情况频数比例 （ 百分比 ）

不满意 ４９^
一

般满意 ３０２ ４９ ．６７

基本满意 ２２８巧 ．５０

满意 ２５ ４ ． １ １

很满意 ４ ０ ． ６６

合计
＾ １ ００

从表 ４－

１ 可Ｗ看出 ： 在 ６０８ 名被调查者中 ， 只有 ８ ．０６％的被调查者对提供的

养老服务感到不满意 ， 绝大多数人还是感到满意的 ， 说明农民对浙江省农村养老

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 。 这说明近几年浙江省各地从农村老人实际需求出发 ， 结

合当时实际情况 ， 围绕我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方向和 目标任务做 了大量工作 ， 收获

了
一

定成效 。

为什么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程度叱较高 ， 这很容易解释 。 因为农村老

年人长期处于较低的物质生活条件下 ， 对 日常生活要求较低 ， 很容易满足 。 运对

农村展开养老服务工作有两方面的启示 ，

一

是政府对养老事业较小 的投入可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感 ， 从而能提高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 ， 其社会效益巨大 ；
二是农村养老服务应该Ｗ最基本的低层次的服务项 目 为主 ，

Ｗ乡邻互助服务 、 无偿或低偿的公益服务为主要形式 。

第二节 个人特征差异的农村养老服务满意情况

一

、 基于性别的满意情况

调查显示 ， 女性比男性的满意度低 。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 他们对农村养老

服务的满意度都呈现出 山峰形状 ，

一

般和基本满意的人 占绝大多数 ， 仅有极少的

人表示不满意或者很满意 。 男性中有 ４ 人对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很满意 ， 占据了

男性 １ ．２３％的 比例 ， 而女性中这
一

比例却为 ０ 。 另外 ， 对于男性而言 ， ５ ．９９％的

男性认为不满意 ， ５４ ． ５ ７％认为
一

般 ， ４ ． ３ ７％认为满意 ； 对于女性而言 ， １ ０ ． ３ 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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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认为不满意 ， ４４ ． ３ ３％认为
一

般 ， ３ ．４４％认为满意 。 从中可Ｗ看出 ， 女性的满

意度比男性低 。 这和中 国传绕的男尊女卑等分不开 ， 农村女性更是
一

般都负责家

务和服侍家人 ， 即使妇女到 了老年 ， 仍然要服侍年老的老伴甚至是孙辈 ， 导致其

能够享受到的养老服务往往少之又少 ， 从而影响其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ｉｆｔ男性

则反之 。 具体见表 ４－２ 。

表 ４－２ 基于性别的满意巧况

不满意
一般满意 基本满意满意很满意Ｔｏｔａｌ

男 １ ９ １ ７３ １ ０６ １ ５ ４ ３ １ ７



５ ．９９５４ ．巧３ ３ ．４４
＾ ＾ １ ００

女 ３０ １ ２９ １ ２２ １ ０ ０ ２９ １



１ ０ ． ３ １４４ ．巧４ １ ．９２３ ．４４０
＾ １ ００

二 、 基于婚姻状态的满意情况

问卷将婚姻状态分为未婚 、 己婚 、 离婚 、 再婚和丧偶五类 。 本文将未婚和丧

偶合并成为单身状态 ， 另外Ｈ种情况合并成有伴状态 。 下表就是单身和有伴两种

状态下的农村养老服务满意情况 。

表 ４－３ 基于巧巧状态的滿ｆｔ巧况 巧分比 ）



不满意
一

般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很满意Ｔｏｔａｌ

单身４ ． １ ２４７ ．６５４２ ． ９４ ５ ．２９ ０ １ ００

有伴９ ．５９５ ０ ．４６巧 ． ３ ９ ３ ． ６５ ０ ． ９ １ １ ００

调查显示 ， 单身者比有伴者的满意度高 。 单身的被调查者中有 ４ ． １ ２％的单身

人±对 目 前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感到不满意 ， 而在有伴的情况下不满意程度达到

了９ ． ５ ９％ 。 这种现象的 出现很大的原因是两个老人的生活成本相对于
一

个老人的

生活成本要高 ， 因此在经济条件不是非常优越的农村生活压力更大 ， 因此更高的

成本导致生活质量的不高 ， 进而引 起满意度不高 。

Ｈ 、 基于文化程度的满意情况

被调查者的文化水平严重影响其对待事物的态度 从及人生观和价值观 ， 理性

还是感性地评价养老服务项 目对于文化程度不同的人来说都不同 。 具体情况见表

４－４ 。

调查显示 ， 在从来没有上学的老人中 ， 有 １ ０ ． ０６％的人对本村的养老服务不

满意 ； 小学文化程度的老人中 ， 有 ４ ．５３％的人觉得不满意 ； 初中文化程度的老人

中 ， 有 １ １ ． ９３％的人觉得不满意 ； 高中文化程度的老人中 ， 有 １ ６ ．２２％的人觉得不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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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 总体来说文化程度越富 ， 不满意度越高 ， 即满意度越低 。 这主要是因为文

化程度低的老人更容易满足 ， 政府建立公共基础设施 ， 比如老年活动 中也 ； 或者

举办
一

些慰劳服务的志愿者活动等都会让低学历者幸福感加强 ， 因此对养老服务

的满意度就高 。 相反 ， 相对于高学历者 ， 由于其学识渊博 ， 对经济政策等理解得

更透彻 ， 从而对社会发展的要求更高 ， 包括在养老服务方面发展的要求更高 ， 因

此 ， 当前的这些基本养老项 目 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 ， 所Ｗ满意度低 。

表 ４＾ 基于文化涅度的满意巧况 （百分化 ）

文盲小学初中島中大学 Ｗ上

不满意 １ ０ ．０６４ ． ５ ３ １ １ ．９３ １ ６ ． ２２０ ． ００

—

般满意５０ ． ８９５ ６ ．４５３ ５ ．７ ８２７ ．０３８ ３ ．巧

基本满意３ ９ ． ０５３２ ． ７ ５４４占５４８ ．６５ １ ６ ． ６７

满意０ ． ００４ ． ８８ ７ ． ３４ ８ ． １ ０ ０ ． ００

很满意０ ． ００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 ０ ． 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四 、 基于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

经济状况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很大影响 ，

一

般认为 ： 优越的经济实力可Ｗ带给

老人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 享受得好了 当然满意度就高 。 具体看下表的调查结果 。

表 ４－５ 基于经巧状况的满念巧况 （百分比 ）

差较差
一

般较好好

不满意巧 ．４ １ １ ４ ．２９７ ．０８７ ． ６９６ ． ３４

一

般满意５６ ．的６６ ．２３４６ ．０６ ；３６ ． ８９２９ ．２２

基本满意９ ． ９０ １ ９ ．４８４３ ． １ ２４０ ． ６ １６４ ．４４

满意０ ．０００ ． ００ ３ ． ７４ ９ ． ８ ３０ ． ００

很满意０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 ３ ． ２８ ０ ． 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 １ ００

调查结果显示 ： 和
一

般理论
一

样 ， 经济状况越好满意度越高 。 在经济条件差

的被调查者中 ， 有 ３ ３ ．４ １％的老人觉得不满意 ； 在经济条件较差的被调查者中 ，

有 １ ４ ．２９％的老人不满意 ； 在经济条件
一般的被调查者中 ， 有 ７ ． ０８％的老人不满

意 ； 在经济条件较好的被调查者中 ， 有 ７ ．６９％的老人选择了不满意 ； 在经济条件

好的被调查者中 ， 有 ６ ． ３４％的老人选择 了不满意 。 从中可 Ｗ看出 ， 经济条件越差

不满意度越高 ， 反之 ， 经济条件越好满意度越高 。 这是因为 ， 高收入者有资本 ，

一

方面能享受到更多 的养老服务 ， 另
一

方面他们对养老服务的制度的包容度大更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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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而低收入者由于资金括据 ， 买不起或者短期可 Ｗ享受但是长期来说支付不起

相关费用 。

五 、 基于患病情况的满意度

对大于六十岁 的老人来说 ， 健康问题是
一

个值得热议的课题 。 身体健康状况

会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 从而间接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表 ４－６ 基于患病巧况的巧煮度 （百分比 ）



无病患 １ 种病患 ２ 种病患 ３ 种病患 ４ 种病

不满意７说７ ． ９４ ８ ．４９ １ ０ ． ０００ ．００

一

般满意５ １ ． ７０４７ ． ６ ６５０ ．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６ ． ６７

基本满意３ ５ ． ８ ５４０ ． ６ ５巧． ０２５０ ．００３ ３ ． ３ ３

满意４ ．巧 １ ． ８７ ８ ．４９ ０ ．０００ ． ００

很满意０ ． ００ １ ． ８ ８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调查显示 ， 患病越多 ， 满意度越低 。 在没有病的老人中有 ７ ． ９２％的人对 目 前

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感到不满意 ； 在患 １ 种病的老人中有 ７ ．９４％的人对 目 前村里

提供的养老服务感到不满意 ； 在患 ２ 种病的老人中有 ８ ．４９％的人对 目 前村里提供

的养老服务感到不满意 ； 在患 ３ 种病的老人中有 １ ０％的人对 目 前村里提供的养老

服务感到不满意 ； 在患 ４ 种及 Ｗ上病的老人中没有人对 目 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

感到不满意 。 从中可Ｗ看出 ， 大概的趋势是随着患病种类的増多 ， 老人对 目 前农

村提供的养老服务的不满意度逐渐提商 ， 即满意度降低 。

六、 基于参保情况的满意度

２０ １ １ 年 ２ 月 １ ７ 日 ， 浙江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 争取到 ２０ １ ２ 年 ， 全省城

镇基本养老 、 基本医疗保险 、 工伤保险参保率达到 ９〇％ ＾＾；上 。 如今浙江省的新农

保覆盖率已经很高 ， 其对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见表 ４－

７ 。

调查显示 ， 不参保的人比参保的人满意度更高 。 在不参保的人群中有 ７ ． １ ６％

的人表示对 目 前村里面提供的养老服务感到不满意 ； 而参保的老人中有 ９ ．２７％的

人认为 自 己不满意 。 反么表示 ， 在不参保的人群中有 ９２ ． ８４％的人表示对 目 前村

里面提供的养老服务感到满意 ； 而参保的老人中有 ９０ ． ７３％的人认为 自 己对养服

务满意 。 这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 因为参加 了新农保的老人每月 都有固定的养

老金可Ｗ领取 ， 这是他们选择对 自 己生活的
一

种保障 ； 但是对于没有参加新农保

的老人来说 ， 他们没有老来养老金的保障 ， 那么就会选择其他的
一

些养老服务来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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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这方面的空缺 ， Ｗ使 自 己的生活有保障 。 因此 ， 他们对养老服务的接触更多 ，

从中获得的服务更多 ， 所Ｗ更满意 。

表 ４－７ 基于多保巧化的瓶ｔ度 （百分比 ）

不参保参保
’

不满意 ７ ． １ ６ ９ ．２７

一

般 ５ ３ ． ０ １ ４５ ． １ ７

基本满意３４ ． ３ ８ ４ １ ． ７０

满意４ ．３０ ３ ． ８ ６

很满意 １ ． １ ５ ０ ．００

Ｔｏ 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七 、 基于购买力的满意度

每个人的收入情况不同 ， 当然会影响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和意愿 ， 间接引起

对本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不同 。 具体表现如下表 。

表 ４－８ 基巧买能力的满意度 （百分比 ）

１ ００Ｗ 下 １ ００－２００２００－

３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Ｗ上

不满意 １ ６ ．０４ ３ ．４ １ １ ０ ． ００２ ．２９ １ ０ ．６９

一

般４ １ ．９８ ５０ ．４３４５ ． ８ ３化 ８ ５％ ． ６０

基本满意４ １ ．９８ ３ ９ ． ３２３ ６ ． ６７４６ ．５７２７ ．０４

满意０ ．００６ ． ８４ ７ ． ５０２ ．２９ ３ ． １ ４

很满意０ ．００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０２ ．５２

Ｔｏ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调查显示 ， 每月 能够接受 ３００ 元到 ５００ 元的老人满意度最高 ， 为 ９７ ． ７ １％ ；

其次是每月 能够承受 １ ００ 元到 ２００ 元的老人 ， 为 ９６ ． ５ ８％ ； 每月 能够承受 ２００ 元

至 ！１３ ００ 元的老人满意度更低 ， 为 ９０％
； 每月 能够承受 ５００ 元 Ｗ上的老人满意度约

为 ８９ ． ３ １％ ； 满意度最低的是每月购买为在 １ ００ 元Ｗ下的老人 ， 为 ８３ ． ９５％ 。 在此

看好像没有什么规律 ， 但是购买力具体是如何影响农村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 ？ 这点需要第五章的实证检验 。

第Ｈ节 基于不同养老服务需求的满意情况

养老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情况也是影响大众满意度的
一

大因素 。 是否需要生活

照料 、 精神保障 、 医疗护理等某
一

类养老服务 ？ 需要的人才有可能去购买享用某

项养老服务 ， 而对于 自 认为不需要的人来说 ， 其购买的可能性就不大 ， 这两类人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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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养老服务的看法与评价 自然也不同 。 下面的表 ４－９ 至表 ４－

１ ３ 分别为生活照料、

精神满足 、 医巧保健 、 生活照料和法律维权这 ５ 大养老服务 内容的不同需求下的

不同的满意度 。

表 ４－９ 基于生活照料需求的滿＆巧况 （百分比 ）

不需要 有点需要需要迫切 需要迫切且非常重要

̄

不满意４ ．４９ １ １ ．２４２０ ． ００ １ ５ ． ３ ８ ０ ．００

一

般５５ ． ０６４ １ ． ０ １４０ ．００４６ ． １ ５ １ ００

基本满意３５ ． １ ２４４ ． ９４ ３ １ ． １ １３４ ． ６２ ０ ． ００

满意４ ．２ １２ ． ８ １８ ． ８９ ３ ． ８ ５ ０ ． ００

很满意 １ ． １ 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００ ０ ．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从图 ４－９ 可 Ｗ清楚地看出 ， 在不需要生活照料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４ ．４９％对

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

般的为 ５ ５ ．０６％ ， 基本满意的为 ３ ５ ． 口％ ， 满

意的为 ４ ． ２ １％ ， 很满意的为 １ ． １ ２％
； 在有点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１ １ ．２４％对当

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

般的为 ４ １ ．０ １％ ， 基本满意的为 ４４ ． ９４％ ， 满意

的为 ２ ． ８ １％ ， 很满意的为 ０％
； 在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２０％对当前村里提供

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般的为 ４０％ ， 基本满意的为 ３ １ ． １ １％ ， 满意的为 ８ ． ８９％ ，

很满意的为 ０％ ； 在迫切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１ ５ ． ３ ８％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

服务不满意 ；

一般的为 ４６ ． １ ５％ ， 基本满意的为 ３４ ．６２％ ， 满意的为 ３ ． ８ ５％ ， 很满

意的为 ０％ ； 在迫切且非常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全部的人对农村现有的养老服

务的评价都为
一般。 生活照料具体是如何影响农村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这

点需要后面章节的实证检验 。

除 心以上因素外 ， 在精神满足 、 医疗保健、 失能照料和法律维权等不同需求造

成的满意程度也不同 ， 具体见下表 。

从表中可 得出结论 ： 对精神满足这项养老服务内容越需要 ， 对其满意度越

高 。 具体表现为 ： 在不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３０ ．９５％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

服务不满意 ，

一

般的为 １ ９ ．０５％ ， 基本满意的为 ３ ８ ． １％ ， 满意的为 １ １ ． ９％ ， 很满意

的为 ０％
； 在有点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９ ． ５６％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

满意 ；

一

般的为 ４３ ．４８％ ， 基本满意的为 ４０％ ， 满意的为 ６為 ６％ ， 很满意的为 ０％
；

在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５ ．０６％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

般的为

４８ ． ３ １％ ， 基本满意的为 ４ １ ． ０ １％ ， 满意的为 ３ ． ３ ７％ ， 很满意的为 ２ ．２５％
； 在迫切需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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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６ ．巧％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

般的为

５ ５ ．４９％ ， 基本满意的为 ３ ６ ． ８ １％ ， 满意的为 １ ． １ １％ ， 很满意 的为 ０％
； 在迫切需要

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４ ．４％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

般的为 ６２ ． ６３
〇
／〇 ，

基本满意的为 ２８ ． ５７％ ， 满意的为 ４ ．４％ ， 很满意的为 ０％ 。 从中可 Ｗ看出 ， 随着

需求程度的加深 ， 不满意程度越来越小 ； 反之 ， 即对精神满足这项养老服务 内容

越需要 ， 对其满意度越高 。 精神满足具体是如何影响农村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 ？ 这点需要第五章的实证检验 。

表 ４－… 基于巧神满足需求的满倉巧况 （百分比 ）

不需要有点需要需要迫切需要 迫切且非常重要

不满意３０ ．％９ ． ５ ６５ ． ０６６ ． ５ ９ ４ ．４０

一

般 １ ９ ． ０５４３ ．４８４８ ． ３ １５ ５ ．４９６２ ． ６３

基本满意３ ８ ． １ ０４０ ． ００４ １ ．０ １％． ８ １ ２女 ５７

满意 １ １ ． ９０６占６３ ．巧 １ ． １ １ ４ ．４０

很满意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２５０ ．００ ０ ． ００

Ｔｏｔａｌ

＾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表 ４－ １１ 基于医疗保健巧求的满意情况 （百分比 ）

不需要 有点需要需要迫切需要迫切且非常重要

不满意 １ ８ ．７８ １ ． ９０５ ． ３ ３４ ．４５ ０ ．００

一

般３ ３ ． １ ５６４ ．２ ９５０ ． ３ ０４８ ． ８ ９ ０ ． ００

基本满意４３ ．０９２ ８ ． ５ ７巧 ． ６４４４ ．４４ １ ００

满意４ ． ９８３ ． ３４４ ．７３２ ． ２２ ０ ． ００

很满意０ ． 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 ０ ． ００ ０ ． 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从表 ４－

１ １ 可 Ｗ清楚地看出 ， 需要医疗保健这项服务的老人比不需要的人满

意度高 。 在不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１ ８ ． ７８％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

意 ，

一

般的为 扣 ． １ ５％ ， 基本满意的为 ４３ ． ０９％ ， 满意的为 ４ ．％％ ， 很满意的为 ０％
；

在有点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１ ．９％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

般

的为 ６４ ．２９％ ， 基本满意的为 ２８ ． ５７％ ， 满意的为 ３ ． ３４％ ， 很满意的为 １ ．９％
； 在需

要这项服务的老人中有 ５ ． ３ ３％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

般为 ５０ ． ３％ ，

基本满意的为 ３ ９ ． ６４％ ， 满意的为 ４ ． ７３％ ， 很满意的为 ０％ ； 在迫切需要这项服务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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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浙江省调査 问卷

的老人中有 ４ ．４５％对当前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满意 ；

一

般为 ４＾ ． ８９％ ， 基本满

意的为 ４４ ．４４％ ， 满意的为 ２ ．２２％ ， 很满意的为 ０％ ； 在迫切需要这项服务的老人

中全部的人都是基本满意 。 总之 ， 除了不需要的老人外 ， 其他需要的老人满意度

都比较高 。 精神满足具体是如何影响农村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这点需要第

五章的实证检验 。

表 ４－１２ 基子失能照料帝求的满意巧况 （百分比 ）



不需要有点需要需要迫切需要迫切且非常重要

不满意 １ ６ ． ９３７ ．的５ ．％ ６ ． ３ １ ９ ．７８

一

般５０ ． ７７４３ ．巧５ ８ ．巧４８ ．２０ ４３ ．４８

基本满意２６ ． １ ５４７ ．４４３ ３ ． １ １３ ７ ．巧 ４４ ． ５７

满意６ ． １ ５ １ ．２８２ ． ６５ ６ ．３０ ２ ． １ ７

很满意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 １ ． ８０ ０ ． 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调查显示 ， 相对于不需要和迫切且非常需要这两种极端的情况 ， 有点需要 、

需要和迫切需要失能照料送项养老服务的这Ｈ类农村老人对本村提供的养老服

务的满意度基本
一

样 ， 且 比前两者要高 。 其 中 ， 不 需要者的满意度最低 ， 为

巧 ．０８％
； 其他 ４ 种情况的满意度都达到 了９０％Ｗ上 。 失能照料需求具体如何影

响农村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这需要第五章的实证检验 。

表 ４－口 基于法＃＾｜＾＾求的巧意请况 （百分比 ）



不需要 有点需要需要迫切需要 迫切且非常重要

不满意２３ ．％０ ．００ ８ ． ８９７ ． ０８ ６ ． ７７

一

般４８ ． ８４７５ ．００４６ ． ６７４９Ｊ ６４９ ． ６２

基本满意 １ ８ ． ６０１ ２ ． ５０４４ ．４４巧 ． ８２
＇

３ ８ ． ６０

满意９ ． ３０口 ． ５０ ．００ ３ ． ５４ ４ ．０ １

很满意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 １ ．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 １ ００

分析表 ４－

１ ３ 可Ｗ得出 ， 有点需要法律维权这项养老服务的老人全部选择 了

满意 ， 没有人选择不满意 。 有点需要 、 迫切需要和迫切且非常需要这 ３ 类老人对

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基本
一

样 ， 都在 ９０％ Ｗ上 。 而不需要该项养
＾
服务的老人的满

意度最低 ， 为 ７６ ．７４％ 。 关于法律维权需求具体是如何影响农 ；ｋ老人对养老服务

的满意度 ？ 这点需要第五章的实证分析 。

Ｉ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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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章小结

个人特征的差异 Ｗ及对各种养老服务需求的程度都会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满

意情况产生影响 。 具体表现在农民的个人特征 、 农民对生活照顾的需要、 农民对

精神满足的需要 、 农民对医疗保健的需要 、 农民对失能照料的需要 ｔｕ及农民对法

律维权的需要等 ６ 个方面都会对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 ， 如何才能筛选出

能够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 ， 提高满意情况 ， 促使养老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改变

相应的影响因素来促进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 具体哪些影响 因素能够产生显著

效应呢 ？ 下
一

章将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相应结果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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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 的影响 因素实证检验

第一节 数据来源和 ｏ ｌｏｇ ｉｔ 模型的选取

－

、 数据来源和问卷设计

本研究所采用 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 １ ４ 年
＂

浙江省农村老龄人 口养老 、 医疗保障

需求调查及政策评估
＂

和
＂

浙江省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

运两个课题 。 在

确定调研计划时 ， 课题组根据浙江省 １ １ 个地市 （杭州 、 嘉兴 、 衝州 、 台州 、 金

华、 湖州 、 嘉兴 、 绍兴 、 丽水 、 舟山 、 温州 ） 的农村人 口分布情况确定了每个地

市的抽样配额 ， 然后按照配额在每个地市随机选取若干村庄进行入户调查 ， 从而

使 问卷较为平均地分配在浙江省各地农村 ， 问卷基本可 Ｗ反映出浙江农村老人的

基本情况 。 问卷调查对象选择 ６０ 岁 Ｗ上 、 无沟通困难并且熟悉本材家庭基本情

况的农民 。 由老人 自 己在根据入户调查人员 的说明填写 问题 ， 对不识字的老人 ，

由入户调查人员逐
一

说明 问题 ， 然后根据老人的意见填写 问卷 。 调查问卷共发出

６２０ 份 ， 剔除无效的 问卷 １ ２ 份 ， 实际有效问卷数量 ６０８ 份 ， 问卷有效率为 ９ ８ ． ０６％ 。

由于受访者总是不愿意透露出 自 己具体的收入是多少 ， 所Ｗ 问卷的很多 自变

量是按照区间计量的 。 因变量是受访者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情况 ， 本文把它分

成 ５ 个层次 ： 不满意 、

一

般 、 基本满意 、 满意 、 很满意 ， 属于有序多分类变量 。

所 Ｗ本文采用 了 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分析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 ， Ｗ期得到影响

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

二 、 多元有序 ｌｏｇ ｉｔ 模型

本文运用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影响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因素 ， 不仅能够避免将多

分类结果合并成两类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归带来的大量数据丢失 ， 而且还能体现

实证结果的有序性和多类性。

Ｏ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 ） 是
一

种常用 的有序响应模型 。 设 ｙ 表不

在 （
１ ， ２ ， … ，

ｊ ｝
上取值的有序响应 ， 关于 ｙ （ Ｗ解释变量 Ｘ 为条件 ） 的 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可从从潜变量 ｙｉ

＊模型中推导 出来 。 假定潜变量 ｙｉ

＊ 由下式决定 ；

ｙｉ

＊＝
ｘＰ

＋ｅ（其中 ， Ｐ 表示 ｋ＊ ｌ 向量 ， 残差 ｅ 服从 Ｌｏｇｉｓｔｉ ｃｓ 分布 。 设 ０
１
至 巧 －

１

为未知的割点 ， 且 ０
１

＜０
２
＜

． ． ．
＜０

＞ １
） ， 同时定义 ： ｙ

＝
ｌ ， 若 ｙｉ

＊
三０

１ ；ｙ
＝
２ ， 若 目

１

＜

ｙｉ

＊＜０
２ ；


；
ｙ
＝

ｊ

－

ｌ ， 若０
ｊ

－２
＜

ｙｉ

＊
５０

ｊ

－

ｉ ；ｊ
， 若

ｙｉ

＊＞６
ｊ

－

ｉ
， 在给定关于残差ｅ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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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假设下 ， 可推导 出给定 Ｘ与 ｙ的条件分布并计算出每个响应概率如下所示 （伍

德里奇 ， ２００７ ） ：

Ｐｒｏ
（ｙ
＝

ｌ
 ｜

ｘ
）

＝

ｐｒｏ（ｙｉ

＊
￡０

ｉ
 ｜

ｘ
）

＝

（
ｐ佩－Ｘ队ｐｒｏ（ｙ

＝
２

｜

ｘ
）

＝

ｐｒｏ （
ｅ

ｉ

＜
ｙｉ

＊
￡０２

｜

ｘ
）

＝
（
ｐ做

－ｘ
ｐ）

－

（

ｐ （
ｅ

ｉ

－ｘｐ ）


；ｐｒｏ（ｙ
＝

ｊ

－

ｌ
 ｜

ｘ
）可ｒｏ巧 －

２
＜
ｙｉ

＊

或 ｘＰ）

－

（
ｐ（
０
ｊ

－

２
－ｘ队ｐｒｏ （ｙ

＝

ｊ  ｜

ｘ
）

＝
ｌ 

－

ｐｒｏ （ｙｉ

＊

識－

１
 ｜

ｘ
）

＝

ｌ 

－

（
ｐ （
０ｙ

－ｘ
（

３
）

根据 Ｌｏｇｉｔ 变换 （ Ｌｏｇｉ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的公式进行反推 （张文形 ， ２００４ ） ，

上述模型 中 ， ９（
０

ｉ

－ｘ
｜

３
）

＝
ｅｘｐ（

０
ｉ

－ｘ
Ｐ）

／。 ＋ｅｘｐ卿－Ｘ脚 。

因此 ， 推导后的分类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表达式为 ：

巧 （
Ｙ或

＝
（

ｐ （
；

０
ｉ

－ｘｐ）

＝

ｅｘｐ （
；

０
ｉ

－ｘ
ｐ）

／
［ 

１＋ｅ邓汾－Ｘ的 ］

０
＝

１ ， ２ ． ． ． ，
＿Ｍ ）

其中 ， ｉ 表示 自变量向量的行数 ； ｊ 表示应变量 Ｙ 的分类 ；
ｋ 表示 自变量的个

数 ； Ｏ
ｊ

为常数项 ，

（

３ｋ 为回归系数 （若 Ｐ ｉ

＞〇 ， 表明随着 Ｘ 值的增加 ， Ｙ 落在有序

分类值更大
一

类的概率更大 ； ｐ ｉ

＜〇 时 ， 表明随着 Ｘ 值的增加 ， ｙ落在有序分类值

更小的
一

类的概率更大 ； 在其他 自变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 某 自变量每増加 １

个单化 则因变量的优势将改变 ｅｘｐ（Ｐｋ）倍 ： 巧 （
Ｙ説是应变量 Ｙ 小于等于 ｊ 的累

加概率 ， 由此形成的模型为累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

本文的因变量Ｗ

＂

对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您觉得满意吗 ？

＂

这个问题来度量 ，

农民的回答分为
＂

很满意
＂

、

＂

比较满意
＂

、

＂
一

般
＂

、

＂

比较不满意
＂

和
＂

非

常不满意
＂

５ 种不同的选择 ， 分别赋值
＂

５ ，４ ，３ ，２ ，１

＂

， 分值越高 ， 表示农

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越髙 。 基于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情况是 ５ 分类变

量 ， 各选项间具有還辑顺序 ， 因此采用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 。 运用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

析影响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因素 ， 不仅能够避免将多分类结果合并成两类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带来的大量数据丢失 ， 而且还能体现实证结果的有序性和多类性 。

第二节 变量说明和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各变量名称 、 类型和取值范围

本文的因变量Ｗ

＂

对村里提供的养老服务您觉得满意吗 ？

＂

送个问题来度量 ，

农民的回答分为
＂

很满意
＂

、

＂

比较满意
＂

、

＂
一

般
＂

、

＂

比较不满意
＂

和
＂

非

常不满意
＂

５ 种不同的选择 ， 分别赋值
＂

５ ，４ ，３ ，２ ，１

＂

， 分值越高 ， 表示农

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 在 ６０８ 名被调查者中 ， 仅有 ８ ． ０６％的受访者对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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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养老服务感到不满意 ， 绝大多数人还是感到满意的 ， 说明农民对浙江省农

村养老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 。 这说明近几年浙江省各地从农村老人实际需求出

发 ， 结合当时实际情况 ， 围绕我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方向和 目标任务做 了大量工作 ，

收获了
一

定成效 。

本文 自变量的选取是在综合上述文献的研究基础上 ， 根据浙江省杭州 、 嘉兴 、

衝州 、 台州 、 金华 、 湖州 、 嘉兴 、 绍兴 、 丽水 、 舟山 、 温州 １ １ 个市农村地区的

实际情况 ， 从农民的个人特征 、 农民对生活照顾的需要 、 农民对精神满足的需要 、

农民对医疗保健的需要、 农民对失能照料的需要 及农民对法律维权的需要等 ６

个方面出发 ，

一

共选取了２３ 个可能对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的二级因素 。

关于各个变量名称 、 变量类型和变量的取值范围详细见附表 １ 。

农民的个人特征 。 农民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指农民的性别 、 年龄 、 婚姻状态、

文化程度 、 目 前的经济状况、 年收入水平 、 目 前患有慢性病情况 、 能够接受的养

老费用 。

农民对生活照顾的需要 。 农民对生活照顾的需要包括烧饭送饭、 洗衣打扫卫

生、 帮助购买生活用 品和紧急情况下有人能够及时救援这 ４ 个服务项 目 。 生活照

顾是养老服务的重要 内容之
一

， 农村老人需不需要这些服务 心^及需要程度如何都

会影响到农民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农民对精神满足的需要 。 农民对精神满足的需要包括提供老年人休闲娱乐场

所、 定期上口精神慰藉 、 定期 电话探访 。 浙江省农柯的养老方式主要 Ｗ家庭养老

为主 ， 而且侧重于物质满足 ， 这里包含了精神方面需求的满足。 精神需求同样是

影响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

农 民对医疗保健的需要 。 农民对医疗保健的需要包括进行健康教育建立健康

档案 、 陪伴就医 、 健康咨询 。 新型农村医疗保险 己经基本覆盖浙江省农村 ， 农民

对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程度逐 日 増加 ， 因此也会影响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农 民对失能照料的需要 。 农 民对失能照料的需要包括上口进行失能康复治

疗、 行动不便后的长期照顾 。 这是针对农村老人中 的特殊人群的 ， 失能老人是否

需要相关的养老服务也会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产生影响 。

农民对法律维权的需要 。 农民对法俸维权的需要包括法律咨询及援助和纠纷

解调机制 。 随着我国法制社会建设的推进 ， 农村的法律意识普遍有所提高 ， 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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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产生
一

定影响 。

二 、 个人特征 、 经巧基础 、 精神状巧的描述性统计

（
＿

） 自身情况分巧

表 ５
－

１ 分别从性别 、 年龄 、 婚姻状况 、 文化程度 、 患病情况五个个人持征的

主要方面对 ６０８ 份问卷的样本人群进行了统计描述 ， 基本可反映出浙江农村老年

人的
一

般情形 。

表 ５－

１ 浙江农村老年人的 自身倩况

类 另 Ｉ

Ｊ 项 ｇ Ｉ人数 Ｉ比例

＾■＿男
Ｚ ３ １ ７＾ ５２ ． １竺＿



－

ｋ
＾ ４７ ． ８６％

６０岁 Ｗ下 ４７ ７ ． ７３％

６ １
－７０ １ ５ ５ ２５ ．４９％

年龄


７ １
－８０ ２％ ４８ ．０３％

８０岁 Ｗ上 １ １４ １ ８ ．７５％

未婚 ８ １ ． ３ ２％

初婚 ４３２ ７ １ ．０５％

婚姻状况离婚 １ ４ ２ ． ３０％

再婚 ６ ０ ． ９９％

丧偶 １ ４８ ２４ ．３４％

文盲 １ ６９ ２７ ． ８０％

小学巧７ ４７ ．２０％

文化程度初中 １ ０９ １ ７ ．９３％

高中 ３ ７ ６ ． ０９％

大学Ｗ上 ６ ０ ． ９９％

无病 ２６５ ４３ ． ５９％

患１种病 ２ １ ４ ３ ５ ．２０％

患病情况患 ２ 种病 １ ０６ １ ７ ．４３％

患 ３ 种病 ２０ ３ ．２９％

患 ３ 种病 Ｗ上 ３ ０ ．４９％

从上表可知 ， 在被调查者的性别分布中 ， 男性为 ５２ ． １ ４％ ， 女性为 ４７ ． ８６％ ，

男性比女性离出仅仅 ４ 个百分点 ， 这说明在被调查的浙江农村老年人性别基本平

３６



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浙江工商大学硕±学位论文


—基于浙江省调查 问卷

衡 ； 从婚姻状况来看 ， 被调查的浙江农村老年人中有近 ３ 成丧偶 ， 另有 ７ 成多有

配偶 ， 这说明单身老年人比例较大 ， 老人独居的可能性增大 ， 因此独居老人的养

老问题应受到关注 ； 从文化程度看 ， 浙江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 这有可

能加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工作 。 具体表现在不识字的文盲 占将近 ３ 成 ， 初 中和

小学 占 ６ 成多 ， 初中 上学历的连 １ 成都不到 ； 从患病情况看 ， 在别调查的 ６０８

个老年人中 ， ４３ ．５９％的人无病 ， 所 占 比例
一

半都不到 。 另外 ， 患
一

种病的 占 ３ ５ ．２％ ，

剩下的 ２ １％为患两种 Ｗ上疾病人数 。 由此看来 ， 浙江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堪忧 ，

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亟待解决和改进 。

总之 ， 浙江省农村老年人中有近 ３ 成的老人丧偶独居 ， 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

而且有
一

半多的老人患有各种疾病 。 这些情况是发展农村老人养老要面对的现实

问题 ， 因此也成为影响他们对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

（二 ） 经巧和社保巧巧分巧

１ ． 经济状况分祈

为 了考察浙江省农村老人的经济状况 ， 本文从老人的年收入水平 、 收入来源

和主要支出项 目 等 ３ 个方面分析 。

表 ５－２ 浙江省农材老人的年收入巧况

年收入频数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０－３０００ ２６ １ ４２ ． ９３ ４２ ． ９３

３ ００ １
－

５ ０００ ９ ８ １ ６ ． １ ２ ５ ９ ．０５

５００ １
－

１万 １ ３ ３ ２ １ ． ８ ８ ８０ ． ９ ３

１万－２万６２ １ ０ ．２０ ９ １ ． １ ３

２万上 ５４ ８ ． ８７ １ ００

合计
＾ ＾ ＾

从表 ５ －２ 可 （＾ ＞１看出 ： 农村老年人收入
一

般 。 受调查老年人中有 ９ 成来源普通

农户家庭 ， 个人年收入 ５０００ 元Ｗ下的 占 了６ 成 ， 有 ４ 成从上的老人年收入在 ５０００

元Ｗ上 。 这是 由于浙江省的经济在全国排名靠前 ， 虽然城乡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

但是农村的经济水平表现并不差 。 另外 ， 经过调查问卷得知 ： 浙江省农村老年人

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 。 主要表现在来 自老年人的 自种 田和副业收入形成的储

蓄 、 来 自 儿女的孝敬 、 来 自政府的保障和补贴这Ｈ个主要渠道 ， 各有Ｈ成左右的

受调查老人做了相对应的选择 。

从表 ５ －３ 可 看 出 ： 老年人支出结构较为单调 。 农村老年人的支出 明显呈现

多元化的特征 ， 老年人支出 的大头依次为饮食起居 、 医疗和帮助晚辈 ， 所 占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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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为 ９４ ． ０８％ ，６４ ．６４％ ， ３ ３ ． ７２％ ， 这些都是很常规的支出 。 另外 ， 像旅游和

兴趣爱好这样的多样化支出行为较少 ， 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支 出 比例 ， 分别仅为

４ ．２８％和６ ．０９
〇
／〇 。

表 ５－３ 浙江省农村老人的主要支出项 目

主要支出项 目频数比例 （百分比 ）

日 常饮食起居 ５７２ ９４ ． ０ ８

医巧费用 ３ ９８ ６４ ． ６４

帮助子女或孙辈 ２０５巧 ． ７２

旅游 ２ ６ ４ ．２８

兴趣爱好 ３ ７ ６ ． ０９

２ ．社保情况分析

为 了考察浙江省农村老人的社保情况 ， 本文从老人的供养主体 、养老金来源、

新农保参保情况Ｗ及承受能力 （能够接受的养老费用 ） 入手 。

表 ５＞４ 浙江省农村老人的供养情况

供养主体频数比例 （ 百分比 ）

政府或集体

亲戚巧 ５ ．％

子女 ３４５ ５６ ． ７４

配偶 １ ２５ ２０ ． ５６


＾ ＾ ５ １ ． ９７

表 ５ －４ 显示家庭养老是 目前老年人主要供养方式 。 具体表现为绝大多数的老

年人选择本人 、 子女和配偶为供养主体 ， 少数选择了集体或亲属 。 这说明浙江省

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 Ｗ家庭养老为主的现实 ， 同时也表明政府和集体在居家养老

中 的作用还有待充分发挥 。

表 ５
－

５ 显示老人 自 己的储蓄和儿女的赡养费是养老金的主要来源 ， 这
一

点与

表 ５
－４ 中 的供养主体主要为老人 自 己和儿女相呼应 。 另外值得

一

提的是由于新型

农村养老保险在浙江省农村的覆盖 ， 由表 ５
－６ 可知在 ６０ 岁 Ｗ上的被调査人员 中 ，

参保的人数 占据 了近
一

半 ， 因此新农保也丰富 了老人的养老金 。

另外 ， 调查中发现 ； 从老年人狂会保障情况看 ， Ｗ新农合 、 新农巧和低保为

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省农村 已有较大发展 。 老年人包括养老 、 医疗、 低保、 政

府补贴等在内 的社会保障项 目 得到
一

定程度发展 ， 送对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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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重要作用 ， 在问及
＂

医疗费用弥补渠道
＂

时 ， 有
一

半的老人选择巧 自 己出钱 ，

选择新农合和医疗救助的也有
一

半 。 这充分证明我省农村医疗保障已经在老年人

养老 中发揮着重要作用 。

表 ５－５浙江省农材老人养老金的主要来游

养老金主要来源频数比例 （百分比 ）

自 己的储蓄 ３ ￡？ ８ ６５ ．４６

儿女的赡养费 ４２３ ６９ ． ５７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３ ９４ ６４ ． ８

政府的低保 ７０ １ １ ． ５ １

政府的救助


Ｍ


１ ０ ．巧

表 ５－６ 浙江省农村老人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巧况

新农保参保情况频数比例 （ 百分比 ）

未参保 ２５ ８ ４２ ．４３

未但打算参保 ９ １ １ ４ ． ９７

已参保 ２巧 ４２ ． ６０



ｍ
＾

老年人普遍参加社会保障 Ｗ及 自 己的储蓄和儿女的赡养费用 ， 因此 ， 具有
一

定支付能力 。 从养老费用支付能力 问卷回答看 ， 将近 ７ 成的老人每月 支付能力在

２００ 元 Ｗ上 ， 其中支付能为在 ５００ 元 Ｗ上的 占 了将近 ３ 成 ， 表明浙江省农村老年

人已具备
一

定的养老费支付能力 。

表 ５－７ 浙江省农村老人养老贫用的承受能力

承受能力频数比例 （ 百分比 ）

每月１ ００元 Ｗ下


Ｍ


１ ３ ． ３ ２


每月１ ００－２００元


Ｈ ７


１ ９ ．２４


每月２００
－

３００元
＾ １ ９ ． ７４



每月３００
－

５００元


ｍ


２ １ ． ５ ５


每月５００元 Ｋ上


１ ５ ９


２６ ． １ ５



 

ｍ
＾

３ ．精神生活状况

为了 了解浙江省农村老人的精神生活状况 ， 本文考察了养老保障需求偏好、

目 前的陪伴居住情况 、 养老场所偏好 、 照料主体偏好、 倾诉渠道和遇到困难时的

求助渠道共 ６ 个方面的实际情况 。

养老需求偏好相对集中 。 调查发现 ， 浙江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集中在三个

方面 ， 从重要程度排列分别为收入保障 、 护理照料 、 精神慰藉 ； 可 看出物质需

求还是老人的主要需求 ， 精神层面的需求较少 。

３ ９



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

浙江工商大学硕±学位论文


—基于浙江省调査问卷

表 ５
－

８ 显示老年人生活孤单 。 从我省农村老年人居住情况看 ， 有 ６０％的老人

没有和配偶住在
一

起 ， 有 ６０％的老人没有和子女住在
一

起 ， 有 １ ３ ． ９８％的老人独

居 。 老年人的居住情况从侧面反映出其生活孤单 ， 对居家养老的精神慰藉服务有

较多需求 ， 而且实际的精神慰藉需求可能比老年人所表达出来的更多 ， 更迫切 。

表 ５
－８ 浙江省农村老人的巧伴居住巧况

陪伴居住情况频数比例 （百分比 ）

独居＾ 

和保姆
一

起０


０


和孙辈
一

起


ｍ


２２ ．２０


和子女
一

起＾ ５ ７＾
和配偶

一

起 ３４５％．７４

表 ５－９ 浙江省农村老人的养老场巧偏巧

养老场所偏好频数比例 （ 百分比 ）

自 己或儿女家里 ５７０ ９３ ． ７５

敬老院
＾＾

合计＾ｍ


从养老场所的偏好看 ， 农村老年人 ９３ ． ７５％Ｗ上集中选择在家中养老 ， 只有

６ ．２５％强的人选择 了养老院 。 这反映出我省老年人养老场所偏好相对集中于居家

养老的特点 ， 这是中 国传统思想的体现 。 这个特点有利于开展包括居家养老服务

在内 的农村养老服务工作 。

表 ５－１０ 浙江省农村老人的照料方式巧好

照料方式选择频数 Ｉ

比例 （ 百分岳

自 己照顾 自 己


＾


４８ ．０３

由家人照顾 ３７５


６ １ ． ６８

由朋友照顾


６



０ ． ９９

村里乡邻互相照料 ２９


４ ． ７７

保姆或专业人员照料 ２２ ３ ． ６２

表 ５
－

１ ０ 显示 ， 老人不倾向家庭Ｗ外的人提供 日 常照料 。 在 问及更希望什么

样的人来提供 日 常照料时 ， 我省农村老人只有近 １ ０％的人希望家人 Ｗ外的人照

料 ， 绝大多数老人希望家人提供 日 常照料 ， 这与大家对农村老人的通常认知是
一

致的 ， 当然 ， 这也是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 对于有
一

部分老人还是选择家人Ｗ

外的人来照顾 自 己 ， 还是有其合理之处的 。 因为在农村青壮年进城务王 ， 空巢家

庭 、 留守老人大量增加的社会背景下 ， 希望借助家庭 Ｗ外的乡邻朋友甚至地保姆

解决养老的 日 常照料问题 ， 是农村老年人的
一

个现实而又无奈的选择 。 从另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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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 ， 农村居家养老可通过动员和组织邻里互助是解决农村老人 日 常照料 问题 ，

是对家庭养老的必要补充 。

表 ５－１１ 浙江省农村老人的主要倾诉肘象

倾诉对象频数比例 （ 百分比 ）

不去倾诉


ｎ ｏ


１ ８ ． ０９


儿女配偶

￣￣

４０６
—

６６ ． ７ ８

亲朋好友
—

 ２６６
＿

４３ ． ７５


＾ ９


ＩＭ


其他人 ２４ ３ ．９５

表 ５－

１２ 浙江省农柯老人的主要求助对象

求助渠道频数比例 （百分比 ）



Ｍ
＾ ５ ９＾

＾＾ ８２ ．２４


亲友 １ ８６
—

 ３ ０ ． ５ ９

＾ｍ


２

＾＾
村委会
＾ 

由上述两表可知 ： 家人是老年人的最重要的倾诉渠道和求助对象 。 有 ６６ ．７８％

的老年人选择配偶和子女作为倾诉烦恼获得慰藉的渠道 ， 有 １ ８ ．０９％的老年人选

择闷在也里不说 ， 只有少数的老年人选择包括邻居在内 的其它人员倾诉烦恼。 倾

诉渠道的狭窄单
一

导致老年人获得精神慰藉困难 ， 引 发各种老年也理问题 ； 家人

是老年人遇到难题或紧急事项时的主要求助对象 。 当遇到困难或紧急事项时 ， 绝

大多数的老年人选择配偶和子女作为求助对象 ， 只有少数的老年人会求助于亲友

或邻居 。 由此可见 ， 家庭养老虽然不断弱化 ， 但仍在农村养老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

居家养老应该是对家庭养老的拾遗补缺 。

由上述分析可知 ， 个人情况 、 物质基础 、 精神状况等都是影响农村老人养老

质量的重要因素 ， 从而影响农村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浙江省农村老人的文化水平、 健康等 自 身情况并不理想 ， 这些都可能加重农

村老人的养老服务工作 。 经济上 ， 老人收入来源多元化 ， 支付能力并不低 ， 但是

支出结构较单调 ， 尤其是像旅游等弹性小的支 出较少 。 老人更加看重养老费是否

来源于 自 身储蓄和政府救助 。 这表明老人在经济上有强烈的 自立意识 ， 不想给子

女增加经济皮力 ， 因此 ， 政府的困难救助在増加老年也理层面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农村老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高 ， 但是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为主的现实 ， 也表明政府和集体在居家养老中 的作用还有待充分发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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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 精神上 ， 农村老年人对于倾诉和向邻里寻求帮助这
一

需求比较迫切 。 但是由

于存在着没有和子女或者配偶等不在身边的现实情况又决定 了农村老年人应该

把倾诉和寻求帮助的对象逐渐转移到家人Ｗ外的村委会 、 邻居或者亲朋好友 。 因

此 ， 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主要 内容就是是否有人陪伴有人倾诉 ， 而在浙江农村绝大

多数会选择儿女和配偶进行倾诉 。

这些情况都是发展农村老人养老要面对的现实 问题 ， 因此也成为影响他们对

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

第Ｈ节 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 的影响 因素实证检验

―

、 相关性检验处理多重共线性

基于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情况是 ５ 分类变量 ， 各选项间具有逻镇顺

序 ， 因此采用 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 。 运用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影响养老服务满意度

的因素 ， 不仅能够避免将多分类结果合并成两类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 归带来的大

量数据丢失 ， 而且还能体现实证结果的有序性和多类性 。 当然 ， 先要对其进行 内

生性检验及处理 ， 共线性检验及处理等工作 。

在计量上 ， 内生性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原因 。 第
一

个是测量误差 ， 如果测量误

差存在系统性相关 ， 那么此时就会产生内生性问题 。 由于本文所用 的 自变量多数

是分类变量和少数二值变量 ； 应变量是分类变量 ， 因此测量误差基本可 ［＾
＞
１避免 。

第二个是遗漏变量 ， 主要是指模型中可能会遗漏
一

些会影响满意情况的相关变

量 ， 为尽可能避免这个问题的 出现 ， 本文在模型 中加入了多个控制变量。

共线性问题 。 为了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 本文运 ｓｔａｔａ ｌ ２ ．０

对列入的 ２３ 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 ， 相关系数见附表 ２ 。

一

般把相关系数超过

０ ．５ 看做是强相关 。 观察系数表可Ｗ发现 ， ｓｈｚｌ ｌ 和 ｓｈｚｌ２ 的相关系数为 ０ ． ８４８
；
ｓｈｚｌ ｌ

和 ｓｈｚ巧 的系数为 ０ ． ７ １ ３
；ｊ

ｓｍｚ２ 和
ｊ
ｓｍｚ３ 的性关性为 ０ ． ７ １ ３

；ｓｎｚ ｌ ｌ 和 ｓｎｚ ｌ２ 的性

关系数为 化 ６９４
；ｆｌｙｚ ｌ 和 ｆｌｙｚ２ 的相关系数为 化 ７２５ ， 都超过了 化 ５ ， 因此变量间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 对此 ， 本文剔除 ｓｈｚｌ ｌ 、 ｓｈｚｌ３ 、
ｊ
ｓｍｚ２ 、 ｓｎｚｌ２ 、 ｆｌｙｚ ｌ 。 剔

除后重新进行剩余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新的相关性系数如附表 ３ 所示 。

附表 ３ 显示 ， 剩下的变量间相关性都比较小 ， 因此变量间不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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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０ ｌ ｏｇ
ｉ ｔ 估计得出显著性影响因素

由于本文涉及到的 自变量个数较多 ， 因此为了找出到底哪些变量是影响农村

养老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 本文采用 向后逐步分析法 。 向后逐步回归分析法的

主要思想 ：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时 ，

一

般先将解释变量全部放入模型 ， 然后根据统

计检验和定性分析从中逐个剔除次要的或产生多重共线性的变量 ， 选择变量是
一

个
＂

由多到少
＂

的过程 。 具体步骤 ： 事先给定从方程中剔除 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 ，

本文将这
一

显著性水平定为 化 １ 。 开始时全部 自变量都在模型 中 ， 然后按 自变量

对 ｙ 的贡献 由小到大依次剔除 ， 剔除的标准是变量的 Ｐ 值小于开始设定的标准

化 １ ， 再对剰下的变量进行逐个检查 。 经过这样的反复过程 ， 直至方程中没有不

显著的变量可剔除为止 。 最后所得的变量都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 从而得出最优

的 回 归方程 。 依次剔除的变量分别为 ： ｘｂ 、 ｙｌｂ
ｊ
３ 、 ｓｈｚｌ２ 、 ｎｉａｎｌ 、 ｙｌｂ

ｊ
ｌ 、 Ｉｈｙｚｔ ４ 、

Ｉｈｙｚｔ２ 、 ｗｈｃｄ 、 ｓｈｚ ｌ４ 、
ｊ
ｓｍｚ３ 。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估计结果如表５

－

１ ３和表５
－

１４ 。

回归结果的数据分析如下 ：

表 ５
－

１ ４ 表示 ， 总体来说 ， 通过对模型 中是否所有 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全为

零进行检验 ， 结果 Ｐ
＜０ ．００ １ ， 说明这 １ ０ 个解释变量对于解释农村养老服务满意

度的 比例变化是有用 的 ， 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

根据表 ５
－

１ ４ 中得出 的估计参数及相应的检验结果 ， 可Ｗ得出 ， 在显著水平

下与养老服务满意度 （ Ｙ ） 显著相关的有 １ ０ 个解释变量 ； 婚姻状态 ｈｙｚｔ

（ 离婚 化
５
过 ３ 、 丧偶 比

５
＾２１ ５ ） 、 经济状况 由浊 、 年收入 １１８１＼ 参保情况 沈９

］＜ ； 、 负

担能力 ｆｄｎｌ 、 健康满意度 ｊ
ｋｍｙ 、 休闲娱乐场所需求的迫切程度 ｊ

ｓｍｚ ｌ 、 陪伴就医

和帮助配药需求的迫切程度 ｙｌｂ
ｊ
２ 、 上口失能康复治疗需求的迫切程度 ｓｎｚｌ ｌ 、 纠

纷调解机制需求的迫切程度 ｆｌｙｚ２ 。 其它变量均未能通过检验 ， 它们对浙江省农

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的影响未能证实 。

从表 ５
－

１ ３ 可Ｗ看出 ， 最后留下的变量为ＪＱｉｙｚｔ
＿

３ 、
＿

Ｉｈｙｚｔ
＿

５ 、
ｊｊ
浊 、 ｈｂｑｋ 、 ｎｓｒ 、

ｆｄｎｌ 、
ｊ
ｓｍｚ ｌ 、 ｙｌｂ

ｊ
２ 、 ｓｎｚｌ ｌ 、 ｆｌｗｑ２ 、

ｊ
ｋｍｙ ， 都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 。 分别表示婚姻

状态 ｈｙｚｔ （ 离婚 比ｙｚｔ ３ 、 丧偶 Ｉｈｙｚｔ ５ ） 、 经济状况 ｊｊ
ｚｋ 、 年收入 ｎｓｒ 、 参保情况

化ｑｋ 、 负担能力 ｆｄｎｌ 、 健康满意度 ｊ
ｋｍｙ ， 休闲娱乐场所需求的迫切程度 ｊ

ｓｍｚ ｌ ，

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需求的迫切程度 ｙｌｂ
ｊ
２ ， 上口失能康复治疗需求的迫切程度

ｓｎｚｌ ｌ ， 纠纷调解机制需求的迫切程度 ｆｌｙｚ２ ， 共 １ ０ 个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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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口 〇 １

■化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估计结果

（ １ ） （ ２ ） （ １ ） （ ２ ）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逐步 回归前逐步回归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逐步回归前逐步回归后

ｏｌｏｇｉｔ ｏ ｌｏｇｉ ｔ ｏ ｌｏｇｉｔ ｏ ｌｏｇｉｔ

ｆｗｍｙ

ｘｂ ０ ．０ １ ３ ９ ｓｈｚｌ２ ０ ．０７４９

（ ０ － １ ８３ ） （ ０ ． １ ０５ ）

ｎｌ－０ ． ０９７２ ｓｈｚｌ４－０ ． １ ７２
＊

（ ０ ． １ １ ８ ） （ ０ ． １ ００ ）

？＿

Ｉｈｙｚｔ
＿

２ １ ． ３２ １ ｊ
ｓｍｚ ｌ ０ ． １ ９６

＊０ ．２５ ６
＊ ＊ ＊

（ ０ ． ８ ５ ７ ） （ ０ ． １ ０２ ） （ ０ ．０９７９ ）

＿

Ｉｈｙｚｔ
＿

３２ ． ２ １ ０
＊ ＊ １ ．２０５

＊ ＊

 ｊ
ｓｍｚ３ ０ ． １ ６３

（ １ ． ０２５ ） （ ０ ．５２８ ） （ ０ ． １ １ ７ ）

＿

Ｉｈｙｚｔ
＿

４ １ ．６０７ ｙｌｂ
ｊ
ｌ ０ ．０巧２

（ １ ． １ ６６ ） （ ０ ． １ ０２ ）

＿

Ｉｈｙｚｔ
＿

５ １ ． ９９６
＊ ＊ ０ ． ５４４

＊ ＊ ＊

ｙｌｂ
ｊ
２－０ ．２５ ７

＊ ＊－０ ．２６５
＊ ＊ ＊

（ ０ ． ８７３ ） （ ０ ． １ ９８ ） （ ０ ． １ ０４ ） （ ０ ． ０於３ ）

ｗｈｃｄ ０ ． １ ２７ ｙｌｂ
ｊ
３ ０ ． ０６２５

（ ０ ． １ １ ６ ） （ ０ ． １ ０８ ）

ｊｊ
ｚｋ ０ ． ７９ １

＊ ＊＊０ ． ８２８
＊ ＊ ＊ ｓｎｚｌ ｌ ０ ． ３％＊＊ ＊ ０ ． ３４４

＊ ＊ ＊

（ ０ ． １ ２４ ） （ ０ ． １ １ ９ ） （ ０ ． ０８５４ ） （ ０ ． ０８２０ ）

ｃｂｑｋ ０ ．４３ ３
＊ ＊ ＊ ０ ．４０３

＊ ＊ ＊ｆｌｙｚ２
－０ ．２０ １

＊－０ ． １ ６４
＊

（ ０ ． １ １ ８ ） （ ０ ． １ １ ４ ） （ ０ ． １ １ ０ ） （ ０ ．０９４７ ）

ｎｓｒ－０ ．２３ ８
＊ ＊＊－０ ．２０３

＊ ＊ ＊

 ｊ
ｋｍｙ ０ ． ６ １ ０

＊ ＊ ＊ ０ ． ５ ３４
＊ ＊ ＊

（ ０ ．０８３０ ） （ ０ ． ０７７３ ） （ ０ ． １％ ） （ ０ ． １ ２ １ ）

ｆｄｎｌ－０ ． １ ８９
＊ ＊ ＊－０ ． １ ６７

＊ ＊

（ ０ ． ０７０７ ） （ ０ ． ０６８０ ）

ｃｕｔ 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 ９１１
＊ ＊ ＊ １ ． ５ ８９

＊ ＊

（ １ ． ０９３ ） （ ０ ． ６３ ５ ）

ｃｕｔ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 ．０９９
＊ ＊ ＊ ４ ． ６６６

＊ ＊ ＊

（ １ ． １ １ ４ ） （ ０ ．６５３ ）

ｃｕｔ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 ． １ ５ ９
＊ ＊ ＊ ７ ． ６９８

＊ ＊ ＊

（ １ ． １ ５ ３ ） （ ０ ． ７ １４ ）

ｃｕｔ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１ ．２９
＊ ＊ ＊ ９ ． ８ １ １

＊＊ ＊

（ １ ．２５２ ） （ ０ ． ８ ６３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６０ ８ ６０８

注 ； （ １ ） 括号 内数值为 ｔ 统计量 ；
（ ２ ）

＊
，

＊ ＊
，

＊ ＊ ＊分别表示变量通过 １ 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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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１４ｏ ｌｏｇｉｔ 回归棋型估计结果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Ｎｕｍｂｅｒ
＝
６０８

ＬＲ ｃｈｉ２（ １ １ ）
＝

１ １ ３ ．４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 ．００００

Ｐ ｓｅｕｄｏＲ２＝０ ． ０８ ６２

ｆｗｍｙＣｏｅｆ．Ｓｔｄ ．Ｅｒｒ．ｚＰ＞
｜

ｚ
｜％％Ｃｏｎｆ．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ｊ
ｋｍｙ０ ．巧４０ ． １ ２ １４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０ ． ；２９７ ０ ． ７７ １

ｆｌｙｚ２
－０ ． １ ６４０ ．０９４７－

１ ．７ ３０ ．０巧０－０ ． ３ ５０ ０ ．０２ １ ４

ｓｎｚｌ ｌ０ ． ３４４０ ．０８２０４ ． １ ９００ ．００００ ０ ． １ ８ ３ ０ ． ５ ０５

Ｉｈｙｚｔ ３ １ ．２０５０ ． ５２８２ ．２８００ ．０２２０ ０ ． １ ７０ ２ ．２４０

ｙ比ｊ
之－０ ．２６５０ ．０９２３－２ ． ８７０ ． ００４０－０ ．４４６－０ ．０８４４

Ｉｈｙｚｔ Ｓ０ ．５４４０ ． １ ９８２ ． ７５００ ． ００６０ ０ ． １ ５６ ０ ． ９３２

ｊ
ｓｍｚ ｌ０ ．２５６０ ．０９７９２ ．６ １ ００ ． ００９０ ０ ．０６巧 ０ ．４４８

ｊｊ
ｚｋ０ ． ８２８０ ． １ １ ９６ ．９４００ ． ００００ ０ ． ５９４ １ ． ０的

ｄ）ｑｋ０ ．４０３０ ． １ １４３ ． ５２００ ． ００００ ０ ． １ ７９ ０ ．化７

ｎｓｒ－０ ． ２０３０ ．０７７３－２ ． ６３ ０ ． ００８０－０ ． ３ ５ ５－０ ．０５ １ ９

ｆｄｎｌ－０ ． １ ６７０ ． ０６８０－２ ．４５０ ．０ １ ４０－０ ． ３ ００－０ ． ０３ ３４

ｃｕｔ ｌ １ ． ５ ８ ９０ ． ６３ ５ （
Ａｎｃｉｌ ｌａｒ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

ｃｕｔ２４ ． ６６６０ ． ６５ ３

ｃｕｔ３７ ． ６９８０ ． ７ １ ４

ｃｕｔ４９ ． ８ １ １０ ． ８６３


（
－

） 个人特征中对巧意巧影响显着的因索

个人特征中对满意度影响显著的因素比较多 的有婚姻状态 ｈｙｚｔ（离婚 化ｙｚｔ

３ 、 丧偶 Ｉｈｙｚｔ Ｓ ） 、 经济状况 扣 ２］＾ 、 年收入 ｎｓｒ 、 参保情况 沈ｑｋ 、 负担能力 ｆｄｎｌ 、

健康满意度
ｊ
ｋｍｙ 。

１ ．婚姻状态中离婚 比ｙｚｔ３ 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 。 它的偏 回归系数
１

３
＝

１ ．２０５ ， 大于 ０ 。 这表明 ， 与未婚的老人相 比 ， 离婚的老

人对本村的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级别的概率将显著增大 。

２ ．婚姻状态中丧偶 比ｙｚｔ５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 。 它的偏回归系数 Ｐ
＝０ ． ５４４ ， 大于 ０ 。 送表明 ， 与未婚的老人相 比 ， 丧偶老人

对本村的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级别的概率将显著増大 。

３ ．经济状况 山浊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它的偏

回归系数
１

３
＝

０ ． ８２ ８ ， 大于 ０ 。 这表明 ， 随着经济状况的 由差到好 ， 农村老人对本

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増大 。 也就是说 ， 经济状况与农

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经济状况越好 ， 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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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年收入 ｎｓｒ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它的偏回

归系数 Ｐ
＝

－０ ．２０３ ， 小于 ０ 。 送表明 ， 随着老人年收入的 由低到島 ， 农村老人对本

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减小 。 也就是说 ， 年收入与农村

养老服务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年收入越高 ， 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越低 。

５ ．参保情况 ｃｂｑｋ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它的偏

回归系数 Ｐ
＝

０ ．４０３ ， 大于 ０ 。 这表明 ， 与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人相 比 ，

参保的老人对本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增大 。

６ ．负担能力 ｆｄｎｌ 在 ５％的最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它的偏

回归系数 化 １ ６７ ， 小于 ０ 。 这表明 ， 随着负担能力的 由弱到强 ， 农村老人对本

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减小 。 也就是说 ， 老人的负担能

力与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负担能力越强 ， 对养老服务的满

意度越低 。

７ ．健康满意度 ｊ
ｋｍｙ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它

的偏回归系数 ０
＝
０ ． ５ ３４ ， 大于 ０ 。 这表明 ， 随着健康满意度的 由低到高 ， 农村老

人对本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増大 。 也就是说 ， 经济状

况与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经济状况越好 ， 对养老服务的满

意度越高 。

（二 ） 休闲娱乐场所需求的迫切程巧

休闲娱乐场所需求的迫切程度 ｊ
ｓｍｚ ｌ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

务的满意度 。 它的偏回归系数 Ｐ
＝

０ ．２５６ ， 大于 ０ 。 这表明 ， 随着老人对休闲娱乐

场所这一养老服务需求程度的 由弱到强 ， 老人对本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

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增大 。 也就是说 ， 老人对休闲娱乐场所需求程度与农村养老服

务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老人对休闲娱乐场所需求程度越强 ， 养老服务的

满意度越高 。

（
＝

） 瞄伴就医和巧助配巧需求的迫切程度

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需求的迫切程度 ｙｌｂ
ｊ
２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

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 它的偏回归系数 Ｐ
＝
－０ ．２６５ ， 小于 ０ 。 这表明 ， 随着老人对陪

伴就医和帮助配药这
一

养老服务需求程度的 由弱到强 ， 老人对本村养老服务的满

意度属于较离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减小 。 也就是说 ， 老人对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需

４６



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

浙江工商大学硕±学位论文


—基于浙江省调查问卷

求程度与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老人对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

需求程度越强 ， 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越低 。

（ 四 ） 上口失能巧＊治疗需求的迫切程巧

上 口失能康复治疗需求的迫切程度 ｓｎｚｌ ｌ 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

老服务的满意度 。 它的偏回归系数 ０
＝
０ ． ３４４ ， 大于 ０ 。 这表明 ， 随着老人对上口

失能康复治疗这
一

养老服务需求趕度的 由弱到强 ， 老人对本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属于较高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増大 。 也就是说 ， 老人对上口失能康复治疗需求程度

与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老人对上口失能康复治疗需求程度

越强 ， 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

（五 ） 绅纷巧巧化巧需巧的迫切程巧

纠纷调解机制需求的迫切程度 ｆｌｙｚ２ 在 １ ０％的思著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养老服

务的满意度 。 它的偏回归系数 Ｐ
＝

－０ ． １ ６４ ， 小于 ０ 。 这表明 ， 随着老人对纠纷调解

机制这
一

养老服务需求程度的 由弱到强 ， 老人对本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属于较高

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减小 。 也就是说 ， 老人对纠纷调解机制的需求程度与农村养老

服务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老人对纠纷调解机制需求程度越强 ， 对养老服

务的满意度越低 。

Ｈ 、 各显著性影响因素的发生 比 ＯＲ

接下来用 ｏ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的发生比来说明通过显著性检验的 １ ０ 个变量具体

如何影响养老服务满意度 。 具体见表 ５ －

１ ５ 。

婚姻状态中离婚因素 〇Ｒ＝３ ．巧 ８ ， 大于 １ 。 这表明 ， 与未婚的老人相 比 ， 离

婚的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表示更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增加 ２ ． ３ ３ ８ 倍 。 婚姻状

态中丧偶因素 ０民＝ １ ．７２３ ， 大于 １ 。 这表明 ， 与未婚的老人相比 ， 丧偶的老人对

农村养老服务表示更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増加 ０ ． ７２３ 倍 。 经济状况因素

０民＝２ ．２８ ８ ， 大于 １ 。 这表明 ， 农村老人的经济状况每提高
一

个档次 ， 老人对农村

养老服务表示更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增加 １ ．２８ ８ 倍。 年收入因素 ＯＲ＝０ ． ８ １ ６ ，

小于 １ 。 这表明 ， 农村老人的年收入每下降
一

个档次 ， 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表示

更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増加 化 １ ８６ 倍 。 参保情况因素 ＯＲ＝ １ ．４９６ ， 大于 １ 。 这

表明 ， 与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老人相 比 ， 参保的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表

示更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增加 化４％ 倍 。 负担能为因素 ＯＲ＝０ ． ８４６ ， 小于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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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 ， 农村老人的负担能力每降低
一

个档次 ， 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表示更高等

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巧増加 化 １ ５４ 倍 。 健康满意情况 〇民＝ １ ． ７０６ ， 大于 １ 。 这表明 ，

农村老人对 自 己健康的满意度每提高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表示更高等

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增加 化 ７０６ 倍 。

精神满足中 的休闲娱乐场所需求因素 〇民＝ １ ．２９ １ ， 大于 １ 。 这表明 ， 农村老

人对休闲娱乐场所需求的迫切程度每提高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表示更

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增加 化２９ １ 倍 。 医疗保健中 的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需求

因素 ＯＲ＝０ ． ７６７ ， 小于 １ 。 这表明 ， 农村老人对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需求的迫切

程度每降低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表示更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增加

０ ．２３ ３ 倍 。 失能照料中 的上 口失能康复治疗需求因素 ＯＲ＝ １ ．４ １ ， 大于 １ 。 这表明 ，

农村老人对上口失能康复治疗需求的迫切程度每提离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农村养老

服务表示更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増加 化４ １ 倍 。 法律援助中纠纷调解需求因

素 ＯＲ＝０ ． ８４９ ， 小于 １ 。 这表明 ， 农村老人对纠纷调解机制需求的迫切程度每降

低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农村养老服务表示更高等级满意程度的概率将增加 ０ ． １ ５ １ 倍 。

表 ５－１５ｏ ｌｏｇｉｔ 回巧棋型的发生比 （ＯＲ ）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 ｅｓ ｔｉｍａｔｅｓ Ｎｎｍｂｅｒ
＝
６０８

ＬＲ ｃｈｉ２（ １ １ ）
＝

１ １ ３ ．４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０

化ｅｕｄｏ Ｒ２＝０ ．Ｗ ６２

ｆｗｍｙ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Ｓ ｔｄＥｒｒ．ｚＰ＞
｜

ｚ
｜９５％ Ｃｏｎｆ．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ｊ
ｋｍｙ １ ． ７０６０ ．２０６４ ．４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４６ ２ ． １ ６２

ｆｌｙｚ２０ ． ８４９０ ．０８０４－

１ ． ７３ ００ ．０ ８３０ ． ７０５ １ ．０２２

ｆｄｎｌ０ ． ８４６０ ．０５％－２ ．４５００ ．０ １ ４０ ．７４ １ ０ ．９６７

ｙｌｂ
ｊ
２０ ． ７６７０ ．０７０８－２ ． ８７００ ．００４０ ．６４０ ０ ． ９ １ ９

ｊ
ｓｍｚ ｌ １ ．２９ １０ ． １ ２６２ ． ６ １ ００ ． ００９ １ ． ０６６ ｌ ．％５

ｎｓｒ０ ． ８ １ ６０ ．０６３ １－２ ．６３００ ． ００８０ ． ７０ １ ０ ． ９４９

ｃｂｑｋ １ ．４９６０ ． １ ７ １３ ． ５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 ９６ １ ． ８７３

ｓｎｚｌ ｌ １ ．４ １ ００ ． Ｈ ６４ ． １ ９００ ．０００ １ ．２０ １ １ ． ６５６

ｊｊ
浊２ ．２ ８ ８０ ．２７３６ ．９４００ ．０００ １ ． ８ １ １ ２ ． ８９ １

Ｉｈｙｚｔ ３ ３ ． ３ ３ ８ １ ．７６３２ ．２８００ ． ０２２ １ ． １ ８ ５ ９ ． ３ ９ ８

Ｄｉｙｚｔ Ｓ １ ．７２３０ ． ３４ １２ ． ７５００ ．００６ １ ． １ ６９


２ ． ５ ３９

Ｗ上结果对 ＯＲ 的解释中 ， 本文只解释了随着 自变量的变化 ， 应变量满意程

度总体是如何变化的 。 而在本文中 ， 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程度分为不满意 、

一

般、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 ５ 个层次 。 事实上 ， 随着 自变量的变动 ， 满意程度落在

每个等级的概率的变化程度是不同的 ， 这就需要求出各变量的边际效应 。

４８



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

浙江工商大学硕±学位论文


—基于浙化省调查问卷

四 、 各显著性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接下来 ， 本文将求解各变量的边际效应 ， 结果如表 ５
－

１ ５ 所示 。 其 中 ， 边际

效应表示的是 自变量每变化 １ 个单位 ， 满意情况落入各个满意等级的概率的变化

幅度 。 通过分析边际效应 ， 可 了解到每个影响因素对满意度的具体影响程度如

何 。

表 ５－１６ 各满倉等级下自变量的边际效应

变量 ｙ
＝

ｌ ｙ
＝
２ ｙ

＝
３ ｙ

＝
４ ｙ

＝
５

ｄｙ／ｄｘ

ｊ
ｋｍｙ

－０ ．０３７４－０ ．０７４３０ ．０８９ １０ ．０ １ ９２ ０ ．００３４

ｆｌｙｚ２ ０ ． ０ １ １ ５０ ． ０２２８－０ ． ０２７４－０ ．００５９ １－０ ． ０００９９

ｆｄｎｌ ０ ．０ １ １ ７０ ． ０２３２－０ ． ０２７ ８－０ ．００６００－０ ． ００ １ １

ｙｌｂ
ｊ
２ ０ ．０ １ ８６ ０ ．０３ ６９－０ ． ０４４３－０ ．００９５ ５－０ ．００ １ ６５

ｊ
ｓｍｚ ｌ－０ ．０ １ ７９－０ ．０３ ５ ５０ ．０４２６ ０ ． ００９２０ ０ ． ００ １ ６

ｎｓｒ ０ ．０ １ ４２ ０ ．０２８ ３－０ ．０３％－０ ．００７巧－０ ．００ １ ２７

ｃ：ｂｑｋ
－０ ． ０２８２－

０ ． ０５ ６０ ０ ．０６７２０ ． ０ １ ４５ ０ ． ００２５０

ｓｎｚｌ ｌ－０ ．０２４ １－０ ． ０４７８０ ．０５ ７４０ ．０ １ ２４０ ． ００２ １

ｊｊ
ｚｋ－０ ．０５７９－０ ． １ １ ５０ ． １ ３ ８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０５ １

比ｙｚｔ ３－０ ．０８４４－０ ． １ ６８０ ．２０ １ ０ ． ０４３４０ ．００８

Ｉｈｙｚｔ Ｓ


－０ ． ０３ ８ １



－０ ． ０７ ５６


０ ．０９０７


０ ． ０ １ ９６


０ ． ００３４

数据来源 ： 根据 Ｓｔａｔａ ｌ ２ ． ０ 汇报结果整理获得 。 ｋ＝５ 时各 自变量的边际效应 由

ｙ
＝

ｌ 、 ２ 、 ３ 、 ４ 时各 自变量的迪际效应加总为零求得 。

根据表 ５
－

１ ６ ， 可 １＾＾得到 ＾下结论 ： 与未婚的老人相 比 ， 离婚的老人对本村养

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分别减少 ８ ．４４％ 、 １ ６ ． ８％ ；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

意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２０ ． １％ 、 ４ ． ３４％和 化 ８％ 。 与未婚的老人相 比 ， 丧偶的老人对

本村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分别减少 ３ ． ８ １％ 、 ７ ． ５６％
； 基本满意 、 满意

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９ ． ０７％ 、 １ ． ９６％和 化 ３４％。

经济状况分为差 、 较差 、

一

般 、 较好 、 好 ５ 个等级 ， 每上升
一

个等级 ， 老人

对本村的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分别减少 ５ ． ７９％ 、 １ ． １ ５％ ；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１ ． ３ ８％ 、 ２ ．９８％和 化 ５ １％。 年收入的第
一

档次为 ０

到 ３ ０００ 元 ， 第二档次为 ３００ １ 到 ５０００ 元 ， 第三档次为 ５００ １ 到 １ ００００ 元 ， 第 四档

次为 １ 万到 ２ 万元 ， 第五档次为 ２ 万元Ｗ上 。 由上表可知 ， 年收入每上升
一

个程

次 ， 老人对本村的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１ ．４２％ 、 ２ ． ８３％
； 基

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降低 ３ ． ３ ９％ 、 ０ ． ７扣％和 ０ ． １ ２７％ 。 负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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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一

档次为每月 １ ００ 元 Ｗ下 ， 第二档次为每月 １ ００－２００ 元 ， 第Ｈ档次为每月

２００－

３ ００ 元 ， 第四档次为 ３００ －

５００ 元 ， 第五档次为 ５００ 元 （＾上 。 由上表可得 ， 负

担能力每上升
一

个档次 ， 老人对本村的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１ ． １ ７％、 ２ ． ３２％ ；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降低 ２ ．７８％ 、 ０ ． ６％和 ０ ． １ １％ 。

与未参保的老人相 比 ， 参保的老人对本村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分

别减少 ２ ． ８２％ 、 ５ ． ６％ ；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６ ．７２％、 １ ．４５％

和 化２５％ 。 健康满意度每上升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本村的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

概率将分别降低 ３ ． ７４％ 、 ７ ．４３％ ；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８ ． ９ １％ 、 １ ．９２％和０ ．３ ３ １％ 。

休闲娱乐场所的需求程度每上升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本村的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分别降低 １ ． ７９％ 、 ３ ． ５ ５％
；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

提高 ４ ．２６％ 、 ０ ． ９２％和 化 １ ６％ 。 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的需求程度每上升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本村的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１ ． ８６％ 、 ３ ．６９％ ； 基本满

意 、 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降低 ４ ．４３％ 、 ０ ． ９５５％和 ０ ． １ ６５％ 。 上 口失能康复

治疗的需求程度每上升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本村的养老服务不满意和
一

般的概率将

分别降低 ２ ．４ １％ 、 ４ ． ７ ８％ ；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５ ． ７４％ 、

１ ． ２４％和 化２ １％ 。 纠纷调解机制的需求程度每上升
一

个等级 ， 老人对本村的养老

服务不满意巧
一

般的概率将分别提高 １ ． １ ５％ 、 ２ ．２８％ ； 基本满意 、 满意和很满意

的概率将分别减少 ２ ． ７４％ 、 ０ ．巧 １％和 ０ ．０９９％ 。

五 、 显著性因素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意义

养老产业的产业链比较长 、 设计的领域广 ， 能够有效地拉动相关上下游产业

的发展 ， 它涉及到旅游业 、 家政服务 、 医巧保健等各方面 ， 市场前景相当大 。 老

龄化社会已经到来 ， 我们不能悲观地将它看作是负担 ， 而要积极地视为挑战 。 养

老产业作为第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 ， 所

Ｗ ， 可Ｗ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局面 。

个人特征中 的婚姻状态 、 经济状况 、 年收入 、 参保情况 、 负担能力和健康满

意度 ； 精神满足中对休闲娱乐场所的需求 ； 医疗保健中 的陪伴就医和配药需求 ；

失能照料中 的上口康复治疗 ： 法律维权中 的纠纷调解机制都对浙江省农村养老服

务的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 其中婚姻状况、 经济状况 、 年收入 、 参保情况 、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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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情况、 休闲娱乐场所需求 、 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需求、 上口失能康复治疗需

求因素的影响最显著 。 所 改变这些影响因素给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带来的经济效

果更明显 。 除个人特征和物质基础Ｗ外 ， 能够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

素多与其社会生活环境和周 围人群的关系状况息息相关 。 因此 ， 在注重改善农柯

老人个人条件和物质条件的 同时 ， 更要注重精神和周 围环境条件的改善 。 浙江省

农材老人在旅游等
一

竖弹性较小的精神需求方面支出不足 ， 严重影响 了满意度 。

例如精神满足中对娱乐休闲场所的需求 ， 虽然需求弹性较小 ， 但是该因素会对满

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 从而有效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

从偏回归系数 Ｐ 看出 ， 各主要影响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方向不同 。 其中 ， 与

未婚老人相 比 ， 其他婚姻状态的老人满意度更高 ； 与不参保的老人相 比 ， 参加农

村养老保险的满意度高 ； 健康满意度 ， 上ｎ康复治疗需求 ， 娱乐场所需求都和满

意度正向相关 。 年收入 ， 调解机制的需要等因素与满意度反向相关 。 这为我们具

体如何改变影响因素提髙人们的满意度 ， 从而促进农村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 进而

为促进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

发生比 ＯＲ 和边际效应显示 ， 改变不同 的影响因素对满意度的总体提高程度

不
一

致 。 其中改变婚姻状态的效果最明显 ； 改变经济状况和健康满意度的效果次

之 ； 改变参保情况和失能治疗带来较小效果 ； 娱乐场所 、 陪伴就医 、 纠纷调解等

因素的改变带来的效果最小 。 因此农村养老服务业可Ｗ将重点放在婚姻状态 、 经

济状况 、 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的参保 ： 辅么提高休闲娱乐和法律援助方面的服务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经过 ｏｌｏｇｉｔ 回巧 ， 得出婚姻状态 、 经济状况等 １ ０ 个因素会产生显著影

响 ， 各主要影响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方向不同 。 接着通过发生比和边际效应得出

．

改变不同的影响 因素对满意度的总体提高程度是不
一

样的 。 最后分析了送些影响

因素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意义 。 除个人将征和物质基础 Ｗ外 ， 能够显著影响农村老

年人生活质量的 因素多与其社会生活环境和周 围人群关系状况息息相关 。 所Ｗ ，

在改变个人和物质基础的 同时 ， 更要注意社会环境的改变 ， 通过改变农村老年人

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周 围人群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从而达到提高养老服务满

意度的 目 的 。 该实证检验结果与之前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二者相对应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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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通过对国 内 外相关文献的归纳梳理 ， 对养老服务的概念清晰界定 ，

明确本文的研巧范围和研巧思路 ， 即用影响养老服务的六个方面 （个人特征 、 生

活照料 、 失能 、 法律援助 、 精神满足和医疗保健 ） 的相关指标来研巧农村养老服

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问题 。 然后采用 ２０ １ ４ 年浙江省农村养老的实地调查数据 ，

对调查现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再采用 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 ｔ 模型 ， 对

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 得出浙江省农村养老

服务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 ， 并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养老产业的经济

效用和意义 。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简要归纳为 下 四点 ：

第
一

， 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发展需要面对的现实 问题 ， 也是影响浙江省农村

养老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 经济上 ， 老人收入来源多元化 ， 支付能力并不低 ，

但是支出结构较单调 ， 尤其是像旅游等弹性小的需求支 出较少 。 老人更加看重养

老费是否来源于 自 身储蓄和政府救助 。 这表明老人在经济上有强烈的 自 立意识 ，

不想给女子增加经济压力 ， 因此 ， 政府的困难救助在增加老年私理层面的安全感

和幸福感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

农村老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富 ， 但是养老模式 Ｗ家庭养老为主的

现实 ， 也表明政府和集体在居家养老中 的作用还有待充分发挥 。 精神上 ， 农村老

人对于倾诉和 向邻里寻求帮助这
一

需求比较迫切 。 但是 由于存在着没有和子女居

住在
一

起或者配偶不在身边等现实情况又决定 了农村老年人应该把倾诉和寻求

帮助的对象逐渐转移到家人Ｗ外的村组织 、 街坊邻居或者亲朋好友 。 因此 ， 老年

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是否有人陪伴有人倾诉 ， 而在浙江农村绝大多数会选

择儿女和配偶进行倾诉 。

这些情况都是发展农村老人养老产业要面对的现实 问题 ， 因此也成为影响浙

江省农村养老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

第二 ， 对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包括Ｗ下 １ ０ 个

因素 ： 个人特征中 的婚姻状态 、 经济状况 、 年收入 、 参保情况 、 负担能力和健康

满意度 ： 精神满足中对休闲娱乐场所的需求 ； 医疗保健中 的陪伴就医和配药需求 ；

失能照料中 的上口康复治巧 ； 法律维权中的纠纷调解机制 。 其中婚姻状况 、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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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 年收入 、 参保情况 、 健康满意情况 、 休闲娱乐场所需求、 陪伴就医和帮助

配药需求 、 上口失能康复治巧需求这 ８ 个因素的影响最显著 。 所Ｗ改变这些影响

因素给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带来的经济效果更明显 。

除个人特征和物质基础 Ｗ外 ， 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因素多与其社会

生活环境和周 围人群的关系状况息息相关 。所 １＾＾ 在改变个人和物质基础的 同时 ，

更要注意社会环境的改变 ， 通过改变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周 围人群来提

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从而达到提高养老服务满意度的 目 的 。 因此 ， 在注重改善

农村老人个人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同时 ， 更要注重精神和周 围环境条件的改善 。 浙

江省农村老人在旅游等
一

些弹性较小的精神需求方面支出不足 ， 严重影响 了满意

度 。

第Ｈ ， 各主要影响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方 向不 同 。 其中 ， 与未婚老人相 比 ，

其他婚姻状态的老人满意度更高 ； 与不参保的老人相 比 ， 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满

意度高 ； 健康满意度 ， 上 口康复治疗需求 ， 娱乐场所需求都和满意度呈正 向相关 。

年收入 ， 调解机制的需要等因素与满意度反向相关 。 这为我们具体如何改变影响

因素提高人们的满意度 ， 进而为促进农村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 从而促进养老服务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

第四 ， 改变不同的影响因素引 起满意度的总体提高程度是不
一

样的 。 其中改

变婚姻状态的效果最明显 ； 改变经济状况和健康满意度带来的效果次之 ； 改变参

保情况和失能治疗能带来较小效果 ； 娱乐场所 、 陪伴就医 、 纠纷调解等因素的改

变带来的效果最小 。 因此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可Ｗ将重点放在婚姻状态、 经济状况 、

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的参保 ； 辅之提高休闲娱乐和法律援助方面的服务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为了提高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的满意情况 ， 推进全省农村养老服务产业更好

地发展 ， 积极应对全省农村的老龄化问题 ， 本文结合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现状和

实证结果提出 １＾下政策建议 ；

—

、 民办养老纳入养老服务体系

由于婚姻状况、 经济状况 、 年收入、 参保情况、 健康满意情况 、 休闲娱乐场

所需求、 陪伴就医和帮助配药需求 、 上口失能康复治巧需求这 ８ 个因素对满意情

况的影响最显著 ， 所Ｗ改变这些影响 因素给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带来的经济效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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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由于民办养老机构的高成本低收益特点 ， 使服务的使用率较低 ， 与公办机

构相 比 ， 性价比太低 ， 制约其发展 。 因此 ， 应该从降低成本出发 ， 落实民办养老

机构的税惠政策 。 从农村养老产业实践看 ， 我省各地普遍把民办养老纳入养老服

务体系 ，

一

方面推进公办养老化构的有序推进和转型升级 ， 突 出其示范性和普惠

性 ； 另
一

方面 ， 有积极妥善地鼓励社会力量介入农巧养老事业 ， 利用市场机制提

高服务效率 ， 收到较好效果 ， 宁波 、 丽水 、 温州 、 杭州 、 绍兴等的做法可Ｗ继续

推广 。

二 、 成立空巢老人管理服务 中心

不同的影响因素对满意度的总体提高程度的作用是不
一

样的 。 其中改变婚姻

状态的效果最明显 ； 改变经济状况和健康满意度带来的效果次之 。 因此农村养老

服务产业可 将重点放在婚姻状态 、 经济状况、 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的参保 ； 辅

之提高休闲娱乐和法律援助方面的服务 。 政府应继续推进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工

作 ， 改善老人周边环境 。 特别要重视关爱空巢老人 。 成立空巢老人管理服务中 也、
，

姐织老人进行旅游等集体活动或者组织教育其接受网络新闻信息等 ， 为老人的空

闲生活増加更多的乐趣 ， 通过改善周 围环境来帮助缓解老人的孤独寂寞感 。

Ｓ 、 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

农村老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高 ， 但是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为主的

现实 ， 也表明政府和集体在居家养老中 的作用还有待充分发挥 。 精神上 ， 农村老

年人对于倾诉和向邻里寻求帮助这
一

需求比较迫切 。 但是由于存在着没有和子女

或者配偶等不在身边的现实情况又决定 了农村老年人应该把倾诉和寻求帮助的

对象逐渐转移到家人 外的村组织 、 街坊邻居或者亲朋好友 。 因此 ， 老年人精神

生活的主要 内容就是是否有人陪伴有人倾诉 ， 而在浙江农村绝大多数会选择儿女

和配偶进行倾诉 。 就 目 前农村养老产业的发展而言 ， 乡镇敬老院是农村机构养老

的主体 ， 通过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来应对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 ， 是最现实 、

最经济 、 最有效率的方式 ， 也是地方政府大力倡导和推进的作法 。 对于敬老院转

型升级 ，

一

要完善设施增加服务功能 ， 二要完善机制 ， 推进管理服务规范化 。

首先要将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为综合性福利中也和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也 ， 实

现硬件和观念双升级 ， 既是养老机构 ， 又是养老服务指导中 屯、
。 増加功能 ， 箱射

服务 ， 让农村老人有尊严地生活 ； 其次乡镇敬老院升级改造后要向化会开放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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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保老人越来越少 ， 社会供养需求増加 ， 基层政府不能只是完成五保老人供养

任务 ， 更要转变观念 ， 促进敬老院开展牡会化服务 。

在敬老院转型升级过程中 ， 要同时实现管理服务的规范化 。 机构服务失能半

失能老人 ， 居家服务健康老人 ， 而不应相反 。 进入养老机构应有评审制度 ， 符合

条件的老人才能进机构 ； 应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 做好养老服务标准和养老服务规

范 ； 五保供养和社会养老要分开 ， 不同类型老年人生活习惯不同 ， 互相不接受 ，

供养的对社会养老的有抵触情绪 ； 农柯敬老院院长多为村主任或妇女主任 ， 对此

应引 导和鼓励 ； 原来是敬老院现在吸收社会老人成为养老院 ， ±地性质 问题凸显 。

原来是集体±地 ， 现在要明确养老院主体地位 ， 登记注册 ， ±地使用权 问题需要

在政策扶持下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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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１２０ １４ 年浙江省农村养老巧务供给方式研究调査问卷

居住所在地 ：


市 （县 ）


区


乡


村


组

姓名 Ｊ
联系方式Ｊ（姓名和联系方式 自愿填写 ）

１ 、 您的年龄


岁 。 （年龄 ｎｌｘ ｌ ）

２ 、 性别 ： □①女□②男 （性别 ｘｂｘ２ ）

３ 、 您的婚姻状态 ： （婚姻状况 ｈｙｚｋｘ３ ）

□①未婚□②已婚□③离婚□④再婚□⑤丧偶

４ 、 您 目 前经济上主要靠谁供养 ？ 可多选 ） （供养情况 ｇｙｑｋ ｌ
－５ｘ４ －ｘ８ ）

□①政府或集体 □②亲戚□③子女 □④配偶□⑤本人

５ 、 您的文化程度是 ： （文化程度 ｗｈｃｄｘ９ ）

□①文盲 □②小学□⑨初 中 □④高 中□⑤大学 Ｗ上

６ 、 您的居住情况 ？ （可多选 ） （居住情况 ｊ
ｚｑｋ ｌ

－

５ｘ ｌ ０－ｘ ｌ ４ ）

□①独居□②和保姆
一

起□⑨和孙辈
一

起

□④和子女
一

起□⑤和配偶
一

起□⑥其它

７ 、 您也里感到烦闷或难过时 ，

一

般向谁说 ？ （可多选 ） （倾诉渠道 ｑｓｑｄ ｌ
－５ ｘ ｌ ５

－ｘ ｌ ９ ）

□①不去倾诉□③配偶或子女Ｄ③亲友或邻居ａ④ 保姆

□⑤村委会人员或其它人

８ 、 您 目 前的主要经济支出是 ？ （可多选 ） （支出范围 ＺＣ扔 １
－５Ｘ２０－Ｘ２４ ）

□① 日 常饮食起居□②医疗费用□⑤帮助子女或孙辈

□④旅游 □⑤兴趣爱好□⑧其它

９ 、 您觉得 目 前的经济状况是 ： （经济状况 ｊｊ
ｚｋｘ２５ ）

□①差□②较差□⑨
一

般□④较好□⑤好

１ ０ 、 您对 自 已生活总体情况的满意情况是 ： （生活满意 ｓｈｍｙ ）

□①很不满意□②不大满意□⑨
一

般□④满意□⑤很满意

１ １ 、 您对 自 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满意度是 ： （健康满意 ｊ
ｋｍｙ ）

□①很不满意□⑨不大满意□⑤
一

般□④满意□⑤很满意

１ ２ 、 您 目 前是否患有
一

些慢性病 ： （ 患病情况 此ｑｋｘ２６ ）

□①无病□②患 １ 种病□③患 ２ 种病 □④患 ３ 种病 □⑤患 ３ 种 ｙ ■上病

１ ３ 、 您的年收入 ： （年收入 ｎｓｒｘ２７ ）

□①０ －

３０００ 元 □②３００ １ 

－

５ ０００ 元 □③５００ １ 

－

１ 万元 □④ １ 至 ２ 万元 □⑤２ 万 （ｙ ？上

１ ４ 、 您的收入来源 ： （ 收入来源 ｓｒｌｙ ）

□①种 田 □②副业 □⑤政府补贴 □④低保 新农保 □⑧儿女孝敬 □⑦其它

１ ５ 、 您认为 自 己最迫切需要哪些养老保障需求 ，
？ （可多选 ） （养老需求 ｙｌｘｑ ｌ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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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收入保障 □②护理照料 □⑨精神慰藉□④其它

１ ６ 、 您是否 已经参加
＂

新农保
＂

？ （参保情况 洗ｑｋｘ２ ８ ）

□①未参加 □②未参加但打算参加 □⑨已经参加

１ ７ 、 您认为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满足您的养老需求吗 ？ （保障程度 ｂｚｃｄＸ２９ ）

□①完全不能满足 □②能满足部分需求 □⑤能满足 ？

１ ８ 、 您 日 常生活遇到困难时 ，

一般向谁求助 ？ （可多选 ） （求助范围 ｑｚｆＷ ｌ
－５Ｘ３０ －Ｘ３４ ）

□①配偶□②子女 □③亲友

□④令Ｐ居□⑤村委会□⑥其它

１ ９ 、 在 目 前情况下 ， 您最希望的养老地点 ： （场所偏好 ｃｓｐｈ ｌｘ３ ５ ）

□① 自 己或儿女家里 ［□②敬老院

希望去的原因是 ： （场所偏好 ｃｓｐｈ２ ）

□①生活起居方便 □②也里踏实 □⑨照料质量好Ｄ④环境 、 硬件条件好

□⑤家人省必□⑥费用低Ｄ⑦观念上可 接受 □⑨其它

不愿意到其他地方的原因是 ： （场所偏好 ｃｓｐｈ３ ）

□①离家远□②收费太高 □⑨服务质量化 □④生活环境差 □⑤床位紧张□⑥

观念上不能接受□⑦其它

２０ 、 如果需要 自 己在家里养老 ， 您希望 ： （照顾偏好 ｚｇｐｈｘ３ ６
—Ｘ４０ ）

□① 自 已照顾 自 己□②由家照顾□⑨由朋友照顾

④通过村里的乡邻互相照顾□⑤请保姆或专业护理人员照顾

２ １ 、 您能够接受的养老的费用为 ： （负担能力 ｆｄｎｌｘ４ １ ）

□①每月 １ ００ 元Ｗ下□②每月 １ ００ －２００ 元□③每月 ２００ －３００ 元

□④每月 ３００－５００ 元□⑤每月 ５００ 元 Ｋ上

您养老费用的来源是 ： （ 可多选 ） （养老来源 ｙｌ ｌｙ ｌ
－５Ｘ４２

－Ｘ４６ ）

□① 自 己的储蓄□②儿女的赡养费□⑤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④政府的低保□⑤政府的救助□⑥其它

２２ 、 您 目 前参加或享受的的保险有 （可多选 ） ； （参保种类 沈ｚｌＭ ）

□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⑤农村最低生活保障□④商业保险□⑤其他

２３ 、 您觉得下列哪些养老服务是您需要的 ， 其重要程度如何 ？ （请在空格处划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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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 目不 有 需 迫 迫切需要

需 点 要 切 且非常重

要 需需 要


＾


Ｗ


生活照料帮助烧饭或送饭 、



（ ｓｈｚｌ ｌ
－４帮助洗衣服 、 打扫卫生


Ｘ４７－Ｘ５０ ）帮助购买生活物品




紧急情况能进行及时救援


精神满足村里提供老年人聚会娱乐场所


ｊ
ｓｍｚ ｌ

－３专业人员定期上 口探访 ， 精神慰藉


Ｘ５ １
－Ｘ５ ３ ）定期 电话探访


医疗保健进行健康教育 、 建立健康档案


（ ｙｌｂ
ｊ

ｌ
－

３陪伴就医 、 帮助配药


Ｘ５４－ＸＳ６ ）健康咨询 、 也理疏导


失能照料失能康复治疗 （上ｎ服务 ）



（ ｓｎｚ ｌ ｌ
－２行动不便后的长期照料

Ｘ５ ７－Ｘ５ ８ ）



法律维权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 ｆｌｙｚ ｌ
－２便利的糾纷调解机制

ｘ５９－ｘ６０ ）

２４ 、 表格中 的五类养老服务对您的重要性如何 ？ 请对其排序 （在括号 内标明 口 ３４５ ）

（ 生活照料 ｓｈｚｌ 精神满足 ｊ
ｓｍｚ医疗保健 ｙｌｂ

ｊ失能照料 ｓｎｚ ｌ法律维权 ｆｌｗｑ ）

□生活照料 （ ） □精神满足 （ ） □医疗保健 （ ） 口失能照料 （ ） □法律维权 （ ）

２５ 、 目 前村里能提供您需要的居家养老服务项 目 吗 ？ （服务评价 ％ ）
ｊ
）

□①全部能够提供□②部分提供□③完全不能提供

２６ 、 您满意 目 前村里为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吗 ？ （服务满意 ｆＷｍｙ ）

□①不满意 □②
一

般 □③基本满意 □④满意 □⑤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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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２ 各变里的名称、 麵
气
取值范围


变量名称替代字母变量类型取值范围

养老服务满意不满意＝
１ ＇
一

般＝

２ ’ 基本满

程度
目变量 ： 分类变量

意＝
３ ， 满意＝４ ， 很满意＝

５

性别


ｘｂ自变量 ： 分类变量女＝

０ ， 男＝
１



６０岁Ｗ 下＝
１ ， ６ １至７０

＝
２ ，７ １

年龄ｍ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至８０
＝

３ ，８０岁 Ｗ上＝

４

化ｙｚｔ ｌ未婚＝
１ ， 否则＝

０

Ｉｈｙｚｔ ２已婚＝
１ ， 否则＝

０ ，

婚賺态ｈｙｚｔ自变量 ： 二值变量
化河 ３ 离婚＝ １ ， 否则＝０

Ｉｈｙｚｔ ４再婚＝ １ ， 否则＝
０

Ｉｈｙｚｔ５丧偶＝
１ ， 否则＝０

ｙｖ 文盲＝
１ ， 小学＝２ ， 初中＝

３ ，

Ｉ文化程度ｗｈｃｄ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

人
局 中 ＝４ ， 大学Ｗ上＝

５


格目 前的经济状 差＝

１ ， 较差＝２ ，

一

般＝
３ ， 较

特 ｊｊ
ｚｋ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性＾ 好＝４ ， 好＝５


无病＝
１ ， 患 １ 种病＝２ ， 患 ２

目 前是否患有
ｈｂｑｋ自变量 ： 分类变量 种病＝

３ ， 患 ３ 种病＝４ ， 患 ３

一 ■

些慢性病



种 Ｗ上病＝
５


０－

３０００元＝
１ ， ３００ １

－

５０００元

年收入ｎｓｒ自变量 ： 分类变量＝

２ ，５００ １
－

１ 万元＝
３ ，１ 至 ２



万元＝４ ，２ 万肚＝

５


每月 １ ００ 元 Ｗ 下＝
１ ， 每 月

能够接受的养 １ ００－２００ 元＝

２ ， 每月 ２００ －３００

ｆｄｎｌ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老的费用兀
＝

３ ， 每月 ３ ００－

５００ 冗
＝４ ，



每月 ５００ 元Ｗ上＝５


不满意＝
１ ，

一

般＝２ ， 基本满
健康满意情况 ｊ

ｋｍｙ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意＝

３ ， 满意＝４ ， 很满意＝

５

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帮助烧饭或送

ｓｈｚｌ ｌ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需
饭 、



Ｉ

要且非常重要＝
５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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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帮助洗衣服、 打

活 ｓｈｚｌ２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 需要＝４ ， 迫切需

扫卫生
照


要且非常重要＝
５


料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帮助购买生活

ｓｈｚｌ３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需

物品



要且非常重要＝
５


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贤耸 中害 台６讲

ｓｈｚｌ４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 需要＝４ ， 迫切需

行及时救援



要且非常重要＝
５


村里提供老年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人聚会休闲娱 ｊ
ｓｍｚ ｌ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 需要＝４ ， 迫切需

精乐场所


要且非常重要＝
５


神 专业人员定期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满 上 口探访 ， 精神 ｊ
ｓｍｚ２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需

足慰藉


要且非常重要＝
５


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２ ， 需

定期电话探访 ｊ
ｓｍｚ３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需



要且非常重要＝５


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进行健康教育 、

ｙｌｂ
ｊ

ｌ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 需要＝４ ， 迫切需

建立健康鞋案
医


要且非常重要＝
５


疗＾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２ ， 需

陪伴就医 、 帮助
保 ｙ比ｊ

２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需
配葫

健


要且非常重要＝

５


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２ ， 需

健康咨询 、 也理

ｙｌｂ
ｊ
３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 需要＝４ ， 迫切需
疏导



要且非常重要＝

５


不需要＝
１ ， 有点 需要＝２ ， 需

失 失能康复治疗
ｓｎｚ ｌ ｌ自 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 需

能 （上 口服务 ）

要且非常重要＝
５

昭


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料 行动不便后的

ｓｎｚｌ２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需

长期照料




Ｉ

要且非常重要＝
５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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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法 法律咨询和法

ｆｌｗｑ ｌ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需

律律援助
要且非常重要＝

５

维


不需要＝
１ ， 有点需要＝

２ ， 需
权 便利的纠纷调

ｆｌｗｑ２自变量 ： 分类变量 要＝

３ ， 迫切需要＝４ ， 迫切需
解机制



Ｉ

要且非常重要＝５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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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３ 变量间巧关性系數表


ｘｂｎｉａｎｌｈｙｚｔｗｈｃｄ ｊｊ
ｚｋ ｃｂｑｋ ｎｓｒ

ｘｂ １

ｎｉａｎｌ０ ． ０５７４ １

ｈｙｚｔ－０ ． １ ０ １０ ．３２２ １

ｗｈｃｄ０ ．２２８－０ ．２９０－０ ．２２５ １

ｊｊ
ｚｋ０ ． ０４０２－０ ．００６７－０ ． ０９６４０ ．２２９ １

沈ｑｋ
－０ ．０９巧－０ ．０２６２０ ． １ ４５－０ ． １ ７３－０ ． ２５０ １

ｎｓｒ０ ． １ ８９－０ ． １ ２６－０ ．２７００ ．４０２０ ．４８７－０ ． ２４３ １

ｆｄｎｌＯ ．ＯＳ＞６２－０ ．０ ８２０－０ ． １ ７００ ．２０ １０ ． ３２７－０ ． １ ４７０ ． ３６０

ｓｈｚｌ ｌ０ ．２２５０ ．０４５ ７－０ ． ０６４８－

０ ． ０ １ ６３－０ ． １ １ ６０ ． １ ２７０ ． ０７６７

ｓｈｚｌ２０ ．２３ １０ ．０６３ ２－０ ． ０９９４０ ．０７巧－０ ．０４０４０ ． １４００ ． １ ２２

ｓｈｚＢ０ ． １ ２４０ ． １ ４０－０ ．０９０９０ ．０ １ ４３－０ ． １ ４９０ ． １ ３９０ ． １ １４

ｓｈｚｌ４－０ ． ００２６０ ． ０ ５ １ ９０ ． ０２ １ ２０ ． ０８０４０ ．００５ ８００ ． ０８４３－０ ． ０２２９

ｊ
ｓｍｚ ｌ０ ． ０９８ ８－０ ．００３ ９－０ ． １ ２２０ ． １ ８４０ ． １ ５ ８－０ ． ０８ ７６０ ． ；２７ ５

ｊ
ｓｍ２２－０ ． ０ １ ２９０ ． ０２ １ ８－０ ． １ ２００ ．０５ ６９０ ． ０８７５０ ． ０２０９０ ． ０４ １ ８

ｊ
ｓｍｚ３０ ． ０ １ ８４－０ ． ０９９６－０ ． １ ２ １０ ．０６９３０ ． １ ５ ３０ ． ００６０００ ． ０６２８

ｙｌｂ
ｊ

ｌ－０ ． ００ １ ６０ ．０ ５５ １－

０ ．０３ ３ ３０ ． ０９７ １０ ．０８６３０ ． ０６３ ７０ ． １ ０６

ｙｌｂ
ｊ
２－０ ． １ ５００ ． １ ８００ ． １ ３ ６－０ ． １ ０７０ ． ０ １ ７９０ ． １ ２ ８－０ ． ０６２８

ｙｌｂ
ｊ
３－０ ． ０６０９－０ ． ０ １ ０４－０ ．０２５ ００ ． １ ４３０ ． ０９４９０ ． ０５４９０ ． ０５ ８４

ｓｎｚｌ ｌ－０ ．０ １ ６５－０ ．０２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７６７－０ ．０３ ５ １０ ． １ １ ２－０ ．０３ １ ０

ｓｎｚｌ２－０ ． ０ ５ １ ６－０ ． ００８ １０ ．０７０９０ ． ０５ ６ １－０ ． ０６７５０ ． ０４ １ ０－０ ． １ ２９

ｆｌｙｚ ｌ－０ ． ００２５－０ ． １ １ ０－０ ．０８９００ ． ：２６９０ ．０３ ８００ ． ０８ ５２０ ． １ ０３

ｆｌｙｚ２
－０ ． ０ １ ３２－０ ． ０３ ０９－０ ．０６ １ ５０ ． １ ０８－０ ．００ ８００－０ ． ００ １ ７００ ． １ ２９

ｊ
ｋｍｙ０ ． ０ １ 巧－０ ． ００ ８４－０ ． １ ７５０ ． １ ３ １０ ．２８ ５－０ ．％９０ ． ３ １ ７

ｆｄｎｌ ｓｈｚｌ ｌ ｓｈｚｌ２ ｓｈｚ ｌ３ ｓｈｚｌ４ ｊ
ｓｍｚ ｌ ｊ

ｓｍ２ ：
２

ｆｄｎｌ １

ｓｈｚｌ ｌ０ ． １ ３ １ １

ｓｈｚｌ２０ ． １ ５７０ ． ８４８ １

ｓｈｚｌ３０ ． １ ０５０ ．７ １ ３０ ． ６８ ６ １

ｓｈｚｌ４－０ ．０ ３ １ ３０ ．２９７０ ． ３４ １０ ．２９３ １

ｊ
ｓｍｚ ｌ０ ．２４９０ ． １ ０９０ ． １ ０２ ０ ． ０２９４０ ． ０ Ｓ＾５Ｏ １

ｊ
ｓｍｚ２０ ． ０６３ １０ ．０７３ ８０ ． １ ６ ８０ ．２０３０ ．２６ １０ ．４３ ３ 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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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ｓｍｚ３０ ． ０３ ９４０ ．０９０８０ ． ０９ ９ １０ ． １ １ ５０ ． ３ １ １０ ． ３ １ ６０ ． ６０６

ｙｌｂ
ｊ
ｌ０ ． １ ３ ５－０ ． ０６７ ３－０ ． ０４５９－０ ．０９７６０ ． ２２６０ ． ３０３０ ．２４５

ｙｌｂ
ｊ
２－０ ． ０５ ７７０ ． １ ５７０ ．２０ １０ ． １ ９７０ ．４３ ８０ ． １ ３ ７０ ． ３４９

ｙｌｂ
ｊ
３０ ． １ ６２０ ． ０２２ １０ ． １ ０７０ ． ０７７４０ ． ３ ３３０ ． ３０６０ ．４７０

ｓｎｚｌ ｌ０ ． ０８４８０ ． １ ６８０ ． ：２３ ８０ ． １ ４６０ ．２６９０ ． １ ３ ７０ ．２０７

ｓｎｚｌ２０ ．０３％０ ． ０９３ ９０ ． １ ５ １０ ． １ １ ００ ．巧 ９０ ． ０８６３０ ．２２６

ｆｌｙｚ ｌ０ ． ２０７０ ． ００８ ３００ ． ０６ １ ３０ ． ０ １ ５６０ ． ２４７０ ． ３ ９５０ ． ２ １ ２

ｆｌｙｚ２０ ．２０７０ ．０５９７０ ．０８６６０ ．０９８４０３ ３６０ ．４２６０ ．３４２

ｊ
ｋｍｙ０ ． １ ０９－０ ． １ ３ ９－０ ． １ ２８－０ ．０６５２－０ ．０ １ ２ ８０ ． １ ５７０ ．０２２４

ｊ
ｓｍｚ３ｙｌｂ

ｊ
ｌｙｌｂ

ｊ
２ｙｌｂ

ｊ
３ ｓｎｚｌ ｌ ｓｎｚｌ２ｆｌｙｚ ｌ

ｊ
ｓｍｚ３ １

ｙｌｂ
ｊ

ｌ０ ． ；３ ６０ １

ｙｌｂ
ｊ
２０ ． ２８ １０ ． ３ １ ２ １

ｙｌｂ
ｊ
Ｓ０ ．４０２０ ．４ ８２０ ．

４０５ １

ｓｎｚｌ ｌ０ ． １ ９６０ ．０９３９０ ． ２６９化３ ５６ １

ｓｎｚｌ２０ ． １ ５００ ．０３６５０ ． ３ ３２０ ．２７７０ ． ６９４ １

ｆｌｙｚ ｌ０ ． ３ １ ６０ ． ３ ８９０ ． １ ３６０ ． ５ ５ ５０ ．４２７ （Ｕ ８７ １

ｆｌｙｚ２０ ． ３ ０５０ ．４ １ ００ ． ２７４０ ．５４００ ． ３ ２ ８０ ． ３９ １０ ． ７２５

ｊ
ｋｍｙ

－０ ．００５４－０ ． １ １ ５－０ ．０９７０－０ ． ０５４ １－０ ． ０３ １ ４０ ．０２ １ ００ ． ０ １ ３ ５

ｆｌｙｚ２ ｊ
ｋｍｙ

ｆｌｙｚ２ １

ｊ
ｋｍｙ０ ． ０６ １ ８ 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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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４ 則除后剩余 巧 变■ ：间的相关系数表

ｘｂｎｉａｎｌｈｙｚｔｗｈｃｄ ｊｊ
ｚｋｃｂｑｋ打ｓｒ

ｘｂ １

ｎｉａｎｌ０ ． ０巧４ １

ｈｙｚｔ
－０ ． １ ０ １０ ． ３２２ １

ｗｈｃｄ０ ． ２２８－０ ． ２９０－０ ．２２５ １

ｊｊ
ｚｋ０ ．０４０２－０ ． ００６７－０ ．０９６４０ ． ２２９ １

ｃｂｑｋ
－０ ． ０９７３－０ ．０２６２０ ． １ ４５－０ ． １ ７３－０ ．２５０ １

ｎｓｒ０ ． １ ８ ９－０ ． １ ２６－０ ．２７ ００ ．４０２０ ．４８７－０ ．２４３ １

ｆｄｎｌ０ ． ０９６２－０ ． ０８２０－０ ． １ ７００ ．２０ １０ ． ３２ ７－０ ． １ ４７０ ． ３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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