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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 国人口 老龄化给传统养老方式造成 巨 大冲击 。 在人 口 老龄化和家庭结构核 化

的双重压 为 下 ， 老年人的养老状况甚至不如过去 ， 存在失能无靠 、 狐独无依等突 出 问

题 。 相 比城市 ， 农村地 区 的人 口 老龄化 、 高龄化程度 、 老年人失能比例 更为严 重 ， 农

村老年人的照料 问题突 出 。 资金保障解决 的是经济方面 的 问题 ， 服务保障解决 的是照

料和护理方 面 的 问题 ， 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成为 历 史的必然 。 能否 高效提供社会养老服

务关 系 到老年人的 生存和发展基本权利 的 实现 ， 也关 系 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

近年来 ， 老年服务保障 问题得到 了 政府的重视 ， 开始在全国部分省份试点基本养

老服务体 系 ， 提 出 构建
。

＂ 居家养老为基础 、 社 区服务为依托 、 机构养老为 支撑 ， 资

金保障 与服务保障相 匹 配 ， 基本服务与选择性服务相结合 ， 形成
‘

政府主导 、 社会参

与 、 全民关怀
’

的服务体 系
＂

。 但就 当 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现化看 ， 供给不足

和过剩 同 时存在 ， 供给成效差 。 本文认为 ， 瞄准老年人的 需求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

展的 关键 ， 关 系 到社会养老服务主体 、 客体 、 内 容和方式的确定 。

本文 围 绕老年人的需求探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路径这一核 ？。 问题展开 。 老年

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 求 由 需要转化而来 ， 是指在
一定时期 ，

一定价格水平上 ，

一定缺

乏状态 下 ， 老年人意愿得到 、 能够得到 的养老服务类型和数量 。 因 此本文的研究 问题

包括 ：

第
一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 背景和基础 。 该部分收集相 关数据和政策文件 ，

运用 历 史和比较的分析方法 ， 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情化进行梳理 ， 描述养老服务

的历 史滨 变和近年来我 国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政策 、 供给模式和供给的具体情况 ， 分

析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资源 的 变化和利用 程度 ， 力 求说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的 问

题和原 因 。 第二 ，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利用 宏观人 口 数据 ， 总体描绘农村

老年整体的养老服务需要规模 ， 并结合家庭支持情况 ， 分析哪些农村老年人是社会养

老服务的潜在客体和主要客体 。 签于老年人因 并健康状况 ， 其王具性需要突 出 ， 进而

利 用 ＣＨＡ化Ｓ 数据 ， 着重分析并预测农村老年照扣服务的需要量及其需要的具体 内

容 ， 并 区分家庭和社会承担的责任 。 第互 ，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 对需求

的评估是为 了 进一步确定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 内 容 、 方式和现实服务客体 。 该部分利

用
＂

江苏农村社会保障 问 卷
＂

调查数据 ，
＂ 江苏 为 例 ，

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意愿 巧 度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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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表迷偏好法研究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 。 首先分析农村老年人有
■

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并利用 二项 ｌ ｏｇ ｉ ｓ ｔ ｉｃ 回 担模型探讨其影响 因 素 。 然后进而研究

有意愿 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和 内容的偏好。 并在此基础上 ， 先通过比较

农村居民的收入与社会养老服务的价格 ， 粗略衙量有意愿 的农村老年人的 支付能为 。

再借用 剩余收入法 ， 基于 ＥＬＥＳ 模型测算农村居氏的基本生活支 出 ， 用 收入减去基本

生活支 出 后的剩余收入与社会养老服务价格相 比 ， 测算有意愿 的农村老年人的支付能

力 。 第 四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 根据 实证分析的结果 ， 提 出 滿足农村老年

人需求的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路径 。 具体 内 容包括体 系 构建 、 方案设计 、 制度配套和

对策建议 。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

１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成效不 明 显 的原 因在于混淆需要和需求 ， 忽视老年人

的意愿和支付能力

通过收集相 关数据和政策文件发现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服务模式分割 、 服务

市场发展远缓 、 服务方式行政化 、 服务人员 不足 、 政策缺陷 、 区域和城 乡 发展不平衡

等 问题 ，
从而导致供给不足和结构过剩 同 时存在 ， 供给绩效差 。 超过 心５ 的农村老年

人依靠 家庭照料 。 可见 ，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仍然 由 家庭消化 ， 庞大的养老服

务需要难 ＂、转化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 需求 。 需要不净于需求 。 需要从人本主义视角 上

是指一种缺乏状态 。 需求是经济学上的概念 ， 强调意愿和支付能力 。 本文认同 ， 当人

们进入老年期后 ， 会产生养老服务需要。 当 家庭支持弱化后 ， 客观上这种需要的 满足

会由 家庭转向社会 。 但是 ， 在家庭养老作 为 养老文化和 习 惯的农村地 区 ， 并不是每一

位老年人都会产 生社会养老服务愿 意 ， 并有能力获得其所需要的社会养老服务 。 正是

将需要等 同 于需求 ， 忽视 了 老年人的 意愿和支针能力 ， 导致 当 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

给绩效差 。

２ 、 在人口 老龄化背景下 ， 全体农村老年人都有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人本主义视角 的 需要理论认为 ， 老年人都有养老服务需要 。 根据人口 老化的预测

敎据 ， 预计在 ２０３ ５ 年前后农村养老服务需要量达到顶峰 。 但是 ，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

要的 专 业化 、 常态化和多样化 ， 使得传统的 家庭养老模式无法独立维 系 。 所 在农村

人口 老龄化背景下 ， 每一位农村老年人都会产生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都有成力社会养

老服务客体的可能 。 按照历 史经验 ，

人口 转变过程 中有一段总扼养 系数最低的 时期 。

这个时期 出 现在 ２００ ３
？

２０ １ ６ 年 ， 也是加快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建设的黄金时期 。 老年人

的服务需要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的服务需要相比 ，

工具性需要最为 突 出 ， 也就是最需

要照护服务 。 文章发现 心５ 的农村老年人因 为健康原 因有照护需要 ， 尤其＂女性 、 高

龄 、 中 西部 的农村老年人表现明显 。 在照护服务中 ， 医 疗护理的需要量最大 ， 其次是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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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慰籍 。 根据家 中有无人照料和老年人的 自 理和患 病情况 ， 测算 了２０ １ ２ 年需要社

会照护服务 （ 包括 日 常生活照料 、 医 疗 护理和精神慰籍服务 ） 的农村老年人 占农村老

年人总数的 ６ １ ． ５０
〇
／〇 ， 占 需要照护服务的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７７ ． ８ ５％ 。

Ｖ义 ２０ １ ２ 年的 比例

为基准 ， 预测到 ２０ ３０ 年 （ 照护需求量 高峰期 ） ， 需要家人 、 居家和机构照护的农村老

年人各 去农村老年人患数的 ７ ．４９
〇

／〇 、 ６７ ．７４％和 ３ ．７７％ 。

可见 ， 随着人口 的老龄化 ， 所有老年人均可能成为社会养老服务的發在客体 ， 需

要医 疗 护理 、 精神辅导 的农村老年人 ， 家 中 无人照料的且需要 日 常生活照料的农村老

年人是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潜在客体 。

３ 、 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不 高 、 支付能为有限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不足 ， 表现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 意愿 不 高和支付能

力有限 。 研究发现 ，
只 有在 家庭和 自 我无法 实现照料后 ，

一些收入 高 、 对社会养老服

务有一定认识的农村老年人才会产生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这是 当 前社会养老服务的主

要服务对象 。

首先 ，
只 有 １ ７ ． ８ ６％的农村老年人倾向 于选择社会养老服务 。 影咱有无社会养老化

务意愿 的 因 素有 ， 家庭经济条件 、 有无耕地 、 家庭关 系 ， 个人的健康状况 、 婚姻状况 、

收入 、 对社会养老服务的 了 解程度 。 其 中 ， 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婚 ？姻状况的影响最大 ；

其次 ， 就社会养老服务的方式看 ， 机拘服务方式与居 家 、 社 区养老服务方式相比 ， 得

到最高 的认可 。 这与农村老年人对 当地的社区和居 家养老服务认识不到位有关 。 总 的

说来 ， 家里没有耕地 、 患有慢性病 、 年龄较轻 、 文化程度 高 、 对机构养老 了 解的农村

老年人倾向机构养老服务方式 ；
再次 ，

从需求的社会养老服务 内 容看 ， 农村老年人对

生活照料和 医 疗 护理类服务的需求迫切 ， 其后 才是精神慰籍 、 文化娱 乐 、 法律援助等 ，

体现 了 先生存后发展的次序结构 ； 最后 ， 就支付能力看 ， 按 当 前的养老服务收费估算 ，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的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对社会养老服务的 消 费 支 出 占 个人 、 家庭

收入的 比重较大 ， 低收入户 完全没有支付能力 ， 中 等偏下户 、 中 等收入户 、 中 等偏上

户 和 高收入户 的农村居 民每年可 レ乂 支付社会养老服务 费 用 的最大额约 为 ６７８ 元 、 ４８ ００

元 、 ８４００ 元和 ２２ ７００ 元 ， 只有 ６０％收入较高 的农村居民对机构养老服务有支付能力 。

４ 、 需求为导向 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路径

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难点和重点在于促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向需求转化 ， 并提高其支付能力 。 通过上文的 实证分析 ， 将影咱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

需求的原 因 担结为 ， 老年人的 家庭支持 、 健康状化 、 收入水平和对社会养老服务的认

知程度四个主要因素 ， 因此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路径的设计要 围绕老年人的 家庭

支持 、 健康状况 、 主观意愿和收入水平四个板心
＇

要素去构建体 系框架 、 设计具体方案 、

完善配套制度和提出 相 关对策建议。

Ｉ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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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是一个＂农材老年人需求为导向 ， Ｗ茜足其照护需

求为核心
＇

的 ， 多 方参与 的有机整体。 其服务主体由政府 、 市场 、 非营利性組织 、 志愿

者 、 邻里朋友等各种社会力量组斯 服务对象是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和特殊

老年人 ； 分配 内容＂服务或服务券为主 ； 递送方式＂ 家庭为平 台 的居家养老服务为主 。

近期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 目 标是满足有现实需求的农村老年人和特殊老年

群体的基本需求 ， 然后逐步扩展到全体老年人及其利益共 同体的基本和非基本需求 。

有现实需求的农村老年人 、 特殊老年群体中 的 高龄老年人 、 生活 中度不能 自 理且没家

人照料的和重度不能 自 理的老年人 、 独居老年人分别 占农村老年人口 总数的 １ ０ ．７２％ 、

１ １ ． ５４％ 、 ６ ．２４％和 １ １ ． ５９％ 。 考虑到 不 同 老年群体和地 区有不 同 的需求 ， 针对不 同老年

人群和不 同地区设计 了 不 同 的发展方案 。 对于不 同 的老年群体 ， 提出 ， 生活能 自 理的

老年人 居家支持性服务为主 ； 生活半能 自 理的老年人＂社 区增长性服务为主 ；
生活

完全不能 自 理的老年人 ＾乂机构全方位服务为主 。 对于不 同地区 ，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

低到 高 ， 分别采用行政化 、 社会化 、 市场化的方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 。 在推进过程中 ，

配套实施社会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补贴制度 ， 并测算 了１ ０ 个方案需要的补

贴额 。 从最低到最高方案 ， 补贴额 占 当年 ＧＤＰ 的 ０ ．００２６％到 ０ ．６６４２％ 。 最后提出发展

符合农村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 ， 推动多方参与 ，
？支革筹资制度 ， 建立和完善质量控

制体 系 ， 加强宣传 引 导工作等针对性对策建议。

关键词 ： 农村老年人 ；
社会养老服务 ； 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发

展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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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打ｄｅ 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ａｇ ｉ ｎｇ
ｏ ｆ

ｐｏｐ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ｆａｍ ｉ ｌ ｙｃａｒｅｉ ｓｄ ｉ ｆｆｉ ｃｕ ｌ ｔｔｏｍａ ｉｎｔａ ｉｎ ．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ｕｒｂａｎ

，ｔｈ ｅｃｏｎｄ ｉ ｔ ｉ ｏｎ ｉ ｓｍｏ ｒｅｓｅ ｒ ｉ ｏ ｕｓａｔｔｈｅｄｅｇｒｅ ｅｏｆａｇ 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ｅ ｌ ｄｅ ｒ ｌ

ｙ
ｄ ｉ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ｓｃａ ｌ 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 ｔ ｒｙ ｓ 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ｉ ｓｔｏｓｏ ｌｖｅｔｈｅｅｃｏ打ｏｍ ｉ ｃ

ｐｒｏｂ ｌ ｅｍ ｓ
，ａｎｄ

ｏ ｌ ｄ
－

ａ
ｇ
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ｉ ｓｔｏｓｏ ｌｖｅｔｈｅｃ ａｒ ｉ ｎｇ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ｓ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ｆ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

ａ
ｇｅ

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ｉｎｅｖ ｉ ｔａｂ ｌ ｅ ．Ｗｈｅｔｈｅ ｒｔｈｅｓｏｃ ｉａｌｏ ｌ过－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 ｅｈａｖ ｉ打ｇｂｅｅ打
ｐ

ｒｏｖ ｉｄｅｄｎｏ ｔｏｎ ｌ

ｙ

ｒｅ ｌａｔｅ ｓｔｏｔｈｅｉ

＊

ｅ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 ｌｒ ｉｇｈｔｓｏｆｓｕｒｖ ｉｖａ ｌ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１ ；ｈｅ

ｅ ｌ ｄｅｒ ｌ

ｙ ，
ｔｍｔａ ｌ ｓｏｔｏｔｈｅ ｌｏｎｇ

－

１ ；ｅｒｍｓ ｔａｂ ｉ化ｙ
ｏｆ ｓｏｃ ｉ ｅ ｔ

ｙ ．

Ｉ円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
ｔｈｅｅ ｌｄｅ ｒ ｌ

ｙ
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ｐ
ｒｏｂ ｌ ｅｍｈａｖｅ

呂ｏ ｔｔｈｅａｔ ｔｅｎ ｔ ｉｏｎｏ ｆｄｉ ｅ
ｇｏ ｖｅ

ｒｎｍ ｅｎ ｔ ．

Ｈｏｗｅｖｅ ｒ
，ｒｕｒａ ｌ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ｉ ｓ ｉ 打ｔｈｅ ｉ ｎ ｉ ｔ ｉ ａ ｌｓ ｔａｔｅ ．Ｓｕ
ｐｐ

ｌｙ
ｓｈｏｒｔａ

ｇ
ｅａｎｄｅｘｃｅｓ ｓｅｘ ｉ ｓ ｔ

ａ ｔｄｉｅｓａｍ ｅｔ ｉｍｅ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 ｆｓｕｐｐ
ｌ

ｙ
ｉ ｓ

ｐｏｏｒ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ｒ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ｔａｒｇ
ｅ ｔ 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

ｏ ｆ ｔｈｅｅ ｌ ｄ ｅｒ ｌ

ｙ
ｉ ｓａｋｅｙ

ｔｏ化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打ｔｏｆ ｒｕｒａ ｌ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

ａ
ｇ
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

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 ｉｃ ｌｏｇｉｃｏｆｄ ｉ ｓｃｏｖｅｒ ｉｎｇ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ｓ
，ｅｍｐ ｉ ｒｉｃａ ｌ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ｄｅｓ ｉｇｎ ｉｎｇｔｈｅ

ｐａ ｔｈｗａｙｓｏｆ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打 ｔ
，

ｔｈ ｉ ｓ
ｐ
ａｐｅ ｒｆｏ ｃｕｓｅ ｓｏｎｂｕ ｉ ｌ ｄ ｉ ｎｇ

ｔｈｅｄｅｍ ａｎｄ
－

ｏ ｒ ｉ ｅｎ ｔ ｅｄｒｕ ｒａ ｌｓｏｃ ｉ ａ ｌ

ｏ ｌｄ
－

ａｇｅｓ ｅ ｒｖ ｉ ｃｅａ打ｄａ打ａ ｌｙｚｅ ｓｔｈｅｆｏ ｌ ｌｏｗ ｉ打ｇｑ
ｕｅ ｓ ｔ ｉｏｎ ｓ ：

Ｆ ｉ ｒｓ ｔ
，

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 ｕｎｄａｎｄｒｅａ ｌ ｉ ｓ ｔ ｉ ｃ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ｒｕｒａ ｌ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

ａ
ｇｅ

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Ｔｈｒｏ ｕｇｈ

ａｒｅｖ ｉ ｅｗｏｆ化ｅｈ ｉ ｓ １ ；ｏ ｒｙ ， ｐｏ
ｌ ｉ ｃｙ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 ｔｓ化 ｔｕｓｏ ｆｓｏ 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

ａ
ｇｅｓｅｒｖ ｉ ｃ ｅ

，ｔｈ ｉ ｓ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化ｅ
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ｓ ｉ ｎ化ｅｄ 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ｏ ｆｒｕ ｒａ ｌ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 ｄ －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Ｓｅｃｏｎｄ
，

ｔｈｅｎｅｅｄ

ｆｏ ｒｒｕ ｉ

＊

ａ ｌ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Ａ ｔ ｔ ：ｈｅｍａｃ ｒｏａｓｐｅｃ ｔ
，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ｔｈｅ打ｅｅｄｓｃａ ｌｅｆｏ ｒ

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Ａｎｄｔｈｅ打ｃｏｍｂ ｉｎ ｉｎ
ｇ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ｆａｍ ｉ 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 ｔａｎａ ｌ

ｙ
ｚ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ｔｈｅ

ｐｏ １ ；ｅ打 ｔ ｉ ａ ｌａｎｄ化ｅｍａ ｉｎ
ｐ
ｏ ｌ ；ｅｎｔ ｉａｌｏｂ

ｊ
ｅｃｔ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ａ
ｇ
ｅｓｅｒｖ ｉ ｃｅ ．Ｂ 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ｔｈｅｏ 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
＇

ｓ

ｐｏｏｒ
ｈｅａｌ ｔｈ

，ａｔｄｉｅｍ ｉｃｒｏａｓｐｅｃｔ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ｒｕ ｓｅ ｓ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ＡＲＬＳｔｏａｎａ ｌｙｓｅｔｈｅｎｅｅｄ

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ｃｏ ｒｒｔｅｎｔｆｏｒｃａｒ ｉ打
ｇｓｅｒｖ ｉ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 ｉ ｒｄ

，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Ｕｓ ｉｎ
ｇ

ｔｈｅ
ｑｕｅ ｓｔ ｉｏｎｎａ ｉ 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ｏｆＪ ｉａｎ

ｇ
ｓｕｒｕｒａ ｌ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

ｅ ｌｄｅｒ ｌ
ｙ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ｗ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
，

ｉｎｃ ｌｕｄ ｉｎｇｗｈｏｈａｖｅ化ｅ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 ｓ ｓ
，
化ｅｍｅ化ｏ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ｗ ｉ ｌ ｌ ｉ打ｇｎｅｓ ｓ ．Ａｎｄｏｎ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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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ｂａｓ ｉｓ
，
ｗｅ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ｃｏｎｃｅｐｔ化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 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ａＷ ｌ ｉｔｙ

化
ｐａｙ

ｗｈ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ｗｉ ｌ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ＥＬＥＳｍｏｄｅ ｌ ．Ｆｏｕｒｔｈ
，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ｏｆ 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化ｔｈｅ ３

＊

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 ：０ｔｈ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ｏｆ 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化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ｎｕ
－

ａｌ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ｄｅｓ ｉｇ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 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ｆ 化ｉｓ
ｐａｐ巧 ａｒｅａｓｆｏ ｌ ｌｏｗｓ ：

１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ｏｃ ｉａｌ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ｃｏｎｆｕｓ ｉｎｇ
ｔｈｅｎｅｅｄ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
ｔｈｅ

ｐｒ
ｏｂ ｌｅｍｓｏｆｓｕｐｐ ｌｙ

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ｒｅ ：ｓｅｇｍｅ打ｔａｔｉｏ打ｏｆ

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
；ｓｌｏ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ｒｖ ｉｃｅｍａｒｋｅｔ

；ａｄｍ 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 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

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ｓ
； ｉｒｅｇｉｏ打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ｄｃｖｃｌｏｐｍｅ打ｔ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Ｓｏ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４／５ｏｆ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ｓｔｉ ｌｌｒｄｙ

ｏ打ｆａｍ ｉ ｌｙ
ｃａｒｅ ．Ｖ ｉｓ化 ｌｙ ，

ｔｈｅｎｅｅｄ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ｉｎｔｏ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ｅｄｉｓ打ｏｔｅｑｕａｌ！ ：〇ｄｅｍａｎｄ ．Ｎｅｅｄ ｉ

＊

ｅｆｅｒｓ

化 过ｌａ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ｏ打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 ｓｔｉｃ

ｐｏｉｎｔｏｆ ｖｉｅｗ ．Ｄｅｍａｎｄ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ｗｉｌ 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ａｎｄ

ａｂｉｌ ｉｔｙ
化

ｐａ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

，
ｗｈｅｎ

ｐｅｏｐ ｌｅ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ｏ ｌｄ－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 ，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 ｉｓｓｆｏｒ

ｏ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ａｍｉ 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ｓｗｅａｋｅｎｉｎ
ｇ ，ｏｂ ｔ

ｊ
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

ｍｅｅｔｉ打ｇ
ｔｈｉｓ

ｎｅｅｄｗｉ ｌ ｌｂ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 ｆａｍｉ ｌｙ
ｃａｒｅ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ａｂｉ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ｄｅ
，ｎｏｔｅｖｅｒｙｅｌｄｅｒｌｙｈａｖｅｓｏｃｉａｌ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ｉ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
ａｎｄｈａｖｅｔｈｅａｂｉ ｌｉｔｙ

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ｉｔ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
化 ｉｓｔｈｅ打ｅｅｄｂｅｅｑｕａｌ化ｄｅｍａｎｄ

，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ｌｅｃｔ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 ｌ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ａｂｉ 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ａｙ，

ｔｈａｔｌｅａｄ化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ｕｒａｌｓｏｃ ｉａｌ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ｕｐｐ ｌ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ｐｏｏｒ ．

２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 ｔｈｅ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ａｖｅ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 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ｎｅｅｄ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ａｔａｌ ｌ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ａｖｅ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化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ｇ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打ｄａｔａ

，
曲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ｏ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
ｐｅａｋａｒｏｕｎｄ２０３ ５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ｏ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ａｌ ｌｙ ，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ｙ

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ｔｈｅｔｒａｄ 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ｍ ｉｌｙ
ｃａｒｅｍｏｄｅｃａｎｎｏ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

Ｓｏｕｎｄｅｒｔｈｉ 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ａｖｅ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ｂ

ｊ
ｅｃｔ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ｏ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ｉｉｅｒａｇｅｇｒｏｕｐ ，

ｔｈｅｎｅｅｄ

ｆｏｒ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ｓ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４／５ｏｆ化ｅｒｕｒａ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ｈａｖｅｃａｒｉｎｇｎｅ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ｐｏｏｒｈｅａｌｔｈ

，ｅｓｐｅｃ ｉａｌ ｌｙｆｏｒ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Ｖ Ｉ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ａｂｏｖｅ８０
ｙｅａｒｓｏ

ｌｄ
，
化ｅＭ ｉｄｖ化ｓｔｏ ｌｄ

ｐ
ｅｒ ｓｏ打ｓ ．Ｉ打ｃａｒ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

化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ｄ ｉ ｃａ ｌｃａｒｅ

ｉ ｓｔｈｅｌａｌｒｇｅ ｓ
ｔ

，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ｐ ｉ ｒ ｉ ｔｕａｌ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ｄ ｉ ｔ ｉｏ打ｏｆｆａｍ ｉ ｌ ｙｃａｒｅａｎｄｔｈｅ

ｅ ｌｄｅｒｌｙｓｅ ｌｆ
－

ｃａｒｅ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ｗｅｅｓｔ ｉｍａｔｅｓｐ ｒｏｐｏｒｔ ｉｏ打ｏｆ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

ｙｗｈｏ打ｅｅ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ｉ ｓ６ １ ． ５０％ｏｆ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２０ １ ２ ．Ｗｅａ ｌ ｓｏ

ｐｒｅｄ ｉｃ ｔ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 ｉｏ打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ｗｈｏ打ｅｅｄｆａｍ ｉ ｌｙ

ｃａｒｅ
，

ｃｏｍｍｕ打 ｉ ｔｙ
－ｂａｓｅｄ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ｃａｒｅ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ａｒｅｉｓ７ ．４９
０

／０
，
６７ ． ７４％ａｎｄ３ ． ７７

〇
／〇ｂｙ

２０３ ０ 。

Ｓｏ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ａｇ ｉｎｇ ，
ａ ｌ ｌｔｈｅｏＷｐｅｒｓｏｎｍａｙｂｅｃｏｍｅａ

ｐ
ｏ １ ；ｅｎｔｉａｌ

ｏｂ
ｊ
ｅｃ ｔ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
ｅｓｅｒｖ ｉ ｃｅ ．Ｔｈｅｅ ｌｄ ｅｒ ｌｙ

ｉｎｎｅｅｄｏｆ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ｃａｒｅ
，
ｍｅｎ ｔａ ｌｃｏｕｎ ｓｅ ｌ ｉ 打

ｇ ，

ｎｏ

ｆａｍ ｉ ｌｙ
ｍｅｍｂｅ ｒ化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ｏ ｆ  ｉ ｓ化ｅｍ ａ ｉｎ

ｐ
ｏ ｔｅｎｔ ｉ ａ ｌｏｂ

ｊ
ｅｃ ｔ ．

３ ．Ｔｈｅｒｕ ｒａ ｌｅ ｌ ｄｅ ｒ ｌ

ｙ
ｗ ｉ ｌ ｌ ｉ ｎｇｎ

ｅ ｓ ｓｏ ｆ ｓｏ 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ｉ ｓ ｌ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ｔｏ

ｐａｙ
ｉ ｓ

ｌ ｉｍ ｉ ｔｅｄ ．

Ｔｈｅｍａ
ｊ
ｏ ｒ ｉ ｔｙｏｆｏ 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ｉ打ｃｏｕｎｔｒ
ｙ
ｓ ｉｄｅｔｅ打ｄｔｏｃｈｏｏ ｓｅｆａｍｉ ｌｙ

ｃａｒｅｍｏｄｅ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ｌａｃｋｏｆ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ｂｒｓｏ 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
ｅ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ｒ行ｎｄ ｓ ｔ ；ｈａｔ
，
ｏｎ ｌｙ

ａｔｔｈａｔｔ ｉｍｅ

ｗｈｅ打ｔｈｅｆａｒｒｄ ｌｙｏ ｒｔｈｅｅ ｌ ｄｅ ｒ ｌ

ｙ
ｔｈｅｍ ｓｅ ｌｖｅ ｓｃａｎｎｏ ｔｓｕｐｐ ｌ ｙ

ｃａｒ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ｓｏｍｅｒｕ ｒａ ｌ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ｗｈｏｈａｖｅｈ ｉ ｇｈｅ ｒ ｉ 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ｍａｎｙｂｅｓ ｔ ｉｍｕ ｌａｔｅｄ

ｄｅｍ ａ打ｄｆｏ ｒｓｏ 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化ｅｍａｉｎｏｂ

ｊ
ｅｃ ｔｏｆ 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 ｄ

－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 ｃ ｅｓｕｐｐ
ｌｙ

ａｔ
ｐ

ｒｅ ｓｅｎｔ ．

Ｆ ｉ ｒｓ ｔｏｆａ ｌ ｌ
，ｏｎ ｌｙ１ ７ ． ８６％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ｐｅｏｐ ｌｅｔｅｎｄｔｏｃｈｏｏ ｓ 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Ｗｈ ｉｃｈ ｉｎｆｌ 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 ｓ ｓｆｏｒ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 ｅｉ ｓｆａｍ ｉ 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ｅ 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ｕ ｌ ｔ ｉｖａｔｅｄ ｌ ａｎｄ
，ｆｋｍ ｉ ｌｙ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ｈ ｉ ｐｓ

，ｐｅ ｒ ｓｏｎａ ｌ ｉ ｎｃｏｍ ｅ
，ｓ ｅ ｌ ｆ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ｈｅａ ｌｔｈ
，

ｕ打ｄｅｒｓ ｔａ打ｄ ｉｎｇｏ ｆ ｉ 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ｕｎｄｅ ｒｓ ｔａ打ｄ ｉ 打ｇｏｆ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ａｎｄｍａｒ ｉ ｔａ ｌｓ ｔａｔｕ ｓ ．Ｔｈｅ ｌ ａｓ ｔｔｈｒｅ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 ｓｏｎｔｈｅｗ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Ｓｅ ｃｏｎｄ ｌｙ ，

ｔｈ ｅｏ ｌ ｄｐｅｏｐ
ｌ ｅ
ｐ

ｒｅ ｆｅ ｒ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ｎ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ｃｅｒａ ｔｈｅ ｒｔｈａｎｃｏｍｍ ｕｎ ｉ ｔｙａｎｄｈ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Ｔｈ ｉ ｓ ｉ ｓｒｅ ｌ ａｔｅｄｔｏ ｌ ａｃｋｏ ｆ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ｏｆ ｃｏｍｍｕ打 ｉ ｔｙ
ａｎｄｈｏｍｅ

－

ｂａｓｅｄｏ ｌｄ －

ａｇｅ

ｓｅｒｖ ｉ ｃｅ ．Ｉｎ
ｇｅｎｅ ｒａ ｌ

，ｔｈｅｅ ｌ ｄｅ ｒ ｌ

ｙ
ｎｏ ｔｈａｖ ｉ ｎ

ｇ
ｃｕ ｌ ｔ ｉｖａ ｔｅｄｌａｎｄ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ｃｈｒｏｎ ｉｃｄ ｉ ｓｅａｓｅ ｓ

，

ｙｏｕ打ｇｅｒａｇｅ ，ｈ ｉ
ｇ
ｈｅ ｒｌ ｅｖ ｅ ｌｏ 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打

，
ｍｏ ｒｅｉｍｄｅｒｓ ｔａ打ｄ ｉ打

ｇ
ｔｅｎｄ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ｉｎｓ ｔ ｉ ｔｕｔｉｏｎ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Ｏ打ｃｅａｇａ ｉｎ
，
化ｅｏ 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
ｐｒｅｆｅｒｄａｉ ｌｙｌ ｉｆｅｃａｒｉｎｇｓｅｒｖ ｉ ｃｅ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ａｒｉｎｇ
ｓｅ ｒｖ ｉｃｅｔｏｓｐ ｉ ｒ ｉｔｕａ ｌ

，
ｒｅｃｒｅ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ｎｄ ｌｅｇａ ｌａｉｄ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Ｔｈ ｉ ｓｒｅ打ｅｃｔｓａｎｏｒｄｅｒ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

ｔｈｅｓｕｒｖ ｉｖａｌｆｉ ｒｓ ｔ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ｆｔｅｒ ．Ｆ ｉｎａ ｌ ｌ
ｙ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ｏ ｌｄ－ａ
ｇｅｓ

ｅｒｖ ｉｃｅ
，

２０
〇
Ｘ ）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ｓｈａｖｅｎｏ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ａ ｌ ｌ
；ｏｎ ｌｙ６０

〇
／〇ｏｆ ｌ ：ｈｅｉｍａ 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ｓｗ ｉｔｈｈ ｉｇｈｅｒ

ｉ打ｃｏｍｅｈａｖｅｔｈｅ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ｔｏ

ｐ过ｙ
ｉ打ｓ ｔ ｉ ｔｕｔ ｉｏ打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

４ ．Ｔｈｅ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ｆ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ｏｃ ｉａ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 ｃｅｓｈｏｕ ｌｄｂｅｏｎｔｈｅ

ｄｅｍ ａｎｄ －

ｏ ｒｉｅｎ １ ；ｅｄ ．

Ｖ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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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ｍｐ
ｈａｓ ｉ ｓａｎｄｄ ｉ ｆｆｉｃｕ ｌ ｔｙ

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ｏｃ ｉａ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
ｅｒｖ ｉｃｅｉ ｓ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ｏ 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ｎｅｅｄＵ）ｄｅｍａｎｄ
，
ａｎｄ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ｉ ｒ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ｔｏ
ｐａｙ ．Ｏｖｅｒａ ｌ ｌ

，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ｔａｋｅｔｈｅｎｅｅｄａｓｔｈｅ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ｓ ｔａｒｔ ｉｎｇｐｏ ｉｎｔ
，

ｗｉ ｔｈ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 ．Ｉ ｔ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ｄｅ ｓ ｉｇ打ｓｈｏｕ ｌ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ａｍ ｉ ｌｙｓｕｐｐｏ

ｒｔ
，

ｔｈｅ

ｈｅａｌ ｔｈｓ ｔａｔｕｓ
，
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打ｅ ｓ ｓ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ｌｅｖｅ ｌｆｏｕｒｃｏｒｅｅ ｌ 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 ｌｕｄ ｉｎｇ

ｔｏｂｕ ｉ ｌｄ

ｔｈｅｓｙ ｓ ｌ ；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
，
ｄｅｓ ｉｇ打ｃｏｎｃｒｅ

ｔｅｐｒｏｊ ｅｃｔ
， ｐｅｒｆ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 ｌ ｅｖａｎｔ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 ｓ ｔ ｉｏｎｓ ．

Ｏｎｔｈｅｗｈｏ ｌ ｅ
，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ｓｏ 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ｉ ｓａｄｅｍａｎｄ －

ｏ ｒ ｉ 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ｍｕ ｌ ｔ ｉ

－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
ｉｃｗｈｏ ｌｅ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ｃａｒ ｉｎｇ

打ｅｅｄｆｏ ｒｔｈｅｅ ｌｄｅ ｒ ｌ

ｙ
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ｅ ．Ｉ ｔ ｓｓｕｐｐ

ｌ ｉ ｅｒａ ｒｅｃｏｍｐｏ ｓｅｄ

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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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１ ． １ 问题的提 出与研究意义

１ ． １ ． １ 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 ， 也是老年人 口最多 的国家 。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 ，

２０ １ ４ 年末我国 ６０ 岁及 Ｗ上人 口数量达到 ２ ． １ ２ 亿 ， 占总人 口 的 １ ５ ． ５％ 。 老年人 口 由第

一

次人 口普查时的 占总人 口 的 ７ ． ３％上升到第五次人 口普查时的 １化 １％ ， 用 了将近 ５０

年 ， 而 由 １化 １％上升到 ２０ １ ４ 年的 １ ５ ． ５％仅用 了１ ４ 年 。 与城镇相 比 ， 农村人 口 的老龄

化 、 高龄化程度更为严重 。 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 ， 农村 ６０ 岁及Ｗ上老年人

曰为 化 ９９ 亿人 ， 其规模是城镇的 １ ．２４ 倍 ， 农村老龄化水平平均高于城镇 ２ ．４３ 个百分

点 。 其中 ， ８０ 岁 Ｗ上离龄老年人已增加到 １ ２００ 万人 ， 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１ １ ．９５％ 。

由此判断 ， 老年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

与此同时 ， 随着各种生理机能的减退 ， 老年人伤残率和患病率升高 ， 相应而柔的

日常生活照料和临终前照料负担将会越来越重 。 据 ２００８ 年第 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

研究报告 ， 农村 ６０ 岁及切上人 口 的两周患病率为 巧 ． ８％ ， 慢性病患病率为 ３ ８ ．９％ ， 分

别是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的 ２ ． １ ４ 倍和 ２ ． ７８ 倍 。 由 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也进行的我国首次
＂

全国城乡 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
＂

显示 ， ２０ １ ０ 年末全国城乡生活

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约 ３ ３ ００ 方人 ， 占总体老年人的 １ ９％ ， 农村高于城市 １ ．９ 个百分点 。

然而当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 口流动 ， 我国农村家庭结构核也化 ， 传统的ｉ庭

养老方式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 Ｗ家庭为核也的非正式养老在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

养老资源与服务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也 。

一

方面 ， 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子女数量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 ， 由 １ ９８２ 年的 ３ ． ３４ 个下降至 ２０ １ ０ 年的 １ ． ７４ 个 。 另
一

方面 ， 大规模年

轻劳动力 乡城迁移 ， 农村出现留守老人现象 ， 家庭空巢率高 。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

由 １ ９９５ 年的 ７０００ 万人上升至 ２０ １ ４ 年的 ２ ．７ 亿人 ， 留守老人数量将突破 ５ ０００ 万 。 据

预测 ， ２０３０ 年 ，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 口抚养 比会达到 ３４ ．４％ 。

综上所述 ， 农村人 口老龄化 、 高龄化 ， 家庭空巢化 ， 我国农村的养老现状甚至不

如过去 ， 存在着老无所依 、 失能无靠等突出 问题 。 这些问题家庭无法独立解决 。 现行

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的 目标是保障老年人物质上的需求 ， 也无法解决老年人

服务上的需求 。 我国面临这样沉重的照料负担 ， 如果不能提前做好养老服务的制度安

排 ， 将会给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认同 ， 应把因伤残、 慢性

病 、 退行性疾病导致的失能失智老年人纳入长期护理服务体系 。 近年来 ， 老年服务保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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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问题得到 了我国政府重视 。 国家发改委 、 民政部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份试

点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党的十屯届五中全会提出
＂

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
＂

；
２ ０ １ １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年 ） 》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１
］
６０

号 ） ， 明确社会养老服务的 内涵 、 功能 、 内容和组成等 ；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２ 月 ， 新修订的 《老

年法 》 在老年人晚年面临的风险和 问题入手 ， 提出全面解决老年人 问题的对策 ， 其中

就包括发展城乡杜区养老服务来满足老年人对服务的需求 ；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２ 月 ， 国务院印

发 《服务业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 的通知 》 （ 国发
［
２ ０巧 ６２ 号 ） 从养老服务业的供给主

体 、 服务领域 、 人员培养培训 、 机构品牌和竞争力培育 、 市场准入 、 退出和监管制度

等方面对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给出 了指导性意见 。

现实 中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建设处于起步阶段 ， 服务供给与需求存在总量供给不

足 、 内 容不匹配的矛盾 。 Ｗ福利性的机构养老服务 （ 即敬老院 ） 供给为主 ， 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基本没有开展 ， 仅有的
一

些只能提供文化娱乐服务的老年活动中必 、 老年

协会使用率均不高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底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３ ０２４７ 个 ， 床位 ２７２ ． ８ 万张 ， 比

上年增长 ４ ． ５％ ， 年末收养老年人 １ ９４ ． ７ 万人 ， 约为农村老年人 口 的 １ ． ８ ５％ 。 每千名老

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２４ ． ３ ９ 张 ， 约是发达国家的 １ ／３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多破旧 、 简陋 、

缺少医疗和专业化照料人员 ， 基本停 留在只能提供吃 、 穿 、 住等简单服务的原始阶段 ，

能提供的服务与入住老人需求相去甚远 。 ２０ １ ３ 年闲置床位多达 １ ４４ ．０４ 万张 ， 利用率

从 ２０ １ ２ 年的 ７６ ． ６％降为 ５２ ． ８％ ， 远不能发挥养老中也的作用 。

由此可见 ， 发展杜会养老服务成为历史的必然 。 同时 ， 国家和政府也为解决老年

服务保障问题作 了积极的尝试和推进 。 但是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试点和推进过程中

仍然存在诸多 问题 。

一

方面有关服务保障的政策更多是提 出 了发展社会养老服务这么

一

个思想 ， 具体应该怎样发展没有针对性的论及 ，

一

方面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推进缓慢 ，

存在供需不平衡等诸多 问题 。 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在增加 ， 但养老服务需求

却得不到满足 。 导致上述 问题的原因可能来 自 主客观两方面 。 主观上 ， 老年人认为养

老是家庭 内部的事情 ， 即便家人无法照料 ， 也不愿寻求社会的帮助 。 或者他们具备 自

我照料的能力 ， 无需他人协助 ， 是具有合理的
一

面 。 客观上 ， 可能是社会养老服务收

费高 、 服务项 目 不合意等 。 由此 ， 本文选择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为研究对象 ， 从老年人

需求的视角 ， 深入探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 如何认识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

需要的普遍性和差异性 、 怎样评估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社会养老服务怎样有

效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 是本文拟解决的核也 问题 。 这些 问题的解决涉及社会养老服

务的主客体 、 服务的 内容 、 方式和费用 的界定和具体发展方案 、 步骤等的设计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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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 ．２ 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提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 对于应

对人 口老龄化 ， 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优化配置养老资源 ， 完善服务保障体系 ，

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理论上 ， 养老问题是老龄化过程中 的主要挑战 。 老年人的养老保险 、 医疗保险得

到 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 研究成果众多 ， 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 、 医疗护理 、 精神慰

籍 、 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养老服务角度去研究老龄化在近年逐渐受到重视 。

然而 ， 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 ， 己有的关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研

究也多停 留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必要性的
一

般分析 上
？

． ， 从服务的客体即农村

老年人需求视角 的微观研究较为薄弱 。 仅有的关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研究混淆

需要和需求 ， 忽视需求概念中 的意愿和支付能力 ， 导致无法解释杜会养老服务供给不

足和过剩的矛盾 。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 ， 从人的基本需要角度解析农村养老服务的本

质属性 ， 揭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要 、 需求之间的 内在联系和作

用机理 ， 分析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 ， 进而解释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供需失衡的原因 ， 就此提出发展的路径 。

现实上 ， 老龄工作是和谐社会的难点之
一

， 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 问题的深

层次研究 ， 既是提高其生活和生命质量的制度保障 ， 又是应对人 口 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

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建设 、 社会和谐有重大意义 。 当前 ， 我国农村地区福利服务匿乏 ，

结构不合理 ， 不能 自 理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养老 。 本文 Ｗ养老服务需求为立论基础 ，

针对不 巧 的群体和地区细分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 对于提前养老服务的有嫌性 、

前瞻性 ， 推动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 ， 具有重耍的应用价值 。

１ ．２ 文献综述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 ， 西方发达国家的照料费用急剧膨胀 ， 引发 了人们对养老服

务的关注 。 掘统计 ， 到 ２ ０ 化纪 ９０ 年代为止 ， 对老年照料服务的研究 己经成为西方老

年医学 出版物上最大的研究领域 （Ｗ山 ｉａｎＴ ．Ｌ ｉｕａｎｄＨａｌＫｅｎｄ ｉ

ｇ ， ２０００ ） 。 学界在各 自

的学科领域从不 同方面研究养老服务 。

１ ．２ ． １ 社会养老服务界定的文献回顾

１ ． ２丄 １ 社会养老服务 内涵和外延

社会养老服务是
一

个来 自我国政府文件的官方词汇 。 ２００６ 年 ， 《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 》 （ 国办发 ［
２００６

］
６ 号 ） 提出 了养老服务 ， 居家养老为基础 、

社区服务为依托 、 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
＂

。 ２００９ 年 ， 国家发改委和 巧政部在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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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试点
＂

时 ， 明确政府提供基本服务的责任 ， 鼓励各种所有制投

资主体进入养老服务市场 ， 形成社会化养老服务格局 。 ２０ １ ０ 年 ， 党的十４＾届五中全会

强调
＂

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 。

＂

至此 ， 社会养老服务
一

词正式出现在政策文件上 。

２０ １ １ 年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年 ） 》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１

］
６０ 号 ） 对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的 内涵界定为 ，

＂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 Ｗ

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 目 标 ， 面 向所有老年人 ， 提供生活

照料 、 康复护理 、 精神慰藉 、 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等设施 、 组织 、 人才和技术要素形

成的 网络 ， Ｗ及配套的服务标准 、 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 。

＂

可见 ， 社会养老服务是
一

个新的名词 ， 由养老服务演化而来 ， 与养老服务没有本质的区别 ， 只是强调 了参与者

的多样化 。

学界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 目 的 ， 对社会养老服务 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存在差

异 ， 目 前还没有形成统
一

的认识 。

一

是 ，
Ｌａ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 目 标 ， 为所有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 、

精神慰籍 、 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等服务 ， 是社会和政府为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各类服务

的总称 （董红亚 ， ２ ０ １ ２ ） ， 是
一

个广义的概念 。 这
一

理解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 同 ， 也

是政府有关文件关于社会养老服务的提法 。 如姚兆余 （ ２０ １ ４ ） 提 出社会养老服务是指 ，

动用社会化的资源和设施 ， 利用政府 、 社会 、 家庭 、 个人等多方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必

要的服务 ， 满足其生活照料 、 精神慰藉 、 医疗健康等需求的养老服务模式 。

二是 ， 等同于老年服务 。 金双秋 、 曹述蓉 （ ２０ １ １ ） 认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 要建

立健全养老服务机构体系 、 老年人服务制度体系 、 老年人供养服务体系 、 老年人医疗

服务体系 、 老年人再就业服务体系 、 老年人继续学习服务体系 、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开

发体系 。 梁鸿和赵德余 （ ２ ００８ ） 指出 ， 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的产品 内容主要包括物质

生活供养 、 医疗卫生服务护理及精神慰藉等 。 娶金霞 （ ２０ １ ３ ） 认为养老服务可 Ｗ针对
＂

老有所养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乐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为
＂

五大方面开展 ， 具体服务

项 目包括了人身照料 ， 对起床 、 穿衣 、 洗漱和洗澡等个人实物的协助 ； 健康照料 、 医

疗护理 ； 社区活动 、 体育活动 ； 老年培训 ； 婚姻介绍 、 再就业指导等等 。 这等于把所

有的有关为老年人的服务都包括在 内 了 。 这种提法受到 了质疑 ， 老年人在社会生活 中

确实需要各种社会服务 ， 但是如果把各种供养 、 教育 、 再就业 、 医疗等服务都放到服

务中 ， 就很难抓住根本 。

兰是 ， 等同于养老保障 ， 即将资金保障纳入服务保障范畴 。 有的学者表面上肯定

了 政府对社会养老服务 的 界定 ， 但 实 际上仍然 用 大量笔 墨论述养老保险 （张晓

霞 ，
２０ １ １ ） 。 这种定义受到的质疑最多 ， 资金问题虽然是养老服务中 的重要因素 ， 但是

不能和养老服务混为
一

谈 。 资金保障主要是指经济上的供养 ， 如社会养老保险 ， 其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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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经济需要 ， 化解经济上的风险 （董红亚 ，
２０ １ ２ ） 。 任何社会福利

制度和社会政策体制都该同等重视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 （岳经绝等 ， ２０ １ ０ ） ，

＂

经济保
—

障和服务保障制度并重
＂

作为 中 国 当前养老保障制度转型的发展方 向 （杨翠迎等 ，

２０ １ ０ ） 。

对社会养老服务 内涵 、 外延认识的不
一

还体现在 ， 学者们交替使用
＂

养老服务
＂

、

＂

老龄服务
＂

、

＂

为老服务
＂

、

＂

照料
＂

、

…

照顾
＂

和
＂

老年支持
＂

等词汇 。 这些词汇的

具体含义也随着使用者的研究立场和 目 的而异 。 其 中尤 Ｗ
＂

照料
＂ ＂

照护
＂

使用 的频

率最高 。 有学者在使用
＂

照护
＂

概念时 ， 其对象是所有老年人 ， 认为生活照料对于所

有老年人来说 ， 满足 了其基本的工具性需耍 、 缺乏型需耍 ； 对其中 的失能老人来说 ，

在生活照料的基础上 ， 护理更为突出 。 桂世别 （ ２００ ８ ） 提 出应针对生活 自理无困难老

人进斤预防性照料服务 ， 针对生活有困难老人提出补偿性和发展性照料服务的建议 。

这里的照护 、 照料概念都接近我国政府的养老服务概念 。 但是也有学者只在失能照料

上使用照料概念 ， 其对象特指 日 常生活不能 自 理的老年人 （ 周元鹏 、 张抚秀 ， ２０ １ ２ ） 。

在國外的实践中 ， 英国 的社区照护服务 ， 所有老年人均可无偿 、 低偿或有偿享有生活

照料 、 物质支援 、 也理支持 、 整体关怀和医疗保健服务 。 因为老年人的需耍是涉及具

体行动 、 物质 、 私理和环境等各个层面 ， 所 Ｗ所有老年人都需耍照护服务 ， 只是程度

上有差别 ， 提供给健康老年人的程度要轻 （李爵伟 ， ２０ １ １ ） 。 照料者也是社区照护服

务的服务对象 （裴晓梅 、 房莉杰 ， ２０ １ ０ ） 。 美 国 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方式 ， 针对体弱

老人和高龄老人的服务有 ， 家务服务 、 送饭上口 、 定期探望 、 电话确认 、 家庭保健 、

紧急响应系统 ； 针对健康老人的服务有 ， 交通 、 陪伴 、 法律服务 、 老年食堂 、 就业服

务 ； 针对入住机构老人重在专业护理 、 医疗等服务 ；
还有专 口服务 ， 如咨询和保护服

务 、 日 托服务 （刘晓梅 ， ２０ １ ２ ） 。 我国的
＂

养老服务
＂

概念与外 国 的
＂

老年照料服务
＂

基本
一

致
？

。 不管在何种范围上使用照护概念 ， 这些研究均表 明养老服务的本质即照

料和护理 ， 换肯之狭义的社会养老服务就是指社会化的照料服务 （董红亚 ， ２０ １ ２ ） 。

１ ． ２丄２ 社会养老服务的类型

对于社会养老服务的类型 ， 学界同样没有形成统
一

的认识 。 基于不同的视角 ， 可

Ｗ将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划为不同的类型 。 例如 ， 从资源筹集方式上 ， 可分为政府主导

型 、 市场运作型 、 民间互助型 、 混合型等模式 ； 从服务提供方式上看 ， 可分为政府运

作型 、 非营利组织运作型 、 混合型等模式 ； 从服务享受条件上看 ， 可分为无偿 、 低偿

和有偿服务型等模式 ； 从居住方式上看 ， 可分为机构 、 集中居住 、 居家 、 社区等模式

？
由于我国 的养老服务概念与外 国的老年照料概念基本

一

致 ， 下面在论及 圍外的养老服务时 ， 也用照料込个槪念 ，

不再进行区分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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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兆余 ， ２０ １ ４ ） 。

＇

按照提供主体的不同 ， 石人炳 （ ２０ １ ２ ） 将老年照料分为亲情模式 、 友情模式 、 市

场模式 、 志愿者模式和福利模式 。 福利模式是指由政府直接提供或购买服务 ， 也称为

正式照料 。 其他为非正式照料 。 或者将亲情模式 、 友情模式运些由亲属或非亲属提供

的无酬的且不与任何组织挂钩的照料服务界定为家庭照料 ， 市场 、 志愿者和福利模式

界定为社会照料 ， 为 由非亲属提供的有偿或者属于某组织的其他人员提供的照料

（Ｎｏｒｇａｒｄ ，
Ｔ．Ｍ ．ａｎｄＲｏｄｇｅｒｓ ，

ＷＸ ，１ ９９７ ） 。

按照社会养老服务组织递送方式的不同 ， 通常分成Ｗ家庭 、 Ｗ社区和 Ｗ专口机构

为平台组织的养老服务 。 政府相关文件多次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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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居住地点的不同 ， 社会养老服务分为居家和机构养老服务 。 居家养老服务指

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 ， 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家政服务 、 康复护理和精

神慰藉等各项服务的
一

种形式 （ 胡宏伟等 ， ２０ １ １ ） 。 刘益梅 （ ２０ １ １ ） 提出 的社会化养

若服务体系就是
一

个Ｗ居家养老为基础 、 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主体 、 多元化 、 多层次

的服务体系 。

１ ．２丄３ 社会养老服务的性质

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性质的认识如 同对其内涵
一

样存在着争议。

…

种观点来 自广义

的社会养老服务概念 。 广义的社会养老服务包涵 了性质不同的福利性服务与营利性服

务 。 营利性服务多为满足有支付能力 的老年人的非基本养老需要的服务 ， 由老年人家

庭或其本人购买 ， 市场提供 。 福利服务有两种认识 。

一

是 ， 满足特殊困难老年人的 ，

如经济状况困难的和身体状况低下的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 （董红亚 ， ２０ １ ２ ） ， 具有

无偿性和公益性 ， 可Ｗ是家庭提供或者政府免费提供。 二是 ， 福利性来 自老年人的基

本人权 ， 因此
＂

除无依无靠 、 无生活来源的个别孤老的养老费 由政府救济Ｗ外 ， 其他

入住老人
一

般都由 自 己或家庭承担养老费用 ， 但应该具有
一

定的福利性 、 公益性
＂

（唐

忠新 ， ２００６ ） ， 即对普通老年人也提供福利服务 ， 只是程度不 同 。 多数学者认同这
一

观点 ， 这既可保障养老服务的底层福利 ， 又扩大了服务的覆盖面。 送样 ， 从经济学的

角度看 ， 社会养老服务是
一

种私人品 、 准公共产品和公共品的
＇

混合型产爲 （吴禅君 ，

２０ １ １ ） ， 具有公益性和市场性的双重特点 （李绍纯 ， ２０ １ ２ ） 。 另
一

种观点坚持认为社会

养老服务仅指福利性 、 公益性服务 ， 不应该包括商业性服务 。 李学斌 （ ２００８ ） 认为商

业性社区养老服务可纳入居民服务业 ， 由市场机制调节 。 这样社区养老服务定性为社

会福利服务 ， 成为与居民服务业并列的第云产业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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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 ２ 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文献回顾

由于社会养老服务既有公共产品 的属性也有私人产品 的属性 ， 同时在我国开展的

时间不长 ， 覆盖面较小 ， 数据来源受到很大的制约 ， 目 前还没有
一

种非常完善的用来

揭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方法 ， 通常絕入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中 ， 无法区分是对家庭

养老服务的需求还是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

１ ．２ ．２ ． １ 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宏观描述

当前 ， 我国主要用宏观数据 （各种统计年鉴的人 口数据 ） ， 描述老年人的数量 、

结构和特点来间接替代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 研究尤其集中在老年人对照料服务

的需求上 。

一

来 ， 老年人 口 数量的增加 ， 相应的养老服务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

二来 ，

老年人 口 的结构 。 不 同性别 、 年龄 、 健康状况的老年人 ， 会产生不 同的养老服务需求 ，

使之呈现出 多样性和层次性 。 送种方法数据来源容易 ， 也简便易操作 。

贾清显 （ ２０ １ ０ ）Ｗ 国 内老年人生活不能 自 理 比例和老年人 口数估算 出我国生活不

能 自 理的老年人 口数量 ， 即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数量 。 朱冬梅 （ ２０ １ ３ ） 认为不同的老

年人有不 同 的养老服务需求 ， 呈多元化特征 ， 包括服务 内容 、 层次 、 形式上的多元需

求 。 服务 内容需求的多元化体现在对化活照料服务 、 医疗保健服务 、 文化娱乐服务 、

精神慰籍服务 、 教育培训服务和再就业服务的需求 。 在需求多元化的基础上 ， 用第五

次和第六次人 口普查的数据测算 了各省份人 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 ， Ｗ此来衡量老年

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 钱亚仙 （ ２０ １ ４ ） 用老年人 口数量 、 增长速度 、 年龄结构 ， 附之

于老年人的家庭结构 ， 来评估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 从而在衡量机构和居家

养老服务 与老年人实际需求有差距的基側上 ， 探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速设 。

Ｉ ． ２ ． ２ ．２ 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微观分析

Ｋ 基于实际行为 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实际利用可Ｗ直接观察需求情况 。 園外 山于社会养

老服务发达 ， 积累 了许多数据 ， 使得国外学者可 Ｗ分析老年人利用社会养老服务的行

为及其原因 。 而我国针对广大普通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才刚开展 ， 老年人主要依靠

家庭提供养老服务 ， 因此 ， 无法对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行为展开深入研究 。

在对服务类型的需求研究上 ， 上世纪末 ， 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 国 中 ，

老年人的照料 为社会照料 ， ４／５ 为家庭照料 。社会照料中有 ２／ １ ５ 为居家照料 （ Ｊｅｎｓｏｎ
，

Ｊ ．

，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ｚｏｎｅ Ｓ ，２０００ ） 。 我国 Ｗ家庭照料为主 ， 社会照料 比例很低 ， 城市不到 １ ０％ ，

农村不到５
〇
／〇（ Ｗｕ

，
Ｂ ．ｅ ｔ ａｌ ． ， ２００ ５

； 徐勤 、 汤哲 ， ２００７ ） 。

在对服务时间 的需求研究上 ， 美国约 ３ ／４ 的居住在社区的失能老年人接受过长期

照护服务 ， 接受时间为平均每周 ２ １ ． ６ 小时 。 其中 ， ５ ８％的人的受照料时间在每周 １
－ ２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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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 １ ０％的人每周 时间高达 ５ ７ 个及 上小时 ， １ ５％的人有需求但没有接受过任何照

料 （ Ｌ ｉｕ
，
Ｋ ． 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０ ） 。 我国学者顾大男和柳玉芝 （ ２００８ ） 根据 ２００ ５ 年中 国老年人

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 ， 估算 出我国 失能老年人平均得到的照料时间大约 为 ２２ 小时 ／

周 。

影响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原因有 ：

一

是 ， 健康状况 ， 国外许多研究均表明

较差的健康状况是使用社会养老服务的
一

个主要影响 因素 （ Ｃｈａｐｐｅ ｌ ｌ ，
１ ９９２ ） ， 但是国

内 的研究结论却无法证明健康与选择社会养老服务存在正 向关系 （杨恩艳等 ， ２０ １ ２ ）
；

二是 ， 替代性养老服务资源 。 如独居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资源 （配偶和子女照料 ） 不可

得 ， 导致其更多利用社会养老服务 ；
兰是 ，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可得性和可及性 。 由

于资源稀缺 ， 社会养老服务的供给对象需要经过专 口部 口 的评估和审核 ， 尤其是在发

展中 国家 ， 其供给对象
一

般限定为特殊老年人 ， 评估的核也方式是家计调查 （ Ｃａｒｔｏｎ ，

１ ９９ １ ）
； 四是 ， 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认知 。 Ｃｈｅｎ ｉ ｔｚ（ １ ９ ８ ３ ） 指 出 ， 被控制感和 自

由度 ， 影响 了老人对新护理环境的适应 。 Ｂ ｉｅｄｅ址ａｍ 和 Ｎｏ ｒｍｏｙｌ ｅ（ １ ９９ １ ） 则指出 ， 老

人对护理质量 、 生活质景 、 护理成本和护理中 的家庭支持的担也 ， 造成 了老人对护理

院安置的恐惧 。 我国是
＂

养儿化老
＂

的观念限制 了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孔

祥智 、 涂圣伟 ， ２００７ ） 。

２ 、 基于专业评估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专业评估起源于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注 。 １ ８６５年 ，

自 法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后 ， 全球约有 １ ／３ 的 国家和地区先后老龄化 。 平均寿命延

长的同时 ， 老年人因 为患有各种身必疾病 ， 出现带病晩年 ， 导致了 老年人生命长度与

生活质量的矛盾 。 在这种情况下 ，

＂

身体性 自 立
＂

能力理论将人的活动能为 引入生活

质量的测评中 。 ８ ０年代 ， 美 国 国 Ｓ ．Ｋａｔ ｓ教授提出 日 常生活能力 （Ａｃｔ ｉｖｅｏｆ Ｄａｉ ｌｙ
Ｌ ｉｖｉｎｇ ）

是评估生存质量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并先后开发 了测定人体技能障碍者活动能力和康复

效果的ＡＤｋ量表和个人依靠手段 、 工具设施进行基本生活活动能力 的 ｌＡＤｋ量表 。

ＡＤｋ量表从吃饭 、 穿衣 、 上下床 、 上厕所 、 室 内走动 、 洗澡６项指标 ， ｌＡＤｋ量表从

购物 、 做饭 、 理财等项指标 ， 判断是否需要提供某项养老服务 。 许多养老服务需求研

究 Ｗ这两个量表为基础 ， 依根据各 自 的数据特点 ， 开发各 自 的测量工具 。 德 国 的 《社

会抚养保险法案 》 规定 ， 用ＡＤｋ量表和 ｌＡＤｋ量表评估照护需要 。 至少 ２项ＡＤＬ
＂

做

不 了
＂

或者 ＩＡＤＬ需要帮助为需要提供照护服务的界线 ， 并按程度分成Ｈ级护理 。 蒋

承等 （ ２０ １ ０ ） 选择洗澡 、 吃饭 、 穿衣 、 室 内活动 、 控制大小便等 ５个项 目 。 周元鹏 ，

张抚秀 （ ２０ １ ２ ） 用ＡＤＬ 、 ＩＡＤＬ 得分和 ＡＤＬ 、 ＩＡＤＬ 有困难项数的方法来划分老年人

的功能状况 。

但是仅仅根据身体活动功能状况来界定照料需求容易导致偏误 。 在实践上 ， 许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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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地区 ） 广泛应用这两个量表并附加健康的其他方面来综合评估老年服务需求 。

奧地利的 《长期照护津贴法案 》 规定的照护需求的测量和諭别指标体系可概括为 ： 必

理状态 、 生理状态 、 情绪状况 、 行为症状 、 营养状况评估护理服务的标准 。 荷兰养老

服务需求评估体系 ， 又称ＡＷＢＺ评估体系 ， 采用全面评估方式 ，

＂

评估过程包括检查

申请者的总体健康情况 、 疾病导致的身体失能情况 、 屯、理和社会功能 、 家庭和环境情

况 、 是否得到正规和非正规的照护服务 Ｗ及继续得到照护服务的可能 。

＂

日 本评估需

求的 内容包括 ， 测量 日 常生活活动表现和认知 、 感觉 、 功能性能力 的 ８ ５个项 目 。 英国

的家庭护理需求评估涉及家庭环境情况 、 现有的照护情况 、 相关病 史 、 用药义 、 预后

情况 、 护理服务的可得性 、 资金状况和医巧保险情况 。 澳大利亚在评估是否给予 申请

者护理服务时 ， 需要考虑 申请者的躯体能力 、 认知行为能力 、 社会支持状况 、 己有的

照护服务等 ， 评估的结果作为 申请者是否有资格得到院舍及相应的护理等级的照顾和

所缴费用 的依据 （ 见表 １

－

１ ） 。

表 １

－

１ 各国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评估标准



Ｔａｂｅ ｌ

－

１Ｔｈ ｅｄｅｍａｎｄａｓｓｅ ｓ 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ｅ 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 ｉ ｅ ｓ


Ｗ家


奥地利
＾ ＾澳大利亚

主要标准健康状况健康状况健康状况健康状况健康状况

辅助标准


无 有否家庭成员帮助无有否家庭成员帮助有否家庭成员 帮助

注 ： 资料来源 ： 裴晓巧 ， 房莉杰 ．老年长期照护导论 ［
Ｍ

］
． 北京 ： 社会科学女献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 ：

３ ９ －４ １ 巧 ； 曾友燕 ， 等 ．国 内外家庭护理需求评估工具的硏究现状与启示 ［
Ｊ

］
．巧理管理杂志 ， ２００６ （ ５ ） ：

２ ７
－

２ ９

在我国 ， 专业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评估是指 ， 按
一

定 的组织方式和程序 ， 对老年

人的经济状况 、 身体状况 、 居住状况 、 养老服务需求意愿等进行调查评佔 ， 形成评估

意见 ， 作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或安排入住养老机构的依据 。 上海的养老服务需求评估

Ｗ老年人的化活 自 理能力 、 认知能力 、 情绪行为 、 视觉能力 为主耍参数 ，
！＾社会化活

环境和重大疾病为背景参数 。 杭州的养老服务需求评估表 Ｗ生活 自理能力 、 经济条件

和居住环境为主要参数 ， 年龄 、 特殊贡献或特殊对象为 附加参数 ， Ｗ残障情况 、 重

大疾病和住房情况为背景参数 。 然后附于各参数不同 的权重 ， 综合各项得分 ， 区分需

求的等级 ， 提供老年人所需的服务 内容和频次 。 从 ２００ １ 年开始 ， 香港建立 了
＂

安老

服务统
一

评估机制
＂

， 对 申请人 自 我照顾能力 、 身体机能 、 记忆及沟通能力 、 行为情

绪等方面的受损程度 、 健康状况 、 环境慰籍和应对 日 常生活的能力等方面作全面的评

估 ， 从而识别 申请人的长期护理需求 。 董红亚 （ ２０ １ ２ ） 认为评估服务需求主要的依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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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情况和身体情况 。 在此基础上 ， Ｗ年龄状况 、 居住形态 、 为社会贡献程度等为

参考标准 。
＇

３ 、 基于意愿调查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

基于意愿调查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研究 ， 既有对养老服务模式选择意愿的研究

（潘金洪 、 王晓风 ， ２０００
； 郭平 、 陈刚 ， ２００８

； 胡宏伟等 ， ２０ １ １
； 吴敏 ， ２０ １ １ ） ， 又

有对养老服务项 目 意愿和支付意愿的研究 （ 曾友燕等 ， ２００６
； 于宝荣等 ， ２０ １ ２ ） 。 除

了直接测量外 ， 更多是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操作化为老年人的养老居住地选择倾

向 ， 间接测量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在国外研究中 ， 多数学者侧重于关注微观层面的 因素对老年人养老居住地选择倾

向及其行为 的影响 ， 如性别 、 婚姻状况 、 子女数量和收入水平等社会人 口 学因素 。 也

有学者从宏观和 中观层面对老年人居住地选择的异同进行 比较 ； 也有学者着重分析医

疗救助计划对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Ｏ ａｍ ｅ ｓ Ｄ ． Ｒｅ ｓｃｈｏｖ ｓｋｙ ， １ ９９ ８ ） 。

在国 内 ， 按城乡划分研究地域 ， 有城市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还有城乡之间新城区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研究 。 按特殊和
一

般划分研究对象 。 如独化子女父母与非独生子女

父母 （唐利平 、 风笑天 ， ２０ １ ０ ） 、 老年 、 中年与青年养老意愿的 比较研究 （ 李建新 ，

２００４
； 崔燕改 ，

２００６
； 熊波 、 林丛 ， ２００９ ） 。

就研究方法而言 ， 在描述性研究 中 ， 学界发现 ，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随生活环境的

变化而改变 ， 是动态的 ， 并且不 同 的老年群体 ， 如不 同生活 自理能力 的老年人有不同

的居住意愿 （张丽萍 ， ２０ １ ２ ） ， 居住意愿呈现群体间 的差异化 。 曲嘉瑶 ， 伍小兰 （ ２０ １ ３ ）

利用 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也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 １ ０ 年Ｈ次全国性老年人专项调查

数据 ， 分析 了近十年来中 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和居住意愿的最新特点和变化趋势 。 不

过 ， 多数学者认为 ，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虽然呈现 出 多元化趋势 ， 但多数农村老年人仍

然最愿意选择家庭养老 ， 仅有 １ ２％的老年人愿意去护理院 、 托老所 、 老年公寓接受照

顾 ， 但是 ８ ０％的老年人对上口服务的利用意愿较高 （ 李伟峰 、 梁丽霞 ， ２００８ ） 。 郭竞

成 （ ２０ １ ２ ） 进
一

步分析了生活照料 、 精神满足 、 医疗保健 、 失能照料 、 法律维权五大

类社会养老服务项 目 的需求强度和需求弹性 。 在解释性研究 中 ， 程远 、 张真 （ １ ９９９ ） 提

出 了
一

个类似于推拉理论的机构养老选择模式 。 学界后续的研究多数借助传统多元统

计分析方法 （ 如 ｌｏｇ
ｉ 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 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 ， 总结影

响老年人养老意愿有Ｈ个层面上的 因素 。 宏观层面 ， 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养老文化 ；

中观层面的社区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水平 ， 如敬老院 、 老年活动中也 、 居家养老服务

站等的建设和绩效 ； 微观层面的家庭和个人特征 ， 如家庭人数 、 居住条件 、 老年人的

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婚姻状况 、 职业类型 、 健康状况等 （宋宝安 ， ２００６
； 陆杰

华等 ，
２００ ８

； 刘华 、 沈蕾 ， ２０ １ ０
；
田北海等 ， ２０ １ ２ ） 。 但对于不同地区 、 不 同老年人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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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需求的因素存在
一

定的差异 （王晓峰等 ， ２０ １ ２ ） 。

４ 、 基于满意度评价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

满意度评价法也称为
＂

顾客满意度评价法
＂

， 最早是企业用来 了解顾客对产品或

服务的评价情况 。 这种方法通过顾客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感受与期望值的差值来

间接衡量该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程度 ， 差值越大说明需求越强烈 。 由于其操作简便灵

活的特点 ， 应用范围逐渐向公共产品 的需求延伸 ， 成 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揭示的

主要研究方法 ， 用来考察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现状 （孙翠清 、 林万龙 ， ２０ １ １ ） 。

国外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测评的对象包括服务的 内 容和软硬件 ， 被调查者包括接

受服务的个人及其家庭和服务的提供者 （ 见表 １
－２ ） ， 采用个人访谈或邮寄的方式进行

调查 ， 注重被调查者的 自 主和隐私 。 如全美护理联合会满意度评估调查 问卷包括 了对

就餐环境 、 临床护理 、 护理者因素 、 隐私性 ／ 自 主性 、 家庭因素 、 安全性的满意度测评 ，

共 ８４ 项 问题 ， 采用个人访谈的方式 。 美国生活服务网信息满意度调查采用 邮寄的方

式询 问居 民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和活动性 、 环境 、 食物 、 隐私性 ／ 自 主性 、 临

床护理 、 私人看护 、 非临床服务等各项的满意度 。

我国基于满意度评价法来揭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相对偏少 。 研究聚焦

于 ， 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 ，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项服务的满意度

（刘慧 、 叶露迪 ， ２０ １ ３ ） 。 易松国 （ ２００６ ） 、 彭湘红 （ ２０ １ ０ ） 详细分析 了入住老年人对

养老院环境 、 服务 、 管理 、 居住 、 医疗护理 、 膳食 、 人际关系 、 娱乐活动 、 收费等各

个方而的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 ， 并分析 了 不同类型 、 不 同婚姻状况 、 不 同入住 自愿性

的入住老年人的尘活满意度 ； 老年人对扯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整体满意度 （ 管兵 ， ２０松 ；

王佳琳等 ， ２０ １ ４ ） 和对社区各项精神服务的满意度 （ 耿香玲 、 冯磊 ， ２ ００９ ）
； 农村老

年人对生活照料 、 疾病看护 、 精神慰籍 、 社会承认 、 娱巧活动等各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和总体满意度 （谢婷 、 张静 ， ２０ １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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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２ 国外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测评内容



Ｔａｂｅ ｌ
－２ 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 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ｏ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 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范围


评价的 内容

服务接受者调査

总体评估总体肢务

活动性各种娱乐性 、 教育性 、 宗教性服务活动 ， 服务员是否能及时回应活动参与者的各项要求

环境设备提供各项服务的总体环境 ， 服务人员 的态度

就餐服务提供的食物的质量 、 就餐地点的卫生情况 、 就餐者特殊饮食偏好的考虑

临床护理护理者的态度 、 护理技术 、 护理流程

个人护理护理者的态度 、 护理技术 、 护理流程

护理者因素护理者接受培训情况 ， 护理者尊重服务接受者 ， 听取其提出 的建议

非临床护理服务护理者的态度 、 护理技术 、 护理流程 、 尊重被护理者

隐私性／ 自主性能 自 由选择服务种类 ， 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帮助 ， 个人隐私能够得到保障

家庭因素能够与家庭保持 良好沟通与联络 ． 及时更改接受服务老年人的相关信息

家务管理／清洁服务者的态度 、 技能 、 效率

安全性保障信息安全 ， 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服务

经营管理


能够及时答复提出 申请的老人 ， Ｗ財也礼貌的态度回答老年人提出 的各项问题

护理员 ／服务员调查

管理手段提供充分的信息 ， 对服务人员进行信息化管理 ， 建立相关培案和考核机制

工作时间有合理的工作时间

经菅方式服务机构经营的方式

学习与发展机会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

保证性提供具有保障的工作岗位

盈利性服务机构能够有盈利来维持 日常经营

环境氛围


Ｗ家庭式氛围提供各项服务 ， 尊重服务员提供的各项工作


注 ： 资料来源 ： 费废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研巧网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学 ， ２００９ ：２

１ ．２ ．２ ．３ 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预测

养老服务需求的预测性研究集中在对长期照料需求量的预测上 。 国际上近十几年

来对老人长期照料需求的预测倍加重视 。 长期照料需求的关键因素是不能 自理老年人

的数量 。

自理预期寿命不是简单地随着寿命的延长而延长的 ， 目前有Ｈ种理论解禪健康寿

命与寿命的关系 ； 第
一

种 Ｆｒｉｅｓ 等 （ １ ９８０ ） 提出疾病期缩减理论 ， 即随着存活率的改

善 ， 残障的患病率将降低 ， 从而导致残障期或患病期缩短 。 Ｌａｋｄａｗａｌ ｌａ 和 Ｐｈｉ ｌ ｉｐｓｏｎ

（ ２００２ ） 发现 由于
＂

老龄健康
＂

状况的改善 ， 失能老龄人 口 的比重在下降 ， 送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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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经合组织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都有表现 。 第二种理论认为 ， 由于死亡率的下降 ，

残障期将增加 。 这种理论认为人类整体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提高了健康不佳的群

体的存活率 ， 而这些人的残障率或患病率较高 （Ｏ ｌｓｈａｎｓｋｙ ，
Ｓ ． Ｊ ． ｅｔ ａｌ ， １ ９９ １ ） 。 第Ｈ种

理论是混合理论 ， 认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将使慢性病到严重残障的过程加长 ， 因此 ， 严

重残障比例会减少 ， 但低度或中度残障的比例会增加 （Ｍａｎｔｏｎ
，
Ｋ ．Ｇ ．

，
ａｎｄ Ｌａｎｄ

，
Ｋ ．Ｃ ，

２０００ ） 。

Ｗ 自理预期寿命为核也的养老服务需求预测方法可分为三类 ；

一

是简单比例分布法 ， 即将基期老年人群按年龄 、 性别分的生活 自 理能力状况分

布乘Ｗ相应的人 口预测年龄、 性别分布 。 如 目 前使用 比较多 的沙利文法 （ Ｓ山 ｌ ｉｖａｎ ） 。

曾毅 （ ２００ １ ） 、 桂世励 （ ２００８ ） 、 郭未等 （ ２０ １ ３ ） 等都使用过该法预测健康预期寿命 。

送些研究开创并深化了 中 国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 。 但是 ， 因为 ＳｕＵ ｉｖａｎ 法使用 的是横

断面数据 ， 用 Ｓｕｌ ｌ ｉｖａｎ 法计算的健康预期寿命没能考虑健康状况之间 的相互转换 ， 从

而造成 自理预期寿命估算上的偏差 。

二是多状态转换预测法 ， 即用跟踪调查数据估算出老人生活 自理能力状况转擔慨

率矩阵 ， 再与人 口预测矩阵结合 ， 预测老年人 自理预期寿命 。 多状态转换预测法可Ｗ

反映某
一

个老年队列未来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处于不同状态人群的死亡风险差异 ， 较之

Ｓｕｌ ｌ ｉｖａｎ 法更优 。 后续的研究认识到传统的多状态转换预测法忽视了 临终前期功能下

降的迅速变化 ， 开始将死亡老人临终前
一

年的照料费用与存活老人照料费用分开预

测 。 曾毅等 （ ２００４ ） 改 良 了多状态转换预测法 ， 并使用该办法对中 国高龄老人的失能

预期寿命进行了预测 。 顾大男 （ ２００４ ） 也用改 良的多状态转换预测法 ， 从性别 、 械乡

居住地 、 民族 、 文化程度 、 经济 自立状况 、 婚姻状况和居住安排角度计算并讨论 了 中

国高龄老人的生活 自理预期寿命 ， 并预测 出到未来我国 日 常生活需要照料的老年人 口

数 。 蒋承 （ ２０ １ ０ ） 进
一

步将样本拓展到 ６５ 岁 Ｗ上的老人 ， 并分城乡对 自理预期寿命

进行 了讨论 。

Ｈ是住户仿真模型 。 上述两种方法均 个人为单位进行预测 ， 认为不能 自理的人

口数量等于需要提供照料服务的数量 。 住户仿真模型Ｗ家庭为单位进行预测 。 该预测

方法注意到了照料的供给通常Ｗ家庭为单位 ， 如果按传统总量预测中不能 自理的人数

等于需要提供照料服务的数量 ， 会高估家务服务需要量 。 Ｆｕｋａｗａ（ ２０ １ １ ） 用改进的住

户仿真综合分析模型 ， 测算出 日本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５０ 年间的医疗和照料费用 。 赵靖 （ ２０ １ ０ ）

利用横截面宏观数据 ， 应用 国家计生委人 口宏观管理与决策系统 （ ＰＡＤ ＩＳ ） ， 运用仿真

模型 ， 先预测出未来年份分城乡分年龄分户型的老年人家庭户数据和 日常生活需要照

顾的老年人 口数 ， 然后 Ｗ家庭户为单位 ， 估算了高中低需要水平下 ， 老年人对上口做

家务 、 上口看病 、 上口护理和聊天解闷的需要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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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Ｗ 自 理预期寿命为核也的养老服务需求预测方法外 ， 还有
一

种通过建立模

型 ， 用推断的人 曰信息 ， 并结合个人接受服务类型的概率预测长期照料需求的变化 ，

其中 ＰＳＳＲＵ 模型有重要应用价值。 ＮｕｔｔａＵ 等 （ １ ９９４ ） 用该模型测算了１Ｗ５ 年至 ２０３ １

年 ， 英国长期照料服务需要扩张 ３ １％ 。 民ｏｇｅｒ Ｙ Ｃｈｕｎｇ 等 （ ２００９ ） 同样用 ＰＳＳＲＵ 模型

预测了香港的长期护理需求量及费用支出 。

１ ．２ ．３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路径的文献回顾

１ ．２ ．３ ． １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宏观背景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宏观背景指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资源 。 任何国家和地区

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两个宏观因素的制约和指导 。

１ 、 社会文化环境

各 国 社会 养老服 务体 系 的 发展 同 社会文 化和 福 利 主 义 传统 紧 密 相 关 。

Ｅｓｐｉｎｇ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１ ９９０ ） 将福利主义传统分为 自 由主义 、 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

Ｈ大传统对应不同的社会福利供给 ， 分别是Ｗ基于家庭经济化况调查的社会救助为

主 ， 辅Ｗ社会保险或少量普济式的转移支付 ， Ｗ美国 、 英国 、 加拿大等为代表 ； Ｗ参

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缴费记录为前提 ， 如德国 、 法国 、 意大利等 ； 主要取决于公

民资格或长期居住权 ， 突出普遍保障和公平性 ， 主要代表为瑞典 、 挪威 、 丹麦等 。 民ｅ ｉｍａｔ

（ ２００９ ） 在这
一

基础上加入了Ｗ家庭为基础的体系作为补充 ， 即家庭网络作为
一

种机

构而存在 ， 由妇女为成员提供免费的社会福利服务 ， 集中在地中海国家 。 虽然各国提

供标准不同 ， 但服务主体包括了政府 、 市场 、 社会和家庭 。

我国有鲜明的 、 家庭养老的传统化会文化 ， 养老呈现向家庭
一

边倒的局面 ， 几千

年来
＂

孝道
＂

维持了我国 Ｗ家庭为核也的养老方式 。 费孝通 （ ２００６ ） 将中 国子代的养

老行为概括为反馈模式 。 熊跃根 ０ ９９８ ） 在探讨成年子女对照顾老人的看法时指出 ，

＂

孝
＂

是子女照料老人的
一

种主要原动力 。 郁建立 （ ２０ １ ３ ） 认为在急速变迂的社会转

型期 ， 孝道肯定会发生变化 ， 但并不是
＂

孝道的衰落
＂

， 孝仍然是
一

种极其重要的生

活价值或德行 ， 指导着子女尽力照料和赡养老人 。

２ 、 社会经济资源

养老服务体系的变违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经济和社会资源的限制程度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化 人 口老龄化和福利国家巨大的财政压力 ， 促使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

视既有机构养老方式 ，

＂

就地老化
＂

理念逐渐兴起 。 法国 、 英国 、 新西兰等国家依据
＂

在合适环境中养老
＂

方针推行的社区和居家照护政策 ， 随后被许多 国家所效仿 。 至

８０ 年代 ，

＂

就地老化
＂

的照料模式得到广泛推广 ， 并在 ９０ 年代成为许多国家的政策 目

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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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养老是就地养老的
一

种实现方式 ， 家庭养老资源的变化是家庭养老变化的主

要原因 。 家庭人 口数量 、 服务的意愿 、 经济能力 、 居住方式等都会改变家庭养老资源 ，

从而导致家庭养老体系的变化 。 人 口流动正是导致送些因素出现变动的
一

个诱因 。

Ｇｏｏｄｅ（ １ ９７０ ） 提出发展中 国家 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为外流、 家庭核也化 ， 导致

老年人可获得的家庭照料资源减少 ， 削弱 了家庭的赡养功能 。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等从宏观层

面把影响家庭养老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人 口 、 经济 、 政治和文化四个方面 ， 并认为人 口

因素如人 口老龄化 、 迁移和家庭结构变化等都会影响家庭养老资源潜在的可获得性

（杜娟 、 化夏 ， ２００２ ） 。 Ｊ ． Ｖｕ ｌ ｌｎｅｔａｒｉ 和 Ｒ ． Ｋｉｎｇ（ ２００８ ） 在考察阿尔 臣尼亚的跨国移

民现象时指出 ， 家庭照料能力的下降和国家社会养老服务的缺乏 、 分布不平衡 ， 最终

造成该国农村留守老人福利和健康状况的恶化 。 Ｃｈｅｎ Ａ ． Ｊ ． ０ ９８９ ） 发现东南亚地区的大

多数老年人己经慢慢从传统的全面依靠家庭向依靠国家 、 当地政府 、 社会等非家庭力

量过渡 。

我国 同样正经历家庭养老资源减少带来的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 学界从人 口和家

庭结构角度研究家庭养老的人力资源 ， 普遍认同 Ｗ家庭为核也的非正式照顾在为

提供足够的养老资源与服务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也 。 家庭养老向老年人 自 我养老 、

机构养老 、 子女共担养老责任转变 （王跃生 ， ２０ １ ２
；
王萍 ， 李树蓝 ， ２００７ ） ， 老年人

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增加 （黄黎若莲等 ， ２００６ ） 。

１ ．２ ． ３ ．２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问题 、 原因及对策研究

１ 、 关于居家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实际上是
一

种外部力量介入并支持家庭养老的服务体系 。 家庭雜老

服务的提供者是家人、 朋友和邻里 ， 家庭成员 占绝对主体地位 ， 尤其当前老年人的配

偶替代子女成为首位服务提供者 （张苏 、 王捷 ， ２０ １ ３ ） 。 但是 ， 长期的家庭服务 ， 会

耽误服务提供者的正常生活工作 ， 对其的工作收入和身也健康产生损害 ， 从而带来家

庭养老服务的间接成本和无形成本 （ ＬａｖｅＪ ，１ ９８５
；Ｗｏ ｌｆ

，
Ｄ ． Ａ ａｎｄＳｏ ｌｄｏＢ Ｊ ， １ ９９４ ；

蒋承 、 赵晓军 ， ２００９ ） 。 居家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外部支持 ， 它
一

方面能够充分利用

家庭既有的各种资源进行养老 ， 经济成本较低 。 老年人在家中养老还可Ｗ获得充分的

家庭温暖 ； 另
一

方面整合了包括国家 、 地区和社区层面等各方养老资源 ， 有利于减轻

家庭照料负担 。 居家养老服务的 内容非常全面 ， 涵盖老年人生活 、 也理和精神等各方

面 （ Ｂｅｉ ｌ ｉｎ ． ， １ ９９０
；Ｌａｎｄｅｒ ，ｅｔａｌ ． ， １ ９９７

；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ｉＨ ．Ｘｉｅｅｔａｌ ． ，２００５  ；Ｗｈａｌ ｌＡＬｅｔａｌ ． ，

２００８ ；ＫａｒｉｎｅＨｅｎｃｈｏ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 〇

居家养老服务的关键在于不同的力量的调动和协调 。 国外更为强调个人 、 家庭和

社区的责任 。 Ｍｉ ｌ ｌ ｉｇａｎ（ １ ９９８ ） 关注志愿者的力量 ， 指出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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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机构及其服务供给情况好 ， 但要注意长期发展可能导致的地区供给不均衡 。

Ｓｈａｒｋｅｙ（ ２０ ０６ ） 注重社会工作者组织和协助发掘当地资源的作用 。 我国学者同样认可

多元参与 的重要性 ， 不同 的是我国学者更为关注政府的职能和地位 。 敬乂嘉和陈若静

（ ２００９ ） 强调政府的协作作用 ， 罗楠和张永春 （ ２０ １ ２ ） 强调政府的财政支持作用 ， 间

青春 （ ２００９ ） 进
一

步将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分为政府主办 、 政府主导 、 政府资助

和政府购买 四种 。 同时 ， 也有学者认为政府的角色定位是居家养老服务制度的设计者 、

指导者和监管者 （ 王 国英 ，
２ ００ ８

； 乔楠 ， ２００９
； 吴玉韶 ， ２００９ ） 。 不 同力量介入家庭

养老服务中 ，

一

来可能与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 熊波 、 石人炳 ，
２０ １ ２ ） ，

一

来

可能与介入的成本有关 。

一

个角色介入老年人 日 常照料的成本越小 ， 与被照料者的地

理和社会邻近度越高 ， 对被照料者的责任感越高 ， 照料角色介入的可能性就越高 （夏

传玲 ， ２００７ ） 。 这些结论近年来在对留守老人获得养老服务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获得

养老服务的研究上有集中 的体现 。

除此之外 ， 还有学者从资金来源 、 法律法规 、 服务项 目 、 服务人员素质等方面探

讨居 民养老服务存在的 问题 、 原因及对策 （孙泽宇 ， ２００７
； 吴玉韶 ， ２００９

； 郭竞成 ，

２０ １ ２
； 宋言奇 ， ２ ０ １ ２ ） 。

２ 、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是正式养老服务中认同度较高的
一

种 ， 史柏年 （ １ ９９７ ） 认为 ， 社区

养老应成为老年服务的发展方 向 。 从实际经验和理论分析来看 ， 社区养老符合老年人

＂

就地老化
＂

的耍求 ， 具有资源高度集中 、 服务效率高 、 资本和空间需求小 、 灵活多

样 、 简便易行 、 减轻老年人的疏离感的特点 。 但是 ， 社区养老在各国实践中也存在不

同 的 问题 。 美 国 的 问题主要是 ， 服务范围有限 、 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不高和实用性不

强 ； 英 国 则 由 于 国家各地环境的不 同导致其 Ｗ社区为基础的服务供给 的地区不公平

性 ； 在澳大利亚 ， 由于社区照顾体系 的预测不确定性 ， 导致 了公众重新考虑机构养老

的趋势 。

尽管我国部分学者从农村留 守老人的损失 （ 如农业劳动 、 家务劳动负担增加 ） 和

收益 （如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供养增加 ） ， 提出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助老作用 （孙

酷娟 ，
２００６

； 左冬梅 、 李树巧 ， ２０ １ １
；
王小龙 、 立永生 ， ２０ １ １ ） 。 但是 目 前我国社区

养老服务多在城市 中有所开展 ， 且服务能力有限 。 学界从基层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角

度归纳和分析 了原因 。 受体制 、 资金 、 管理和组织机构四方面因素的影响 ， 杜区组织

难 Ｗ成为
一

个具备活动能力的 的相对独立实体 ， 难 Ｗ独立 自 主地按照社区居 民的实际

需要提供最有效的社区服务和管理 （周伟文等 ， ２００ １ ） 。 针对存在的 问题和原因 ， 有

些学者从老年人的不同需要上 （王辅贤 ， ２００４ ） ， 有些学者从发展规划上 （刘飞燕 ，

２００６ ） ， 有些学者在服务 内 容上 （ 陈友华 ， ２００２ ） 提出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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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关于机构养老服务

机构养老服务有着服务专业化 、 经营规模化的优势 ， 是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养

老的重要选择 （ Ｄｕｂｕｃ化 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 １ ） 。 ２５％的美国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去世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Ｐ ．ｅｔａｌ ． ， ２００９ ） 。 临终关怀在养老机构中也得到较大发展 。 但并不意味着机构养老是

最适宜的养老方式 。 从资源的利用效率看 ， 机构养老需要大量的资源 ， 包括资金 、 设

施和专业人力资源 ， 同时大量的家庭和社区资源却闲置 ， 资源需求和浪费同时存在 ；

从设置看 ， 通常养老服务机构选址在郊外 ， 隔离 了老年人与其熟悉的生活环境 、 社会

网络 ， 易造成老年人依赖 、 孤独等消极情绪和也理 。 我国的养老化构还存在功能单
一

，

资金 、 人员缺乏 ， 且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 机构养老只适合
一

些机构养老资源齐备的地

区 ， 为失能或者家庭经济条件好 ， 又对机构养老有意愿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的
一

种方式 ，

而不适合全面推广 。

在我国农村 ， 正式的养老服务就是指各种性质的机构养老服务 。 潘金虹 （ ２０ １ ０ ）

的研究发现 ， 城市低端敬老院和农村 由 国家财政投资建设的敬老院 ， 床位闲置率较高 。

王洪娜 （ ２０ １ １ ） 对 山 东农村居 民养老机构的调查研究发现 ， 农村养老机构存在数量４ 、

人员缺乏 、 资金紧张、 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 ， 要在规模 、 体制 、 队伍等方面加强建设 ，

Ｗ更好地满足农村社会养老的需要 。

４ 、 关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近年来 ， 学者们认识到 了各种养老服务模式都有其优缺点 ， 有其适用的范围 ， 解

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 需要多元化的老年服务支持体系 （ 于戈、 刘晓梅 ， ２０ １ １ ） 。

国外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各供给主体的关系研究上 。

一

；^
给者的主体地位是如何确定的 。 目前主要有两种确定方式 ， 层级补偿方式和任务主导

方式 。 前者认为 ， 老年人照料依赖的偏好是倾向于从最亲密的家庭成员开始 ， 根据关

系的亲疏和照料的可获得性来确定照料者 （ Ｃａｎｔｏｒ ， Ｍ． Ｈ ．ａｎｄＭａｒｋＢ ． ， ２０００ ） 。 后者

强调照料任务的匹配性 ， 即将照料的不同任务要求 （较近的距离 、 高度的热情或技术

性要求 ） 与照料可能提供者如配偶 、 子女或正式机构的服务专长对应起来 ， 从而实现

任务的高效提供和实现 （ Ｌ ｉｔｗａｋ ａｎｄ Ｅｕｇｅｎｅ ，１ ９８５
；Ｍｅｓｓｅｒｉ ．ｅｔ ａｌ ． ， １Ｗ３ ） 。 二是正式

和非正式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关系 。 替代关系 ， 认为正式养老资源介入到养老服务

体系 中会减弱甚至取代非正式养老 （Ａｇｒｅｅ ，Ｅ ． Ｍ ．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 ， 同样非正式养老服务

减少的程度也促使对正式养老服务的需求 （ Ｃａｎｔｏｒ
，
Ｍ ．ａｎｄＶ．Ｌ ｉｔｔｌｅ ， １ ９８５

；Ｈｅｎｄｙ，
Ｓ ．

，

Ｓｔａｉｎｓ
，
Ｓ ．ａｎｄＢｒａｉｄ

，
Ｍ ， ２００４ ） ； 互补关系 ， 认为正式养老服务的提供者被视为是对非

正式养老提供者的努力给予辅助或帮助 ， 只有当被照料者的养老需求增加超出非正式

养老提供者的能力范围时才提供支持 （ Ｄａｖｅｙ，
Ａ ．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５

；Ｕ ．

，
Ｌ ． Ｗ ，２００５） 。 Ｂｏｌ ｉｎ

等 （ ２００８ ） 基于
＂

欧洲卫生 ， 老龄化 ， 退休调查
＂

数据库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 ，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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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正式的家庭护理是相互替代的 ， 而非正式的护理是医生和医院探访的补充 。 在某

种情况下 ／ 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欧洲 国家间存在南北梯度 。 此后 ， Ｂｏｎｓａｎｇ （２００９ ） 使用

相 同的数据库 ， 通过建立两部模型 ， 使用工具变量在克服正式和非正式照料的 内 生性

的基础上 ， 分析 Ｔ正式护理使用的决策与数量 。 发现 ， 老年人子女的非正式照顾可替

代专业的家庭护理 ， 从而解析 了非正式的服务机构存在的必要性 。 然而 ， 随着老人残

疾程度的增加 ， 送种替代效应趋于消失 。

从探讨供给主体之间 的激励相容的角度 ， 国外学者进
一

步探讨 了如何实现养老资

源的最优配置 。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和 Ｙｕｎｇ（ ２００ １ ） 认为香港的市场经济通过不 同 的方式弥补

公共供给不足 ， 但社区方面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支持 。 Ｂｏ ｒｉｓ 和 Ｋ ｌｅ ｉｎ （２００６ ） 分析加州和

俄勒 冈州案例 ， 提 出 为 了使老年人获得全面的健康服务 ， 在考虑健康服务提供时 ， 应

当通过政府支 出 ， 支持家庭护理 。 Ｈｏｗｅ ｓ
（２ ００９ ） 发现大量的长期护理服务来 自 于家庭

成员 ， 尤其女性成员 的免费提供 ， 而半数 Ｗ上接受服务的老年人也偏爱家庭或是社区

基础上的服务 ， 因此建议在美国联邦和州两级实施
一

系列政策 ， 来招聘和保留提供服

务的工作者 。 Ｈｏ ｌ ｉａｎ （２ ００９ ） 则着手建立城市提供服务的公共选择模式 ， 并用 实证分析

检验模型的
一

些关键假设 。

国 内学者从不同 的角度对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 问题进行研究 ， 得 出相似的结论 ：

当前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理念不清 、 供需矛盾突 出 、 不 同性质的养老化构发展不平等

且不均衡 、 养老设施间 的整合性差 、 各主体责任不到位 、 养老服务专业化程度不高 、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不稳定等 （刘晓梅 ， ２０ １ ２ ） 。 不 同的学者对策建议提 出 的依据不

同 ， 有些学者视养老费用 为养老服务的核也 （ 吴玉韶 ， ２０ １ ３ ） ， 有些学者将养老服务

体系构建视为系统工程 （钱亚仙 ， ２０ １ ４ ） ， 有些学者更注重服务对象的需求导 向 （王

莉莉 ， ２０ １ ３
； 张智 勇等 ，

２０ １ ３ ） ， 有些学者侧重养老服务的核也 内容——照护服务的

建设 （董红亚 ， ２０ １ ２ ） 。 学者们在制度 、 资金 、 人员等方面强调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

整体性建设 ， 具体对策建议包括 ： 改革养老补贴制度 ， 如转为补需求方 、 补贴标准 由

第Ｈ方评定 、 加强相关配套政策与措施保障 ； 职能的划分 、 承担 、 协调 ； 设施建设 ；

队伍建设 ； 资源整合和协调 ， 服务网络 、 对象的划分 ， 服务的区别实施 ； 服务评估化

制和监督机制 ， 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 弓Ａ扬尊老敬老爱老传统文

化等 （付诚 、 王
一

， ２０ １ ０
； 刘晓静 、 张继 良 ， ２０ １ ３

； 许個兵 、 孙其 昂 ， ２０ １ １
； 姚兆余 ，

２０ １ ４ ） 。

１ ．２ ． ３ ． ３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专题研究

由于客观现实 ， 国外并没有专口针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研究 。 我国对农村巧会

养老服务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 成果主要体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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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必要性 。 必要性的论证与农村养老服务非正式供

给不足密切相联。 年轻劳动力 的外流导致家庭供给的人力资源不足 （左冬梅等 ， ２０ １ １ ）
；

社会变迁引起的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 ， 反馈式代际关系被互惠式所取代 ， 造成家庭

供给意愿的下降 。 与此同时 ， 邻里 、 朋友等其他非正式供给起到的作用有限 （ 叶敬忠 、

贺聪志 ， ２０ １ １ ） 。 因而 ， 学界认同在农村地区建立综合养老服务模式 ， 发挥家庭 、 社

区 、 社会的力量是解决中 国农村养老的有效途径 。

第二 ， 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与 问题 。 农村养老机构存

在利用率低和数量少的结构矛盾 、 质量差 、 服务人员缺乏 、 管理落后等问题 （潘金虹 ，

２０ １ ０
；
王洪娜 ， ２０ １ １ ） 。 居家养老服务除了 资金 、 人员 、 管理上的 问题外 ， 还面临着

思想认识不到位、 政府责任定位缺失等问题 （张娇萍 ， ２０ １ ３
； 周湘莲 、 梁建新 ， ２０ １ ３ ） 。

比较城镇而言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滞后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表现得尤为 明

显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供给上 ， 城市多于农村 ， 东部多于中西部 ， 且在各类服务项

目 中存在供给 、 需求和利用之间的矛盾 （Ｔ志宏 ， ２０ １ １
； 李德明等 ， ２００９ ） 。

第兰 ， 从需求的角度分析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对策 。 主要采用意愿调查
、

；＾平

估需求 ， 并分析影响因素 。 家庭养老是农村老年人的主流意愿 （李建新等 ， ２００４ ） ，

只有 １ ５
？２０％的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郭平、 陈刚 ， ２００８

； 潘金洪 ， ２０ １ ０ ） 。 但养老意愿

也逐渐呈现出分化 ， 如 中青年对机构养老的认同度增加 （ 陈成文 、 肖卫宏 ， ２００７ ） ，

部分老年人对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均有所期待 （左冬梅等 ， ２０ １ １
； 李放等 ， ２０ １ ３ ） ，

出现雇人上口照料的现象 （ 张旭升 、 吴中宇 ， ２００３ ） 。 微观层面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

子女数量 、 经济收入 、 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养老服务偏好 ， 但影响的方向和程 ；^
有
一

致的结论 。 如健康状况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偏好没有稳定的显著关系 （王洪娜 ，

２０ １ １
； 蒋岳祥 、 斯霎 ， ２００６ ） 。 张乃仁 （ ２０ １ ３ ） 还注意到 了需求的层次性 ， 提出养老

服务应该包括经济供养 、 日 常照料和精神慰籍兰个层次 ， 目前精神慰籍最为缺乏 。 张

国平 （ ２０ １ ４ ） 进
一

步研究 了服务的购买意愿 ， 认识到农村老年人的有效需求不高 。 因

而 ， 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是政府建设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责任之
一

（穆光宗 、 张团 ， ２０ １ １ ） ， 采取政府购买等方式提窩老年人的购买为 （张国平 ， ２０ １ ４ ）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符合老年人的养老偏好 ， 是中 国养老方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陈建英 ，

２０ １ ０
； 张奇林 、 赵青 ， ２０ １ １ ） ， 老年人 自 身 、 政府 、 社会 、 市场 、 家庭等多方主体参

与是发展的思路 （于戈 、 刘晓梅 ， ２０ １ １
； 张乃仁 ， ２０ １ ３ ） 。

１ ．２ ．４ 研究评述

综上 ， 国外学术界对社会养老服务的研究成果众多 ， 国 内学术界起步较晚 ， 研究

聚焦于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必要性和 问题对策上 ， 取得了如下共识 ： （ １ ） 家庭养老服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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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弱化 ， 必须发展杜会养老服务 ， 其中加快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获得
一

致的认同 ；

（ ２ ） 社会养老服务的多元参加 ， 肯定政府在发展过程中 的作用 ；
（ ３ ） 杜会养老服务

内容包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照料类服务 ， 也包括满足发展和享受需求的精神慰籍 、

文化娱乐等服务 。 虽然这些研究积累 了
一

些有价值的认识和数据 ， 对社会养老服务的

推进有
一

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 但是纵观 Ｗ往的研究 ， 还存在明显的缺陷 ：

第
一

， 从研究对象看 ， （ １ ） 多 为社会养老服务整体或居家 、 社区 、 机构养老服务 ，

较少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作为研究的对象 ， 区别对待城乡养老服务 问题 。 事实上 ， 农

村与城市在养老资源上存在 巨大的差距 ， 农村老年群体与城市老年群体也存在着文化

程度 、 身体状况等方面的差异 ；
（ ２ ） 将养老服务区分为两个研究区域——非正式的家

庭研究领域和正式的居家 、 社区和机构研究领域 ， 而没有将这二者作为
一

个整体 ， 研

究相互间 的联系和影响 。 否定居家养老服务支持家庭养老的实质 ， 无论是对推广社会

养老服务 ， 还是对家庭养老服务提供者制定援助政策均有
一

定影响 。

第二 ， 从研究 内容看 ， （ １ ） 研究长期照料的文献偏多 ， 国 内 关于社会养老服务的

需求数量 、 内容 、 方式的研究偏少 。 尽管照护是社会养老服务的核也 ， 但是将其直接

等同于社会养老服务 ， 有失偏颇 ；
（ ２ ） 国 内 多数 内 容多论述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必要性 ， 从服务需求者即农村老年人需求视角 的微观研究不够 ， 鲜有文献基于农

村老人养老服务现实需求的具体而深入的分析 ， 系统提 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

径 。 仅有的关于需求的研究没有区分需要和需求概念 ， 忽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支付

能力 ， 无法解释老年人 口众多但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率化的矛盾 ；
（ ３ ） 缺乏清晰地划分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责任 、 确定服务的 内容和形式 、 服务的 目 标人群的研究 。

第王 ， 从研究方法看 ， 定性研究 、 个案研究较多 ， 单
一

的工具有碍形成全面的认

识 。 定性研究的标准化程度不高 ，

一

般只 能得到表面的信息 。 个案研究虽然能深度解

释典型 问题 ， 但是同样受样本所限 ， 获得的结论难 Ｗ推论总体 。 因此 ， 需要综合多种

方法认识和解释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第 四 ， 从研究的深度看 ， 研究流于表面 。 （ １ ） 普遍为经验总结 ， 缺少理论指导和

提升 ；
（ ２ ） 缺乏老年人本身 的视角 ， 尤其是不 同老年群体的视角 ；

（ ３ ） 实证分析停 留

在现象和宏观数据的描述 ， 缺乏对现象和数据背后深层原因 的挖掘 ； （ ４ ） 国 内对养老

服务费用 的研究开展得很少 。

这些研究不足是本文需要重点考虑 ， 致力作 出 改善的地方 。 本文视农村社会养老

服务为
一

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 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在
一

定的价值判断的基

础上开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现状和老年人需求状况的实证分析 。 通过实证分析回答我

国农村地区需要
一

个怎样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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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３ 研究 目标与 内容

１ ． ３ ． １ 研究 目柄

本文的最终 目 标是 ， 探究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需要和需求特征 ， 寻找需要

向现实需求转化的阻碍因素 ， 并 Ｗ需求为导 向探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 具

体的分 目 标有 ；

一

是 ， 分析当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概况及其存在的 问题 ， 探讨 问题的原因 ；

二是 ， 评估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阐 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潜在客体 ，

进而辨析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潜在客体及其数量 ；

王是 ， 分析什么 因素阻碍农村老年人得到或利用社会养老服务 ， 亦即探讨需耍转

变为需求的阻碍因素 ， 进而阐 明哪些农村老年人最可能接受社会养老服务 ；

四是 ， 发展 从需求为导 向 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提出具体框架体系 、 发展方案 、

配套制度和对策建议 。

１ ． ３ ．２ 研究 内容 ，

本文 围绕 Ｗ上研究 目 掠 ， 研究的核也 内容是 ， 农村老年人是巧需要社会养老服

他们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支付其所需要的服务 ， 具体包括 ：

第
一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概况与 问题表征

该部分是全文的研究背景和现实基础 。 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概况中 归纳和

分析现阶段我国农村杜会养老服务存在的 问题和原因 。 该部分收集相关数据和政策文

件 ， 运用巧史和 比较的方法 ， 对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情况进行梳理 ， 描述近年 戈

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及其供给的具体情况 ， 分析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
的变化和利用程度 ， 力求说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的 问题 。

第二 ， 农村老年人的杜会养老服务需耍

利用宏观人 口 数据和微观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 ， 从宏微观两方面揭示农村老年人社会

养老服务需耍 。 宏观上总体描绘农村老年整体的养老服务需要规模 ， 并结合家庭支持

情况 ， 分析哪些农村老年人是社会养老服务的潜在客体和主要潜在客体 ； 微观上着重

分析并预测农村老年照护服务的需要量及其需要的具体 内容 ， 并区分家庭和社会承担

的责任 。

第王 ，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需要能否转化为需求 ， 主要受意愿和支付能力 的影响 。 该部分Ｗ江苏省为例 ， 利

用
＂

江苏农村养老保障 问卷
＂

调查数据 ， 分别研究 了江苏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

的意愿和支付能力 。 首先 ， 运用表述偏好法研究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观意

愿 。 先分析农村老年人有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并利用二项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模型分析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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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如果有意愿 ， 进
一

步描述农村老年人对服务方式和 内容的偏好 。 同样利用 二项

ｌｏｇ ｉ ｓｔｉｃ 模型分析影响有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对服务方式偏好的 因素 。 其次 ， 衡量有意愿

的农村老年人的支付能为 。 先通过比较农村居 民的收入与社会养老服务的价格 ， 粗略

评估有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 然后借用剩余收入法理念 ， 基于 ＥＬＥ Ｓ 模型测

算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支出 ， 用收入减去基本生活支出后的剩余收入与社会养老服务

价格相 比 ， 测算有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 。

第 四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 ， 提出 需要为基础 ， 发展满足农村老年人需求的社会养老

服务 ， 包括构建框架体系 、 设计具体方案 、 配套相关制度和提出对策建议 。 此项 内容

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 赏穿文章始终 。 本文区分了满足不同农村老年群体和不 同地

区需求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方案 ， 在方案设计中重视家庭对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作

用 。

１ ．４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１ ．４ ． １ 数据来源

本文的微观数据有两个来源 ：

一

是来 自 于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大型长期追踪调查项 目 ，

＂

中 国健康与

养老追踪调查 下简称 ＣＨＡＲＬＳ ）

＂

数据 。 ２００８ 年 ， ＣＨＡＲＬＳ 选取 了代表经济落后

地区的甘肃省和代表富裕地区的渐江省进行试调查 ， 涉及 ４ ８ 个社区 ， 共 ２６ ８ ５ 个 ４５

岁及 Ｗ上个人样本 。 于 ２０ １ ２ 年开展两省追踪调查 。 随后在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年进行全国基

线调查 。 基线调查覆盖 了不包括西藏 、 宁夏在 内 的大陆所有县级单位 ， 涉及 ２ ８ 个省

市 、 １ ５ ０ 个县区 、 ４ ５ ０ 个村庄 ， 共 １ ７７０８ 个 ４ ５ 岁及 Ｗ上个人样本 ， 总体上能较好地代

表我国 中老年人群 。 送些样本 Ｗ后每两年追踪
一

次 。 ２０ １ ３ 年首先开展全国追踪调查 。

ＣＨＡＲＬＳ 从抽样 、 实地调查 、 数据检查到质量监控方面都遵守 了 十分严格的标准 ，

因此数据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 。 ＣＨＡＲＬＳ 基线调查包括家户和社区两个层面 。 家户

调查涉及家庭和个人的基本信息 、 医疗保健与保险 、 健康状况与功能 、 住房信息 、 工

作退休养老金 、 收入 、 支 出与资产六个部分 。 社区调查收集了整个社区的社会 、 经济

和政策环境等情况 。 这套数据包涵 了我国 中老年人广泛的杜会经济状况信息 ， 特别是

健康和养老方面的信息量相当丰富 ，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研究领域。

？

本文主要使用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年家户调查收集的 ６０ 周岁及 Ｗ上的农村老年人相关数掘

和社区调查收集的关于社区养老服务的相关数据 。 具体涉及 ： 老年人的人 口 学特征 、

健康状况 、 居住情况 、 经济状况 、 家庭情况 ； 家庭照料的提供者 、 照料提供的情况 ；

？
详细数据介绍參见 ＣＨＡＲＬＳ 的

＂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ｕｅｒｓ
ｇ
ｕ ｉｄ 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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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经济水平 、 养老机构和为老服务设施及其利用率等 。

二是来 自 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７
？

９ 月 收集的
＂

江苏农村社会保障问卷
＂

调查数据 。

＂

江苏

农村社会保障问卷
＂

调查对象为江苏省具有农村户籍且居住在农村的 ６０ 周岁及 Ｗ上

人 口 。 江苏是我国城市化 、 现代化进程巧快的东部沿海经济大省 ， 且省 内 苏北 、 苏中 、

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 ， Ｗ该省为例进行研究更具有前瞻性 、 典型性和

代表性 。 调查 内容涉及农村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享受的社会保险情况 （新农合 、 新农

保和农村低保 ） 和养老服务 （老年人的养老状况和养老意愿 ） 兰大部分 。 实地调查从

问卷的设计 、 预调查的实施 、 调查员 的培训 、 入户调查 、 数据的录入等都有严格的程

序和规范的方式 ， 保证 了 收集到的 资料的
一

致性和真实性 。

宏观数据主耍来 自 各类统计年鉴 、 统计分析报告 、 各民政 、 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

局官方公布数据 ， 涉及人 口 总体情况 、 正式养老服务供给等方刚 。

１ ．４ ．２ 研究方法

全文运用 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回答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

的实然和应然 。 规范分析涉及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价值基础和理论假设 ， 实证分

析是指客观事实的分析和预测 。 具体的研究技术包括 ：

１ 、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指通过对现存的文字 、 数字 、 符号 、 画面等信息的硏究形成对事实

的科学认识 。 在本文第Ｈ章中 ， 通过对农村养老服务相关历史资料的研究 ， 分析其发

展轨迹 ， 从历史规律上寻求农村养老服务和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特点 ； 第王章还 ＾｜
集

了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Ｗ来养老服务领域的政策文化 ， 并对相关文献按照巫耍性 ｉｌ？于

筛选 ， 对所选的文献从其涉及的政策 目 标 、 目 的 、 具体 内 容进行 比较和综合分析 ， Ｗ

便全面 了解当前我图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的理念 、 制度设计和发展的方 向等 ： 第兰章运

用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 数据来 比较分析城乡和农村不同区域之间社会养老服务供

给水平及其效率 ， 揭示城乡之间祉会莽老服务的差距 ； 第 凹章结合现有的宏微观数据

对不同农村地区的老齡化状况进行比较 ， 从而揭示各区域 、 各省农村地区养老服务需

要量的差异 。

２ 、 问卷调查法

本文采取 问卷调查法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意愿情况展开调查 。 整个过程

包括Ｗ下步骤 ：

首先 ， 问卷设计 、 预调查和人员组织和培训 ： ２０ １ ２ 年 ４ 月 中旬开始 ， 通过查阅文

献 、 征求专家意见 ， 按照研究的 目 的选择调查对象和地区 、 起草问卷初稿 ， 并经过焦

点小组讨论初步修改问卷 ；
５ 月 中旬开展预调查 。 根据调查员 的汇报 、 问卷回收率和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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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等情况 ， 进
一

步修改问卷 ， 如 问题的语言与提问方式的斟酌 、 问题的数量与顺序

等 ， 并正确评估调研过程的困难 ；
６ 月 中旬启动人员组织和培训工作 。

其次 ， 问卷发放和正式调査 ：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江苏省 １ ３ 个地级市分

别抽取 ６０ 名农村居家老年人 ， 共发放问卷 ７８０ 份 ， 其中苏南地区 ３００ 份 、 苏中地区

１ ８ １ 份 、 苏北地区 ２９９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７６０ 份 ， 回收有效率为 ９７ ．４６％ 。 样本分布情

况大体与 ２０ １ ２ 年末江苏苏南 、 苏中 、 苏北兰地的常住人 口数吻合 （三地的常住人 口

比例各为 ４ １ ．６８％ 、 ２０ ．７％和 ３７ ．６ １％
？

） 。 ２０ １ ２ 年 ７
￣

８ 月 ， 由经过培训的人员采用入户

代填问卷的方式开展正式调查 。 入户代填问卷的方式可Ｗ避免农村老年人独立填写的

困难 ， 更为重要的是可Ｗ即时向老年人解析社会养老服务的 内容 ， Ｗ便减少因对社会

养老服务的不了解造成对意愿测量的偏差 ， 提高问卷的信度 。

最后 ， 数据整理 ： ２０ １２ 年 ９￣ １ ０ 月 ， 进行数据整理 、 评估 、 录入 、 校对等工作 。

３ 、 描述性统计分析法

运用简单统计描述法 ， 描述农村老龄化的趋势 、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家庭支

持等 ； 交叉列联描述性分析法主要分析性别 、 年龄 、 居住地与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

要的关系 ； 在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意愿上 ， 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检验、 Ｐｅａｒｓｏｎ

卡方检验 、 组间均值比较法等方法将农村老年人的具体偏好与不同 因素进行相关性检

验 。

４ 、 计量经济分析法

一

是 ， 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模型进行农村老年人有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和偏好方式

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为 ；

ｆ ，

＇＝ 巧ｒ
＝

１
１ 。 ＝

１

－

＋

￣

＾
＿

（
。 ＋如

＇

＋６
文

其中 ， Ｐ
ｉ 是发生概率 ；

Ｙ
ｉ
是被解释变量 ；

Ｘ
ｉ 是解释变量 ； ｐ ｉ 表示解释变量增加

一

单位将引起
＂

対数几率比
＂

的边际变化 。 ｐ／
（
ｌ
－

ｐ）被称为几率比 ； ８ 是随机误差 。

针对农材老年人有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彼解释变量 ｙ
＝

ｌ 时 ，

表示农村老年人有化会养老服务意愿 ， ｙ
＝

〇 时 ， 表示没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针对农

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偏好方式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ｙ 表示 ， 相对于

机构养老而言 ， 农村老年人是否倾向选择
＂

就地养老
＂

的养老服务方式 。

二是 ， 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 ＥＬＥＳ ） 估计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支出 。 ＥＬＥＳ

模型广泛用于消费结构的研究 。 由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实际消费支出数据和相应

的社会养老服务价格数据的可获得难度很大 ， ＥＬＥＳ 模型的优势之
一

在于其进行参数

估计时 ， 无需任何有关价格的信息 ， 且该模型 由基本需求量和非基本需求量两部分组

？
２０ １ ３ 年江苏统计年鉴第 ５９ １ 页

２４





第
一

窜 净论


成 ， 正适合本文通过估计农村居 民基本生活支出 ， 进而结合收入和社会养老服务价格 ，

评价农村居 民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 的研究思路 。
■

ＥＬＥＳ 模型为 ：

Ｐ ｉｑ ｉ

＝

Ｐ ｉＹ ｉ

＋
Ｐ ｉ （

Ｉ
＿

Ｘ削 ）
’ｉ ’ｊ

＝

ｌ ’２ ’
． ． ．

ｎ ’且 〇＜＆
＜ １

， 乏ｐ ｉ

＜ ｌ 。

片 ／
＝

１

式 中 ， Ｐ ｉｑ ｉ

： 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消费支 出额 ； Ｐ ｉ

： 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价格 ； ｑ ｉ

； 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需求量 ； Ｔ ｉ

： 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基本

消费需求量 ： Ｐ ，

： 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边际消费倾 向 ；
Ｉ ： 居 民收入 。

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 在
一

定预算约束下 ， 消 费者首先满足各种基本消 费需求 ，

支出 ＲｉＸ ｉ

， 有剰余收入 ＰｊＴｉ

再按照
一

定比例 Ｐ ， 在各类消 费支出和储蓄间进行分配 ，

片

所从０＜＆＜ １ ， Ｘ＆
＜ １ 。

／
＝

！

＂

令 ｂ巧化 ｐ ｉ完 Ｐ前 Ｖ
ｉ

＝

ｐ冲 得 ： Ｖ产 ｂ
ｉ

＋帖 ，

７
＝

１

将模型写成计量模型的形式 ： Ｖ产 ｂ
ｉ

＋
ｐ ｉ

ｌ＋Ｈ ｉ

，

＾
１

｜ 是随机扰动项 ， 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可 ＾估计 出参数 ＾ 和 片 。

对上式两边求和 ， 得到 ：

乏 Ｖ产 乏 时＋（ １
－

芝 ｐ ｉ

｝ 乏 勝
／
＝

１ ／
－

Ｉ ／
＝

１ ｊ
＝

＼

ＳＰ ｉＸ ｉ

是维持化存需求的基本消费总支化 。

ｊ
＝

ｉ

１ ．４ ． ３ 技术路线

沿着
＂

理论研究
一

实证分析一路径设计
＂

的思路建构全文的框架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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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问题的提出 ：

Ｉ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在增加 ， 但养老服务需求却得不到满足

……

ｈ
— － －  －

巧
理 ；

Ｉ

菱 １

１

—

理论分析 一 需要一需求一发展路径

知 ；

— 

与 ：

背 ： Ｉ Ｉ Ｉ １ Ｉ

憂 Ｉ＿＿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历程 ； 政策演变 ；
一＾左立的 ，ａ 辄 巧 店 巧

Ｉ 呈发展的攤齡微 ； ＾给職 口
雜的 Ｉ自题及原因

－－

Ｉ
 ０

Ｉ农柯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要 Ｉ

宏观数据

Ｉ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对社会照护服务的需要ＣＨＡＲＬＳ ＾Ｓ

；农 ，

［

实
：璧宙

？
￣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

￣̄

谭 ；年 广
意愿 ——

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
一

１

分 ：入

析 ！弁




：ｇ
—

＿

江苏省调查

数据

；老 Ｉ



１ １－ Ｉ

ｉｆＬ支付能力一

１需
：求


——

１

－－－

ＪＩ
－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体系框架

路 ｇ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具体方案

径 ；． ． ．

Ｉ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配套制度

Ｉ￣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

Ｉ－

Ｊ１
－

：全文结论与研究展望

图 １
－

１ 技术路线图

Ｆ ｉｇｕｒｅ ｌ
－

１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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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５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１ ． ５ ． １ 可能的创新

１ 、 构建了 Ｗ农村老年人的需求为 导 向 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分析框架 ， 既分清需要

和需求的区别与联系 ， 又考虑老年人的意愿和支付能力 。 因此 ， 本文不仅将老年人的

养老服务需要纳入分析范圃 ， 也注重老年人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支付能力对发展社会养

老服务的影响 ， 扩展 了Ｗ往多从需求意愿上研究养老服务的视域 。

２ 、分析 了农村老年群体不同 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并尽量结合当地社会养老资源 ，

提 出 了针对不同农村老年群体 、 不同 的农村地区 ，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差异化路径 ，

区别于 Ｗ往研究所提出 的
＂
一

刀切
＂

的模式 。 同时 ， 在思考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时 ， 考

虑 了家庭养老服务对其的影响 ， 弥补 了 Ｗ往将家庭养老服务和社会养老服务相分离的

不足 。

１ ． ５ ．２ 研光不足

１ 、 尽管在研究中 已经尽量将农村地区类型化 ， 并对不 同类型的农村地区提出相异

的社会养老服务发展对策 ， 但是 由于我圈各化的养老情况千差方别 ， 针对不 同农村地

区的对策可能依然缺乏普适性 。

２ 、 由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服务开展得十分有限 ， 基本上等同于敬老院收养
＂

五

保老人
＂

和雇佣私人保姆上口服务 ， 从而导致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认识上的偏

颇 。 尽管在问卷调查中采化 了 向老年人解释社会养老服务的方式 ， 但是认识上的偏差

仍然巧
－

？

定程度上影响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观意愿 ， 进而影响到意愿测覇

的信度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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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认知

本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部分 ， 目 的是从理论上分析
＂

需要
一

需求
一发

展路径
＂

的本源转化及作用机理 。 理论基础包括制度变迁理论 、 Ｎｅ ｉ ｌＧ ｉ化ｅｒｔ 社会福利

政策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 。 制度变迁理论用来解释作为
一

种社会制度的养老服务发展

的动因 、 方式和条件 ；
Ｎｅ ｉ ｌ 访化ｅｒｔ 社会福利政策理论主要说明社会养老服务的构成要

素 ； 公共产品理论主要阐 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依据和供给 目标 。 然后对本文的

核屯、概念作详细 的界定和说明 。 最后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

２ ． １ 理论基础

２丄 １ 制度变迂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发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也理论之
一

。 制度指

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 由此促进劳动分工和增进社会财富的行为 的规律性或规则 。

制度变迁指新旧制度的交替过程 。 诺斯的
一

般理论模型 、 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和林毅夫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动因 、 方式和过程 。

制度变迁的 目 的是为 了促使技术应用 ， 改善收益结构 ， 创造更宽松 、 有活为 的环

境 ， 推动社会的进步 。 获利机会的 出现是制度变迁的动因 ， 新制度可能使主体的收益

得到提离 ， 从而制度 出现非均衡 。 任何
一

种制度都是不断变迁的过程 ， 制度的非均衡

是绝对的 ， 均衡是相对的 。 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 （ １ ） 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

由 于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 、 制度
一

致和政府政策的改变导致
一

种制度安排不再 比它所

在的制度安排集合中 的其他制度有更低的生产和交易费用 ；
（ ２ ） 技术的改变 。 技术变

化能够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 ， 并使某些其他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 ；
（ ３ ） 耍素

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
（ ４ ） 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 诺斯认为成本与收益的变动

是导致制度非均衡并进而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 。 在诺斯看來 ， 制度变迁是因为
＂

在社

会中 的人或集团看来承担这些变迁的成本是有利可图的 。 其 目 的在于创新者能获取
一

些在 旧 的制度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涧 。

＂

制度变迁的方式有两种
——

诱致性和强制性 。 拉坦 （ １ ９９４ ） 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

论认为 ， 制度变迁可能是 由对与经济増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

的 。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革或替代 ， 或者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 由个

人或
一

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 自 发倡导 、 组织和实行的 （林毅夫 ， １ ９９４ ） ， 是
一

种渐

进性的 、 局部变迁过程 ， 可能是 由政府发起 ， 也可能是 由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 内生因

素引起 。 非正式制度变迁
一

般采取需求诱致性的方式 ， Ｗ基层行为人对制度的需求来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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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诱导制度的 出 台 （卢现祥 ， ２００４ ） 。 林毅夫的强制性变迁理论认为 ， 制度变迁是

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 ， 往往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强制性地、 先从宪法秩序的

创新开始的 ， 是
一

种突变型的 、 整体变迁过程 （汪洪涛 ， ２００３ ） 。 正式制度的变迁
一

般采取供给主导的强制性的方式 。 强制性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者政府 。 国家推进强制

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 ， 制度安排是
一

种公共产品 ， 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 ， 是国家生产

公共产品基本职能的履行 。

无论制度变迁 １＾＾哪种方式发生 ， 除发生革命外 ， 任何社会的制度变迁都离不开
一

定的历史基础 ， 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运行范式对制度变迁的方向与速度具有
＂

锁定
＂

的作用 （汪洪涛 ， ２００３ ） ， 即路径依赖。

２丄２Ｎｅ ｉ ｌＧｉ化ｅｒｔ 社会福利政策理论

Ｎｅ ｉ ｌＧｉ化ｅｒｔ 狂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即
＂

四层Ｈ维
＂

法 ， 自 １ ９７４ 年问世后
一

直

被应用于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研究中 。

＂

四层三维
＂

分析框架的
＂

四层
＂

为分配基础 （对

象
＂

ｗｈｏ
＂

） 、 分配内容
＂

ｗｈａｔ

＂

、 服务输送
＂

ｈｏｗ
＂

和资金筹集 。

＂

三维
＂

为选择的范

围 、 社会价值和理论假设 。 每层要从
＂

Ｈ维
＂

来考察 ， 即在社会价值和理论假设上加

Ｗ判断后 ， 进行福利对象 、 内容 、 方式 、 资金来源和支付的选择 。

理论

牛

三
气三ｄｈ Ａ

服务输送
分配内容

分配基础

图 ２－

１Ｎｅ ｉ ｌ 访化ｅｒｔ 社会福利政策选择维度
巧ｇｕｒｅ２－

ｌ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ａｌ ｆｔ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ｅ ｌｆａｒｅ
ｐｏ ｌｉｃｙ

注 ： 来源 ： Ｎｅ ｉ ｌＧ化ｅｒｔ
， 
Ｐａｕｌ Ｔｅｒｒｅ化 社会福利政策导论 ［

Ｍ
］

．黄晨嘉等 ， 译 ， 上海 ： 华东理王大

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３ ：８４

化会分配基础是指将杜会福利分配给化会中特定的人 口或群体时不同原则之间

的选择 。 分配基础解释的是社会福利政策的
＂

对象 （ｗｈｏ ）

＂

。 分配基础的选项
一

般包

括普遍性和选择性 ， 即受益者是普遍人群 （包括特定人群的所有对象 ） ， 还是根据个

人需求——通常是属性 、 补偿 、 诊断性划分和家计审查需求来决定 。 四个标准分别对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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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受益者的身份 （ 如是否是 同
一

群体 ） 、 对社会经济的特殊贡献 、 实际需求 （ 如身体

功能障碍需要特殊商品或服务 ） 和相对购买力 。 普遍性的价值观是 ， 所有公民都
＂

处

在风险的笼罩中
＂

， 因此 ， 社会福利政策应该响应社会需求的广泛性 。 选择主义者认

为 ， 只为特殊人群提供福利的做法更有效 ， 更有利于社会的平等 。 除此之外 ， 受益者

的选择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和成本效益 、 价值观的定义 Ｗ及关于政策 内容便于还是阻碍

政策实现的假设 。

现金和实物 （物品或服务 ） 是社会福利分配 内容的两种形式 。 赞成实物分配的最

早观点之
一

体现在 ， 瑞典经济学家阿尔文 ？ 缪尔达尔认为在儿童福利提供上 ， 实物援

助优于现金形式 ， 因 为规模经济效应和可保证 目 标人群受惠 。 另
一

面 ， 古典福利经济

理论家认为 ， 现金福利是最优的 ， 原 因是现金给予使用者最大的选择权 ， 因而可 ｌ

ｉＴ
＇

最

大化它们的效用
＂

。 要判断现金和实物孰优孰劣 ， 实质是判断个人 自 由和消费者选择

与社会控制和集体利益孰控孰重 。 通常在政策选择领域中没有
一

个绝对的标准 ， 相对

巧更为适 当 。 为 了达到平衡 ， 必须考虑社会福利提供的混合形式 ， Ｗ提供给消费者不

同程度的 自 主权和社会控制 。

输送策略是指在地方社区系统 （ 即邻里 、 城市和农村 ） 这个集合 了绝大《数的提

供者和消 费者的层面中 ， 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可供选择的组织安排 。 服务

提供者可Ｗ是专业人员 、 自助协会 、 专业团体或者公共和私人机构 。 它们可 Ｗ 由 中央

集权管理或者 由地方分权管理 ；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 Ｗ是相互合作或者从不沟通 ； 提供

综合服务或者提供单
一

服务 ； 集聚在
一

起工作或保持分开运作 ； 依赖专业工作人员或

庵佣消 费者 、 准专业人± ； 授权予服务使用者或集权于
＂

专家
＂

之手 ； 是政府管理者

或是私人合同方 。 从 １ ９８ ０ 年代早期开始 ， 研究集中在服务管理者的选择上 ， 是私营

化还是商业化 。 对政府和私人福利服务输送效率的褒贬不
一

， 它们 的相对 比较优势不

确定 。 社会服务是 由政府还是私人提供 ， 取决于输送系统能否促进服务体系
一

致性和

服务可得性 ， 也就是要解决决策部口 、 实施部 鬥 、 输送部 口 的确定和配合问题 ， 注意

服务体系的分割 、 不连续 、 不负责和不可获得 。 用化ｅｒｔ 辨识了六种提升社会服务
一

致

性和可得性的主耍策略 ： 通过协调和市 民参与改变职权方式 ， 通过角色依附和专业分

离改变角色和地位 ， 通过建立专 口 的准入架构和特意复制来改变实体构成 。

社会福利政策设计的资金维度包涵资金来源及支付 。 资金来源于使用者收费 、 税

收 、 自 愿捐款还是这些的综合 ？ 转移支付系统涉及到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理念 ， 表

现为有关统
一

化还是多元化 、 大还是小的选择问题 。 转移支付中 ， 地方政府通常 比大

的集权单位更了解他们地区的 问题 ， 能更快地对他们的对象的特殊需求作 出反应 。 此

夕ｈ 小单位容易做试验 ， 而且即便试验失败 ， 也不会
一

败涂地 。 中央集权则更能够应

对广泛的 、 大范围的危机 ， 为普通大众提供经济保障 。 同时也能克服地方主义的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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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压制性 、 资源短缺性和福利构建的不
一

致性 。 而服务接受者付费方式涉及接受者

的尊严 。 通过 向社会保险缴纳保险费被认为提高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 通过 向服务提

供者支付服务费可得到部分补贴 ， 还不会感到污名和羞愧 。

２丄 ３ 公共产品理论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和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产品理论的两大流派 。 西方公共

产品理论源于对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 的合理性的讨论 ， 在 ２ 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第

一

次世界经济危机暴露的市场机制失灵中进
一

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

将市场机制作为理论的基础 ， 认为公共产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 。 在亚当 ？ 斯密的

＂

守夜人
＂

、 大为 ？ 休漠的
＂

措便车
＂

思想和瓦格纳 的
＂

公共支 出不断增长法则
＂

等

作 出 了 哪些物品适合私人生产 ， 哪些物 品适合公共生产 的基础上 ， １ ９ １ ９ 年林达尔

（ Ｌ ｉｎｄａｈ ｌ ） 正式提出
＂

公共产品
－

词 。 萨缪尔森 （ １ ９５４ ） 真正将公共产品与私人物

品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 在其著名 的论文 《公共支 出 的纯理论 》 中指 出 ，

＂

公共产 品是

指每个人对这种产 品 的消 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 品消 费 的减少
＂

。 相对而言 ， 私

人物品是指
＂

如果
一

种物品能够加 Ｗ分割 ， 因而每
一

部分能够分别按照竞争价格卖给

不 同的人 ， 而且对其他人没有产生外部效果 。

＂

叫 ９６ ５ 年 ， 布坎南 （ １ ９６５ ） 在萨缪尔

森等人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 出 了
＂

俱乐部产品
＂

。 所谓俱乐部产品是介于公共产 品

和私人物品之间 的
＂

准公共产 品
＂

或
＂

溜合商 品
＂

，

一

些人能消费 ， 而另外
一

些人被

排除在外 。

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
＂

公共产品
＂

词汇 ， 也没有论述公共产品 的专著 ， 其公共产

品理论隐含在其人本主义的需要论述中 。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

和表征 。

？
人的需要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 。 个人需要是与个人生存和发展联系的 ，

社会需要是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共同需要 。 两者是个别与
一

般 ， 特殊与普遍的

关系 。 个人需要的满足来 自 劳动生产的个人消 费品 ， 社会需要的满足来 自剩余劳动的

产品分配 。 在 《哥达纲领批判 》 中 ， 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的
＂

不折不扣 的劳动所得
＂

时

分析到 ， 社会总产品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 ， 必须扣除
＂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 、 自 然灾害

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

，

＂

用来满足共 同需要的部分 ， 如学校 、 保健设施等
＂

，

＂

为

丧失劳动能力 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

等 。

？
社会总产品包括个人消费品和满足社会需

要的产品 。 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实质上指的正是公共产品 。

可 Ｗ看 出 ， 在公共产品概念的界定上 ，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是从个人和消费 占有角

度界定公共产品 的本质 ， 得出其特性是非竞争性 、 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 。 马克思的

？
Ｓ ａｍ ｕ ｅ ｌ ｓｏｎ

，
Ｐａｕ ｌ ．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ｉｙ 

ｏ ｆ Ｐｕｂ ｌ ｉｃ Ｅｘ
ｐ
ｅｎｄ ｉ ｔｕ ｒｅ＾ ］

．艮ｅｖ ｉ 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ａｎｄ 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ｓ
，

１ ９ ５４口 ６
）

： ３ ８７
－

３ ９ ８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３ 卷 ）

［
Ｍ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６０ ：５ １ ４

＠
马克思恩恪斯选集 （ 第 ３ 卷 ）

［
Ｍ

］
．北京 ： 人 民 化版社 ， １ ９％ ：３ ０２ 、 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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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理论是从整体和供给的角度界定公共产品 的本质 ， 得出其本质属性是满足社

会需要 。 正是因为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 它才可能 由社会直接提供 ， 而不

侧重个人的等价付费 ， 在消费上表现出均等性 、 非排他性等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特

殊性 。 也就是说 ， 不能因为某
一

产品具有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这些消费特殊性 ， 就

说它是公共产品 ， 只能说公共产品在消费的过程中会表现出这些特殊消费属性 。

基于个人和消费 占有角度界定公共产品 内涵的西方公共产品理论 围绕如何把握

公共产品 的消费需求偏好 ， 并 Ｗ此来决定如何 Ｗ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市场需求为导 向提

供公共产品 （ 胡钩 、 贾凯君 ， ２００ ８ ） 。 于是如何揭示公共产品 的需求是保证公共产品

提供效率的关键 。 已有的公共产品揭示的方法分为显巧偏好法和表化偏好法 。 前者认

为理性的消 费者可化真实地馬示 自 己对公共产品 的偏好 ， 用公众投票的方式决定公共

产品 的提供 ； 后者的思路是设计
一

种条件 ， 诱导个人基于 自 己的利益而真实显示其对

公共产 品 的偏好 ， 常见于意愿调查法 （又称条件价值评估法 ） 。 公共产 品 的产生虽然

源于市场失灵 ， 但是公共产 品并非只能 由政府单
一

提供 。 萨缪尔森指出 ，

＂
一

种公共

产品并不
一

定要 由 公共部 口来提供 ， 也可 Ｗ 由私人部 口提供 。

＂ ＠
科斯认为 ，

＂

作为公
＇

共产品可 Ｗ 由私人来加 Ｗ提供 ， 并且会巧巧效率 。

＂
＇

针对公共产 品 的提供 问题 ， 马克思 曾 明确地论述 ，

＂

节约用水和共 同用水是基本

的耍求 ， 这种耍求 ， 在西方 ， 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 ， 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 自 愿的联

合 ； 但在东方 ， 由于文明程度太低 ， 幅员太大 ， 不能产生 自愿的联合 ， 所 Ｗ就迫切需

耍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 。 因此亚洲 的
一

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
一

种经济职能 ， 即举办

公共工程的职能
＂

。

？
从这段论述中 ， 可 Ｌ义看 山 ， 马 克思给 出 公共产 品 的提供掠准是 ，

＇

一

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下的社会巧在和发展的共巧需要 ； 公共产品供给的两个

主体 ， 即
＂

私人企业家结成 自 愿的联合
＂

和政府 。 这两个主体都是作为社会共 同利益

的代表 ， 承扭供给主体的角色 ， 并不是对立的 。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 ， 市场是更进

一

步的供给方式 。

可见 ， 在公共产品 的提供上 ，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和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都认 同公

共产品提供方式的多 元化 ， 市场供给的高效率 。 但是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认为 ， 公共产

品 的提供依据是市场失灵导致的市场需求 ， 而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则认为社会共同需

要是提供的依据 。 换言之 ， 在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中 ， 即使
一

个产品是
一

种社会需要 ，

但只有提供这种产品给私人部口带来的收益小于损失时 ， 它才成为公共产品 ， 并供给 。

？
保罗 ？ 萨缓尔森 ． 经济学 ［

Ｍ
］

．北京 ： 华夏 出版化 ２００２ ：５９

？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９ 卷 ）

［
Ｍ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６ １ ： １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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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２ 基本概念

２ ． ２ ． １ 农村老年人

老年人可 Ｗ从其时间年龄 、 生理年龄 、 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来界定 。 第
一

， 时间

年龄 ， 从出生之 Ｒ 算起的年龄 ， 是国 际上通行的老年人标准 。 第二 ， 生理年龄 ， 在生

物学上 ， 各细胞 、 组织 、 器官的生理功能 、 状态反映的个体年龄 。 生理年龄与时间年

龄有
一

定的 同步性 。 第Ｈ ， 屯理年龄 ， 根据个体屯、理状态 、 人生体验来确定的年龄 ，

与生理年齡和时间年龄不
一

定 同步 。 第 四 ， 社会年龄 ， 是根据
一

个人在社会交往中 的

作用和地位确定 的年龄 。

鉴于年龄界限易于操作 、 应用广泛 ， 可 比性强 ， 本文采取时间年龄概念 ， 并 Ｊ； Ｌ考

虑到接受养老服务的属地性 ， 把农村老年人界定为 ， 居住在农村并且年龄在 ６０ 周岁

及Ｗ上的人 ， 其内涵等同于农村老年居民 ， 与老年农民不同 。 老年农民泛指老年化业

人 口 ， 也就是指在农村从事农业化产经营的 、 农村离±不离乡从事非农产业的 、 进城

打工而未改变农村户籍身份的 ６０ 周 岁及 Ｗ上的劳动者 。 按学术惯例 ， 将农村老年人

分为 ６０
？

６９ 岁 、 ７０
￣

７９ 岁 、 ８ ０ 岁及 Ｗ上 （ 高龄老年人 ） Ｓ组 。 在农村老年人整体中 ，

高龄老年人 、 失能老年人和空巢老年人作为特殊老年群体 ， 具有养老需求方面的特殊

性 。

２ ． ２ ． ２ 社会养老服务

本文采取社会养老服务广义概念 ， 狂会养老服务是指 ， 基于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

需要 ， 尤其是工具性需要 ， ＾＾
ｉ＾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为 目标 ， 由政府 、 市场和第兰

方等除家庭成员外的各种社会为量提供的各类服务 。

社会养老服务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 的性质 。 ２０ １ １ 年 ， 民政部对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作进
一

步阐述时首次提 出按服务性质划分社会养老服务类型 ， 将其分为基本服务

和选择性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是指由于关系到老年人的生存和基本生活 ， 在政府的主

导下 ， 通过国家的财政投入 ， 向全体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 卫生健康 、 精神文

化等服务 ， 着力保障经济困难的孤寡 、 失能 、 髙龄等老年人 。 选择性养老服务 ， 是指

为具有有效需求的老年公民提供基本养老服务Ｗ外或水平Ｗ上的有偿服务 （ 李兵等 ，

２０ １ １ ） 。 前者属于公共产品 ， 后者属于私人产品 。 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 公共财

为 的增长 ，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质量会越来越高 ， 满足老年人存在和发展共同利益需要

的养老服务形式和 内容都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中 。 老年人的生存需要不断 向精

神需要 、 发展需要上升 ， 维持社会存在共同利益和满足老年人基本需要的养老服务会

不断地被创新出来 ， 属于基本社会养老服务的 内容也随之多样化和 日渐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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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组织平台的不同 ， 社会养老服务分为居家养老服务 、 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

服务兰类。 居家养老服务实际上是
一

种集合国家 、 地区和社区力量给予家庭养老服务

的外部支持性服务 。 不同于传统的 由家人照顾的家庭养老服务 ， 通常表现为雇佣保姆 、

家政人员 、 街道办 （村集体 ） 、 居家养老服务站 、 志愿者等提供的上 口服务和 中介服

务 ； 杜区养老服务泛指Ｗ社区为单位组织的 ， 整合和组织老年人家庭居住地所在社区

的各方面力量 ， 为生活在社区 内的老年人提供的各种养老服务 ， 包涵
＂

在社区
＂

和
＂

由

社区
＂

的养老服务 ， 起到
＂

Ｒ 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两类功能
＂

， 是居家与机构养老

服务的桥梁 ； 机构养老服务指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 ， 获得由化构服务人员提供的养老

服务 。 我国 的养老服务机构包括 ， 专 ｎ收养
＂

兰无
＂

、

＂

五保
＂

老人的敬老院 、 福利

院 ， 专供老年人居住的养老院 、 老年公寓 ， 接收失能老人的护老院 、 护养院 、 护理院

和临终关怀机构 。 按性质可分为公立福利性养老机构 ， 民办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养老

机构 。 居家和化区养老服务均没有离开老年人熟悉的生活环境 ， 因此又称为
＂

就地养

老
＂

方式 ， 机构养老服务与之相对应。

化会养老服务项 目 由过去单
一

的保吃 、 保住 ， 扩展为 Ｗ老年人需要为基础的 ， 包

括 曰常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 精神慰籍 、 文化娱乐 、 其他等各类服务 。 日常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和精神慰籍统弥为照护服务 。 Ｈ 常化活照料指各项 鬥 常化巧服务 ， 如饮食照

料 、 身体清洁 、 家务料理 、 代为购物 、 紧急救援 ； 康复护理服务并不是 Ｗ解决特定的

医疗 问题 ， 治愈疾病为 目 的 ， 而是为 了延长老年人 自 理生命长度 ， 从而提高老年人的

化活质量 。 目 前老年人的康复护理包括陪 同就医 、 叮巧服药 、 健康教育 、 健康咨询 、

火能康复 、 上 門巧摘巧 ； 棉神慰籍服务 心
？

指满足情感蒂迎 的慰籍和如趣睛绪上的专业 ！

辅导 ， 如陪聊 、 必理转询策 文化娱乐 問样届于精神类服务 ， 化满化的站老年人 白 我

实现的需要 ， 包括文娱 、 教育 、 社会参与等服务 。 其他类服务包巧理财 、 法徘援助等

一

些难 Ｗ归入前类 ， 满足高层次需要的服务项 目 。

２ ． ２ ． ３ 需要与需求

２ ． ２ ． ３ ． １ 需要的含义 、 特点

长期 Ｗ来 ， 需要 内涵的不同界定包涵 了两个研究倾 向 ， 其
一？

是客观性 ， 需要是
一

种缺乏状态 。 如社会学的定义 ，

＂

需要是人生存的
一

种状态 ， 它表现为人对客观事物

的依赖关系 。

＂ ？
； 其

一

是主观性 ， 需要是
一

种意识 ， 个人意识到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

也理学和行为科学持主观性的观点 ，

＂

它是有机体对延续和发展其生命所必需的客观

条件的依赖的反映 。

＂ ？＂

所谓需要 ， 就是人们对某种 目标的渴求和欲望 。

＂ ？

？
张乐 宁等 ．社会学概论

［
Ｍ

］
．北京 ： 中 央广播 电视乂学 出版社 ， １ ９８６ ：７０

？
彭峭龄．普通必理学 ［

Ｍ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 ， １ ％ ８ ： １ １ ０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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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 Ｗ存在对需要性质认知的分歧 ， 主要在于
＂

未能上升到人性的高度 ， 把人的

需要真正理解为人的本性 ， 或者对需要未能作出人的 自我生成的理解 。

＂ ？
而马克思的

需要理论正是从人的本性角度理解人的需要 。

＂

他们 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
＂ ？

。

＂

我的

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 ， 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 ， 又创造 了 与另
一

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

合的物品 。

＂ ？＂
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 ，

成为人的现实 ， 因而成为人 自 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 ，

＾

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 自

己的对象化 ， 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 ， 成为他的对象 ， 这就是说 ， 对象成为

他 自 身 。

＂ ？
在技里 ， 马克思不仅将人的需要提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 ， 而且还直接把人

的需要等 同于人的本质 。

从本源意义来说 ， 需要是
一

切生物体的共同特征 ， 是生物体区别于非生物体的
一

个重要标志 。 生物体作为物质运动的生命形式 ， 自 产生 Ｗ来就具有
一

定的需要 。 需要

是任何生物的生命表现 ， 生命与需要是同
一

的 ， 没有需要就没有生命 ， 没有生命 ， 也

就无所谓需要 。 本文采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需要视角 ， 将人的需要定义为在社会中

生活的人在其生命过程中的
一

种缺乏的状态 。

人的本质意义上的需要概念首先具有客观物质性 。 送种客观物质性表现为 ， 需要

是人生存 、 发展的基础 ， 不 Ｗ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 此外 ， 人的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

要的产生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和
一

定的客观物质 。 但是这种客观物质性也并不排斥主

观意识 ， 通常是 Ｗ人的欲望 、 目 的 、 动机和愿望等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 。 所 Ｗ ， 人的

需要可分为认识到的并反映出来的需要和没有认识到的需要 ； 其次人的需要具有社会

历史性 。

＂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
一

需要本身 ， 满足需要的活动和 已经获搏 的为满足需要

用 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

＂ ？
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 ， 无限发展的 。 人类主要有生存 、

精神 、 发展Ｈ个层次的需要 ， 其 中生存需要是基本需要 。

＂

在现实世界中 ， 个人有许

多需要 ， 但人的衣食住是第
一

需要 。

＂ ？

社会需要是人的需要的表现和发展的最高级 。 除 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

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还是存在差别的 。 马克思 、 恩格斯认为 ，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较低的情况下 ， 社会总产品 比较少 ， 所Ｗ绝大部分必须用来满足维持杜会存在和发展

的最基本的方面 。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时 ， 社会共同利益需要也相应地丰富

起来 ， 不再停留在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
一

些基本的共同需要上 。 到 了共产主义社会

？

 ［美 ］
凯茨 ＇大卫斯 ．组织行为学 （

上
） ［
Ｍ

］
．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 １ ９ ８９ ：３

？
李文阁 ．需要即人的本性

——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解读 ［
Ｊ
］

．社会科学 ， １ ９ ９ ８ （ ５ ） ；２９
－

３ ２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３ 卷 ）

［
Ｍ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１％０ ：５ １ ４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４２ 卷 ）

［
Ｍ

］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７９ ：３ ７

？
马克思 ． １ 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Ｍ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０ ：８６

？
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
Ｍ

］
．北京 ： 人 民 出版化 １ ９ ７２ ：３ ２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３ 卷 ）

［
Ｍ

］
．北京 ： 人民 出版化 Ｉ ９ ６０ ：３ ２６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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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阶段 ， 每个人的 自 由发展是
一

切人 自 由发展的条件 ， 在送种情况下 ， 个人的需

要发展等同于社会的需要 。
－

２ ． ２ ． ３ ．
２ 需求的含义 、 影响 因素与分类

需求主要是经济学意又上的巧念 ，

＂

消费者在
一

定时期内 ， 在某
一

价格水平下 ，

愿意而且能够得到的商品的数量。

＂

需求有两个关键点 ， 意愿和支付能力 。

通常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 ： （ ０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 既指实际收入 ， 也指预

期收入 。 对于正常商品 ， 需求量 与收入成正 比 ， 对于低档商 品 ， 需求量与收入成反 比 ；

（ ２ ） 产 品价格 ， 包括现行价格和价格预期 。 通常价格巧需求量成反 比 。

？

般而言 ，

必要品 的需求价格弹性小 ， 非必耍品 的弹性大 ；
（ ３ ）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 现有的产

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需求 的 内容 、 数量 、 质致和结构 ， 最终导

致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 ；
（ ４ ） 消费偏好 。 消费偏好主要受个人的消费观念和

一

个国家 、

一

个地区 、

一

个民族或
一

个群体的消费习惯 、 风俗的影响 。 四个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 产品价格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支付能力 ， 产品产业结构和消费偏好

更多跋响消 费者的消 费者意愿 。

如果没有支付能为 ， 只能是
一

种潜在的需求 ， 即消费者已经有消费的意愿 ， 但因

货 币支付能力受限而不能实现 。 这种类型的产品 多为相对高档的消 费 品 。 现实需求是

指能够实现的需求 ， 表现为既有欲望 ， 又有
一

定的购买能力 。 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可

相互转化 。

２ ． ２ ． ３ ． ３ 需要
一

＞需求 、 需要
一

提供 、 需求
一

供给的关系

需求 与 需嬰这巧个概念有交叉重合的地方 。 两而的义系如 阐 ２ －２ 所东 。 没巧意愿

的需耍 ， 通常是没有认识到的需要 ， 不能转化为需求 ； 有意愿的需嬰 ， 通常姐 。经认

识到的需要 ， 有部分转化为需求 ， 也有部分不能转化为需求 。 没能转化为需求 的 ，

ｉ

ｉ

ｊ

能 由于供方没有供给合意的产品 ， 也可能 由于需方缺乏支付能力等等 。 Ｌｉ转化为需求

的需耍 ， 是有意愿和有支付能力 的需要 ， 这种需要如义有
？

合意的供给就能得到满足 ：

没有需耍的需求 ， 这种需求往往是不必耍的 ， 会挤 占公共资源 。 可见 ， 需要构成需求

的基础 ， 需求属于需耍范畴 ， 需求是需要的表现 。 因此 ， 需要是客观的 、 长久的 、 普

遍性的 。 需求是主观的 、 暂时的 、 个体指向具体物品意义的 。

因此 ， 需要与需求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不直接产生行为 。 需求更多 己经体现为
一

种行为 ， 如购买 、 利用 ， 可 Ｗ直接观察 。 再者 ， 需要不涉及支付能力 。 需要与提供相

对 ， 需求与供给相对 。 提供是供给过程中 的
一

个环节 ， 供给是指潜在消费者的需求表

达 、 付费 、 生产 、 提供 、 维修 、 管理等全过程 。 福利的获得无需被服务对象缴纳费用 ，

可 Ｗ说福利制度就是为 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 ， 换言之需要对应的满足物是福利制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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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不强调等价付费 。 需求对应的满足物是产品 ， 包括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 。 即满足

需求可 Ｗ通过付费的方式 ， 也可Ｗ通过无偿或低偿的方式 。

需要

Ｉ５需要＝需求 没有需要

意Ｊ （ 有意愿 、 有 的需求
愿 愿支巧能力 ）

的的

霊
需

要要




需求

围 ２－ ２ 需要与需求的关系图

Ｆ ｉｇｕｒｅ２
－２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注 ： 参考 ： 吴明 ， 李霉 ？健康需要与需求的概念及测量口 ］
？中 国卫生经济 ， 巧９５（ １ ） ；４４－４６

２ ．２ ．４ 社会养老服务需要与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根据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需要理论 ， 本文将老年人养老需要定义为 ： 个人在进入

老年期后 ， 其在生理 、 也理、 经济 、 文化和社会要求上的缺乏状态。 换言之 ， 毎
一

位

老年人均有养老需要 ， 强调的是必要性和应得性 ？ 养老服务需要是养老巧要的派生需

要 ， 是老年人面对这种巧乏状态化 巧生出来的对各种能巧低老年风险服务的需要 ，

在宏观层面上 ， 它
一

般用人 口老龄化的程度和结构反映 ； 在微观层面上 ， 体现为不同

的老年人 口为 了生存 、 福祉和 自我实现 ， 在 日常生活 、 精神 、 医护 、 文化和化会等方

面的要求 。

目 前学术界将老年人养老需要分成经济的 、 日 常生活照稱的 、 健康医疗的和精神

的需要 。 老年人的经济需要是指经济上的供养 ， 属于资金保障领域 ， 其他Ｈ种都有对

应的服务需要 （见表 ２
－

１ ） ， 保障 目标分别是生存 、 生活和发展 ， 保障层次由低到高 。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比有其特殊性 。 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处于不

断退行的状况 ， 他们难Ｗ通过 自 身的努力满足基本生存 、 生活需要 ， 必须借助设施或

者他人的帮助 ， 即工具性需要突出 （Ｍｃｌｎｎｉｓ
－Ｄ ｉｔｔｒｉｃｈａｎｄ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２００８ ） 。 这种帮助

源于老年人生存 、 生活的缺乏性 ， 具有常规性 、 专业化的特点 。 从这个角度看 ， 养老

服务是满足齡人特巧斋要的各种有偿或无偿劳动 ， 按也是照护服务 。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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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老年人养老需要与养老服务需要分类



Ｔａｂ ｌ ｅ２ －

１Ｔｈｅｃ ｌａｓｓ ｉｆ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ｏｆ 化ｅ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ｓｅ ｒｖ ｉｃｅｎｅｅｄｓ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 ｒ ｌｙ


＇

老年人养老需要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


保障 目 标


保障层次

经济需要 生存低

照料需要日 常生活照料需要生存和 正常生活较低

健康需要医疗护理 、 精神慰籍需要正常和有质量的生活中

精神需要


文化娱乐需要


自 我实现


商

当家庭无法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后 ， 需要的满足逐渐转向依赖政府 、 社会等

供给主体 ， 产生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是指
一

定时期 ，

一

定价格水平上 ，

一

定缺乏状态下 ，

老年人意愿得到 、 能够得到的养老服务类型和数量 。 简而言之 ， 化会养老服务需求是

有意愿和支付能力的巧会养老服务需要 。 缺乏状态是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产生的前提 ，

意愿和购买能力是形成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关键因素 。 缺乏状态强调社会养老服务需

求 由社会养老服务需耍转化而来 ， 不是没有需耍的需求 。 意愿是老年人认识到并愿意

利用各种具体养老服务来维持和提高 自 己化活质量的主观选择 。 购买能丸是在前两者

的基础上 ， 获得社会养老服务的货 币支付能力 。

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形成经历了
一

个由养老需要一＞养老服务需要一＞

社会养老服务需要一＞化会养老服务需求的过程 。

２ ． ３ 分析框架 盛

首先 ， 社会养老服务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 它 与家庭养老服务是相化依赖补充

的作用 。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 ， 获利机会的 出现是制度变迁的动 因 ， 新制度可能使主化

的收益得到提高 ， 从而 出现非均衡 ， 开始制度的变迁 。 自 古 Ｌ义來 ， 我国老年人主要依

靠家庭照料 。 传统的 山家庭照料的服务体系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直到老

龄化时期 ， 家庭养老服务供需之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 ， 家庭 内部养老社会化 。 尽管 目

前初步有 了 社会养老服务的制度安排 ， 但我国仍有许多老年人得不到及时 、 充足的养

老服务 。 这主要是社会养老服务的不完善导致 。 为 了解决上述非均衡状态 ， 有必要进

行新
一

轮的制度创新 。 在养老服务制度创新中 ， 家庭的地位虽然开始下降 ， 但始终是

农村养老服务的首要供给来源 。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不可避免存在家庭养老的

＂

路径依赖
＂

的影响 。 家庭作为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滞后地区 、 没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满足的主要供给来源 ， 在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过程 中发挥重耍作

用 。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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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是在
一

定 的价值判断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 ， 对服务的对
■

象 、 分配 内 容 、 组织递送方式和服务主体进行选择 ， 并设计具体步骤和方案的过程 。

本文借用 Ｎｅ ｉ ｌＧ ｉ ｌｂｅｒｔ 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来考虑我国杜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 Ｎｅ ｉ ｌ

Ｇ ｉ ｌｂｅｒｔ 的
＂

四层王维
＂

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认为 ， 社会福利制度构建要解决分配

基础 、 分配 内容 、 服务输送和资金筹集的 问题 。 同样地 ， 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也要解

决这四个核也问题 。 即其框架体系 由服务的客体 、 方式 、 內容和主体构成 。 其中服务

的主体包括服务的提供者和资金的筹集者 。 由于我国养老情况复杂 ， 经济发展水平不

平衡等 ， 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实行分步骤 、 分不 同 的服务对象设计不同方案推进 ， 才能

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

再次 ， 杜会养老服务 Ｗ需要为逻辑起点 ， Ｗ需求为供给 目 标 。 Ｎｅ ｉ ｌＧ化ｅｒｔ 社会福

利政策的分析框架认为 ， 社会价值和理论假设是选择服务对象 、 内容 、 方式 、 资金的

基础和前提 。 本文用 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价值基础 ， 用政

策的有效性作为理论假设 。 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认为 ， 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即 为公

共产品 ， 公共产品 的供给 １＾＾满足社会需要为 目 的 。 我国上世纪 ９０ 年代后 ， 在家庭不

堪重负的情况下 ， 养老 问题受到各界关注 ， 老年服务 问题成了社会 问题 。 养老服务中

关系到老年人生存和基本尘活的老年服务需要成为社会需要 。 这些基本服务需要的满

足不仅关系到老年人个人权益的实现 ， 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 社会养老服务中

的基本服务属于公共产品 ， 非基本服务属于私人产品 。 前者 Ｗ满足基本需要为 目 的 ，

由政府或非营利性组织 、 志愿者低偿或无偿提供 ； 后者通过市场交换付费获得 ， Ｗ满

足需求为 目 的 。 但是 ， 并不意味着基本服务的供给不需耍考虑需求 。 西方公共产品理

论强调 ， 即便是公共产 品也是 Ｗ满足需求
——

市场失灵产生的市场需求为 目 的的 。 需

求导 向是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保障 ， 关系到政策的有效性 。 也就是说 ， 如

果基本服务按照需要供给 ， 会因为没有意愿或支付能力而不会产生现实的利用行为 ，

导致资源的浪费 。 有无需要涉及应不应该提供的价值判断 ， Ｗ需求为供给 目 标则涉及

政策的绩效 ， 即社会养老服务提供能否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增长 。 所 Ｗ ， 老年人的社

会养老服务需求成为有限资源配置环境中决定社会养老服务数量 、 内容 、 方式 、 资金 ，

Ｗ及判断供给效率的最终依据 。 这个需求并不忽视需要 ， 而是强调尽量扩大 由需要转

化而来 ， Ｗ转化来的需求为供给依据 ， 从而使大多数老年人的需要得到满足 。 社会养

老服务的发展逻辑是 ， 从老年人需要 出发 ， Ｗ需求为导 向 ： 需要
一

〉需求
一

〉发展路径 。

综上所述 ， 社会养老服务是我国解决老年人养老服务 问题的必然选择 ， 发展社会

养老服务要 Ｗ需要为逻辑起点 ， Ｗ需求为供给 目 标 。 在此价值判断和理论假设的基础

上 ， 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对象 、 内容 、 组织递送方式和服务主体进行选择 ， 并设计发展

步骤和方案 。 因此 ， 本文按照如下逻辑展开 （如 图 ２ －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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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老年人

丄 是
？

养老服务需要

家庭供给能力弱化


？

Ｉ


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Ｉ
— —

 Ｉ

Ｉ
１ Ｉ Ｉ Ｉ■

ｉ对方式的意愿
－

］

 ：

：
— —

有意愿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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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对 内容的意愿
」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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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

Ｉ Ｉ

 Ｉ ｔ

ｉ Ｉ

有支付能力
ＩＨ 没有支付能力

Ｉ ！ Ｉ家庭供给
Ｉ Ｉ

Ｉ Ｉ
 ■

 Ｉ Ｉ
— ＇

！ＩＩ ！

ｉ Ｉ

社会养老 Ｉ

家庭供给或者 ｉ

Ｉ服务供给社会养老服务 Ｉ

ｉ 无偿 、 低偿提供 ！

Ｉ Ｉ

ｉ （现实需求 ） （潜在需求 ）
ｉ

Ｉ Ｉ

社会养
＾
服务需求

 ｉ

发展社会养老服务
￣

 Ｉ
Ｊ

Ｉ

￣￣＇

 Ｉ Ｉ Ｉ

体具配 对
系体 套 策
构方 制 建
建案 度 议

图 ２ －

３ 分析框架图
Ｆ ｉｇｕｒｅ２

－

３ 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ａ 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马克思人本主义的需要理论为依据 ， 当
一

个人进入老年期后 ， 就有了养老服务

需要 。 迭种需要不仅包括最常见的 、 最基本的照料需要 ， 还包括护理 、 精神慰籍 、 文

化娱乐等的需要 。 当家庭供给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各种服务需要时 ， 产生社会养老服务

需要 。 这里的家庭供给能为弱化
一

方面受家庭供给养老服务的人手 、 供给的意愿限制 ，

一

方面也指家庭无法供给
一

些 ， 比如护理 、 也理辅导 、 文化教育之类的专业性较强的

服务 。 尽管家庭供给能力的下降 ， 客观上会导致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的产生 ， 但

４ １





农村社会养老ＳＲ务需求与发展路径研究


是并不是每
一

位老年人都意识到这种需要 ， 并愿意且能够获得社会养老服务 。 换言之 ，

并不是每
一

位有需要的老年人都会产生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有意愿和支付能力是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形成的关键 。 本文在需要的基础

上 ， 先考察农村老年人是否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Ｗ及对社会养老服务

方式和 内容的主观偏好 ， 得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合意的供给方式和服务内容 。 在农村

老年人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前提下 ， 继续研究其支付能力 。 研究支付能力 目 的是为

了确定哪些老年人需要养老服务补贴 ， Ｗ提高其购买力 。 意愿和支付能力研究是为 了

确定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的现实对象 ， 即什么人会接受／购买社会养老服务 ， 他们对社会

养老服务的 内容 、 方式和主体有何要求 。

最终Ｗ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为导 向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有社会养老服

务需要但没有意愿的 ， 由家庭供给养老服务 。 当其意愿发生变化后 ， 进入社会养老服

务领域 ： 有社会养老服务需要有意愿有支付能力的老年人进入社会养老服务市场 ， 按

服务的性质区分付费方式 ； 有化会养老服务需要有意愿没支付能力的 ， 根据服务的性

质等情况决定是 由家庭供给还是提供低偿或无偿的社会养老服务 。 当然 ， 还要尽量采

取措施转变老年人的意愿 ， Ｗ减少有社会养老服务需要但是只能由家庭照顾的老年人

比例 。 也就是说 ， 通过需求揭示可 进
一

步确定社会养老服务的现实对象、 内容 、 方

式和主体 ， Ｗ及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
一

些具体的方案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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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章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概况与 问题表征

本文研究的最终 目 的是提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 要得出农村社会养老

服务的发展路径 ， 首先要明确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并分析存在的 问题 ， 找到关键症

结所在 。 本章从农村老年服务保障的发展历程、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 、 供给

模式和供给现状四个方面 ， 纵横两个维度分析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存在的 问题和原

因 ， 明确下文实证分析背景的 同时 ， 也有助于思考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在既定基础上的

完善和提高 。

３ ． １ 农村老年服务保障的历史演进

３ ． １ ． １ 自古至建国初期 ： 家庭 （宗族 ） 福利为主 ， 国家临时性救助为补充

自 古至建国初指封建时期到人民公社成立前 （ １ ９５ ５ 年 ） 。 这个时期 ， 农村延续传

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 政府Ｗ临时性的救助为补充 。

家人是我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提供主体 。 家人养老Ｗ家庭为依托 ， 由子女ｉ

其他家庭成员无偿提供养老资源 ， 是
一

种家庭福利 。 依靠家人养老有着深厚的经济和

文化渊源 。 小农经济是其经济基础 。 小农经济是
一

种 Ｗ经验积累为主 、 高度依赖±地 、

非货 币 的经济形态 。 在这种经济形态下 ， 家中 的长者有着崇高的地位 。 家庭往往就是

一

个生产和消费单位 ， 不再需要通过外部交换获得生产和消费资料 。 家庭中的老年人

的供养和照顾也 由家庭 自 身解决 。 儒家孝道是其文化基础 。 在儒家经典著作中 ， 有许

多强调子女奉养父母的论述 。 《孝经 ？ 纪孝行章第十 》 ：

＂

子曰 ： 孝子之事亲也 ， 居则

至其敬 ， 病则至其忧 ， 养则至其乐 ， 丧则至其哀 ， 祭则至其严 ， 五者备矣 ， 然后能事

亲
＂

；

＂

谨身节用 ， Ｗ养父母
＂ ？

， 要在物质和精神上伺奉父母 。

宗族作为家庭的扩大和 国家政权的缩影 ， 为族内老年人提供养老资源 ， 既是血脉

相连 ， 也是在践行国家的施政观念和政策 ， 实是家庭养老模式的扩大化 。 宗族的公共

财产是宗族养老的基础 。 自宋代 Ｗ后 ， 很多宗族都有购置的义 田和设置的义庄 。 宗族

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 ， 用族规 、 宗规肯定老年人的地位 ， 提高老年人的供养标准 ， 并

责无旁贷承担起困难老年人的供养和照料责任 。 建国初实行±地改革后 ， 宗族赖Ｗ生

存的义 田 、 义庄等财产被没收 。 宗族养老瓦解后 ， 取而代之是松散的邻里之间的相互

照顾 。 发生在
＂

熟人社会
＂

中的邻里照顾是主动且临时的 ， 他们的照料具有无偿性 、

及时性和情感性的特点 。

这个时期 ， 国家在养老服务上的作用体现在对部分特殊老年人的临时救助 。 汉代

①
李辉 ．论建立现代养老体系与弘扬传统养老文化阴 ．人 日学刊 ， ２００ １（ １ ） ；４６－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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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 国家设置类似于现代敬老院性质的
＂

居养
＂

， 配备相应的食物 、 衣物 、 药物 ，

专 口收养孤寡 、 流浪 、 乞讨老年人 。 建国后 ， 基层政府在实际王作中也会对农村孤寡

老人实行照顾性制度倾斜 。 在组建农业互助组时 ， 将孤寡老人分配到劳动力强的互助

组中 。

３丄２ 人民公社时期 ； 家庭福利为主 ， 集体制度性救助为补充

经过建 国初期短暂的农民个体±地私有制后 ， 在人民公社时期 （ １ ９ ５ ６
－

１ ９７７ 年 ） ，

国家迅速推行集体经济公有制的强制性变迁 。 农村集体经济从高级社到
＂

Ｈ级所有 、

队为基础
＂

的人民公社体制 。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 ， 我国第
一

次有 了集体养老服务的保

障机制
＂

五保
＂

制度 。

１ ９％ 年颁布 《 １ ９ ５ ６
－

１ ９ ５ 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明确 ，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 内

缺乏劳动力 、 生活没有依靠的鱗寡孤独的社员 实行吃 、 穿 、 住 、 医 、 葬
＂

五保
＂

。 集

体对这部分社员 的责任包括物质供给 ， 也包括生活照料 。 这时的五保经费主要依赖集

体分配或公益金补贴 ， 属于制度外渠道筹资 ， 国家没有资金补贴的责任 。 加之送
一

时

期 ， 国家为 了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原始积累 ， 实行农产 品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价

格剪刀差政策 ， 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薄弱 ， 农村集体养老保障水平相应较低 。 １ ９ ５ ８ 年 ，

为 了落实
＂

五保
＂

制度 ， 通过 了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 问题的决议 》 ，

＂

要办好敬老院 ，

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 （五保户 ） 提供
一

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

＂

不仅如此 ， 当 时

部分地方的集体会发放适当补贴 ， 用 Ｗ资助家有失能老年人的家庭 ， 针对仅有部分劳

动能力 的老年人也有相关的参与劳动上的照顾 。

总 的看来 ， 当 时农村养老服务呈现出家庭照料加集体性的 、 Ｗ公杜成员 的低福利

的服务保障模式 。 入住敬老院的孤寡老年人 ， 由集体提供基本的养老服务 ， 其他农村

老人则通过配给制度 由集体提供物质保障 ， 由家庭负责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

３丄 ３ 转型时期 ： 自我照料为主 ， 开始探索其Ｓ类型的养老服务

１ ９７８？ １ ９９８ 年是我 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 ， 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镇 ， 全面推行王地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 开始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随着经济体制 的变化 ， 该时

期家庭仍然是主要的养老服务主体 ， 而 Ｗ敬老院的改革为突破 口 ， Ｗ社区养老服务兴

起为特征 ， 开始探索其它类型的养老服务 。

±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变了过去 Ｗ集体为依托 、 按劳动分配的分配制度 ， 使得

原有农村集体组织的职能也相应发生较大变化 。 除
＂

五保
＂

老人外 ， 集体不再为其他

农村老人提供养老物质保障 ， 家庭成为养老保障的全面责任主体 ， 既要提供相应的资

金保障 ， 又要承担生活照料 、 精神慰藉等赡养责任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
一

时期的家庭

养老与传统社会中 的家庭养老有所不同 。 此阶段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 农村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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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转移 ， 家庭养老很多情况下是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 自我养老 。 相比之下 ， 家

庭供养水平较之Ｗ前有了大幅度提高 。

但是 ， 保障弱势老年人的五保制度却不断萎缩 。 Ｗ集体分配或公益金补贴为主要

资金来源的五保制度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而失去 了经济支撑 ， 敬老院运转困难 ， 相续

取消 ， 幸存的也是规模萎缩 。 １ ９８２ 年至农村税费改革前 ， 五保供养的经费来 自
＂

村提

留 、 乡统筹
＂

。 在这种情况下 ， 五保制度在很多地方只剩下粮食的供给 ， 五保对象生

活上的照料无人过问 。 １ ９８４ 年 ， 国家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办 ， 鼓励社会各界兴

办资助敬老院 ， 敬老院收养对象扩大至社会老年人 。 １ ９９４ 年 ， 国务院公布实施 《农村

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 ， 五保供养制度法制化 。 但无论是老农保 ， 还是五保供养 ， 由于

没有明确政府的筹资责任 ， 成效均不明显 。

同时 ， 农村集体主义全面控制的解体 ， 造就了 宽松的社会环境 ， 部分农村地区的

村集体经济得到 了 良好的发展 ， 集体经济实力增强 ， 开始 出现了
一

些 ， 如村级养老金

和老年活动中也 ， 村级养老物品 。 另
一

方面 ， 村集体公共服务功能的缺失 ， 也使宗族

替代村集体成为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 ， 得到了快速的复兴 。 在
一

些农巧地区出现的

老年协会就具有明显的宗族组织的性质 。 老年协会有 自 己独立的财产 ， 组织村庄 内 的

公益事业 ， 并且对柯庄正式权力机构造成影响 。

３丄４ 老龄化时期 ： 多元化养老服务

老龄化时期是指 自 １ ９９９ 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至今 。 就当前农村养老服务

整体情况而言 ， 尽管家庭养老压力增大 ， 但仍占据农村养老的主要位置
，

７０％Ｗ上的

农村老年人靠家庭养老 ， 五保户则通过集体和养老院养老 ， 其他养老服务方式正逐步

开展 ， 标志着我国农村开始正式步入多元化养老服务时期 。

９０ 年代末 ， 计划生育政策效应 日渐显现 ， 加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

使得农村老年人 日 常生活照料问题 日益突出 。 这个时期国家成立 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

会 ， 密集出 台 了许多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建设的政策文件。 送些政策文件 ，

提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概念 ， 强调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 ， 建设多元化老龄服务体

系 。

政府除了在政策上引导多方参与外 ， 在资金上直接承担着五保供养的责任 。 税费

改革后 ， 五保经费大体有四大来源 ： 财政转移资金 、 农业税附加 、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和
＂
一

事
一

议
＂

筹款 。 形式上 ， 财政转移资金加入到五保经费中 ， 保证了稳定的经费

来源 。 实际上 ， 五保资金还是主要依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 ２００６ 年 ， 新修巧的 《农村

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 第十
一

条规定 ，

＂

农村五保供养资金 ， 在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中安排
＂

， 农村集体经营收入只是起补助和改善五保对象生活的作用 ， 才真正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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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供养国家承担的历史转变 。

２０ １ ４ 年 ， 中央政府选择 了全国 ４２ 个地区 ， 在 居家为基础 、 社区为依巧 、 机
■

构为支撑
＂

大的养老格局下 ， 结合各地具体情况 ， 开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 Ｗ

总结经验 ， 全国推广 。 现阶段 ， 许多地区按照
＂

９０６４
＂

或者
＂

９０７ ３
＂

比例来布局Ｈ种

养老服务 ， 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是建设的重点 。

３丄 ５ 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动因和路径依赖

从养老服务的发展史上看 ， 家庭和社会始终都是并存的养老服务提供主体 ， 只是

在不 同 的历史阶段侧重不 同 （穆光宗 ， ２０００ ） 。 家庭养老服务在我国养老历史上 由始

至终起到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对我国老年服务保障和养老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 政府

则是社会养老服务中最主要的提供主体 ， 并且政府在社会养老服务多元化的变迁中起

到 了 强有力 的推动作用 ， 是
＂

多元
＂

中 的重要
一

元 。

每
一

种养老服务模式都有其历史基础 。 Ｗ家庭服务为主 ， Ｗ农民互助 、 政府救济

为辅的服务模式是
一

种 Ｗ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型农村社会保障 。 那个时期 尚未实行

计划生育政策 ， 农村家庭规模较大 ， 子女孝敬和赡养老人既有思想观念基础 ， 又有客

观实际条件 。 于是 ， 在孝道盛行的传统社会里 ， 老年人得到 了家庭无微不至 、 全方位

的照料 。 直到人民公社和转型时期 ， 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 ，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 不可

避免地瓦解了集体供养和削弱 了家庭养老的能力 。 到人 口老龄化时期 ， 由于家庭结构

的变迁 、 老年抚养 比的上升 、 女性职业化 Ｗ及代际关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作用 ， 家庭

养老服务的供需均衡被打破 。 为 了提高老年人获得服务保障的机率 ， 扩大老年人获得

服务的 多样性 ， 切实减轻各个服务主体的压力 ， 社会养老服务开始得到重视 。

在制度变迁理论上 ，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动 因 ，

一

是 ， 能够切实减轻各照料主体

的压力 ， 尤其是不堪重负的家庭的照料负担 。 人 口老龄化后 ， 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产

生 了诸多影响 ， 尤其是对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 。 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空巢化

使许多农村老年人失去 了最主要的照料资源 ， 需要转而依靠 自 己或配偶来料理 日常生

活 ， 子女用经济上的供养替代生活上的照料 。 因此 ， 多元参与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

提出 ， 使老年人有了除家庭养老服务外的其他选择 ， 在
一

定程度上减少 了老年人无人

照料的可能性 ， 减轻 了家庭作为直接提供者的负担 。 而通过政策引 导 民间 资本参与养

老服务的筹资 ， 提倡发动广泛的社会为量参与养老服务的提供 ， 由全民分担养老服务

的风险 ， 可减轻各个养老供给主体的供给化为 ， 尤其是政府的养老压力 。 二是 ， 能够

使老年人获得家庭养老服务不能给予的养老满足 。 家庭
一

般只能提供生活起居照顾和

情感支持 。 社会养老服务则 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 、 精神慰籍 、 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

为服务 内容 ， 能够满足老年人多层次 、 多元化的需求 ， 并区分居家 、 社区 、 机构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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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平台的功能 ， Ｗ保障老年人就近、 有选择 、 有针对性地获得所需社会养老服

务 。
？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不可避免存在家庭养老的
＂

路径依赖
＂

。 我国家庭养

老观念决定了在中 国推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一

定要注重人们家庭养老的习惯 。 其实 ，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养老服务的变迁更侧重老年人对家庭 Ｗ外的养老服务的需求来诱

导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 而不是采用政策引导等强制性方式实现变迁。 社会养老服务

发展的家庭路径依赖正好说明 了 ， 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意愿的重要性 。 所 Ｗ ，

社会养老服务
一

定是肯定家庭作用 的养老服务 ， 社会养老并不意味着养老服务只能由

政府提供 ， 而是强调在家庭基础作用 的前提下 ， 提倡社会各方参与到养老服务中 。 送

样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式不仅可 Ｗ减轻家庭和政府的照料负担 ， 也尊重老年人居

家养老的偏好 。

３ ．２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相关政策的梳理

国家政策是政府权威性 、 标准化地规定
一

定历史时期 内 的奋斗 目标 、 行动原卵长
^

步骤和具体措施 。 社会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不仅指导当前建设 ， 还反映发展的方 向

本节选择了 自 １ ９９９ 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 ， 国家层面上的社会养老服务领域的

重大政策 。

国家级的政策共 ５７ 项 ， 其中战略型和立法型政策共 １ ５ 项 （表 ３
－

１ ） ， 项 目 型和操

作型的实施方案共 ４２ 项 （表 ３
－２ ） 。 ５ ７ 项政策中超过 ６ １ ．４０％于 ２０ １ ０ 年后制定 。 ２〇 ｉ２

年后 ， 养老服务政策开始密集出 台 。 社会养老服务在社会福利概念中剥离 出来是ｆ

２００６ 年 。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 （ 国办发
［
２００６

］
６ 号 ） 强调要发展中 国特

色养老服务体系 。 服务保障从老龄工作中独立出来 ， 形成与资金保障相对应的两大保

障体系 。 民政部 口作为老龄工作的主要管理部口 ， 也是政策制定的主要部 口 。 除 了 民

政部外 ， 政策制定部口还涉及国家财政 、 人事 、 建筑等部口 。

一

方面说明 了养老服务

的建设和完善是
一

个牵涉多个领域 ， 需要相互协调的系统工程 ， 养老服务突破民政部

的局限 ， 上升为整个政府的行为 ； 另
一

方面说明 了 国家倾向于化会养老服务的福利定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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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老龄化时期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重大政策义件



Ｔａｂｌｅｓ
－

１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 ｌ 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ｏｃ ｉａ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ａｇ ｉｎｇｐｅｒ ｉｏｄ


编号 年份制定部 ｎ


政策文件
＾

１２０００民政部等 １ １ 部委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社会福利社会化

２２０００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老年服务业杜会化

－

巧么腔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
＂

十五
＂

计划纲要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地保障 、 家庭赡养和
ｊ

 （ ２００ １
－２００５￥ ）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 。

４２００６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 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５２００６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五保供养资金财政负担

（田疏Ｍ 化 乐Ａ 了
居家养老服务 ； 社区福利服务 ？设施建设 ，

６２００６ 民脯、 发改委民政穀发展第
－

１

—

 Ｉ
五年删实施

＂

爱持ＳＩｇ
＂

； 社会欄杜会化

７誦 老龄办 、 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細意见
^

８２０ １ １国务院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老年群体社会管理

９２０ １ １国务院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 年

胃ｇ

１ ０２０ １ ２酪院Ｈ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十二五
＂

删 贫匯区和社会

。 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觀證户
歷 年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

口２０口老龄办关于进
－

步化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
老龄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专项指导性

１ ３２０口国务院服务业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对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提出 了指导性意见

１ ４２０口 十八大报告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

１ ５２０口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对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提出 了指导性意见

３ ．２ ． １ 政策 目 的

目 的是行为活动普遍的 、 始终的宗 旨或方针 ， 目标是具体的 、 阶段性的追求 。 具

体 目标的实现最终促使终极 目 的的实现。

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的产生源于老龄化问题 ， 是人 口老龄化影响到政治 、 经济 、 文

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 ， 在社会改革 、 发展、 稳定形势严峻的特殊情境下由政府制定并

实施的 。 对社会养老服务政策 目 的的认识经历了这么
一

个变化阶段 。 先是为 了应对人

口老龄化 ， 维持国家安定 ， 然后是从Ｗ人为本的角度 ， 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 Ｗ前者为

目 的的政策是通向其他 目 的的工具 ， Ｗ后者为 目 的的政策才是基于保护老年人人权理

念下的真正属于老年人的政策 。 社会养老服务政策所包涵的 Ｗ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 体

现了我国面对老年问题时 ， 发生了从应对之术到应对之道术俱进的转变 。

Ｗ人为本的政策 目 的具体体现在 ， 第
一

， 服务的支持范围 ， 从救助对象扩大到所

有老年人。 第二 ， 服务不再由个人、 家庭、 政府包揽 ， 鼓励集体 、 社会团体等兴办社

会化服务 ， 通过福利的或交换的方式获得 。 第Ｈ ， 服务由过去集中化模式转向 由不同

部口和体系承担 。 第四 ， 立足基本国情 ， 优先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 并随

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和提高保障掠准 。 服务内容由过去行政指令式的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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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吃 、 保住 ， 逐渐扩展为 Ｗ老年人需求为基础的护理 、 娱乐 、 参与等项 目 ， 服务性

质由过去的救助性向保障性转型 。
■

保障性的社会养老服务政策不仅涉及老年人的生命长度 ， 更重要的是渉及
＂

有意

义的生命
＂

运
一

人类终极价值问题 （党俊武 ， ２０ １ ２ ） 。 换言之 ， 社会养老服务政策所

依据的价值观正是人们对晚年理想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 。 关注老年人的生命长度和质量

也正是发展农村杜会养老服务的终极 目 的 。

３ ．２ ．２ 政策 目标

在政策 目标选择上 ， 为 了避免财政负担过重 ， 选择政府保基本 ，

＂

养老服务社会

化
＂

， Ｗ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 目标定位 。 ２０００ 年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 ， 我国社

会福利开始转向 多元化 ， ２０ １ １ 年之后社会养老服务建设的步伐加快 。

第
一

， 体系的建设 目标 ： 全面建成 ！＾居家为基础 、 社区为依托 、 机构为支撑的 ，

功能完善 、 规模适度 、 运营 良好、 服务优 良 、 监管到位、 可持续发展 、 覆盖城乡 的养

老服务体系 。

 ｊ

第二 ， 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设 目标 ： 建成 内容多样化 ， Ｗ上口服务为主要形式 ， Ｓ

当养老补贴的居家养老服务 。 其中 ， 服务队伍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 ， 服务 内容按照

老年人的需求情况提供 。

第Ｈ ， 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设 目标 ： 建成兼具 日 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功能的社区

养老服务 。

第四 ， 机构养老服务的建设 目标 ： 通过设施建设 ， 养老机构成为能够实现生活

料 、 康复护理 、 紧急救援等基本养老服务功能 ， 并福射本社区的养老服务 ， 起培训翁

指导作用 的养老机构 。

３ ．２ ．３ 政策内容

４２ 项实施方案涉及的 内容包括 ， 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 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完善 、

服务队伍的建设 、 资金扶持和参与 、 文体娱乐等精神养老服务 内容和其他 。

在体系构建方面 ， 强调 居家为基础 、 社区为依托 、 机构为支撑
＂

。 体系构建

的重点是 ，

＂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 加快专业化的老年养护机构和社区 日 间照料中也建

设 。

＂

在服务设施建设方面 ， 民政部等部委相继制发关于社会福利机构 、 老年 日 间照料

中也的相关管理办法 、 建设标准 ， 出 台整体监测指标体系 ， 随后要求将养老服务相关

设施建设纳入社会发展规划 、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相关城乡规划 ， 加强养老规范化、

标准化建设 。 ２０ １ ４ 年出 台
＂

养老机构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
＂

， 明确从保险分担风险的

角度推进养老机构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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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主体多样化方面 ， 提倡从机构工作人员到志愿者 、 社会工作者 、 社区其他

老年人等广泛的社会力量 ， 并且推出
一些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 。 例如 ，

化会工作者职业认证 、 志愿者注册工作 、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等 。

在资金来源方面 ， 强调资金来源多元化 ， 鼓励民间资本通过股份制 、 ＰＰＰ（政府

和民间资本合作 ） 等模式参与社会养老服务 。 各级财政部口要加大对老龄事业的资金

投资 ， 对养老机构的建设和這营实行税收 、 水电等的优惠 ， 明确规定
＂

家庭经济困难

且生活难Ｗ 自理的失能半失能 ６５ 岁及Ｗ上城乡居民
＂

可 申请获得政府提供的服务补

贴 ； 其他老年人通过购买获得社会养老服务 ； 国家发行的彩票收益 ， 要有
一

定比例用

于老龄事业的投入 ； 金融机构加大贷款支持为度 。

在服务内容方面 ， 开展Ｗ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核也的
一

系列活动 。 如关于老年

教育 、 学习 的
＂

蓝天图书室
＂

和
＂

夕 阳红图书室
＂

， 关于社区养老的
＂

星光计划
＂

，

营造孝亲敬老社会氛围的
＂

敬老爱老助老
＂

主题教育活动 ， 关爱弱势老年群体的
＂

霞

光计划
＂

， 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品质的
＂

银龄关爱工程
＂

、

＂

宜居狂区
＂

、

＂

老年友好

城市
＂

等等 。

在其他方面 ， 最大的特色是提出 了养老服务的评估王作 。 此前该项工作只在
一

些

经济发达省市开展 ， 如上海 、 浙江等 。 养老服务评估是对在老年人生理 、 也理 、 精神 、

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等的综合分析评价的基础上 ， 确定老年人服务需求类型 、 等级和

补贴领取资格等 ， 是养老服务公平和效率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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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２ 老龄化时期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重要实旌方案



Ｔａｂ Ｉｅ３
－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
？ Ｉａｎ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ｏ ｌｄ－

ａｇｅ化 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ａｇ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领域年份


制度部 ｎ


政策文件


２０＾共青团 中央、 老龄办

￣￣

关于实施
＂

志愿者为老服务金释行动
＂

的意见

２００５民政部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

２００６民政部关于开展
＂

全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单位
＂

创建活动的通知

养老服务２００８老龄办 、 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

体系Ｂ ｉＨｒＷ关于开展
＂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年
＂

活动暨启动
＂

敬老爱老助老工

程
＂

的意见

２０ １ ３民政部 、 发改委关于开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王作的通知

＾民政部等


关于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 ９９９民政部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０民政部
＂

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
＂

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全国老龄办关于开展老年宜居杜区和老年友好城市 （城区 ） 试点工作的通知

２０ １ ０民政部老年 日 间照料中也建设标准

２０ １ ０民政部敬老院设施建设指导意见 （试行 ）

２０ １ ０民政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替理办法

２０ １ １民政部
＂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建设霞光计划
＂

实施方案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５ 年 ）

养老服务
２０ １ １住建部 、 发改委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

２０ １ ２民政部社会养老服务发展化测指标体系

２０ １ ２老龄委关于加强基层老年协会建设的意见

２０ １ ３民政部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２０ １ ３民政部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２０ １ ３国王资源部养老服务巧施用地指导意见

２０ １ ４民政部 、 保监会 、 老龄办 关于推进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０ １ ４住建部关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

２０ １ ４民政部等关于推进城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２０ １ ５国±资源部 、 住房建设部 关于优化 ２０ １ ５ 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２００６人事部 、 民政部助理社会工作师 、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

２００９民政部关于印发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机办法的通知

２０ １ ０民政部关于进
一

步推进志忠者注册工作的通知

２０ １ １民政部关于开展孤残儿童护理贡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的意见

队伍２０ １ １民政部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２０口民政部民政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２０ 年 ）

２０ １ ２民政部养老护理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修订 ）

２０ １ ５

巧育部 、 卫生汗
关于巧选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类示范专业点的通知

＾财政部 、 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 问题的通知

养老服务２０ 口国务院关テ？府 ［＾ｔｔ会力直 ：购买月民务
？Ｗ ＾Ｉ胃Ｓ Ｊ＆

资金２０ １ ５民政部等十部委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２０ １ ５民政部 、 国家开发银行 关于开发性金巧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养老服务

￣

２００７民政部关于印发 《

＂

蓝天图书室
＂

和
＂

夕 阳红图书室
＂

援建活动实施方案 》 的通知

内容 ：２０ １ ２发改委 、 体育总局
＂

十二五
＂

公共体育巧施建设规划

文体娱乐２０ １ ２


教育部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ｉｍ老龄办等二十部 ｎ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患见

其他２０ １ ３民政部关于推进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０ １ ５发改委 、 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巧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巧导患见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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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３ 现有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及进展

３ ． ３ ． １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及其进展

农村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指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屯、 向本村的居家空巢老人 、 高龄

老人 、 失能老人 、 低收入老人 、 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提供的生活照料 、 家政服务等综

合服务 。

居家养老服务中也 （ 站 ） 通常 由村委会建立 ， 村
＂

两委
＂

是居家养老服务中也 （ 站 ）

的主耍构成人员 ，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也起重要补充作用 。 人员构成遵循这么
一

个次序 ，

先是村集体 （ 主要指两委 ， 也包括集体企业 ） ， 然后是村 民 内 发 的互助 ， 最后是村庄

外延力量 （ 如 乡镇或外来企业 ， 村庄能人 ） 等 。 服务的运行资金来 自 于村集体经济 、

社会捐赠和服务收费 。 服务场所没有专项划拨 。 通过盘活利用 闲置居 民住宅 、 校舍 、

厂房等办法 ， 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站 。

在
一

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 ， 虚拟养老院是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服务形式 。 它运

用信息网络平台 ， 分析老年人的需求 ， 自 动生成老年人所需的服务项 目 ， 经老年人确

认后为老年人提供各类上 口服务 。 虚拟养老院
一

般采取 民办非企业的运营模式 ， 由经

政府审核合格的服务企业主办 ， 通过企业职业化的 员工队伍 、 标准化的服务规范 、 市

场化的发展项 目 ， 发挥市场资源配置 ， 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和标准化的各类服务 。

居家养老服务的定价规则是 ， 政府主导的 Ｗ政府指导价为标准 ， 其他性质的实行

市场定价 。 居家养老服务中涉及医疗的 ， 作为社区卫生服务及预防保健项 目 ， 由家庭

巡诊 、 家庭病床 、 出诊费Ｓ大项 目 组成 ， 由各市价格主管部 口定价 ； 涉及上 口护理 、

家务 、 精神慰籍等生活照料和精神需求类的 由经营者根据成本 自 主定价 。 也有某些地

方试点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所有项 目 均实行政府指导性收费的 ， 如北京 、 南宁 、 盐城 、

海 口 等地相继出 台 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收费标准的意见 。 北京的居家养老服务价格指

导规定大部分家政服务 、 生活照料服务项 目 收费都低于市场标准 １ ０％Ｗ上 。 服务商为

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时 ， 收取费用 原则上不许高于该标准 。 鉴于城乡差别 、 地域差异和

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 ， 远郊区 、 城乡 结合部 、 乡镇可根据各地实际 ， 制定各 自 收费标

准 ， 但不能超过城区的收费标准 。

费用支付有无偿 、 低偿和有偿兰种 。

一

些成本低 、 正外部性强的基本服务无偿供

给 。 无偿服务还包括志愿者提供的义工服务 。 低偿主要针对弱势或特殊贡献的老年群

体 （如高龄 、 失能 、 空巢 、 低收入 、 劳动模范老年人 ） 。 政府重点保障这些农村老年

群体的基本养老服务 ， Ｗ村为单位购买服务后 ， Ｗ服务券的形式发放给老年人 ， 用于

支付其所需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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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３ ．２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及其进展

当前 ， 农村的社区养老服务 Ｗ五保分散供养为主要形式 ， 辅之于传统的依靠邻居 、

朋友等的朴素的社区互助形式和 由政府参与的 日 间照料中也 、 互助幸福院 、 老年活动

中也 、 老年协会等新的服务形式 。 近年来很多农村社区设置 了老年活动中 屯、

、 老年协

会 ， 但大部分的农村社区仍然没有 日 间照料中也 、 互助幸福院 。

（ １ ） 五保分散供养可能是最早正式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

例 》 规定 ：

＂

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 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供养服务 ；

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 可 Ｗ 由村民委员会提供照料 ， 也可 Ｗ 由农村五保供养

服务机构提供有关供养服务 。

＂

（ ２ ） 集中居住服务是互助幸福院的
一

种 ， 老年人
＂

入

住本村的
＇

老年村
＇

、

‘

老年怡养院
＇

等老年集中居住点
＂

安度晩年 。 集中居住模式注

重发挥老年志愿者的 自 我服务和 自 我管理的作用 （ 姚兆余 ， ２０ １ ４ ） ， 主耍依靠
＂

老人

互助
＂

实现循环养老 。 （ ３ ） 老年活动 中也 ， 老年活动 中也大都利用学校废址 、 企业废

旧厂房或村委会办公室场所而建 ， 设有图书室 、 棋牌室 、 健身室 、 聊天室等 ， 开展学

习培训 、 书法绘画 、 屯、理安慰 、 精神护理等服务 ， 满足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和插袖

需求 。 其建设资金和运行资金多来 自村集体经济 ， 政府也给予
一

定的补贴 。 （ ４ ） 农村

老年协会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我国老龄 问题 日益凸显 ， 老年人采取集体行动 ， 自 愿组

成的 、 解决 自 己的事情的群众性粗会组织 ， 属于 ＮＧＯ 性质 。 老年协会注重老年人 自

治 ， 协会的领导人在村中老人选举产化 、 资金主耍来 自 社会捐助 、 活动 自行安排和参

与 ， 组织上和经济上均不受村两委和上级组织的操纵 。 协会的功能和作用包括 ： 协助

操办丧事 、 照顾生病老人 、 举办公益文化事业 、 调解家庭矛盾 ， 达到丰富老年人的 闲

暇生活和维护老年人权益的 目 的 。

３ ． ３ ． ３ 农村化构养老服务及其进展

当前农村的养老服务机构基本等同敬老院 。

（ １ ） 敬老院的规模有 了
一

定的扩大 ， 功能也有 了
一

定的拓展 。 敬老院依照
＂

公

办民营 、 民办公助
＂

的原则 ， 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建设和改造 ， 逐步使之成为集五保供

养 、 社会寄养 、 老年服务 、 残疾康复 、 临终关怀等功能于
一

体的新型农村养老服务中

也 。 （ ２ ） 新建的养老服务机构注重
＂

医养结合
＂

， 但数量很少 ， 且集中在经济发达

的农村地区 。

＂

医养结合
＂

指将老年人健康医疗服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 将生活照

料和康复关怀相结合 ，

＂

医院 ＋养老院
＂

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

公益院养老研究中也数据显示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 ， 与老年健康紧密相关的康复医院

全国有 ％ ５ 家 ， 其中城市地区 ２ １ ９ 家 ， 农村地区只有 ４６ 家 。 全国有护理院 ４ １ 家 ， 全

都集中于城市地区 ， 县及县 Ｗ上护理医院只有 １ １ 家 ， 护理站全国有 ６５ 家 ， 其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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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巧 家 ， 农村地区只有 ６ 家 。 如上海普陀区 的李子园养老院 、 浙江杭州慈养老年

医院和杭州下城区慈养护老中也等均采取
＂

医院 ＋养老院
＂

的模式 。 可见 ， 医养结合

的新型养老服务机构更多集中在城市地区 ， 综合性的养老服务机构在农村发展迟缓 。

（ ３ ） 民营养老机构规模小 ， 服务质量差 。 与城市 民营大型高端综合养老机构不同 ，

参与到农村机构养老服务的 民间资本额
一

般较小 ， 只能建设小规模的 、 服务周边有需

要的老年人的家庭作坊式养老机构 。 这种 民营养老机构 Ｗ营利为 目 的 ， 但是因为 资金

有限 ， 其条件简陋 ， 服务 内容简单 ， 基本生活照料 、 餐饮服务 、 安全保护为主 。 （ ４ ）

不同性质的机构养老服务采用不 同 的定价标准 。 根据 国家定价 目 录规定 ， 福利性养老

服务的普通项 目 收费 由政府部 口定价 。 目 前各地仅对养老机构的床位费 、 护理费进行

指导价管理 ， 在政府规定收费标准基础上可上下浮动
一

定的范围 。 民办的机构养老服

务 由经营者根据成本 自 主定价 。 其他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参考政府定价 。

综观当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各模式的发展情况 ， 居家养老服务多数依靠村委会提

供 ， 没有专 口 的服务人员 、 资金和场所 。 社区养老服务仍 Ｗ五保分散供养为主要形式 。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都出现 了
一

些新的服务形式 ， 如虚拟养老院 、 日 间照料中也 、 互

助幸福院 ， 有了初步的发展 。 机构养老服务方面 ， 尽管有些农村地区引入民资 ， 兴办

起民营性质的养老院 ， 但更多仍然 Ｗ公办敬老院为主 ， 机构养老的服务和设备落后 、

残缺 。

３ ．４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供给现状

３ ． ４ ． １ 基于宏观数据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现状分析

３ ．４丄 １ 居家养老服务

早在 民政部和发改委发布 《关于开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 （ 民

办发口０ １ ３
］
２３ 号 ） ， 意在构建覆盖城乡 的养老服务体系之前 ， 我国 己有部分经济发达

省份开展 了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 在经过 １ 年的街道居家养老试点的基础上 ，

上海市于 ２００ １ 年在城乡 同步推广居家养老服务 ， 到 ２００６ 年实现全市所有街道 、 乡镇

全覆盖 。 ２０ １ １ 年 ， 吉林省在农村探索建立 Ｗ居家养老服务大院为福射中也的养老服务

体系 ， 建立居家养老服务大院 １ ６５ ０ 个 ， 有床位 ３ ７５ ７ 张 。 ２０ １ ２ 年 ， 浙江全省 已建农村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也 １ １ ２７ 个 ， 覆盖率为 ６％ ， 拟 ２０ １ ５ 年达到 ６ ８ １ ９ 个 ， 覆盖率提高

到 ３ ７％ 。 江苏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也基本实现全覆盖 ， 农村苏南 、 苏中 、 苏北

的覆盖率分别达到 ５２ ． ３％ 、 ４６ ． ３％和 ４０％ 。 ２０ １ ３ 年 ， 河南省 已投入使用 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也 ６８２ 个 ， 其 中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中瓜 （站 ） ３ ３ １ 个 ，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中

也 （站 ） ３ ５ １ 个 ， 日均服务老年人 １ 万多人 。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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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丄 ２ 社区养老服务

■

由上文可知 ， 当前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形式有五保分散供养 、 老年活动 中也

和老年协会等兰种形式 。 由于农村老年活动中屯的数据不可获 ， 下面主要分析五保分

散供养和老年协会的供给现状 。

第
一

， 五保分散供养

五保分散供养的人数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１ ５ ５ ． ５ 万人 ， 上升到 ２０ １ ３ 年的 ３ ５３ ． ８ 方人 ， 年

增长率在 ２００６ 年达到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３ 年间最高 ， 为 ６６ ． ９３％ ， 其后保持平缓增长 。 ２０ １ ３ 年

农村五保分散供养的标准是 ３４９ ８ ． ５ 元 ／人 、 年 ， 平均支 出水平是 ２ ７２４ ． ３ 元 ／人 、 年 ， 共

支出救济费 ９７ ． ６ 亿元 。

第二 ， 老年协会

２０ １ ４ 年底 ， 全国 己建成基层老年协会 ４９ 乃个 ， 覆盖率达到 ７４％ ， 浙江 、 山 东 、

宁夏 、 厦 口 、 宁波等省 （ 区 、 市 ） 基层老年协会覆盖率超过 ９５％ 。 同 时 ， 各地政府和

基层 自 治委员会通过经费补贴 、 彩票公益金资助 、 政府购买服务及扶持创收项 目 等多

种方式 ， 不断加大对基层老年协会场所建设和经费支持力度 。

＂

十二五
＂

期间 ， 全国

城镇社区的老年协会争取达到 ９ ５％ Ｌ：Ａ上 ， 农村社区达到 ８０％ Ｌ义上 ， 耍新建老年协会

１ ５ 万个 ， 实现广覆盖的 目 标 。

相对农村基本处于试点和探索期不 同 ，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较快 ， 出现了指向

中 高端老年需求群体的大型养老社区 。 表 ３
－

３ 概括 了部分高端养老社区的建设情况 。

巧 Ｗ看到 ， 高端养老社区
一

半分布在环境宜居的二Ｈ线城市 ， 也有分布在经济发达的

城市 中 。 除 了提化优越的居住设施和全方位的服务外 ， 生态养老也是
一

大特色 。 目前 ，

城市养老社区主耍里现 出
＂

会员制医养综合体
＂

和
＂

养化 固 的地
＂

等模式 。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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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３ 部分高端养老社区建设情况



Ｔａｂ ｌｅ３ －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ｈｉｇｈ
－

ｃ ｌａｓｓｏ ｌｄ－

ａｇ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地区项 目名称投资额
＾ 功能定位


￣￣

众安集团养生养老总用地面积约 ６ ． ３９万 建设中 国领先的集治疗、 康复 、 保健 、 养生 、 家政 、 教育 、

医疗综合性社区平方米体闲 、 社区商化于
一

体的居住社区和综合性医疗机构

上海星堡中环养老社区总面积 Ｌ８ 万平方米 为老年人提供 自巧、 介护 、 介助
一

体化的居住设施和服务

重庆 重庆Ｈ担健康城８０ 亿元总面积 ３ ０００ 亩居家养老健康生态城

唐山
；

５０ 亿元 定鶴端 ， 综合服务

＂

长青城
＂

生态３ ． １ ５８？主要包含养老居住区 、 生活酷套用房 、 室外健身 公园 Ｗ及

养老基地亿元配套的道路 、 供水 、 供电等基础设施

＋巧 ４
＜＾么化

一

个集生活厢料 、 医疗护理 、 康复 、 精神慰籍 、 医疗保健 、

ｉｍｍｍ．４８ ＾元６地 围 ＊休 旅游 ＇ 她娱乐
＇

法律ｓ询等师ｗ大ａ综合性．养

老服务社区

提供保障终老的生活支持系统 ， 集家庭 、 机构 、 社会等服

老庆样阳光社区规划面积 说０ 余亩 务于
一

体 ， 按照节能 、 环保 、 低碳和无障碍 、 无污染 、 商

科技要求 ， 营造
＂

全生态养老社区
＂

。

．

幸曰 牛＊ ＢＨ ｉ ｈ 分为核也功能区 、 商业配套区 、 居住功能区兰大板块 ， 打

？苗Ｋ规划面积 １ ４〇〇 亩 造服务全国老年群体 、 满足老年人全方位养老需求的 国际

化巧老 、 养老示范杜区和全新的养老产业集聚区 。

＾琴潭
＂

栖息式
＂

社《 ｅ ｉ ｎｓＴ？： ｗ ＴＴ项 目 由养老居住区 、 功能配套区 、 综合商业配套区 ３ 个功

会化养老服务创新 能区組成 。 老年人可在 山水 间颐养天年 ， 享受
＂
一

站式
＂

示范项 目


养老 、 护理 、 医疗等服务 。



注 ： 资料来源 ： 北京师范大学 中 国公益院养老研究中也数据库

３Ａ １ ． ３ 机构养老服务

按照 《 中 国 民政统计年鉴 》 的统计 口径 ，

＂

养老服务机构
＂

该词 出现于 ２００８ 年

统计年鉴中 ， ２００８ 年前统计的是福利性收养单位 ， 农村确切指五保供养福利机构 。 ２００８

年至今 ， 养老服务机构是包括企业、 行政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兰种性质的提供

住宿的社会服务化构 ， 归属于老年人与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 ， 不包括社会福利院 、 光

荣院 、 荣誉军人康复医院 、 复员军人疗养院 、 军休所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

第
一

， 机构数量

从图 ３
－

１ 可Ｗ看到 ， ２００４￣２０ １ ３ 年 ，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总体平缓上升 ，

除了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 １ ３ 年出现负増长 。 十年内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共增加 ４２４７ 个 ， 年

均增长率为 ２ ．０６％ 。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Ｗ年均 １ ０％的速度在快速増加 。 经过 ２００８ 年的回落

后 ， ２００９
？２０ １ ２ 年Ｗ年均 ２％的增长率平稳增加 ， ２０ １ ３ 年再次回豁 増长率为 －７ ．７５％ 。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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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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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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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Ｍ／Ｍ ■■ 圓
－

５ ． ００％

１ ００００

■ 瞧 ■■ ■
—

■阳
５０００ 圍 

一

Ｉ 歷
＾

‘

—Ｂ ■ ■ ‘

叫

０— —
１＾１  Ｊ＿＿ｍ Ｉ ■Ｂ Ｉ ＨＵ １＿ ＿＿ Ｉ ＿ＩＨ Ｉ—Ｈ —

－２０ ． ００％

２ ０ ０ ４ ２ ０ ０ 日２ ０ ０ ６２ ０ ０ ７２ ０ ０ ８２ ００ ９２ ０ １ ０２ 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

■Ｉ■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个数 （个 ）一－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増长率 （ ％ ）

图 ３
－

 １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３ 年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及增长率
Ｆ ｉｇｕ ｒｅ ３

－

１Ａｍｏｕｎ ｔ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ｏｆ ｍ ｉ

＊

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４化 ２０ １ ３

注 ： 数据来源 ： ２００５？２０ １ ４ 年 中 国 民政统计年鉴

第二 ， 床位数和收养救助人数

从図 ３
－

２ 可 Ｗ看到 ，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３ 年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数
一

直呈递增的趋

势 。 与养老服务机构增长情形相似 ， 床位的增长率在 ２００７ 年前达 １ ５％＾上 ， ２００ ７ 年

后增长放缓 ， 保持在 ７ ． ５％左右 ， ２０ １ ３ 年下降为 ４ ． ６％ 。 床位的绝对数讀增速相对较快 ，

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７ ． ５ 方张增加到 ２０ １ ３ 年的 ２７２ ． ９ 方张 ， 增加超过 ３ 倍 。 ２０ １ ３ 年我国每千

老年人 口拥有的养老床位数为 ２４ ． ３ ９ 张 。 与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５
）

》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１

］
６０ 号 ） 提出 的

＂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３ ０ 张
＂

的 目 标要

求差距不大 ， 但与
一

般发展中 国家的 ５０ 张 ， 发泣国家的 ６０
￣

７０ 张相差甚大 。 尽管如

此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利用率保持在 ８ ０％左右 ， ２０ １ ３ 年更是下降到 ５ ２ ． ８％ ， 机

构床位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 同时存在 。

５ ７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蕭求与发展路径研究


３００


Ｉ

７０ ． ００％

■ 

６０ ． ００％

．
Ｅ

２ ００ ４２ ００ ５２ ０ ０ ６２ ０ ０ ７２ ０ ０ ８２ ０ ０９２ ０ １ ０２ ０ １ １２ ０ １ ３２ ０ １ ３

［
ｌ
ｉ—■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 （万张 ）

——农村养老服务巧构床位数病兵圣 （ ％ ） Ｉ

图 ３
－

２２００４
－２０ １ ３ 年巧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数及増长率

巧复１１巧３
－２Ａｍｏｕｎ ｔ ａｎｄ

ｇ 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 ｂｅｄｓ ｏｆ ｒｕ ｉ

＊

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ｉ 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ｔｏ２０ １ ３

注 ： 数据来源 ： ２０ ０ ５ －

２ ０ １ ４ 年 中 国民政统计年鉴

收养救助的人数也
一

直保持增加 的趋势 ， ２００４￣２０ １ ３ 年间增加 ３ 倍 ， ２０ １ ３ 年收养

救助人数达到 ２０ １ ．２ 万人 ， 增速下降 （ 图 ２ －

３ ） 。 收救人数增长峰值 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 ， 究

其原因是 ２００６ 年国家重新修订的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 明确规定 ， 五保集中供

养标准为
＂

不得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 并根据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

适时调整
＂

， 并且供养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预算 。 稳定的资金来源促使五保集中

供养率提离 ， 导致机构收救人数的剧增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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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
 Ｉ

０． ７

Ｉ？■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收救人数 （万人 ；
＞ Ｉ

Ｉ――农村养老服务化扬收教人数巧长巧 ＜ ％ ） Ｉ

Ｉｔｆｆ
：：

２ ０ ０ ４２ ０ ０ ５２ ０ ０ ６２ ０ ０ ７２ ０ ０ ８２ ０ ０ ９２ ０ １ ０２ ０ １ Ｊ２ 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

图 ３
－

３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３ 年巧村养老服务机构收救人数及增长率

巧这口化 ３
－

３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ｐ ｅｒｓｏｎ ｓ ｉｎｒｕｒａ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 ｎ ｓｆｒｏｍ２ ０ ０４ ｔ ；ｏ２０ １ ３

注 ： 数据来源 ： ２ ００ ５ －２０ １ ４ 年 中 国 民政统计年鉴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０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巧 ；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４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第Ｈ ， 财政支 出

用五保集中供养财政支出大致衡量农村机构养老服务的财政支出 。 五保供养是农

村社会救助支出 的主要方面 ， 而且五保老年人人数 占五保供养人数的 ９０％Ｗ上 。

从各级财政支 出总量看 ， 各级财政对农村五保集中供养资金从 ２００ ８ 年的 ３ ０ ． ２ 亿

元增加至 ２０ １ ３ 年的 ７４ ． ７ 亿元 ， 其年均增长率 （ １ ９ ．９ ８％ ） 超过社会服务经费
？
的增长ｉ

（ １ ５ ． ０３％ ） 。 从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和平均支 出水平看 ， 两者都有大幅度的上升 。

２００６
￣

２０ １ ３ 年 ， 五保集中供养的标准上升 了１ ９ １ ３ ． ２％ 。 ２０ １ ３ 年的支出水平比 ２００ ８ 年

上升 了％％（ 表 ３
－４ ） 。 五保集 中供养的支 出 水平高于 当年农村低保平均支 出水平

（ １ ３ ９３ ． ５元／人 、 年 ） 。

表 ３
－

４２００６
￣２０ １ ３ 年农村五保集 中供养财政支出情况



Ｔａｂ ｌ ｅ３
－４Ｅｘｐｅｎ出 １ ：ｕ ｒｅｏｆ ｒｕｒａ ｌＷｕｂａｏ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ｓ ｕ 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２ ００６化 ２０ １ ３



年份 ２０ 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 ０ ０９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 ０ １ ３

农村集中供养五保救济费 （亿元／年 ） ３＾＾４Ｔ７５ ５４＾７４ ． ７

农村集中 
ｔ

常气
保》平桃示准

誦 ．２ １ ９５ ３２ １ ７６ ．

２ ５ ８７ ． ４９２９ ５ １ ． ５３ ３ ９９ ．

４０６０ ． ９４６ ８ ５ ．

（ 兀 ／人 、 年 ） １ ７ ０

农機 中供
若

１ ；

＾

救
實严

支 化水平
／ ／２０ ５ ５ ．

誦
３ ０ ８ １ ．

 ３４９６ ．６４０７８ ．



（兀 ／人 、 年 ）



７


９


３

￣

注 ： 数据来源 ： ２００７
－２０ １ ４ 年 中 国民政统计年鉴

？
按照 中 国 民政统计年鉴的统计 口径 ， 社会服务经巧包括抚恤 、 退役巧嵩 、 社会福利 、 化保 、 社会救济 、

，對退休

费和社会救助经 巧 。 农村五保供养巧于化会救助经巧丈 出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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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 从业人员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职工的总量缓慢上升 （ 图 ３
－４ ） ， 但是收救人员 同 比增加 ， 收

救人员与职工数量比为 １ ０００ ：８ １ ． ５ ， 意味着
一

名职工要照顾 １ ２ －

１ ３ 位入住的老年人 ，

工作量非常大 。

化 ８２

２ ０ ０９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３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职工 （万人 ）
一

＊一 每千收救人员拥有职王数 （ 人 ）

图 ３
－ ４２ ００ ９

？

２ ０ １ ３ 年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职工数量情况
巧
客１１化 ３

－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化ｅｗｏ ｒｋｅ ｒｓｏｆ ｒｕ ｒａ ｌ ｏ ｌｄ
－

ａ
ｇｅｓｅｒｖ ｉ ｃ ｅ ｉ ｎ ｓ ｔ ｉ ｔ山 ｉｏ ｎ 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化２０ １ ３

注 ： 数据来源 ： ２０ １ ０ －２０Ｍ 年 中 国 民政统计年鉴

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 ， 国家对社会福利 、 社会救助 、 社会慈善 、 残障康复 、 优

抚安置 、 卫生服务 、 青少年服务 、 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 口性社会服务的

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水平评价制度 ， 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
一

规划 。 如果说养老护理员侧重于老年人的生理 ， 那么社工侧重于老年人的必理和精神 ，

并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 ， 而志愿者属于补充力量 。 表 ３ －

５ 显示 ， 分布在养老服务机构

中 的 （助理 ） 社会工作师数量少且城乡发展不平衡 。 （助理 ） 社会工作师的增长率均

保持在 ２ ５％左右 ， 城市的增长速度高于农村 ， 其数量在 ２０ １ １ 年超过农村 。 ２０ １ ３ 年农

村养老服务机构中 的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的数量有略微的下降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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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５２００８
￣２０ １ ３ 年城乡养老服务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拥有的 （助理 ） 社会工作师数量 （人 ）

Ｔａｂ Ｉｅ３
－

５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
ａｓｓ ｉ ｓｔａｎｔ

）
ｓｏｃ 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ｏｒ  ｉｎｓｏｃ ｉａｌ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 ｓ 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ｔｏ２０ １ ３
（ｐｅｒｓｏｎ

）


－

＾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

城市养老服务机构中社会工作师６４巧４４６０ ３ ５６ ５００６的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中社会工作师 ２８ ５ ３９２６９５巧６ ３ ８ ８ ３ ８３

社会服务机构中社会工作师 ３ １ ４４ ７３６０ ９９０ １ １ ０７５０ １ ７ １ ０ １２ １ ９ １ ７

城市养老服务机构中助理社会了作师 １ ７６４７ １４７２６化６７０ ７ １ ２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中助理社会工作师２ ３ ８４ １ ７５ １ ８６７５４４４４２９

社会服务机构中助理杜会工作师 １ ７ ５ ７４２４８４９２４７００巧６６３３ ６４３ ６４３ ３０ １

注 ： 数据来源 ： ２００９ －２０ １ ４ 年 中 国民政统计年鉴

第四 ， 收费情况

受数据所限 ， 这里用全国 的数据大致衡量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收费 。 养老机构的

收费因其性质和提供的服务而异 。 敬老院和福利院因其福利性 ， 且绝大多数不能提

康复治疗等复杂的医疗照料服务而收费最低 。 敬老院和福利院收费在 １ ０００ 元／月 Ｗ下

的分别 占各 自 总量的 ９９ ． １ ９％和 ９７ ． ８６％
； 疗养院 Ｗ帮助病人恢复健康为 目 的 ， 在各类

机构养老服务中收费最高 。 总体看来 ， 我国机构养老服务的价格集中在 ５ ００
？

９９９ 元／

月 ， 较髙的收费和较低的收费占 比很少 （见表 ３
－

６ ） 。

表 ３
－ ６ 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收费情况 （％ ）



Ｔａｂ ｌｅ３
－６ Ｃｈａｒｇｅｏｆ 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ｓ ｔ ｉ ｔ山 ｉｏｎｓ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

）


月 收巧敬老院福利院巧养院老年公寓其他合计

Ｓ ＯＯ ｔｃＷＴ化 ５８ １ ． ８０ ８ ．０６ ７ ． ５ １ ５ ． ０６ ２ ． ０５

５００－

９９９＾９８ ．６ １９６ ． ０６ ５４ ．０３ ８ １ ． ３２ ９０ ． ９９ ９５ ． ５ ３

１ ０００－ １ ９９９ ７Ｕ化 ５ ７化９２ ９ ． ６８ ８ ． ５０ ２ ． ８３ ２ ． ０ １

２０００
－

２９９９ ＾化０８化３９ ８ ． ８７ １ ． ２８ ０ ． ４０ ０ ． １ ８

３ ０００
－４９９９ ＾化０９化 ８ ． ８７ ０ ． ５８ ０ ． ３ ４ ０ ． Ｕ

５０００ 元 ：及化０７０ ．巧 １ ０ ．４８ ０ ． ８ １ ０ ． ３７ ０ ． １ ３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养老网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ｙａｎｇｌａｏ ．ｃｏｍ ．ｃｎ／ｒｅｓｔｈｏｍｅ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１ ４ 日 的全国

（ 包括港澳台地区 ） ２２８６７ 个登记在网的养老院数据 ，
ｌｉｔ最低收费额为标准整理 。

综上 ， 从宏观上看 ，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 居

家养老服务逐步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 ， 而
一

些经济发达地区 ， 如上海早在 ２００６ 年实现

了城乡全覆盖 。 ２００４－２０ １ ２ 年 ， 五保分散供养人数増加 了１ ． ３２ 倍 ， ２０ １ ２ 年其平均支出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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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是农村低保的 １ ．７９ 倍。 机构养老服务的数量 、 床位数 、 收养救助人数 、 财政支持 、

职工人数皇平缓上升 。 但是 ， 在 ２０ １ ３ 年增长速度放慢 ， 甚至出现机构数和社会工作

师数量的下降 。 养老机构收费集中在 １ ０００ 元／月 Ｗ下 ， 但收费在 ５０００ 元及Ｗ上／月 的

疗养院也不在少数 。

３ ．４ ．２ 基于微观数据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现状分析

本节主要利用微观数据考察广大农村老年人获得社会养老服务的情况 ， 并通过城

乡对比分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现状 。 微观分析较之宏观分析的优点有 ： （ １ ） 侧重从

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的角度衡量其供给情况 ， 能更恰当地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绩效作

出评价 。 （ ２ ） 可Ｗ得到广大老年人获得社会养老服务的情况 ， 而不仅限于五保老人 。

微观数据来源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１
－２０口 ） 中 的家户数据和社区数据 。 按照本节的研

究 目 的 ， 删除了家户数据中 ４５ －５９ 岁 的样本 ， 获得 ７６６０ 个 ６０ 岁 Ｗ上老年人样本 。 社

区数据包含了２８ 个 内 陆省市 （不包括西藏和宁夏 ） 的 ４５０ 个化区数据 ， 其中城市社

区 ２ １ ３ 个 ， 农村社区 巧 ７ 个
？

， 东中西部分别有 １ ６ １ 、 １ ４７ 和 １４ １ 个社区 ， 样本的地区

和城乡分布均衡 。

３ ．４ ．２ ． １ 农村老年人获得社会养老服务的情况

首先 ， 农村老年人获得的 日常生活照辑来 自社会照料的 比例不到 ２％ ， 杜会照料

所起作用十分有限 （见表 ３ －７ ） 。 城乡老年人都是主要依靠家庭获得 日 常生活照料 ， 城

乡差异很小 。 但是 ， 城市的社会照料比例比农村高 ４ 个亩分点 ， 可减轻家庭照料的负

担 ， 提离了城市老年人获得照料的可能性 ， 城市无人照料的老年人比农村低 ３ ．６ 个百

分点 。

表 ３ － ７ 老年人获得的 曰常生活照料类型 （％ ）



Ｔａｂｌｅ３
－７Ｔｙｐｅｏｆ ｄａｉ ｌｙ

ｌ ｉｆｅ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ｏｂｔａ ｉｎｅｄ（ ％ ）




照料类型
＾农村合计

家庭照料化８２拍．７４ ８３ ．７６

社会照料 ５ ． ５ １ １ ． ９９ ２ ．５４

无人照料 １ ０ ．６６ １ ４ ．２７口．７０

合计
＾ ＾ １ ００

注 ： 资料来瓶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２０ １ ２

）数据整理

其次 ， 农村老年人可通过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 表 ３
－

８ 显示 ， 农

村老年人的非正式社会资本 ， 邻居 、 朋友比城市老人丰富 ， 农村老年人获得更多的来

自朋友 、 邻居的慰籍 ， 城乡差异明显 。 社会参与也需要设施和场所 ， 城市的老年福利

？
城市社区指主城区 、 城乡结合区 、 镇中也区 、 镇乡 结合区和時殊区域 ， 农村社区指乡 中屯、区和村庄 。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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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第Ｈ方资源 （如培训班 、 社区活动室 、 公园 ） 比农村丰富 ， 城市老年人获得更

多的福利性质的服务 。 尽管如此 ， 城市老年人利用福利资源和第兰方资源的 占比也十

分小 。

表 ３
－

８ 老年人社交活动的城 乡 比较 （％ ）

Ｔａｂ ｌｅ３
－

８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 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ｓｏｃ ｉａ ｌａｃｔ ｉｖ ｉｔ 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 ｉ ｔｙ
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ｄｅ（％ ）

社交活动
＾ ＾合计

串 口 、 跟朋友交往

有 ２９ ． ８６巧 ． ９８巧．０５

无 ７０ ． １ ４ ６６ ． ０２ ６６ ．９５

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

有 ０ ． １ ９ ０ ． ０９ ０ ． Ｈ

无 ９９ ． ８ １ ９９ ． ９ １ ９９ ． ８９

打麻将 、 下棋 、 打牌 、 去社区活动室
‘

有 ２ １ ．４８ １ ４ ． １ ４ １ ５ ． ８ １

无 ７８ ． ５ ２ ８５ ． ８６ ８４ ． １ ９

去公园或者其他场所跳舞 、 健身 、 练气功等

有
＊

 ２３ ． ０３ １ ．９３ ６ ． ７２

无 ７６ ．９７ ９８ ． ０７ ９３ ． ２ ８

参加社团组织活动

有 ３ ． ９ ！ ０ ． ７８ ０ ．４ １

无％ ． ０９ ９９ ．２２ ９９ ． ５９

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

有 ０ ． ９９ ０ ． ２４ ０ ． ２４

无


９＾９９ ． ７６


９乂７６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
）数据整理

３Ａ２ ．２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和没施情况

就农村而言 ， 农村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为老服务设施拥有率较低 （低于 ２０％ ） 。

除了养老院和敬老院 ， 其他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为老服务设施的分布呈 自 东 向西依次

递减的规律 （见表 ３
－９ ） 。 可能说明 了 ， 在经济落后地区 ， 国家更关注传统社会养老服

务机构的建设 ， 加之落后地区的农村老年人对娱乐健身的需求弹性大 ， 新型的社会养

老服务形式 ， 如老年活动中也 ， 没有引起重视 。

就城乡对比而言 ， （ １ ） 除了敬老院外 ， 农村的养老服务机构和为老服务设施的普

及程度普遍远远不及城市 。 在
一

些低端或者需要经费较少的机构和设施上 ， 城乡 间的

差距要小 。 如篮球场 、 兵巧球桌的普及率 ， 城市分别是农村的 １ ．３ 倍和 ２ ．０５ 倍 ； 在
一

些高端或者需要经费较多的机构和设施上与城市相差大 ， 如协助老弱病残的组织普及

率相差 ４ 倍 （见表 ３ －９ ） 。 （ ２ ） 城乡养老服务机构和为老服务设施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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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社区 ／村集体经济 ， 其他来源 （包括个人 、 市场 、 第Ｈ

方 ） 很少 。 上级政府主要负责基本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建设 ， 集体经济
一

般负责投

入少 、 产出高的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 。 城市获得上级政府补贴的为老项 目 多于农

村 （见表 ３ －

１ ０ ） 。

一

些新型的养老服务组织形式 ， 如最近推广的居家养老服务站 ， 已经在各市铺开 ，

但是 ， 只有 ３ ． ３ ８％的农村有居家养老服务站 ， 并且利用率很低 。 其中 ， １ ／８ 的农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的利用人数为
＂

０
＂

， 始 ． ５０％的利用人数在 １ ００ 人Ｗ下 ， 只有 ２５ ．００％的

巧用人数在 １ ００ 人Ｗ上 。 再如城市社区开始建设集娱乐 、 保健 、 医疗服务于
一

体的老

年保健服务中也 。 在 ２ １ ３ 个城市社区中 ， ３ ８ 个建成老年保健服务中也 ， 绝大部分无需

付费使用 。 而最常见的社会养老服务方式么
￣

， 雇佣保拇在家照料老人 ， 同样是城市

的 比例远离于农村 。 城市社区 中有 拍．７５％的社区有家庭雇佣保姆 ， 农村社区只有

８ ．００％的社区有家庭雇佣保姆 。

表 ３
－ ９ 我国城乡社区有养老服务机构和为老服务设施的情况 （％ ）

Ｔａｂ ｌｅ３
－９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ｆａｄ ｌ ｉ 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打ｉｔ ｉｅｓｏｆ ｃ 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ｄｅｓ（％ ）

养老服务机构和合计
＾ ＾西部

为Ｓ服务 ？设施


城市 农村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材 城市 农村

书画协会 ２２ ． １ ７０ ． ８５ １ ９ ．５ １ １ ．３２２０ ．５５ １ ．３ ５２８ ．５７０ ．００

舞蹈队或者其他锻炼队６４ ．６２ １ ６ ． １ ７ ５６ ． １ ０ １ ８ ． １ ８６８ ．４９ １ ７ ． ８ １７ １ ．４３ １ ２ ． ９４

协助老弱病残的组织 ６３胞 １ ５ ．６８６４ ．６３化９７化 ９４ １ ０ ．８ １６７ ． ８６ １ ０ ．巧

就业服务中也 ５ ２ ．３６５ ． ５ １４６ ．３４９ ．０９５４ ．７９ １ ． ３ ５５７ ． １ ４５ ． ８８

老年活动中也 ６２ ．９ １２０ ． ７６６５ ．０６２９ ． ８７６３ ．０ １２０ ．２７５８ ．９３ １ ２ ．９４

老年协会 ５ １ ． １ ７ １ ７ ． ５２ ５ ５ ．４２３ １ ． ５８４２ ．４７ １ ２ ． １ ６２８ ．９７２４ ．２４

养老院 １ ９ ． ３ ４３ ． ８ １８ ． ５４２ ．６０３ １ ．５ １２ ．７０ １ ９ ．６４５ ． ８８

敬老院 ５ ． 巧２ １ ．４３８ ．９７化２５片７６３０ ． １ ４５ ． ８ ８２５ ． ００

篮球场 ５０ ． ７０３ ６ ． ８６５０ ．６０５０ ． ６５似．８４２５ ． ６８５ ８ ．９３３４ ． １ ２

游泳池 ９ ．４３０ ．４２ １ ２ ．２０ １ ． ３０氏８５０ ． ００８ ．９３０ ． ００

露天健身器材 如 ．３ ８ １ ５ ．６８６６ ．２７３ ３ ．７７６ １ ． １ １ １ ０ ．８ １２５ ．４５９ ．６８

棋牌活动室 ６４ ． ９３２２ ．０３６７ ．４７３ １ ． １ ７６ １ ． １ １２２ ．９７的．４５ １ ２ ．９４

兵丐球桌Ｗ．３４２７ ．５４６０ ．２４３ ６ ．３６５０ ．姑２８ ．３８５７ ． １ ４ １ ８ ．拍

兵丐球室 ４５ ．０７９ ． ７５５ ３ ．０ １２０ ．７８３ ８ ．３６６ ． ７６４ １ ．０７２ ． ３ ５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２
）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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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０ 我国城乡养老服务机构和为老服务设施发起和投资情况
Ｔａｂ ｌｅ３

－

１ ０Ｉｎｉｔ 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 ｌｄ －

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ａｃ化 ｔ ｉｅｓ 化 ｃ ｉｔ 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ｄｅｓ

养老服务机构和发起者 （众值 ）



主要投资人 （众值 ）

为老服务设施城市农村城市农村

侧协会社区±级政府 、 村、 村Ｋ社区

舞蹈队或者其他锻炼队社区居民村 民社区居 民村民

协助老弱病残的组织杜区村上级政府村

就业服务中也上级政府上级政府上级政府上级政府

老年活动中也社区材社区村

老年协会上级政府上级政府社区村

养老院上级政府上级政府上级政府上级政府

篮球场上级政府村上级政府上级政府

游泳池其他其他或村其他其他

巧天健身器材上级政府村民上级政府村

棋牌活动室化区村社区村

兵巧球桌社区上级政府和村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和村

兵马巧室


？


上级政府上级政府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口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鄉据整理

３ ． ５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

在前四节的基础上 ， 本节总结 了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如下问题 ：

１ 、 服务模式的分割性 。 首先 ， 当前农村普遍老年人获得的主要是家庭养老服务 ，

五保老人Ｗ政府集中供养为主 。 由于缺乏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 ， 许多五保老人

无法选择居家养老 ， 而只能入住敬老院 。

一

些有家人的空巢老人却无法入住公办养老

院 ； 其次 ， 无论是化构养老服务还是社区养老服务 ， 均对服务对象有严格的限制 ， 只

限于本村范围 内 的老年人享受 ； 再次 ， 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两大平台存在政策分割 ，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只能在社区服务中使用 ， 而对养老服务机构则采取运营补贴的方式

间接补贴入住老人 。 这种政策设计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是
一

个连

续的过程 ， 开始需要居家养老服务 ， 可能最后才需要机构养老服务 ， 居家养老服务起

到
一

个预防和保健的作用 。 社会养老服务的分割性使得有需要的农村老年人无法 自 主

选择合适的养老服务 。

２ 、 服务市场化严重不足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只见政府 ， 不见市场 。 政府既是提

供者也是筹资者更是监管者 ， 介入过多 ， 既会造成资源浪费 ， 也偏离了老年人的需求 。

Ｗ 国外的经验来看 ， 政府不再直接举办养老机构 ， 而是交给社会姐织和市场去办 。 政

府的责任是为 困难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养老服务 ， 起
＂

兜底
＂

的作用 。 实际上 ， 就满足

需求而言 ， 市场才是公认的最有效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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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养老服务 行政化的方式 自上而下提供 。 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己于

２０ １ ３ 年 由 民政部制定并下发 ， 但各省市基本没有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 。 各地政策制定

的滞后和脱节 ， 导致老年人的基本需求表达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 养老服务的供给仍然

主要采用 自 上而下的体制 。 各省市缺乏养老服务评估方案 ， 忽视老年人的话语权 ， 对

不 同老年人的需求分析不细致 ， 不利于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 。

４ 、 服务人员不足 ， 且综合素质偏低 ， 稳定性弱 。 养老服务的劳动强度大 、 时间

长 ， 收入和职业地位相对较低 ， 造成服务人员不足 ， 流动性大 。 加之人力 资源管理制

度滞后 ，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 致使专业护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流失 。 农村养老服

务人员只能就近招聘年龄较大的农 民或下 岗工人 。 许多招聘来的人员文化程度不高 ，

大部分没有经过专业知识的培训 ， 还需耍边干边学 ， 更谈不上开展专业护理工作 ，

一

来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对护理 、 文化娱乐 、 法律援助等的需求 ，
二来导致许多养老机

构只能接受能 自 理的老年人 ， 出现福利反导 向现象 。

５ 、 服务政策与管理体制上的不规范 、 粗礎性和碎片化 。 如 ， 实施方案没有进
一

步设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最低服务标准 ， 不利于政府评估购买的服务 ， 并根据服务的质

量确定是否付费 、 付费多少 ， 从而不利于推动服务的专业化 ， 保证服务的质量 。 又如 ，

从拿地 、 建设到运营 ，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 民办养老机构享受的优惠政策各地尚无明确

规定 ， 不能对养老机构进行分类管理 。 再如 ， 专 口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

等服务的设施 占用±地可确定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 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 而

市场运作的商业性设施 占用王地尚无归属类别 ， 且可获得性与价格优势都十分缺乏 。

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的缺陷将大大影响和阻碍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

６ 、 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 。 尽管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水平并不与地方经济发展

水平完全重合 ， 但是
一

般而言 ， 经济发达省份的发展水平高 ， 发展速度快 ， 同样的差

距也存在于城乡么间 。 实际上 ， 区域间和城乡 间 的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要是
一

致

的 。 社会养老服务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 ， 剥夺 了农村老年人享受均等的养老服务的

权利 。

Ｗ上六个方面的 问题 ， 表现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绩效差 。 农村老年人 口数量

逐年增加 ， 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如养老院 、 居家养老服务站等的利用率低 。 ３ ． ３ ８％

的农村社区有居家养老服务站 ， 其利用率为 ８７ ． ５％ 。 农村每千老年人拥有各类养老机

构床位数与规划 目 标还有
一

定差距 ， 但 ２０ １ ３ 年养老机构的床位利用率下降到 ５ ２ ． ８％ 。

同时 由上文可知 ， 有 ８ ３ ． ７４％的农村老年人 由家庭照料 ， 有 １ ４ ．２７％的没有获得任何照

料 ， 而只有 １ ． ９９％的 由社会养老服务提供照料 。 可见 ， 农村老年人不是没有养老服务

需要 ， 而是难 Ｗ转化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这里固然有供给质量 、 供给不足的 问题 ，

但随着各类政策措施的 出 台 ， 对养老服务的重视和投资建设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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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更重要是混淆了老年人的客观需要和现实需求 ， 忽视了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

务的意愿和支付能力 。 客观需要使国家不断增加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建设力度 ， 现实需

求不足则使
一

些服务设施难 Ｗ得到充分利用 ，

一

些服务项 目无人问津 。 需求实际上涉

及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和支付能力 。

一

方面 ， 家庭养老是我国根深蒂固

的文化传统 ， 尤其是在相对落后 、 封闭 的农村地区 ， 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不得不认真考

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 怎样的农村老年人需要怎样的社会养老服务 ， 与怎样的农村老

年人可能接受社会养老服务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 另
一

方面 ， 即使农村老年人有社

会养老服务意愿 ， 如果缺乏支付能力 ， 老年人仍然得不到除家庭无偿服务外的社会服

务 ， 社会养老服务也因亏损不能持续发展 。 这种情况在经济收入偏低的农村地区尤甚 。

３ ． ６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考察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历程 、 社会养老服务相关政策 、 供给模式和现

状 ， 总结 了我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概况 、 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 。 当前农村 己经初

步按照 園 家 居《为基础 、 社区为依托 、 机构为支撑
＂

的框架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 ， 政府投入不断上升 ， 基础设施建设进
一

步加强 ， 但是 目 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模式

分割 、 服务市场发展迟缓 、 服务方式行政化 、 服务人员不足 、 政策缺陷 、 区域和城 乡

发展不平衡等 ， 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成效尚不明显 ， 供需矛盾突出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研究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了解他们的需要 、 意愿

和支付能力 ， 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能够清晰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依据 、 目 标 、

服务 内 容 、 服义对象 、 供给形式 、 价格收费 ， 从而指明合适的发展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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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的实证分析
——

基于宏观数据巧 Ｃ １ ＩＡ ＲＬ Ｓ 数据


第四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的实证分析
——基于宏观数据和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

本章的 目 的是从人本主义视角 出发 ， Ｗ需要为逻辑起点 ， 说明哪些农村老年人需

要社会养老服务 。 为 了 阐述上述 问题 ， 本章从宏微观两个层面 ， 从农村人 口老龄化 、

健康状况方面选取指标 ， 客观评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 ， 然后结合家庭支持情

况 ， 分析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阐 明哪些农村老年人是社会养老服务的潜

在对象和主要服务对象 。 宏观层面上的分析是对社会养老服务需要的整体性研究 ， 微

观层面上的分析着重揭示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核必——照护服务的需要 。

４ ． １ 分析框架

人本主义需要理论认为 ， 作为老年人均有养老服务需要 。 而 由养老服务需要到社

会养老服务需耍有
一

定 的客观条件 。 即评估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的关键在

于 ，

一

是人 口分析 ，
二是养老服务需要 向社会养老服务需要发展的客观条件分析 。

首先 ， 人 口 分析 。 本文的第二章 曾论述 了 ， 基于人本主义视角 的叢耍理论认为 ，

每个人进入老年期后 ， 其在生理 、 也理 、 经济 、 文化和社会存在
一

种缺乏状态 。 面临

这种状态 ， 每
一

位老年人都会产生出养老服务需要 ， 区别仅在于不 同老年人需要养老

服务 内 容 、 程度的差异 。 因此 ， 评估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的关键是老年人 口数量 。

通过对农村老年人数最的分析和预测 ， 了解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要量 。

其次 ， 山养老服务祐要到化会养老服务需嬰的客观条件分化 包括 １ＴＦ两方面 ：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 的变化 。 老年人作为人生命周期的
…

个特殊阶段 ， 巧着与其

他阶段不同 的需要 。 其中 ， 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区别与其他年龄段的重耍特征 ， 也关系

到对养老服务中Ｈ大服务
——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 、 精神慰籍的不 同需要 。 健康状况

是评估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变化的
一

个关键指标 。 健康是
一

个复杂的概念 ， 其 内涵非

常丰富 ， 至少有两种含义 。 第
一

种是医学含义 ， 与疾病相对 ， 疾病是
一

种具有明确临

床症状的状况 ， 测量的指标主耍是也理和身体患病率 。 第二种是社会适应概念 。 该概

念侧重反映个人的社会角色的扮演能力 ，

＂

健康可 Ｗ理解为 已社会化的个人完成角色

和任务的能力处于最适当 的状态
＂ ？

， 通常与衰老 、 退休 、 无能 、 依赖联系在
一

起 ，

用社会活动能力测量 。 表 ４ －

１ 总结 了健康的两种含义和测量的指标 。 与养老服务需要

相联的健康概念也有医学和社会适应两种含义 。 但是 ， 送里的医学含义不是针对恃定

的疾病治疗 ， 而是为 了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的健康指导和康复 、 保健 、 护理等 ，

？
郭±征 ．社会保障学

［
Ｍ

］
．上海 ： 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０９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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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复护理服务相对。 社会适应含义与生活照料 、 稽神慰籍相对。

表 ４－

１ 健康的两种含义及其定义 ／测量指标



Ｔａｂｌｅ４
－

１Ｔｈｅ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ｄｅｆｉｎｉｔ ｉｏｎ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ＪＬ定Ｗ指标


医学概念

也理没有疾病临床症状

身体没有疾病临床症状

社会适应概念

机会

文化不利因素因为健康而造成的刻板印象

复原力健康的能力 ， 能承受压力 ， 生理上的储备

身体适应能力

活动的限制在身体活动上的移动 、 自我照顾 、 睡眠 、 语言能力

体能可精力充沛地完成活动而没有疲倦感

也理能力

情感也理上的态度与行为 ， 包括困难与安逸

认知警觉力 、 方向感 、 理解上的 困难

社会参与

整合度参与社区的情形

接触


与他人互动情形


注 ： 参考 ： 郭爱妹 ， 张戌凡 ．城乡空巢老年人的生存状巧与社会保障研究
［
Ｍ

］
． 广州 ： 中 山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１ ２９

家庭支持的变化 。 传统上 ，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是家庭内部的事 ， 家人是

老年服务的首属群体 。 随着家庭养老资源的减少和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的提高 ， 家庭

无法承担或独力承担老年服务的责任 ， 养老服务开始外部化。 通过对家庭支持弱化的

考察 ， 分离出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考察家庭支持倩况的参数有 ， 家庭养老服务

的人力资源和能力 。 家庭养老资源的多少
一

般用表示家庭养老资源的可得性的家庭人

口数和可及性的居住安排两个指标测量 。 家庭养老服务的能力指家人提供养老服务的

意愿 、 技术和时间等 。

综上所述 ， 本章Ｗ老年人 口数量、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支持为参数综合评估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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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基于宏观数据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４ ．２ ． １ 农村老年人的人 口数量

据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 ， ２０ １ ０ 年全国总人 口为 １ ３ ．４０ 亿 ， 老年人为 １ ．７９ 亿 ， 其中 ，

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分别为 化８０ 亿和 化９９ 亿。 农村人 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 ３ ．２９ 个百

分点 。 顶端老龄化是我国人 口老化的最大特点 。 从 １ ９５３ 年第
一

次人 口普查到 ２０ １ ０ 年

第六次人 口普查 ， 我国总人 口平均增速为 １ ．４７％ ， 而 ６０ 岁及Ｗ上老年人 曰平均增速达

到 ２ ． ５８％ ， ８０ 岁及Ｗ上的商龄老年人达到 ３ ．巧％ ， 高于世界高龄老人的年平均增速 ３ ．０％

和发达国家的 ２ ．０％ 。 可见 ， 我国人 口老龄化不是因为青少年数量减少导致老年人数量

相对増加的底部老龄化 ， 而是老年人 口数量绝对增加的顶端老龄化 。 同时 ， 农村人 口

向城镇迁移导致农村人 口构成的改变 ， 加深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 ， 也是城乡老龄

化倒置的主要原因 。 从建国到上世纪 ９０ 年代 ， 我国农村人 口绝对数量呈净增长趋势 ，

１ ９９０ 年后 ， 农村人 口 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加快 ， 农村人 口开始减少 。 据 ２０ １ １ 年中 国农

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 ， ２０ １ ０ 年扣除市辖区 内人户分离的流动人 口数量超过了２ ．２ 亿人 ，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了１ 亿 。 其中大部分流动人 口来 自 农村的青年劳动力 。 农户 中有 ２４ ． ５％

的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 。 外出就业Ｗ４０ 岁 Ｗ下的劳动力为主 ， 占外 出就业劳动力 的

７８ ． ３％ ， ５０ 岁 Ｗ上的只 占 ５ ．６％ 。

全国老龄委推算了我国城乡人 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 如图 ４ －

１ 所示 ， 农村老龄化

按照速度分为Ｈ个阶段 ， ２０ １ １
？２０２０ 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 ， ２０２ １

￣２０３ ５ 年是加速老龄

化阶段 ， ２０３６
￣２ １ ００ 年是髙位静止阶段 。 从第二个阶段开始 ， 城市老年人人 口数量明

显多于农村 ， 城市老龄化的发展速度高于农村 。 ２０３２ 年 ， 农村老年人 口达到峰值后开

始回落 ， 城市人 口老龄化程度于 ２０４５ 年赶超农村 。 换言么 ， 人 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

状况
一

直要延续到 ２０４５ 年前后 。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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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０
 Ｉ

４０ ．００％

３５騰

 １

＾■ 农村老年人 口 巧＿ ３ Ｓ ．
（ｍ＞

城镇老年人 口 数 １ 

Ａ３００００
—— 农村人 口老龄化Ｘ Ｘ，Ｗ ＼ＩＩＩＩＩ＾３０ ． ００％

＾ Ｉ

＊難人 口霉＇
Ｉ／ Ｉ

Ｅ ：

令：：：！ 卷 ｉ

ｐ旨

铺誠歷腳 Ｉｆ
片 ，

？

、
。沪 、

。
、

＼。
、

片 子
、

中
、

中
、

片 為 庐 皆 片 卢 中
、 袜 ？

ｖ
＊＊

＂

片
＊

＼＆ 护 於 袜 片
年汾

图 ４ －

１ ２０ １ ０￣２ １ ００ 年我国城 乡 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万人 ， ％ ）

Ｆ ｉｇｕｒｅ４
－

１Ｔｈｅ化ｎｄｏｆ  ｔｈｅａｇ 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ｐ
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 １ ０化 ２ １ ００ ｉ ｎＣｈ ｉｎａ（ ｍ ｉ ｌ ｌ ｉｏｎ

ｐ
ｅ ｒｓｏ ｎ

，
％ ）

注 ： 数据来源 ： 李本公 ． 中 国人 口 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 ［
Ｍ

］
．北京 ： 华龄 出 版社 ， ２ ００７ ：

１ １ ４ －

１ ２５ 、 １ ５ ０
－ 化 １

农村老年人人 口数量影响养老服务的需要总量 ， 人 口数量的分布意味着养老服务

供给的重点区域 ， 逸对规划各个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２０ １ ０ 年 ， 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呈现 自 东 向西逐渐下降的趋势 ， 东 、 中 、 西部地

区的老龄化平均水平分别为 １ ４ ． ８ ０％ 、 １ ４ ． ０３％和 １ ３ ． ３ １％ 。 全国 ３ １ 个省市的农村中 ， 除

海南 、 西藏 、 青海和新疆的农村没有达到老龄化标准外 ， 其余 ２７ 个省市农村均为老

年型人 口地区 。 其中农村人 口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均值 （ １ ４ ． ６６％ ） 的有 １ １ 个省市 ，

分别是迁宁 、 上海 、 江苏 、 渐江 、 安徽 、 山 东 、 湖北 、 湖南 、 广西 、 重庆 、 四川 （见

图 ４ －２ ） 。 １ １ 个省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两个西部省份重庆和 四川 的农村地区 ， 其次

才是江苏 、 还宁 、 上海送些经济发达地区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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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 ００％

 Ｉ



■ 各在市衣村老转化程巧 （ ％ ）、

２ ０ ． ００％


■


＊
 ＊１ ａ


［
ｒｔｔ

｜ ［
｜ ｜ ｜ ｜Ｉ

，ｉｒｒ

占翻删Ｉｒｔ
东部地区 中 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图 ４－

２２０ １ ０ 年各省市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 （ ％ ）

Ｆ ｉｇｕ ｒｅ４
－２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ｏｆ ｔｈｅａｇ ｉ ｎｇ

ｏｆ
ｐｏｐ

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ｅｖｅ ｒｙ
ｒｕ ｒａ ｌｒｅｇ ｉｏｎ ｉｎ２０ １ ０（％ ）

注 ： 数据来源 ： 中 国 ２０ １ ０ 年人 口普查资料 、 ２０ １ １ 年各省市统计年鉴 、 ２０ １ ２ 年甘肃统计年鉴 、 ２０ １ ２

年西藏统计年鉴 、 ２０ １ ２ 年河南统计年鉴 、 ２０ １ １ 年河北农村统计年鉴整理 ； 由于缺少 ２０ １ ０ 年上海

农村人 口数量的数据 ， 本图 中使用 的上海农村人 口数按照上海农村人 口 约 占上海全市人 口数量的

１ １％推算 。 ２００ 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 ， 上海农村人 □ 占上海全市人 □数的 １ ０ ． ９ １

〇
／〇 、 １ １ ． ３％ 。 人 □数量指常

住人 口 的数量 。

但是 ， 西部农村人 口老龄化的增速大于其他农村地区 。 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 ，

东部地区的常住人 口 占全国 ３ １ 个省市常住人 口 的 巧 ． ９８％ ， 中部 、 西部和东北地区各

占 ２６ ． ７６％ 、 ２７ ． ０４％和 ８ ． ２２％ 。 与第五次人 口 普查相 比 ， 东部人 口 比重提高 了２ ．４ １ 个

百分点 ， 其他Ｈ个地区的人 曰 比重都在下降 。 大量的农村人 口 ， 尤其程农村靑壮年１

口流入城市 ， 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 ， 加速 了 Ｗ西部农村为主流出地地区的人 口

老龄化 。

４ ．２ ．２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从总体上看 ， 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 。 ２０ １ ０ 年农村老年人 自评健康和基本健康

的 占 ７９ ． ７４％ ， 不健康但生活能 自理的 占 １ ６ ．９４％ ， 生活不能 自理的为 ３ ． ３２％ 。 高龄老

年人生活不能 自 理的 比例显著高于其它年龄组 。 自 评为健康的农村老年人 比例在

６０
￣

８４ 岁 间下降明显 ， 生活不能 自 理者的 比例在 ８４ 岁之后迅速提高 （ 图 ４－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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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３２０ １ ０ 年各年龄段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 ）

Ｆ ｉｇｕ ｉ

＇

ｅ４
－

３Ｔｈｅｈ ｅａ ｌ化 ｏ ｆ 化 ６ｒｕｒａ 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ｐ
ｅｏ

ｐ
ｌ ｅｂｙ 

ａｇｅ ｉｎ２０ １ ０
（
％

）

注 ： 数据来源 ： 中 国 ２０ １ ０ 年人 口普查资料

从城乡对比上看 ， 农村老年人的患病率低于城市 ， 但生活活动能力障碍率高于城

市 。 据 ２００８ 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 ， 老年人 口 的两周 患病率为 ４３ ． ２％（城市

５ ３ ．４％ ， 农村 ３ ７ ． ８％ ）
； 慢性病患病率为 ４３ ． ８％（城市为 扣 ．２％ ， 农村 ３ ８ ． ９％ ） 。 城市地

区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的前五位疾病依次是高血压 、 糖尿病 、 缺血性也脏病 、 脑血管

病 、 慢性阻塞性肺病 ； 农村地区前五位的依次是高血压 、 类风湿性关节炎 、 脑血管病 、

慢性阻塞性肺病 、 肠 胃炎 。 在失能方面 ， ４ ． ０％的老年人长期卧床 （城市 ３ ． ９％ ， 农村

４ ． １％ ）
；７ ． ３％的老年人很难听清楚 （城市 ６ ．４％ ， 农村 ７ ． ８％ ）

；１ ４ ． ５％的老年人说话有

困难 （城市 １ ３ ． ７％ ， 农村 １ ５ ． ０％ ）
；４ ． ３％的老年人视力存在极度困难 （城市 ３ ．４％ ， 农

村
４ ． ７％ ） 。

从农村地区 内 部看 ， 各省市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很大 ， 东部农村地区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 （ 图 ４ －４ ） 。 将 自评
＂

健康
＂

和
＂

基本健康
＂

看作健康状况 良巧的

话 ， 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良好的比例高于中部和西部 。 东部 １ １ 个省市中有

天津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福建 、 山东 、 广东共 ７ 个省市的健康农村老年人比例超过

８ ０％ ， 而中部 ８ 个省市 中江西 、 河南 ， 西部 １ ２ 个省市中广西 、 云南的 比例也超过 ８ ０％ 。

北京 、 内 蒙古 、 西藏 、 甘肃 、 青海有 １ ／４ 的农村老年人表示
＂

不健康
＂

或
＂

生活不能

自理
＂

。 自评生活不能 自理老年人的比例超过 ５％的省市只有北京和西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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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４２０ １ ０ 年各地 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 ）

Ｆ ｉｇｕ ｒｅ４
－４Ｔｈｅｈｅａ ｌ ｔ ｈｏｆ  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ｅ ｌｄｅ ｒ ｌｙｐ ｅｏｐ ｌ ｅｂｙ ｐ 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ｉｎ２０ １ ０

（
％

）

注 ： 数据来源 ： 中 国 ２０ １ ０ 年人 口普查资料

４ ．２ ． ３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

计划生育使我国农村人 口 不断下降 ， 家庭人 曰规模不断缩小 ， 平均家庭户规模从

１ ９９０ 年的 ４ ． ８ 人 ／户 ， 减少到 ２０ １ ２ 年的 ３ ． １ ９ 人／户 。 据 《 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

年鉴 》 数掘 ， 农村家庭户规模在 ３ 人及 Ｗ下的 占总户数 ６ １ ． １ ５％ ，４ 人的 占 １ ９ ． ６０％ ， ４

人及 Ｗ上的 占 １ ９ ． ２ ５％ 。 较之第六次人 口普查时 ， ３ 人及Ｗ下户 的 占 比上弁了４ ．２９ 个百

分点 。

随着家庭户规模的缩小 ， 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 ２０００ 年 ， 尽管与

子女 同住仍然是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方式 ， 但是纯老户 （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 ） 的 比例

也有 １ ／３ 。 城乡 的纯老户 比例相差不大 （城市 ３ ７ ． ３％ ， 农村 ３ ３ ． ９％ ） 。 到 了２０ １ ０ 年 ， 我

国有 ３０ ． ５ ９％的家庭为有老年人的家庭 ， 城乡 比例各为 ２５ ．４ ８％ 、 ３ ６ ． ０３％ 。 全国独居老

人户 占老人户 的 １ ４ ． ８４％ ， 城乡分别为 １ ５ ．０７％和 １ ４ ． ６６％ 。 与相似养老文化的 日本相 比 ，

我国纯老户 比例略低 。 ２０００ 年 日本的纯老户 占 ３ ９ ．７％ ， 据预测 ２０ １ ５ 年占 ４７ ． ０％ ， ２０２５

年占 ４７ ．７％（ 日本家庭计划国际合作组织 ， １ ９８９ ） 。

鉴于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女性偏 向 ， 这里还考察 了女性就业参与的情况 。

２０ １ ０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 ， 中 国女性的就业率远远离于世界 ５ ３％的平均水平 ， 是

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 国家之
一

。 ２０ １ ３ 年我国女性就业率为 ７３％ 。 据 中 国劳动统计年

鉴数据 ， ２０００ 年 Ｗ来 ， 登记求职人数中女性 占 比在 ４０％左右 ， 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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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比在 ３ ７％左右 ， 说明我国女性的就业意愿和实现率均较高 。 在工作时间上 ， 男女相

差无几 。 ２０ １ ３ 年城镇女性就业人员调查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４５ ． ５ 小时 ， 男性为 ４７ ． ５ 小

时 。 女性的高就业率很可能减少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的人力资源数量 。

４ ．２ ．４ 基于宏观数据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评估

１ 、 农村老年人 口数量与养老服务需耍量

２０ １ ０ 年我国农村老年人 曰数量达到 ０ ． ９９ 亿 ， 意味着 ０ ．９９ 亿农村老年人有养老服

务需要 。 根据农村老年人 口数量的增长率分阶段分析 ， ２ ０ １ １
？２０２０ 年是养老服务需耍

量快速增长阶段 ， ２ ０２ １
？２０ ３ ５ 年是加速増长阶段 ，

２０ ３ ６？２ １ ００ 年是下降阶段 。 ２０ ３ ５ 年

前后 ， 农村养老服务的需耍量达到顶峰 ， 然后开始逐渐下降 。 农村老年人 口 的老龄化

程度呈现 自 东 向西逐渐下降的趋势 ， 但是 ， 西部农村人 口老龄化的增速大于其他农村

地区 。 说明 了 ， 当前东 中部农村的养老服务需要量大 ， 并逐渐 向西部农村地区转移 。

２ 、 农村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弱化与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耍

农村老年人 口 的增长并不
一

定会增加社会养老服务对象的数量 ， 因 为家庭养老服

务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第
一

诉求对象 。 但是 ， 在农村人 口 的老龄化 、 家庭养老的弱化 、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提高的大背景下 ， 每
一

位农村老年人都会有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都有成为社会养老服务客体的可能 。

一

方面 ， 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的多样化 、 专业化 、 常态化使得家庭养老无力

供给 。 农村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 、 健康状况的变化等 ， 都会带来老年人养老服务需

要的新变化 。 首先 ， 预期寿命延长 ， 高龄老年人增多 ， 随之增加的是照料服务的需要 。

尽管 ２０ １ ０ 年农村老年人群体还是 Ｗ低龄老年人 （ ６０
－

６９ 岁 ） 为主 （ 占农村老年人总体

的 ５ ６ ．２６％ ） ， 但是与 ２０００ 年相 比 ， 老年人的年龄结构趋于偏高 。 ６０ －

６ ９ 岁 、 ７０
－

７９ 岁 、

８ ０ 岁及 Ｗ上年龄组在 １ ０ 年间 的平均増长速度分别为 ０ ． ０８％ 、
－

０ ． ８ １％ 、 ２ ．４５％ ， 高龄老

年人增速最快 。 农村高龄老年群体数量的不断上升 ， 对于 日 常生活照料的常态化和专

业性提出新的要求 。 此外 ， 对家庭病床 、 相关辅助设备的需要也会增加 ； 其次 ， 农村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的改善 ， 原本 Ｗ疾病治疗为特征的医疗需要 ， 向预防保健 、 康复护

理 、 必理疏导为核屯、的保健和护理需要转变 。 总体上 ，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情况好于城

镇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对医疗的需要没有城镇那么迫切 。 对医护服务需要较小的是东

部的天津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福建 、 山东 、 广东 ， 中部的江西 、 河南 ， 西部的广西 、

云南等省市的农村老年人 。 北京 、 内 蒙古 、 西藏 、 甘肃 、 青海五省市的农村地区老年

人对医护需要迫切 。

另
一

方面 ， 农村家庭结构核必化 、 女性职业化使得家庭养老服务无人供给 。 农村

人 口老龄化伴随着少子化 、 家庭结构核也化 、 女性职业化的特点来看 ， 农村老年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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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増长势必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潜在服务对象数造成影响 。 如果农村家庭小型

化 、 女性职业化的趋势不变 ， 孤寡老人 、 空巢老人将持续増多 ， 农村将出现爆发性増

加社会养老服务对象数 。 孤寡 、 空巢这部分特殊老年人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服

务对象 。 对孤寡 、 空巢这部分特殊老年人 ， 在保障其基本生存基础上 ， 注重其在家庭

温暖 、 与人交往上的需要 ， 突出上口陪聊 、 社会交往等精神慰籍服务的供给 。

按照历史经验 ， 在人 口转变的过程中 ， 总有
一

段人 曰 的
＂

黄金时期
＂

， 即人 口年

龄结构从少年儿童数量和比重减少 ， 老年人 口数量和 比重增加 ， 总抚养负担从少年儿

童抚养负担为主 向 负担老年人 口 为主转变过程中 ， 形成的
一

个总抚养系数最低的时

期 。 送个人 口年龄结构最佳的
＂

黄金时期
＂

也是社会养老服务构建的战略机遇期 。 根

据李本公 （ ２００７ ） 的关于农村 ２０００
￣

２ １ ００ 年总抚养比的预测数据 ， 我国农村总人 口 的

抚养比 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９ ．２９ 开始下降 ， ２０ １ １ 年达到最低 ， 为 ４５ ．４ １ ， 然后开始回升 ， 到

２０ １ ６ 年总抚养比又超过 ５０ 。 农村的人 口
＂

黄金时期
＂

只有很短的 １ ４ 年 ， 比全国人 口

＂

黄金时期
＂

短 ２９ 年 ， 更无法与许多发达国家长达百年左右的
＂

黄金时期
＂

相 比 。

因此 ， 从当前到 ２０２０ 年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潜在需要量快速增长的阶段 ， 也是^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黄金阶段 ；

２０２ １
￣

２０３ ５ 年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潜在需要量达ｉｌｌ高

峰 ， 同时社会养老负担沉重 ；
２０３ ５ 年后 ， 潜在需要量开始回落 ， 但是农村总抚养比维

持在 ６５ 左右 。

综上 ， 当家庭无法提供老年人由于健康状况下降而需要的长时间 的 日 常生活照

料 、 专业的精神慰籍 、 康复护理和文化娱乐服务时 ， 养老服务需要派生出社会养老服

务需要 。 换言之 ， 需要康复护理 、 精神辅导 、 文化娱乐的农村老年人 ， 家中无人 ，ｆ料

的需要 日 常生活照料的农村老年人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潜在对象 （见图 ４ －

５ ） 。

养老服务需要供给主体社会养老服务需耍社会养老服务主要潜在对象

曰 常生活照料斋曼
巧

－

屏 １ Ｉ

曰 常生活照料需要 家中无人照料的 、 需

康复护理需要 ；

豕抵康复护理需要要 日 常 生活照 料 的

精神慰籍需桌

￣

 Ｉ 精神慰籍需要＼老年人


文化娱乐需要 ：

杜会文化娱乐需要需要康复护理 、 精神
：
— ｎｒ 慰籍 、 文化娱乐的

ｙ
， Ｉ

老年人


＿
． Ｉ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

！

影响 Ｉ因累 ｊ

老年人养老服务巧要
Ｉ

Ｉ
的提商 ； 家庭养老资

［



Ｉ

图 ４－

５ 农柯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潜在对象
Ｆ ｉｇｕｒｅ４

－

５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
ｏｔｅｎｔ ｉａｌｏｂ

ｊ
ｅｃ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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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３ 基于微观数据的农村老年人社会照护服务需要

照护服务是社会养老服务的核也 ， 依照第二章的概念定义 ， 包括 日常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和精神慰籍 。 本节在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整体评估后 ， 深入研究社

会照护服务的需要 。

４ ． ３ ． １ 社会照护服务需要评估数据和具体指标的选择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对照护服务的需要 。 是否患病与医疗护理需要相联 ；

是否失能 、 是否也情愉悦等与生活照料 、 精神慰籍服务相对。 通过考察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可Ｗ 间接评估老年人的照护服务需要 。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包含了丰富的老年人健康信息 ， 本节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 １ １
－２００ ） 中

的家户数据进行农村老年人照护需要的评估 。 按照研究 目 的 ， 筛选了居住在农村的老

年样本 ， 共获得 巧 １ １ 个 ６０ 岁及Ｗ上的农村老年人口样本。 样本大体情况是 ； 低龄老

年人居多 ， 年龄均值是 ６８ ． ３ ３
； 男性占 ５０ ．６％ ， 略多于女性 ； 小学文化程度及Ｗ下占

８ ８ ．７２％
； 平均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 。 由于本节选用 的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均为老年人

数据 ， 因此本节略去人 口数量分析 ， 主要从健康状况和家人支持两方面选择具体指标

评估农村老年人社会照护需要 。

１ 、 健康状况的具体指标

参考表 ４ －

１ 的健康测量方法 ， 健康状况的具体指标包括视觉能力 、 认知能力 、 也

理功能 、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患病率 。 即这里的健康状况既包含了视力 、 生理 、 也理 、

活动能力等社会适应意义上的健康 （鉴于社会适应意义上的健康状况衡量的是老年人

的 自理能力 ， 下面将视力 、 生理 、 也理 、 活动能力统称为 自理能力 ） ， 也包含了身体

有没疾病的医学意义上的健康 。

视觉能力是指是否有视力障碍 。 根据 问卷上的
＂

您通常是否戴眼睛 （包括矫正视

力镜片 ）

＂

、

＂

您看远处的东西怎么样 ？ 比如说能不能隔着马路认 出朋友 （包括带着眼

镜 ） 。 是极化 很化 化
一

般还是不好
＂

、

＂

您看近处的东西怎么样 ？ 比如说带着眼

镜能不能看报纸 ？ 是极好 ， 很好 ， 好 ，

一

般还是不好 ？
＂

Ｈ个问题的回答 ， 将老年的

视觉能力分为视觉正常 ， 视力 中度障碍和失明 。

认知能力涉及老年人的定 向力 、 记忆力 、 回忆力和计算力等四大部分 。 问卷中通

过 １ ３ 个问题综合测量 。 参考认知检查最常用的
一

个量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

量表 （ＭＭＳＥ ） 的评分方法 ， 答对计
＂

１

＂

分 ， 答错计
＂

０
＂

分 ， 四大部分满分各为 １ ０

分 ， 总分为 ４０ 分 ， 得分在 １ ５ 分及Ｗ上为认知能力正常 ， ５
？

１ ４ 分为 中度缺失 ， ０
－４ 分

为重度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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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理功能指是否存在情绪也理 问题 ， 通常采用 ＣＥＳ －Ｄ 抑郁 自 评量表测量 。

ＣＨＡＲＬＳ 间卷中的量表包括 １ ０ 道问風 每题得分为 ０？３ 分 ， 将各道分数相加 ， 得分

在 ６ 分及Ｗ下的为情绪也理正常 ， 超过 ６ 分判断存在抑郁症的可能性 ， 为 中度障碍 ，

１ １ 分Ｗ上为抑郁症状 ， 要寻求专业的也理辅导 ， 视为重度障碍 。

曰 常生活活动能力是指老年人独立应对 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 ， 包括基本 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和应用社会设施的生活活动能力 ， 分别通过 ＡＤＵ 量表和 ｌＡＤｋ量表测量 。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从穿衣 、 洗澡、 吃饭 、 上下床 、 上厕所和控制大小便六项 日 常生活活动

完成是否有困难评价老年人基本 日常生活 自 理能力 ， 只要有
一

项不能独立完成 ， 则视

为 ＡＤＬ 障碍 。 ＣＨＡＲＬＳ 调查选择的应用社会设施的活动是 ， 做家务 、 做饭 、 购物 、

理财 、 服药 。 ＩＡＤＵ量表与 ＡＤＬｓ 量表的评价方式相 同 。

最后 ， 参考 《上海市养老服务需求评估表 》 的权重设置 （如表４－２ ） 和评估方法 ，

从视觉功能 、 认知能力 、 也理功能 、 基本 日 常生活 自理能力和应用社会设施的生活 自

理能力对农村老年人 口 的 自理能力进行分级 。

表４－ ２ 农村老年人 自理能力评定指标体系



Ｔａｂ ｌｅ４
－２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ｓｅ ｌｆ
－

ｃａｒｅ 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ａｓｓｅ巧ｍｅｎｔ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身也功能 视觉 ０ ． ５

认知 ０ ． １ ５

也理 化０５

活动能力 ＡＤＬ ０ ． １



ＩＡＤＬ


０＾

注 ： 参考 《上海市养老服务需求评估表 》

患病率是指是否患有慢性病 。 相对其他疾病 ， 老年人患慢性疾病的机率高 ， 患病

持续时间长 ， 伴有各种并发症 ， 不仅会破坏老年人的人生进程和生活世界 ， 增加对医

疗护理的需求 ， 甚至
＂

还影响 了他或她的重要他人
＂ ？

。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调查了老年人

是否有医生告知或者 自 己知道患有慢性病 。 用患有慢性病间接测量医疗护理需要 。

２ 、 家庭支持的具体指标

家人支持的具体指标包括老年人获得家人照料的情况 、获得家人精神慰籍的情况 、

家庭人 口数量 、 居住安排和将来获得家人照料的机率 。 前两个指标直接测量了家庭支

①
Ｍｏｒｓｅ

，
Ｊ Ｍ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Ｊ Ｌ

 （
ｅｄｓ

）
．Ｔｈｃ  ｉ ｌ ｌｎｅｓｓ 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 出ｍｅｎｓ 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１ ９９ １ ：３ ７ １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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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实际情况 ， 后兰个指标间接测量了获得家庭支持的可能性 。

４ ．３ ．２ 社会照护服务需要评估的指标描述

４ ．３ ．２ ． １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１ 、 自理能力

农村老年人的身也功能如表 ４－

３ 所示 ： 农村老年人的视觉功能存在障碍的比例最

低 ， 其次是认知能力 ， 缺失率最高的是也理功能 。 农村老年人存在抑郁症状的比例高

达 ６２ ．３ ５％ ， 其中 ， 需要专业辅导的 占 ４０ ． ５ ５％ 。

表 ４ －

３ 农村老年人身必功能状况 （％ ）



Ｔａｂ ｌｅ４－３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ｓｙｃ
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ｉｍｃｔｉｏｎ（％ ）



＾中度障碍／缺失重度障碍／缺失


合计

视觉功能 ８３ ． ７６ １ ５ ．３ １ ０ ．９３ １ ００

认知能力 ５２ ．２３ ３ ０ ． ５８ １ ７ ． １ ０ １ ００

也埋功能


３７ ．６５


２ １ ． ８０


４０ ． ５ ５
＾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鄉据整理

将中重度视力和认知障碍／缺失 ， 重度也理功能障碍视为存在障碍 ， 表 ４－４ 显示了

分性别 、 年龄 、 居住地的调查对象视力功能 、 认知能力和也理功能的障碍情况 ： （ １ ）

女性的身体状况普遍不如男性老年人 ， 其中认知能力相差最大。 （ ２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老年人身也功能障碍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 高龄老年人的认识能为缺失率高达

８０ ． ５３％。 （ ３ ） 除了 中部农村老年人的视觉障碍率高于西部外 ， 农村老年人身也功能障

碍率基本呈 自 东 向西增高的趋势 。

表 ４－ ４ 分性别 、 年龄 、 居住地农村老年人身心功能障碍率 （％ ）

Ｔａｂ ｌｅ４－４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ｂｙ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ｅｏｒ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ｃｅ （％ ）



视觉功能


化知能力


也理功能

性别男 １ ２ ．巧 ３ ５ ． ８ １ ３２ ． ５３

女 １ ９ ．７５ ５９ ．９９ ４８ ． ７ ５

年龄 ６０－６９ １ ３ ．８４ ３ ８ ． １ ７巧 ．３ １

７０－７９ １ ８ ．８ １ ５９ ．３ ３ ４２ ．２２

８０ 及 Ｗ上 ２５ ．６ １ ８０ ．巧 ４４ ．９０

居住地东部农村 １ ５ ．２４ ４ １ ．７９ ３ １ ．３２

中部农村 １ ７ ．８９ ４８ ．２３ ４２ ．２８



西部农村


１ ５＾ ＳｙＯ


４７义７

注 ： 资斜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数据整理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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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宏观数据和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活动能力如表 ４－

５ 、 表 ４－６ 所示。 数量上 ， 有 １ ０ ．５６％的农村老

年人基本 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丧失 ， 比应用杜会设施的生活活动能力缺失率低 １ ２ 个百

分点 ， 共有 ２４ ．６３％的农村老年人 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缺失 。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失能情况

同样呈现女高于男 、 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 。 在基本 日 常生活上 ， 吃饭的 自理程度最高 ，

洗澡 、 上厕所的 自理程度最低 ， 在应用生活设施的生活上 ， 做家务的 自理程度最高 ，

购物和管钱的 自理程度最低 。 程度上 ， 绝大多数丧失 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老年人Ｗ
—

项活动能力的丧失为主 。 但是 ， ２ 项及Ｗ上的多项交叉失能的情况也较普遍 。 ＡＤＬ６

项失能的 比例反而高于 ４ 项 、 ５ 项失能 ， ＩＡＤＬ５ 项失能的 比例在高龄老年人和西部农

村中也高于 ４ 项失能 ， 可能是因为活动能力丧失往往存在叠加效应 ， 机体老化后 ， 各

项活动功能的丧失是相互牵连的 。 ＡＤＬ 、 ＩＡＤＬ 多项失能最为严重的农村老年人群体

都是高龄老年人 。 女性的情况也较之男性严重 。

表 ４ －

５ 农村老年人各项 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 的失能状况 （％ ）

Ｔａｂ ｌｅ４
－

５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ｄａｉ ｌｙ

ｌ ｉｆｅａｃｔ ｉｖ ｉｔ ｉ ｅｓｄ ｉ ｓ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

有困难巧要巧助或无法完成

基本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总体男女 东部农村 中部农村 西部农村

穿衣 ３ ． ８４４ ． ２ １３ ． ５２４ ． １ １ ３ ． ９９ ３ ．４６

坑澡 ７ ． ５ ５７ ． １ ５７ ． ９ １８ ． １ ６ ６ ． Ｓ ＞２ ７ ． ５６

吃饭 ２ ． ８ １２ ． ８７２ ． ７６２ ． ７８ ２ ． ９７ ２ ．６９

上下床 ３ ． ３０３ ． １ ４３ ． ４４３ ．６５ ３ ． ２ ５３

＾
５

上厕所 ７ ．４ １５ ． ９７８ ． ２ ５７ ． ４８ ７ ．９９６ ．２７

控制大小便 ３ ．６９３ ． ２６３ ．２０３ ． ２５ ４ ． ３ ３ ３ ． ５２

至少 Ｗ上其中
一

项有困难需帮助或无法完成 １ ０Ｊ６８ ． ９７ １ ２ ． １ ７９ ． ９９ １ ０ ． ６５


１ １ ．０２

应用杜会设施的生活活动能力

做家务 ８ ． ８ ８８ ．４４９ ． ３ ５８ ． ２４ ９ ．４６８ ． ９０

做饭 ９ ．的 １ ０ ． ３ ４８ ． ９９８ ．巧 １ ０ ．４８９ ． ９６

购物 １ ０ ．９２７ ． ９ １ １ ４ ．００９ ． ７３ １ ２ ． ０６ １ １ ．０４

管钱 １ ４ ． ７７ １ ０ ．化 １ ９ ．０２ １ ４ ．巧 １ ４ ． ７４ １ ５ ．００

服药


６ ． ３７４ ．９８７ ．７９５ ．９０


６＾６ ．６６

至少 Ｗ上其中
一

项有困难帝帮助或无法完成２２ ．０８ １ ７ ． ８５２６ ．３９２０ ． ３ １２３ ．４ １


２２ ． ５６

Ｗ上 １ １ 项至少其中
一

项有困难巧要帮助或无
２４ ．６３２０ ． １ ０２９ ．２７２２ ． ８７ ２ ５ ． ９５ ２５ ． １ ３

法完成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数据整理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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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６ 分性别 、 年龄 、 居住地农村老年人分项数 ＡＤＬ 和 ＩＡＤＬ 失能率 （％ ）

Ｔａｂｌｅ４－６Ｔｈｅｄ战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出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ｎ ＡＤＬａｎｄＩＡＤＬｂｙｇｅｎｄｅｒ ， 

ａｇｅ抑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ｃｅ（％ ）

＾ ＩＡＤＬ




１ 项２ 项３ 项４ 项５ 项６ 项 １ 项２ 项３ 项４ 项５ 项

性别男 ６ ． ５ ７２ ．０４１ ． １ １０ ． ９７０ ． ５６ １ ． １ ６７ ． ３９３ ． １６２ ．拟２ ．扣２ ． １ ５

女 ８ ． １ ７２ ． ３ ６１ ．０８１ ． ０００ ．说０ ． ９２１ １ ．０５６ ．６４３ ． ０６２ ．７９２ ． ８６

年龄６０
￣納６ ． ２３ １ ．４３０ ． ７００ ． ４８０ ． ２２化６６８ ．巧３ ．巧 １ ．始 １ ．２７ １ ．０５

７０
－

７９８ ． ７ １２ ． １ ８１ ． ５７１ ．４３０ ．拍 １ ．０２１ ０ ．３５６ ． ０９４ ． １ ４３ ． ２５３ ． １ ９

８０ 及 Ｗ上１ ０ ．６ １６ ． ９３１ ． ９５２ ． ６０２ ． ３ ８３ ． ２５１ ２ ． ０９９ ．４３７ ． １ ７９ ． ８４ １ １ ．０７

居住地 东部农村６ ． 抬２ ． ３ ８０期０ ． ９９０ ． ８６Ｕ ３８ ．说４ ． ０ １２ ．６４２ ． ５４２ ．４４

中部农村７ ． １ １２ ． ３ ７１ ． ３ ５０ ．说０ ． ５４ １ ． ３ ５１ ０ ．０９４ ． ７５３ ． １ ３２ ．９７２ ．４８

西部农村８ ．３０ １ ． ８ １１ ． ０２１ ． ２５０ ．４８０ ．６６８ ． ８８５ ． ８２３ ． １ １２ ． １ ８２ ． ５７

总体


７ ．４４２ ．２ １１ ．０９０ ． ９９０ ．仿 １ ．０３ ｜９ ． １ ９４ ． ８８２ ． ９６２ ． ５５２ ． ５０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２０ １ ２

）数据整理

‘

按照表 ４－２ 对视觉 、 认知 、 也理 、 活动加权后 ， 参考 《上海市养老服务需求评估

表 》 的评估方法 ， 进行农村老年人 自理能为总体评分 ， 结果如表 ４－７ 。 有 ７８ ．９９％的农

村老年人 自理能力存在缺失 ， 中度缺失占总缺失比例的 ９６ ．０ １％ 。 Ｈ个年龄段 自理能力

缺失的农村老年人 口 的总 比例是 ７５ ．４ １％ 、 ８３ ．４９％ 、 ％ ．６９％ ， 结构差异明显 ； 不能 自

理的农村老年人在性别和地区分布上也存在结构差异 。 同样是西部的情况差于中东

部 ， 女性的情况差于男性 。

表 ４－

７ 分性别 、 年龄 、 居住地农村老年人生活不能 自理的 比例 （％ ）

Ｔａｂ ｌｅ４－７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ｗｈｏｓｅｄａｉｌｙ
＂佐 ａｃｔ ｉｖｉｔ ｉｅｓ ｌｏｓｅ ｂｙ ｇｅｎｄｅｒ ，

ａｇｅｏｒ Ｋｓ ｉｄｅｎｃｅ（％ ）

不能性别 年龄居住地

总体
自理男性女性６０

－６９７０
－

７９撕 及 Ｗ上东部中部西部


中度７３ ．４ １７８ ． ３４７３ ． ８０化８７８ １ ．８６６９ ．０３７８ ．９８７９ ． ５７７５ ．８４

重度２ ．４７３ ． ８６ １ ． ６ １４ ．６２ １ ０ ．８３３ ．０８２ ． ８８ ３ ．４８ ３ ． １ ５

合计７５ ． ８８８２ ．２７５ ．４ １８３ ．４９９２ ．６９７２ ． １ １８ １ ． ８６８３ ．０５７８ ．９９

注 ？

？ 资料来源 ： 根提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１

－２０ 口鄉据整理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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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慢性病患病率

７４ ． ５７％的农村老年人患有 １４ 类慢性病
？
中 的至少

一

种 。 得病率最高的前兰位病种

是与生活环境和劳作相关的疾病 ， 关节炎或风湿病 、 高血压和 胃部疾病或消化系统疾

病 。 也脏病和慢性肺部疾病的得病率也较高 ， 大概在 １ ４％左右 。 女性和西部老年人的

慢性病患病率依然呈现高于男性和东中部地区的情况 ， 而慢性病得病率与年龄巧是反

相关的关系 ， 低龄老年人的得病率高于高龄老年人 。

表 ４－ ８ 分性别 、 年龄 、 居住地农村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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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３ ．２ ．２ 家庭支持

１ 、 家庭 日 常生活照料支持

在 日常生活照料上 ， 需要 日 常生活照料的农村老年人中有 ８５ ．５４％由家人提供 日常

生活照料服务 ， １ ４ ．４６％无人照料 ， 社会照料比例不到 ２％ 。 与 Ｗ往的研究相 比 （陈欣

欣 、 董晓媛 ， ２０ １ １ ） ， 在家庭照料中 ， 配偶所起的作用非常突 出 ， 子女的作用减弱 。

农村老年人的配偶提供 日常生活照料的 比例 （ ６ １ ． ３４％ ） 和时间 （ １ ４５ ． １ ３ 小时 ／Ｉ ） 均

排在首位 ， 其次是老年人的子女及子女的配偶 （提供的概率为 ４６ ． ９３％ ， 时间为 ８ ８ ． ８ ８

小时 ／月 ） ， 其他亲属 （包括老年人的父母 、 兄弟姐妹 、 其他亲属等 ） 成为家庭照料主

体的概率不到 ５％ ， 提供的照料时间也最短 （ 见表 ４－９ ） 。 总体上 ， 需要 日 常生活照料

的农村老年人获得家人照料的时间为 １ ２２ ．０２ 小时／月 ， 日均 ４ ．０７ 小时 。 这
一

时间远超

过顾大男 、 柳玉芝 （ ２００８ ） 估算的 ９４ ．２９ 小时／月 。

绝大多数的家庭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是不需要付费的 ， 但是即便不需要 向亲属

支付照料的人工费用 ， 家庭照料也是有成本的 ， 如老年人特殊辅助设备的购买 、 照料

者的也理巧力 。 但是家庭照料成本更多是指亲属为照顾老人的误工费 ， 属间接的 、 隐

？
１ ４类慢性病指髙血压病 、 血脂异常 （包括低密度脂蛋 白 、 甘油；醒 、 总胆固醇的升高或 （和 ） 高密度脂蛋 白 的

下降 ） 、 糖尿病或血巧巧高 （包括糖財量异常和空腹血巧升髙 ） 、 癌症等恶性肿殖 （不包括轻度皮肤癌 ） 、 巧性

肺部疾患如巧性支气管炎或肺气肿 、 肺也病 （不包括肿瘤或癌 ） 、 巧脏疾病 （ 除脂肪肝 、 肿痛或癌外 、 也脏病 （ 如

也肌梗塞 、 冠也病 、 也绞痛 、 充血性也力衰竭和其他也脏疾病 ） 、 中风 、 肾脏疾病 （不包括肿烟或痛 ） 、 胃部疾

病或消化系统疾病 （不包括肿痛或癌 ） 、 情感及精神方面问趣 、 与记忆相关的疾病 （ 如老年巧呆症 、 脑萎缩 、 柏

金森症 ） 、 关节炎或风湿病 、 哮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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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成本 。 农村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照料支出＝照料的单位价格 ＊照料时间 。 照轉的单位

价格用 ２０ １ １ 年全国最低小时工资替代 ， 为 ４ ． ５ 元／小时
？

。 照料时间取各类照料时间的

均值。 即需要 日 常生活照料的农村老年人总体上的隐性支出约为 ５４９ ．０９ 元／月 ， ６５ ８９ ．０８

元／年 。 配偶照料的 、 子女照料的 、 其他亲属照料的隐性开支依次递减 （见表 ４－９ ） 。

表 ４－

９ 需要 日 常生活照料的农村老年人家人照料的时间及隐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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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ｓｅ ｄａｉ ｌｙ

ｌ ｉｆｅａｃｔｉｖｉｔ ｉｅｓ  ｌｏｓｅ

日常生活照料隐性支出
曰常生活主要照料者祥本量照料时间均值 （小时／月 ）




每月 （元．／月 ）每年 （ 元／年 ）

配偶 ７ １ ６ １ ４５ ． １ ３ ６巧 ．０８ ５ ７８３ ７ ．０２

子女及其配偶 ３ ５８ ８８ ． ８８ ３ ９９ ． ９６ ４７９９ ． ５２

其他亲属 １ ０４Ｗ ． ９８ ３ ４６ ．４ １ ４Ｕ ６％

总体 １ １納 １ ２２ ． ０２ ５４９ ． ０９ ６５ ８９ ．０８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ｍ－２０ １ ２

）数据整理

２ 、 家庭精神支持

老年人的精神慰籍Ｗ家人供给为主 。 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 ， 和子女联系密切 。 不

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往往不能得到及村的情感关注 。 除 Ｔ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子女每天

看望父母外 ， 更多的是每年看望父母
一

次 。 除当面直接关怀外 ， 不与父母同住的子女

还通过电话、 短信等方式与父母联系 。 但是高达 ３０％左右的从没有通过电话、 信件等

方式问候父母 。

３ 、 家庭照料支持存在的问题及趋势

从家庭 日 常生活和精神照料支持的现状分析 ， 当前部分农村老年人的照护需要没

有得到满足 ， 老年照料在农村有不断严重的趋势 ； Ｗ配偶为主体的家庭照料可持续性

差 ； 家庭照料负担重 ， 长时间的照料不仅会影响照料者的正常工作生活 ， 还会影响照

料者的身也健康 ， 家庭照料的隐性成本很大 ； 由于医疗护理服务的专业性 ， 农村老年

人很难获得来 自家庭的护理服务 。

并且家庭照料支持作为当前农村主要的照料方式 ， 因家庭人数减少 、 居住方式的

改变而 日渐式微 。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显示 ， 农村老年人家庭人数的均值只有 ２ ．％ 人 ， 老

年人的居住方式为 ， 与子女同住的 比例为 ３４ ．０９％ ， 仅与配偶居住为 ５４ ．３２％ ， 独居的

为 １ １ ．５９％ 。 换言之 ， 纯老户 占老年人家庭的 ６５ ． ９ １％ 。 农村老年人普遍对将来家庭养

老表示了担也 。 有 ：２９ ．２３％的农村老年人表示除了配偶照料外 ， 没有人能够长期提供 日

常生活方面的照料 。

？
２０ １ １ 年全国小时最低工资标准Ｗ各地区最低为标准 ， 取广西小时最低工资第四档标准 ， 为 ４ ．５ 元／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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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村老年人杜会养老服务需要的实证分析
一

基于宏观数据和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


４ ．３ ．３ 基于微观数据的农村老年人社会照护服务需要评估

表 ４ －

１ ０ 显示了根据 Ｗ上指标对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需要评估的结果 。

表 ４－

１ ０ 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需要评估



Ｔａｂ ｌｅ４
－

１ ０Ｔｈｅｃａｒｅｎｅｅｄ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养老服务需要评估指标
评估结果
自理能力患病情况家庭支持


健全 ２ １ ． ００％ ， 无照护需要

患无人照料 化６６％ ， 有
一

定程度的 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需要 ， 居家照护

慢性＾有人照料 １ ６ ．９３％ ， 有
一

定程度的 日 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需要 ， 家庭照护
中度缺失

无人照料２ ． ４２％ ， 有
一

定程度的 日 常生活照料 、 精神慰籍和医疗护理需要 ， 居家照护
患慢性病

有人照料５５ ． ８４％ ， 有
一

定程度的 日常生活照料 、 精神慰籍和医疗护理需要 ， 居家照护

‘

没有患无人照料 化０６％ ， 有全方位的 日 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需要 ， 机构照护

重度缺失有人照料 化 ５７％ ， 有全方位的 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霜要 ， 家庭照护



患慢性病


２ ． ５ ３％ ， 有全方位的的 日 常生活照料 、 精神慰籍和医疗护理需要 ， 机构照护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ｐＯ ｌ  １
－

２０ １ ２
）数据整理

第
一

， 农村老年人照护需要的评估

总体上看 ， ７９ ．００％的农村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照护需要 ， 其中 ７６ ．９５％需要医疗

护理 。 换言么 ， ２０ １ ２ 年农村有 ７９００ 万老年人需要照护服务 ， 其中 ６０７９ 万需要医疗护

理 。 从家庭照料的专业性和照料人手角度 ， 认为有医疗护理需要和家中无人照料的农

村老年人最易产生社会照护服务需要 。 即 ６ １ ． ５０％的农村老年人 ， ７７ ． ８ ５％的有医疗护

理需要的农村老年人可能会产生社会照护服务需要 。 再根据 自理能力缺失程度划分机

构养老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需要 。 中度 自 理能力缺失的农村老年人拥有部分 自 理能

力 ， 可Ｗ在家养老 。 如果其没有患有慢性病并且有家人照顾 ， 可 Ｗ保持传统的家庭养

老服务方式 ； 如果其没有慢性病但是也无家人照料 ， 由居家养老服务提供补充性的上

口服务 ； 如果其患有慢性病 ， 均 由居家养老服务满足其对照护的需要 。 重度 自理能力

缺失的农村老年人 ， 如果其没有患有慢性病且有家人照料 ， 还可Ｗ 由家人照料 ， 余下

的
一

般建议机构养老 。 可见 ， ２０ １ ２ 年 ， 有照护需要的农村老年人中有 １ ７４９省５ 万人可

Ｗ 由家庭照料 ， ５ ８９ １ ． ５７ 万人由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照料 ， ２５ ８ ． １ ６ 万人由机构照料 ， 各

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１ ７ ． ５０％ 、 ５ ８ ．９２％和 ２ ． ５ ８％ 。

分群体和地区看 ， 女性 、 离龄 、 西部农村老年人更需要照护服务 。 （ １ ） 女性农村

老年人较之更需要精神慰籍服务 。 男女性在视觉功能障碍 、 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缺失和

慢性病患病率上相差在 １ ０ 个百分点 Ｗ下 。 在认知能力和必理状况障碍上 ， 男女性相

差达到 ２４ 个和 １ ６ ．２ 个百分点 。 （ ２ ） 高龄农村老年人对 日 常生活照料的需要尤为迫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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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农村老年人则更需要医疗护理和精神慰籍服务 。 高龄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和 日常

生活洁动能为的丧失比例要远高于低龄的老年人 。 而慢性病和抑郁症状与年龄呈负关

系 。 （ ３ ） 西部农村尤需精神照料和护理照料服务 。 我国东中西部农村老年人的视觉功

能障碍、 生活活动能力丧失大体趋同 ， 东部地区略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 没有表现出

明显的差异 。 但在认知能力 、 也理情绪 、 慢性病得病率上存在地区差异 ， 自 东 向西趋

于明显下降 。 加之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外流导致的较高的老龄化程度和较低的经济发

展水平相互叠加 ， 导致中西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更为严峻 。

具体需要的社会照护服务项 目见表 ４－

１ １ 。 日常生活照料主要针对生活不能 自理的

农村老年人 ， 服务范围最广 。 精神慰籍针对抑郁症患者 。 医疗护理主要的服务对象是

患慢性病的农村老年人这些服务中 ， Ｗ家政 、 情绪也理开导 、 代购 、 管理钱财和慢性

病护理服务的需要量最大 。

表 ４－

１ １ 农村老年人对社会照护服务项 目 的需要



Ｔａｂ ｌｅ４ －

１ １Ｔｈｅｎｅｅｄｓ 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 ｉ ａｌｃａｒ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健康状况评估结果 社会照护服务项 目

内容


主要程度比例 （％ ）项 目
＾层次性急迫性

视力中度 １ ６ ．２４日 常 生 活 家政服务基本急迫

认知中度 ４７ ．６８照料家政服务基本急迫

壬＃ 聊天相谈 、 文体娱乐 、

北 占抑郁 重度 ４０ ． ５５精神慰籍非基本急迫
‘Ｓ

社交 、 照料者支援服务

ＡＤＬ

３ ’ ８４帮换穿衣服＊＊

洗澡 ７ － ５ ５助浴基本

吃饭一

项不能 自理２ ． ８ １喂食基本

上下床 ３ ． ３０家居安全和设施改造基本

上厕所 ７ ．４ １＿家居安全和设施改造基本
曰 常 生 活

控制大小便 ３ ． ６９辅助工具基本

ＩＡＤＬ照料

做家务 ８ ．姑家政服务非基本

做饭 ９ ．的送餐 、 上口做餐非基本

购物
—

Ｉ员不能 自理 １ ０ ．９２代购或送货上口非基本急迫

管钱 １ ４ ． ７７管理财物非基本急迫

服药 ６ ．３９帮助服药非基本

患慢性病


７４ ．５７医疗护理定期体检 、 指导康复等 非基本急迫

注 ： 资料来源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但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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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农村老年人杜会照护需要的预测

假定家庭照护模式所接纳 的老年人 口数与 １ ５
？５ ９ 岁 的人 口数成严格的正 比例关

系 ， 其他影响家庭照护供给的因素不变 ， 需要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比例不变 ， Ｗ表 ４ －

１ ０

各模式的需要 比例为基准 ， 模拟Ｈ个模式在各年所承受的照料压力 。 家庭照护模式中

接纳的老年人 口数按照中度 、 重度不能 自理的 比例 （ １ ６ ．％％ ：０ ． ５７％＝

２９ ． ７０ ：１ ） 逐年

向居家照护服务和机构照护服务转移 。 ２０ １ ２ 年 ， １ ５
￣巧 岁 的农村人 口数与家庭照料的

老年人的 比例为 ４ １ ７３ １ ．４５ ／ １ ７４９ ． ９ ５
＝

２３ ． ８ ５ 。 各模式历年承担的照护人数的计算公式如

下 ：

家庭照护的老年人人数 ： ｎ 綿 ｔ

＝民 船 尸Ｎ ｜ ５
￣

５ ９ ． ｔ
／２ ３ ． ８ ５

居家照护服务的老年人人数 ： ｎ 居家 ， ｔ

＝Ｎ
ｉ

＊Ｒ 居家 ， 产 Ｎ
ｔ

＊ （ 民 居 ２０ １ ２
＋（ Ｒ 《度 ， ２０ １ ２

－

Ｒ
維 ．

１
） 巧９ ． ７０／３ ０ ． ７０ ）

机构照护服务的老年人人数 ： ｎ 机化 尸 Ｎ
ｉ

＊ 艮 机巧 ． ｔ

＝

Ｎ
ｔ

＊（ ７９％
－民 招家 ， ｒ 民 家担 ． ｔ

）

其中 ， ｔ 表示年份 ， Ｈ 表示各年农村老年人人 口数量 ， 民 表示各模式承担照护老

年人 口 数量的 比例 。

结合农村老年人和农村 １ ５
？

５ ９ 岁人 口 的预测数据
？

， 得到图 ４ －

６ 所示的 ， ２０ １ ２？２０３ ５

年 （农村老年人 口 高峰期 ） 各主要年份各模式的服务量 。 ２０ １ ２？２０３ ０ 年农村老年照护

需要总量呈上升趋势 ， ２０ ３ ０ 年后开始下降 。 Ｗ２０ ３ ０ 年为界 ， ２０３ ０ 年前家庭照护模式

呈下降趋势 ， 居家和机构照护服务模式上升 ， 尤其在 ２０２０
？

２０ ３ ０ 年表现明姐 。 ２０ ３ ０

年需嬰家庭照护 、 居家照护 、 机构照护的农村老年人分别 为 ８ ９０ ． ７ ３乂人 、 ８ ０ ５ ８ ． ６ １乂

人 、 ４４ ８ ．Ｗ乂人 ， 各 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７ ． ４９
〇
／〇 、 ６７ ． ７４％和 ３ ． ７７

〇

／〇 。

＆
预测数据来 自 ： 李本公 ． 中 国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 ［

Ｍ
］

．北京 ： 华龄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１ ５４
－

１ ５ ７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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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眶

０
１■ ｇｋｉ

＂

Ｔ掘 ｂ＾
ｌｒｉｒｒｌｆ ：ｂｒｒ

－

圓 匯４ｒＴＢｈｈ〇皿

２ ０ １ ２ ２ ０ １ 日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日 ２ ０ ３ ０ ２ ０ ３ ５

年份

＾圓 家庭照护的服务人 口数居家照护 的服务人 口数

机构照护的服务人 口数一＾ 家庭照护 的服务人 口 的 比例
＾

－ 居家照护的服务人 口 的 比例 Ｈ１Ｉ

－ 机构照护 的服各人 口 的 比例

图 ４ －

６ 家庭照护和社会照护服务人数及其 比例的预测 （ ％ ）

巧复 １１化４ －６Ｔｈｅ
ｐ ｉ

＊

ｅｄ ｉ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ｓｅ ｒｖ ｉｃｅｎｕｍｂｅｒ ｉ ｎ拉ｍ ｉ ｌｙ
ｃａｒｅｍ ｏｄ ｅ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〇３化 ｍｏｄｅ（％ ）

４ ．４ 本章小结

本章从农村老年人的人 曰数量及其分布 、 健康状况 、 家庭支持等方面选择宏微观

指标 ， 客观地揭示 了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需要 ， 尤其是照护服务的需要 ， 目 的

是为 了分析社会养老服务的潜在客体 。

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结论是 ： （ １ ） 农村老年人 曰数量的增长导致了老年人养老服

务需要量的增加 。需要量在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２０ 年快速增长 ， ２ ０２ １
？

２０３ ５ 年加速增长 ， ２０３ ６
？２ １ ００

年开始下降 。 其中 ， ２０ １ １
￣２０２０ 年也是建设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黄金时期 ， Ｗ应对即

将到来的养老高峰 。 西部农村是建设的重点地区 ；
（ ２ ） 在人 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 农村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的多样化 、 专业化和常态化 ， 农村老年人家庭结构核也化 ， 女性

的职业化 ， 导致老年人都有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即所有老年人均可能成为社会养老服

务的潜在客体 ， 需要医疗护理、 精神辅导 、 文化娱乐的农村老年人 ， 家中无人照料的

需要 日 常生活照料的农村老年人成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潜在客体 。

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结论是 ： （ １ ） 五分之四 的农村老年人因为健康状况原因 ， 需

要提供照护服务 ， 并且女性 、 高龄 、 中西部农村老年人的照护需要迫切 。 其中尤Ｗ医

疗护理的量最大 ， 其次是精神慰籍 ；
（ ２ ）

—

般家庭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医疗护理需要 ，

没有人手的家庭无法满足 日常生活照料需要 ， 据此测算 ， ２０ １ ２ 年有照护需要的农村老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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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宏观数据和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



年人中有 ２２ ． １ ５％可 Ｗ 由家庭供给 ， ７４ ． ５ ８％ 由居家养老服务提供 ， ３ ．２７％ 由机构提供 ，

－

各 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１ ７ ． ５ ０％ 、 ５ ８ ． ９２％和 ２ ． ５ ８％ 。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照护服务包括

日 常生活照料 、 医疗护理和精神慰籍 ； （ ３ ） 如果假定家庭照护模式所接纳的老年人 口

数与 １ ５
？巧 岁 的人 曰数成严格的正 比例关系 ， 那么家庭照护模式中接纳的老年人 口数

将按照中 、 重度不能 自理的 比例逐年 向居家和机构照护服务转移 。 农村老年照护需要

总量的高峰出现在 ２０ ３ ０ 年 ， 家庭照护模式的作用下降 ， 社会照护模式的作用上升 。

２０ ３ ０ 年需要家庭照护 、 居家照护服务 、 机构照护服务的农村老年人数量分别 占农村老

年人总数的 ７ ．４９％ 、 ６７ ． ７４％和 ３ ． ７７％ ， 共 ９３ ９７ ． ６７ 巧人 。

尽管满足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耍是
一

个非常重要的社会 问题 。 然而 ， 从世

界范围看 ， 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服务供给都难 １＾满足所有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所有耍

求 。

一

方面 ， 养老人力和财力决定 了
一

个国家能够 向老年人提供何种养老服务 ； 另
一

方面 ， 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支付能为也决定 了老年人获得何种养老服务 ， 进而影响社

会养老服务供给的绩效 。 下
一

章将从农村老年人需求角度进
一

步探讨农村社会养老服

务的发展思路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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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分析
——

江苏省为例

本章Ｗ江苏为例 ， 在需要的基础上研究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需要 向需

求转化的第
一

个要素是是否有意愿 ， 第二个要素是是否有支付能力 。 主观意愿和支付

能力两个关键要素缺
一

不可 。 本章 由两部分组成 ，

一

是采用意愿调查法从农村老年人

主观视角揭示其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包括是否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如果有意愿 ， 他

们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和服务 内容的选择偏好 ；
二是采用收入－支出法和剩余收入法评

估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

５ ． １ 江苏省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养老服务的基本情况

５丄 １ 江苏省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江苏省属于经济发达的长Ｈ角地带 ， 是我国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
一

。 它共

辖 １ 个副省级城市 （南京 ） 和 １ ２ 个地级市 。 ２０ １ ２ 年 ， 地区生产总值达 ５４０５ ８ ．２ 亿万 ，

占全国 １ ０ ．４％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６８３４７ 亿元 ， 高于全国 ２％％ 元 。 农村居民家庭人

均纯收入 １ ２２０２ 元 ， 高于全国 ４２８５ 元。 通常按照经济发展情况 ， 将江苏分为苏南 、

苏中和苏北＝大区域。 Ｈ个区域的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１ ７ １ ６０ 元 、 １巧％ 元和

１ ０５ ０２元 。

江苏于 １ ９８６ 年率先老龄化 ， 比全国提前 １ ３ 年 。 第六次人 曰普查时 ， 江苏省总人

口７８６６ ．０９ 为人 ， 城镇和乡村各 占 ６０ ．２２％和 ３ ９ ． ７８％ 。 其中 ， 农村老年人数量为 ６２０ ．４３

万人 ， 老龄化水平为 １ ９ ． ８３％ ， 超过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５ ． １ ７ 个百分点 ， 仅次于重庆和

四川 ， 排在全国第Ｈ位 。 可 Ｗ说 ， 江苏省是
一

个经济发达且人 曰老龄化严重的地区 。

５丄２ 江苏省巧村地区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情况

江苏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
一

， 较早布局全省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 ， 接连出 台 了 《 中共江苏省委 、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意见 》

（ 苏政发 ［
２００９

］
５ 号 ） 、 《关于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 （苏政发 ［

２０Ｕ
］
１ ２７

号 ） 、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 （苏政发
［
２０ １ ４

］
３９ 号 ）

等多个文件 ， 要求按城乡统筹的理念积极探索并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其突出

的做法和取得的成绩简述如下 ：

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 ， 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中也建设 。

一

是 ， 实行
＂

政府购买服务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也组织就近确定服务人员
＂

的
＂
一

助
一

＂

服务 。

＂
一

助
一

＂

的养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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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模式的服务人员通常是
一

些有 自愿助老精神 的邻里 。 二是 ， 采取虚拟养老院的服务

形式 ， 将服务传递到农村 。 苏南
一

些发适地区 ， 采取社会招投标的方式 ， 引入专业社

会组织运营 。 Ｈ是 ， 专项资金支持 。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 江苏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居家养老服务中也和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 。 四是 ，

＂

精神养老
＂

服务 。 自 ２０ １ ０

年起 ， 依托农村社会居家养老服务中也 ， 在农闲时组织农村空巢老年人开展
＂

舞动乡

才才

＂

活动 。

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 ， 推进农村
＂

老年关爱之家
＂

建设 。 ２０ １ ２ 年全省启动 的
＂

老

年关爱之家
＂

实为
一

种利用农村闲置的养老资源 ， Ｗ
＂

村级主办 、 互助服务 、 社会参

与 、 政府扶持
＂

为原则 ， Ｗ关爱农村困难高龄 、 空巢 、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为 目 的 ， 集

中居住 的养老方式 。

＂

老年关爱之家
＂

有村建
＂

养老区
＂

、 村办
＂

养老院
＂

、 家办
＂

托

老所 种建设形式 ， 建设规模按照小型 、 就近 、 实用 的要求 ， 床位数
一

般在 ２０
？

５ ０

张 。 ２０ １ ３ 年 ， 无论公办还是民办 ， 财政按照新建 、 改建都给予每张床位 ２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元的
一

次性补贴 。

在机构养老服务方面 ， 着重推动敬老院 向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瓜转型升级 。

一

是 ，

提高五保老人集中供养水平 。 据 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 民政统计年鉴数据 ， 江苏农村五保集中

供养率达到 ６ ３ ． ０６％ ， 高于全国 ２９ ． １ １ 个百分点 ， 人均供养标准 ６２４９ ．４ 元 ／年 ， 排在全

国 ３ １ 个省市的第五位 。 二是 ， 增加财政支持力度 。 从 ２００ ５ 年起 ， 省连续八年实施农

村敬老院
＂

关爱工程
＂

建设 。 到 ２０ １ ３ 年省财政共投入 乂 ３ ８ 亿元 ， 带动社会投入 ２３

亿余元 。 Ｈ是 ， 对敬老院进行生活照料 、 精神慰籍 、 康复护理和紧急呼叫等功能的升

级改造 。 按照 １ ：１ ０ 的 比例配齐工作人员 ， 对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按 １ ：６ 的 比例配备

护理人员
？

。 四是 ， 对外开放 。 在确保五保老人供养水平的前提下 ， 将闲置的资源 向

杜会开放 。

截至 ２０ １ ２ 年底 ， 江苏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为 １ ６４０ 个 ， 收救老年人 １ ４ １ ８４４ 人 ，

平均每千老年人拥有床位数约为 ３ ０ 张 （全国平均约为 ２３ ． ７ 张 ） 、 平均每个机构拥有职

工 ６ ． ７ １ 人 （全国平均为 ４ ． ８ ５ 人 ） 。 全年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增加值合计 ３ ． ９７ 方元 ， 占全

国 的 １ １ ． ５ ７％ ， 在各省市中排位第二 。 ２０ １ ３ 年底 ， 全省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也覆

盖率总体达 ４５％ ， ２０ １ ５ 年苏南 、 苏中 、 苏北覆盖率分别拟达到 ９０％ 、 ８０％和 ７０％Ｗ上 ，

到 ２０２０ 年全省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全覆盖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末 ， 建成农村
＂

老年

关爱之家
＂

５ ３ ６ 所 ， 关爱 ２０７６６ 位农村老年人 ， 约 占当年农村老年人 口 总数的 ０ ． ３％ 。

江苏省 的社会养老服务建设 苏州最为突 出 。 苏州在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过程

中 ， 创新 了服务的方式 、 拓展 了服务的 内容 、 提升了服务的手段 ， 成为社会养老服务

？
江苏省老龄办 ． 兜住

＂

底
＂

保好
＂

面
＂

可持续江苏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Ｎ

１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２４ 日 ．

江苏 民政网 ．

［
ＥＢ／ＯＬ

］
．

［
２〇ｎ －

１ ２
－

２４
］

．

（
２０ Ｉ ３

－

１ ２
－

２４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ｊ
ｓｍｚ ．

ｇ
ｏｖ ． ｅｎ／ｘｗｚｘ／ｍ巧ｗ／２０ １ ３ １ ２ ／２０ １ ３

－

１ ２
－

２４
＿

７６ ９３ ８ ．ｈｔｍ

９２





第五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分析
一

Ｗ江苏省为例


建设的示范窗 口 。 如最早探索发展虚拟养老院 ， 试行老人
＂

就餐险
＂

、 循环养老 ， 探

索设立老年人长期护理商业保险产品 ， 在全省率先制定
＂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

意见
＂

， 推出防老人走失系统 、

＂

骆驼担
＂

等为老服务 。 除此之外 ， 政策扶持面广 、 力

度大 。 财政对生活困难且需要护理等毛类老年人给予养老援助券 ； 对民办养老机构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也和助餐点给予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 ； 赠送全市 ７０ 周岁及Ｗ上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 资助养老机构办理综合责任险 、 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办理居家养

老保险责任险 。

可见 ， 选择江苏省作为案例有
一

定的代表性 。 江苏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呈明

显的区域阶梯型 ， 送样可能会导致农村老年人出现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分化 ， Ｗ便能

够更清晰地考察农村老年人需求的影响因素 。 同时 ， 江苏省社会养老服务建设和社会

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 江苏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在
一

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全体农村老

年人需求的变化趋势 。

５ ．２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章的数据来 自 ２０ １ ２ 年 ７ －９ 月 收集的关于
＂

江苏农村社会保障问卷
＂

调查的原始

数据 。 该次调査由受过培训 的访问 员 ， 采用入户代填问卷的方式收集了７６０ 个 ６０ 岁

及Ｗ上的农村老年样本信息 ， ３ ８ ．２９％分布在苏南 ， ２３ ．６８％在苏中 、 ３ ８ ．０３％在苏北 。

样本的具体情况如表 ５
－

１ 所示 。 ７６０ 个样本 ， 男女 比例基本相当 ； 年龄Ｗ６０
？

６９

岁 为主 ； 文化程度较低 ， 小学及 Ｗ下水平的 占 了８０ ． １ ６％
； 自评健康状况ｉ的有五分之

一

； 将未婚 、 离异 、 丧偶视为没有配偶的话 ， 比例 占到 ２ １ ．２８％
； 个人收＾呈两极分化 ，

低收入者 （收入在 ２０００ 元Ｗ下／年 ） 有 ４０ ．６４％ ， 髙收入者 （收入在 ８０００ 元 Ｗ上 ／年 ）

的约为Ｈ分之
一

， 正体现了江苏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 。 家庭收入呈现均等化的特点 ，

贫富差距较小 。 可能是苏北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打工所致 ； 个人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

的趋势 ， 依靠养老金 、 家庭 、 自 身劳动生活均 占相 当大的 比例 ； 平均有 １ ． ３ ９ 个儿子 、

１ ． ３ １ 个女儿 。 少子化导致家庭规模缩小 ， 家庭人 曰数量平均为 ３ ． ８３ 人 。

一

人户和二人

户数量庞大 ， 但是 ５
？６ 人户 的农村家庭还是略多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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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１ 样本的基本描述



Ｔａｂ ｌｅｓ －

１Ｔｈｅ ｂａｓ 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变量


选项频数 （人 ） 频率 （％ ）变量


选项频数 （人 ） 频率 （％ ）

男 ３９３ ５ １ ．７ １无配偶 １ ６０２ １ ．２８

性别 婚姻状况

女 ３６ ７化２９有配偶 ５９２７８ ．７２

６０
？併 岁 ４２０巧．２６ ０ 个 ８ ８ １ １ ．６９

年龄 ７０
￣

７９岁 ２５７ ３ ３ ． ８２ １个 ３９０５ １ ．７９

；攒
８０ 岁及壯 ８３ １ ０ ．９２ ２ 个 １ ９０２ ５ ． ２３

社过学 ３ ３ １ ４３ ． ７８ ３ 个及 Ｗ上 ８５ １ １ ．２９

小学 ２７５３ ６ ． ３ ８ 〇 个 １ ９９２６ ． ５ ３

文化程度丰 中个
１ １ ６ １ ５ ． ３ ４

Ｉ
Ｉ ２６５３ ５ ．３ ３

同 中及Ｕ上 ３４４ ． ５ ２ Ｉ １ ８ ６２４ ．８０

０
？

２０００元 ３０４４０ ．６４ ３个及社 １ ３ ．３ ３

２００ １ 

？

４０００元 ９４ １ ２ ．巧 １个 ４５ ５ ．９２

个人一

４００ １ 

？

６０００元％ １ ２ ． ７０ ２ 个 ２３ ６３ １ ．０５

年收入一

６００ １

？

８０００ 元 ３ １４ ． １４家庭人数
３＾ 个 １巧２０ ．００

８００ １兀及 上２２４２９ ．９５ ５＾ 个 ２８８巧 ．９０

养老金／葬老补贴４３５５７ ． ７７ ７ 个及臥上 ３９５ ． １ ３

农业收入 ３ ３７４４ ．６９ （Ｍ ００００ 元巧２２６ ．０９

个人家庭供＃ ２３ ７３ １ ．４ ３ １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兀 １ ４ ． ５４

家盧

年收入来源
打工 ８４ １ １ ． １ ６

歷
 ２０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元Ｗ巧 ^

经营工商业 ２２２ ． ９３ ４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元 １ ５２２０ ． ６５

其他 ４２ ５ ．巧 ６０００ １元及 ！Ｍ上 １ ４４ １ ９ ．５７

差 １ ５ １ １ ９ ． ８ ７苏南 ２９ １ ３ ８ ．２９

健康状况
化 ２９７３９ ．０８地区苏中 １凯Ｕ．６ ８

堂 ３ １ ２化０５＾ ２脚３８ ．０３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５ ． ３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分析

所谓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是指相对与家庭养老服务而言 ， 个体是否更愿意选挥社

会养老服务 ， 并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方式和 内容有何要求 。 本文将其操作化为
＂

您最希

望选择哪
一

种养老方式 ？
＂

选项包括机构养老 、 社区养老、 居家养老和家庭养老 。 若

９４





第五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实化分析
——

Ｗ江苏巧为例


调查对象选择前兰种模式 ， 则判定其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若选择家庭养老选项 ， 则

判定其没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然后再分别询问对各社会养老服务模式服务 内容的要

求 。

５ ． ３ ． １ 分析框架

有两个解释家庭结构变动的理论 ， 聚合论与文化显著论 。 这里借助聚合论和文化

显著论探讨老年人养老服务意愿的变化 。 聚合论认为 ， 全球现代化对家庭的影响 ， 是

同质化 、 欧洲化 （或美洲化 ） 的过程
？

。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 经济地位的作用大于文

化的作用 。 个人经济地位越高 ， 其行为受族群文化认 同的影响越小 。 因此 ， 随若经济

的发展 ， 家庭 、 亲属关系 Ｗ及其他基本体制安排趋同于西方发达 国 家 。 亦即 中 困 的亲

子关系 由
＂

反馈模式
＂

向西方的
＂

接力模式
＂

转变 ， 老年人倾 向选择社会养老服务模

式 。 文化显著论则认为现代化并不
一

定带来婚姻家庭行为 的现代化 ， 其表现出来的传

统性是 因 为深厚 的家庭文化导致 。 个人经济地位对家庭结构 的影响是 Ｗ文化为前提

的 ； 文化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 因此 ， 经济发展不
一

定带来人们家庭养老观念的改变 。

人们的养老服务意愿 Ｗ经济和文化为宏观背景因素 ， 微观上 ， 个体的社会人 口 学

特性 、 健康资源 、 经济资源和家庭资源 ， 尤其是生命周期中发生的如丧偶 、 失能等重

大事件 ， 也是影响其意愿的关键 。

正如本文上
一

章论述的 ， 在富有家庭养老观念的 中 国 ， 只有当家庭不能满足老年

人全部的养老服务需耍时 ， 才会产尘社会养老服务需耍 。 也就是说 ， 无论是家庭养老

或者是入住养老院 、 円托中屯、

、 庙人上口照料等 ，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意愿首先都是为

了获得养老资源 ， 保证 自 身 ， 尤其是当生活不能 自 理时生存的基本要求 。 但是 ， 家庭

养老是我国深厚的养老文化和 习惯 。 在这种大的养老环境下 ， 老年人即便有社会养老

服务需要 ， 也不
一

定会产生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因此 ，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分析的假设前提是 ， 农村老年人是有限理性经济人 。 他对养老服务模式的选择
一

方面

考虑效用最大化 。 当他面临多个模式选择时 ， 他会选择能带来最大效用 的模式 。 这里

的效用指保证其能够获得基本照料 ， 维持生存和发展权利 。 另
一

方面 由于养老问题的

复杂性 ， 其选择还受老年人个体差异 ， 尤其是个体对社会养老服务认知的影响 。 总 的

看来 ， 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意愿表达体现的并不是
一

个最优的选择 ， 而是
一

个寻求

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 。 在有限理性下 ，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用公

式表达为 ：

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ｆ（ 家庭养老服务资源 ， 个人身体状况 ， 个人其他特征 ）

？
郭爱妹 ， 张戌凡 ．城乡 空巢老年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保障研究 ［

Ｍ
］

．广州 ： 中 山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９６

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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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３ ．２ 农村老年人有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５ ．３ ．２ ． １ 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为农村老年人有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是
一

个二分变量。 将机构 、 社

区 、 居家养老选项赋值
＂

１

＂

， 表示农村老年人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家庭养老选项赋

值
＂

０
＂

， 表示没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应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农村老年人有

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 。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为 ；

ｐ ，

＝ Ｅ （Ｙ
＝

ｌ
＼

Ｙ
， ）
＝ －^

１＋ｅ

式中 ， Ｐ
ｉ 是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概率 ；

Ｅ
（
Ｙ＝ ｌ

｜

Ｙ
ｉ）是给定

一

个 Ｙ
ｉ
， 农村老年人选择

社会养老服务的概率 ；
Ｙ

ｉ 是解释变量 。

根据分析框架 ， 解释变量分为兰大类 ， 家庭养老资源、 个人身体状况和人 口社会

学特征 。 同时 ， 考虑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意愿是Ｗ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宏观背景 ，

还将苏南 、 苏中 、 苏北兰地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 。 于是 Ｙ
ｉ 表述为 ：

ｙ
；
＝ 。 ＋Ｓ 

知 ，

＋
乏 

ｙ ，／ｆ
＋玄 
Ｖ ，

＋
玄如 ，

＋

／
＝ ２片 １ ；

＝
１ ／

＝
１

式中 ， ａ ； 常数项

Ｘ ： 家庭养老资源

／ ： 个人身体状况

１ ； 人 口社会学特征

ｈ ： 地区虚拟变量

Ｕ ： 模型残差

Ｐ 、 Ｙ 、
Ａ

、 ｇ ； 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 反映各解释变量影响农村老年人

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方向和程度 。

参考Ｗ往的研究 ， Ｈ大类解释变量各 自包含的具体变量及其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分

析见表 ５
－２ 。

９６





第五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分析
一

Ｗ江苏省为例


表 ５
－ ２ 变量的定父及基本描述



Ｔａｂ ｌｅ５
－２ Ｔｈｅｄｅｆｉｎ 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ａｓ 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ｏｆ ｖａｒ ｉａｂ ｌｅｓ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标准差

是否有社会养老服务 有＝
１ ， 没有＝

０

意愿 ０ ． １ ７９ ０ ． ３ ８３

家庭养老资源

婚姻状况有配偶＝

１ ， 没有配偶＝

０ ０ ．巧７ ０ ． ４ １ ０

子女人数实际值 ２ ．６８３ １ ．４２ ７

家庭年收入实际值 ４４２３ ０ ．９４６０２９４ ． ３６

有无耕地有＝

１ ， 没有＝

０ ０ ． ７９０ ０ ． ４０７

家庭关系很差＝
１ ， 差＝

２ ，

—

般＝
３ ， 好＝

４ ， 很好＝
５ ４ ． ２９３０ ． ７２６

个人健康状况

健康 自评很差＝

１ ， 差＝

２ ，

一

般＝

３ ， 好＝
４ ， 很好＝

５ ３ ．２５ ５ ０ ．９４３

生活 自理失能＝ １ ｜ 半失能＝
２ ， 自理＝

３ ２ ． ９ １ ８ ０ ． ３ ２０

语性病患有＝
１ ， 没有＝

０ ０ ． ３ ７６ ０ ．４８５

个体特征

性别男 ＝
１ ， 女＝

０ ０ ． ５ １ ７ ０ ． ５００

年龄段饥？併 岁 ＝
１ ， ７０

－

７９ 岁 ＝

２ ， 抓 岁及 Ｗ上＝
３ １ ． ５ ５７ ０ ． ６８３

个人年收入实际值 ７２ １ ７ ．９ ５２９６ １ ５ ．６７４

文化程度小学 Ｗ下＝
１ ， 小学＝２ ， 初中＝

３ ， 高中及 Ｗ上＝

４ １ ． ８０６ ０ ． ８５７

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不 Ｔ解＝
１ ．

－

巧＝
２ ， 了解＝

３ １ ． ７０７０ ． ７ １ ２

对社 区养老服 务 的 不 了解＝

１ ，

一

般＝

２ ， 了解＝
３

了解 １ ． ：３ ３ ９ ０ ． ５６ １

地区虚拟变虽

苏南苏南＝
１ ， 其他地区＝

０ ０ ． ３的 ０ ．４８６

苏中


苏 中 ＝

１ ， 其他地区＝０


０ ．２３７０ ．４８６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家庭养老资源 ， 包括婚姻状况、 子女人数 、 家庭年收入 、 有无耕地和家庭关系五

个指标 。 婚姻状况是稳定的影响因素么
一

。 在与配偶居住成为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

住方式的现实背景下 ， 配偶替代子女成为家庭养老的主要提供者 。 子女人数也是衡量

家庭养老供给人力资源多寡的指标之
一

， 子女数量与选择社会养老的意愿呈负关系 。

家庭的经济收入则衡量家庭养老服务物质资源的多寡 。 但是 ， 家庭经济水平对老年人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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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养老服务模式的作用方向不明 。 因为家庭收入高可能会激发社会养老服务的现实

需求 ， 也可能致使家人不用再为生计奔波 ， 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亲 自照顾 自家老人。 王

地在农村历来起到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 ， 也是家庭的最重要资产的之
一

。 有无耕地决

定了将来老年人依靠王地养老的可能性 。 有耕地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并不强烈 。 家庭关系通过影响家庭成员提供服务的意愿 ， 间接影响老年人对社会养老

服务的意愿。

个人健康状况 。 不同的健康状况对养老服务提出不同的要求 。 健康状况 良好者能

够 自我照料、 自我满足 ， 健康状况较差者必然会对高质量、 高频率 、 多样化的养老服

务产生需求 。 从主客观两个角度 ， 本文选择 自评健康 、 生活 自理能力和是否患有慢性

病兰个指标衡量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

个体人 日社会学特征 ， 包括老年人的性别 、 年龄 、 个人收入 、 文化程度 、 对机构

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了解程度 。 个体人 口社会学因素是导致养老服务意愿出现差异化的

重要因素 ， 体现 了养老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性别 、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不同的老年

群体 ， 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会有所差异 。 相对家庭收入 ， 个人收入体现了老年人行为的

主动性 。 老年人的个人经济状况使得其在选择养老方式时 ， 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 选择

的范围广 ， 养老方式趋于多样化 。 对社会养老服务的认同意味着当前农村的社会养老

服务是否符合老年人的需要 ，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意愿的偏 向 。

Ｓ ． ３ ．２ ．２ 社会养老服务意愿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总体来讲 ， 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并不强烈 。 ７６０个样本有 １ ３ ５个明确

表示选择社会养老服务 ， 占总数的 １ ７ ． ８６％ ， 选择家庭养老的有６２ １个 ， 占总数的 ８２ ． １ ４％ 。

可见 ， 尽管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方式意愿出现了分化 ， 但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

务意愿仍Ｗ家庭养老服务模式为主 。

为 了探讨农材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 ， 本文先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

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 按照被解释变量的不同类型和层次 ， 选择不同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 对于连续变量 ， 采取组间均值比巧法加 Ｗ验证 ； 对于二分类变量 ， 采用皮尔逊

卡方检验 ； 对于定序变量 ， 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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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３ 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意愿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 ｌｅ５
－

３Ｃｏ ｒ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ｏｆ ｗ ｉ ｌ ｌ ｉ ｎｇｎｅ ｓ ｓｔｏｓｏｃ ｉａ ｌ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


有意愿组 无意愿组二分类皮尔逊 皮尔逊卡
连续变量 ｔ值 定序变 盟

方值



的均值的均值


变量卡方值


子女人数２ ． ５４ ２ ． ７ １ １ ． ２０３有无耕地 －０扁＂
＇

° － ＊ ２ ３
＊ ＊ ＊

家庭年收入４４ ５０９ ． ７８４４ １ ３ ９ ． ０５－

０ ． ０９２性别 ０ ． ０５ ７健康 自评－

０ ． ０７ ７
＊ ＊

个人年收入９０ １ ４ ． ０３ ７的巧 ． ５ ８ ５－

２ ． ３ ８ ８
＊ ＊婚姻０ ． ０６０

＊＾动能力 化 〇 １ ９

慢性病 ０ ． ０ １ ８对机构养老服务的 了解 化 ２４７
＂ ＊

苏南－

０ ． ００４对社区养老服务的 了解０ ． ３ ２ ５
＊ ＊ ＊

苏 中－

０ ． ００９
文化程度 化 ０４ ７



苏北 ０ ． ０ １ ３ Ｉ

年龄段


－化 ０４ ５

注 ：

‘

表示 １ ０％ 、 ５％和 １ ％水平上显著 （ 双边检验 ） 。 数据来瓶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表 ５
－

３的分析结果显示 ， 在Ｈ大类解释变量中 ， 各类均有变量与农村老年人社会养

老服务意愿呈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 。 在家庭养老资源五个变量中 ，

＂

婚姻状况
＂

与社

会养老服务意愿呈显著的吊相关 ，

＂

有无耕地
＂

和
＂

家庭关系
＂

呈盈著的负相关 。 尽

管
＂

子女人数
＂

和
＂

家庭年收入
＂

与意愿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 但是可 Ｗ看到 ， 有意愿

组的子女数均值略少于无意愿组的子女数均值 ， 有意愿组的平均家庭收入高于无意愿

组 ３ ７０ ． ７ ３元 ／年 ； 反映个人健康状况的两个变量 ，

＂

自评健康
＂

通过相关性显著检验 ，

＂

活动能力
＂

、

＂

慢性病
＂

变量与意愿的相关关系不明显 ； 个人特征中 ，

＂

性别
＂

、

＂

年龄
＂

、

＂

文化程度
＂

没有明湿的相关性 ，

＂

个人年收入
＂

、 对机构和社区养老服

务的 了解Ｈ变量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与意愿呈显著的化相关关系 。

进
一

步将
一

些变量与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做交互分析 ， Ｗ观察变量 内 部

结构与意愿的关系 。

１ 、 子女人数 。 整体看 ， 子女数量与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的关系不明 朗 。 值

得注意的是 ， 有没有子女是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意愿的转折点 。 没有子女的老年人选

择社会养老的 比例高达６３ ．６４％ ， 有 １
￣２个子女后 ， 该 比例急剧下降至 １ ８ ． ９０％ ， 似乎社

会养老需求是
一

种补充性的选择 。 据此可 Ｗ推测 ， 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

的意愿很高 ， 是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 目 标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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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４ 子女人数与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

Ｔａｂｌｅ５
－４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ｓｏｃ ｉａｌ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ｅｌｄｅｒ ｌｙ （
％

）

社会养老服务 子女数量




ＭＢ
 ２± １

￣

２个


３
￣

４个


５个及＂上

有化６４ １ ８ ．９０ １ ３ ．９８ ２０ ．７３

＾ ３６ ． ３ ６


８ １ ． １ ０


８６ ．０２


７９ ．２７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２ 、 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 。 按取到相应收入的人数频次 ， 将家庭化入和个人收入

分为五段 ， 各段下对应的人数 比例均为 ２０％ 。 表５
－

５显示 ， 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 ， 农村

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也增加 ， 而家庭收入与之关系不清晰 ， 印证了个人收入比家

庭收入更多的 自 主性含义 ， 也印证了家庭收入对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方向不明的

猜想 。

表 ５
－

５ 家庭年收入 、 个人收入与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

Ｔａｂ ｌｅ５ －

５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ｎｕ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抑ｄ ｗ ｉ ｌ ｌｉｎｇｎ防Ｓ 化 ｓｏｃ ｉａｌ ｏ ｌｄ－

ａｇ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ｅ ｌｄｅｒｌｙ （
％

）


社会养老服务


家庭年收入


意愿


０￣９０００元／年９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元／年２０００ １
－４５０００元／年４５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元 ／年６０００ １
元／年及 ＂上

有 １ ４ ． １ ８化９０ １ ６ ． １ １ ２４ ．４８ １ ８ ． １ ８

没有


８５ ． ８２


８ １ ． １ ０


８３ ． ８９


７５ ． ５２


８ １ ． ８２

社会养老服务


个人年收入


意愿


０￣７２０元／年ｎ ｉ
—

ＳＯＯＯ元／年２００ １
￣

５０００元／年５００ １
￣

１朋００元／年…００ １元／年及 Ｗ上

有 １ ４ ． ０４ １ ５ ．２０ １ ５ ．９８ ２０ ．３０ ２５ ．９０

没有


８ ５ ．９６


８４ ． ８０


８４ ．０２


７９ ． ７０


７４ ． １ ０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３ 、 年龄 。 有学者认为 ， 年龄对老年人照料的影响机制与健康相似 。 老年人的健

康状况是不可逆的 ， 高龄老年人比低龄老年人选择化会养老的概率大 。 但从表 ５
－６ 可

见 ， 年龄与意愿呈倒 Ｕ 型关系 ， 低龄和高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家庭养老 ， 中 间年龄段

的老年人倾向化会养老。 低龄老年人愿意家庭养老是可Ｗ在家为子女分担家务 、 照料

孙子女 。 等到其年巧时 ， 子女反馈与高龄老年人。

一

方面说明 了 ， 我国农村的亲子关

系并没有隨现代化而趋于西方化 ，

＂

养儿防老
＂

是许多老年人的 自然也态和选择。

一

方面说明 了 ， 农村的社会养老服务还不能提供比家庭照料更优品质和多样化的项 目选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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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

表 ５
－ ６ 年龄与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

Ｔａｂ ｌｅＳ
－６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ａｇｅａｎｄｗＵ ｌ ｉｎｇｎｅｓ ｓｔｏｓｏｃ ｉａ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 ｃｅｆｏ ｒ 化６ｒｕｒａ 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
％

）

社会养老服务＾

＾ ６０
－

６９岁


７０
￣

７９岁


８ ０岁及 Ｗ上

有 １ ８ ． ７ １ １ ９ ． ５ ３ ８ ．４ ３



Ｒ
ｊｉ

８ １ ． ２ ９


８ ０ ． ４ ７


９ １ ． ５ ７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４ 、 地区 。 表 ５
－７显示 ， 在社会养老服务意愿上 ，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苏北地

区的 比例反而最商 ， 达到 １ ８ ． ４７％ 。 但是 ， 二地的差异性很小 ， 二地有社会养老服务意

愿的 比例差约为 １个百分点 。

表 ５
－

７ 地区与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

Ｔａｂ ｔｅ ５
－

７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ｗ ｉ ｌ ｌ ｉ ｎ ｇｎｅ ｓ ｓｔｏ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 ｄ
－

ａｇｅｓ ｅ ｒｖ ｉ ｃｅｆｏ ｒ  ｔｈｅｒｕ ｒａ ｌｅ ｌｄｅ ｒ ｌｙ （
％

）

社会养老服务些Ｍ



ＭＢ
＾ ＾苏北

有 １ ７ ． ６ ５ １ ７ ． ２２ １ ８ ． ４７

＾ ８ ２ ． ３ ５


８２ ． ７ ８


８ １ ． ５ ３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综上所化 ， 当前农村还是 Ｗ家庭养老意愿为主 ， 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还有待激

发 。 对社会养老服务有意愿的农村老年人
一

般是独居 、 孤寡老年人 ， 在家庭养老不能

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时 ， 衍生出 了对其他养老服务模式的需求 。 当然 ， 经济条件好的

农村老年人也会有较高的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５ ． ３ ．２３ 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ｃ 回 归分析

相关分析只能检验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下 ， 单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无方 向

性的相互关系 ， 无法检验在各种解释变量相互作用下 ，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 的

因果关系 。 因此 ， 下面用 ｌｏ
ｇ

ｉ 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各解

释变量的影响力及其显著性 。

用 ｓｔａｔａ ｌ ｌ ． Ｏ 统计软件对二元 Ｌｏｇ ｉｔ 模型进行了估计 ， 结果如表 ５ －

８ 。 表 ５
－

８ 报告 了

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 Ｚ 值和发生比 。 采用 了逐步回归 的方法将各解释变量纳入模型 。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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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 将代表基本养老服务需要满足的变量纳入模型 ， 模型 ２ 加入代表差异性社会养

老服务意愿的变量。 为 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 模型 ３ 将在模型 １ 、 模型 ２ 中都显

著的变量进行再次回归 。

兰个模型的负 ２ 倍对数似然 比均在 化００ １ 的水平上显著的 ， 表明模型总体在统计

上是显著的 。 三个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均达到 ８０％Ｗ上 。 通过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 检

验了各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 Ｗ上检验结果表明 ， 兰个模型都具有较好的拟合

效果 ， 解释力较强 。

表 ５
－ ８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 ｌｅ５
＂

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ｓｏｃ ｉａｌ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ｙ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ｅｌｄｅｒ ｌｙ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解释变量 系数Ｚ 值发生比系数Ｚ 值发生比系数Ｚ 值 发至ＥＴ

婚姻状况 ０ ． ８２９

＂ ＊

２ ．８８２ ． ２９ １０ ．７５２

＂

２ ． １ ５２ ． １ ２ １０ ．６７７

＂

２ ．２４ １ ．％８

子古胤
－０ ．０ １ ２－０ ． １ ５０ ． ９８８０ ． ０５ ３０ ． ５７ １ ． ０５ ５

家庭年收 ；入对数 ０ ． ３ ０５

＊＂

３ ． ２４Ｌ％７０ ．２６５

＊＂

２ ． ６０ １ ． ３０３０ ． １ ６ ８

，

 １ ．７３ １ ． １ ８３

有无耕地
－０ ． ６７４

＂ ＊

－２ ． ６４０ ． ５ １ ０－０ ．９４８

＊＂

－

３ ． ２５０ ． ３８７－０ ．６３９

＂

－

２ ． ５００ ． ５２ ８

家庭关系
－０ ． ５５ ８

＂ ＊

－

４ ． １ ４０ ． ５７２－０ ． ５９６

＊ ＊ ＊

－

３ ． ９７０ ．５５ １－

０ ．５８ １

＊ ＊ ＊

－４ ． １ ００ ． ５ ５９

健康 自评
－０ ． ：２３ １

＊

－Ｌ８２０ ． ７９４－０ ． ３０９

＂

－２ ． １ ６０ ．７３４－０ ． ３ １ ６

＂

－２ ． ５００ ．７２９

生自 
Ｓ ０ ． ５ １ ０ １ ．巧 １ ．６６６０ ． ６００ １ ． ５０ １ ． ８２２

慢性病 ０ ．００４０ ． ０２ １ ．００４０ ． ０８７０ ． ３ ５ １ ．０９０

－０ ． １ １ １－０ ．４３０ ． ８９５

－０ ． ００７－０ ． ３６０ ． ９９３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０ － １ ７８

＾

３ ． ２３ １ ． １ ９ ５０ ． １ ２８

＊ ＊ ＊

２ ． ８ １Ｕ ３ ６

文化程度
？

０ ‘２４２－

１ ：５７０ ． ７８５

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 ０ －７４５

＾

３ ‘７Ｇ２ － １ ０７０ ． ５５９

＊－

３ ．０９ １ ． ７４９

对化区养老服务的 了解 ４ －４５２ ． ７０９０ ．９３ ８

＊ ＊ ＊

４ ．６７２ ． ５５６

苏南
’

（Ｕ ８６ａ６８０￣０ ‘ ７（）９

Ｗ

 ０ ’４９２

苏巾
－０ ．２ １ ５－０ ． ７４０ ． ８０７－

０ ．７９８

＊ ＊

－２ ． ５５０ ．４５０

常数项
－

２ ． ９５９－２ ． １ ６—

－

５ ． ３ １ ５－２ ．２５—

－

３ ． ２６２－

２ ． ８６—

ＬＯＧ－Ｌ－

３ ０２ ．６３ ９－２５２ ．６５４－２７２ ． ３６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
２

 ０ ．０６７ ０ ．２０８ ０ ． １ ７３

Ｗａｌｄ ｃｈ ｉ２％ ．０２ ８ ８ ． １ ０ ８３ ．５４

Ｐｒｏｂ＞ｃｈ ｉ２ ０ ． ０００ 〇 ． 〇〇〇 ０ ．００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


６８７
＾ １＾

注 ： 回归结果已经过异方差调整 。 表示 １ 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 数据来源 ： 根据

调蜜数据处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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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实化分析
——

Ｗ江苏巧为例


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 ， 模型 １ 里用来反映基本养老服务需要满足的家庭养老资

源和个人健康状况两大类因素中均有变量在统计上呈显著性 。 家庭养老资源中影响显

著的变量是
＂

婚姻状况
＂

、

＂

家庭年收入
＂

、

＂

有无耕地
＂

和
＂

家庭关系
＂

， 个人健康状

况中影响显著的变量是
＂

自评健康
＂

。 用模型 １ 来解释解释变量的变化 ， 其预测准确

率为 ８ １ ． ６６％ 。 模型 ２ 加入反映差异性养老服务意愿的个体特征变量后 ， 预测准确率提

高到 ８４ ． ３ ０％ 。 在反映差异性养老服务意愿的变量中 ，

＂

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
＂

、

＂

对社区

养老服务的 了解
＂

和
＂

个人年收入对数
＂

均在 １％水平上强著 。 模型 ３ 只用模型 １ 、 模

型 ２ 中显著的变量进行巧归 ， 它的预测准确率也达到 ８ ３ ． ６９％ ， 且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中与意愿呈显著关系的 ８ 个变量 ， 在模型 ３ 中仍稳定地显著 。 模型 ２ 在 ３ 个模型 中拟

合效果最好 ， 下面主耍根据模型 ２ 的回归结果对显著的变量进行详细解释 。

代表家庭养老资源的
＂

婚姻状况
＂ ＂

家庭收入
＂

、

＂

巧无耕地
＂

和
＂

家庭关系
＂

对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有显著的正 向和负 向作用 。 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产生社

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可能性 比没有配偶的高 １ １ ２ ． １％ 。 前文分析到 ， 当前农村老年人更多

依赖配偶养老 ， 子女在家庭养老中 的作用弱化 。 如果在老年人也 目 中 ， 家庭养老特指

传统的子女养老的话 ， 那么 当有配偶的老年人转而依靠配偶养老时 ， 巧对家庭养老的

期望 自然下降 。 这与郭爱妹 、 张戌凡 （ ２０ １ １ ） 的研究结论
一

致 。 两人发现 ， 有配偶的

老年人倾 向于不和子女 同住 。 实际上 ， 老年人独居或者与配偶 同住 ， 都増加 了社会养

老服务介入的可能性 。 家庭收入高 ， 没有耕地 、 家庭关系不和睦的老年人倾 向选择社

会养老服务 。有耕地的 比没有耕地的农村老年人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概率低 ３ ８ ． ７％ ，

家庭和睦的农村老年人巧意應的概率低 ５ ５ ． １％ 。 与 Ｗ往研究结论不
一

致的是 ，

＂

子女人

数
＂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这可能正如前文分析的 ，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是否选择社会

养老具有
一

个口槛效应 ， 即在有没子女间发生转变 ， 进入有子女这个 口揽后 ， 子女数

量的多少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 。

在代表个人健康状况的 ３ 个变量中 ，

＂

自 评健康
＂

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

愿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 健康 自 评越差 ， 越愿意选择社会养老服务 。 健康 自评每上升
一

个档次 ，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可能性下降 ７ ３ ． ４％ 。 健康状况变差后 ， 自我养老的能

力下降 ， 同时考虑到家庭无法满足
一

个不健康老人的各方面的需求 ， 尤其是专业的护

理照料方面的需求 ， 所Ｗ 自 然产生家庭养老和个人养老外的需求 。 尽管
＂

生活 自 理
＂

和
＂

慢性病
＂

这两个变量并不显著 ， 但从其回归系数的符号看 ， 患病 、 不健康的老年

人倾 向于社会养老服务 ， 只需要简单生活照料的老年人则倾 向家庭照料 。 农村老年人

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定位和认识似乎是 ， 解决疾病的医疗机构 。

在代表个人特征的 ６ 个变量中 ，

＂

个人年收入
＂

、

＂

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
＂

和
＂

对社

区养老服务的 了解
＂

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均有正 向影响 。 个人年收入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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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养老服务模式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 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机率也越大 。 从理论上讲 ，

社会养老服务开展得越好 ， 宣传得越到位 ， 人们对它的认同就越高 ， 越可能产生意愿 。

可 Ｗ看到 ， 对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认识 由不 了解到 了解 ， 每上升
一

级 ， 社会养

老服务偏好的机率分别提高 １ １ ０ ． ７％和 １ ７０ ．９％ ， 说明信息不对称是社会养老服务偏好

过低的主要原因 。 服务政策宣传对提高巧会养老服务意愿具有巨大的作用 ， 宣传的力

度和广度有很大的改善必要 。

从地区虚拟变量来看 ， 苏南和苏中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偏好社会养老服务的概率更

低 。 送种情况可能更多是与苏北地区青壮年外流 ， 导致家庭养老服务缺失有关 。

综上分析 ，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 其中 Ｗ婚姻状

况和对社会养老服务的认知程度因素的影响最大 。 因此 ， 在提供社会养老服务时 ， 既

要充分考虑不 同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意愿 ， 又要注意丧偶等特殊老年群体的意愿 。

用显著的变量可 Ｗ进
一

步计算农村老年人在平均情况下 ， 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意

愿的概率 。 该概率的计算公式为 ：

公
，

二￡
（
ｒ
＝

ｉ
｜ 。 二

１＋ｅ

根据模型３ 的估计结果 ， 得到 的 回归方程为 ：

ｚ
＝

－

３ ．２６２牛０ ． ６７７ｘ
ｉ

＋０ ． １ ６ ８ｘ２

－

０ ． ６３ ９ｘ
３

－０ ． ５ ８ １ ｘ４
－０ ． ３ １ ６ｘ

５
＋０ ． １ ２８ｘ

５
＋０ ． ５ ５ ９ｘ

７
＋０ ． ９ ３ ８ｘ

８

Ｘ
ｉ

￣ Ｘ
８ 分别为婚姻状况 、 家庭收入对数 、 有无耕地 、 家庭关系 、 自评健康 、 个人

收入对数 、 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和对社区养老服务的 了解变量 。

这样 ， 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可能性的预测就取决于 ８ 个变量的化值 。 通常的做法是 ，

用样本均值为变量的取值 。 考虑到均值易受极端值的影响 ， 且定序和定类变量的均值

没有实际意义 ， 于是 ， 本文对定序和定类变量取众数 ， 连续变量取中位数代入回归方

程 。 即Ｘ ｉ

＝ ｌ 、 Ｘ２
＝ １ ０ ． ３ １ 、 Ｘ

３
＝ ｌ 、 Ｘ４

＝４ 、 Ｘ
５
＝３ 、 Ｘ

６
＝８ ． １ ９ 、 Ｘ

７
＝ ｌ 、 Ｘ

８
＝ ｌ 。 利用公式 ， 得到农村

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概率为 ９ ． ８２％ 。 可见 ， 平均而言 ， 当前农村老年人社会养

老服务需求意愿较低 。 但如果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认识度提高 了 ， 即 Ｘ
６
＝３ 、

Ｘ７
＝３ ， 其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概率将达到 ７３ ． ３ ６％ 。 提高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

认同是提商其对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关键 。

Ｓ ． ３ ． ２ ．４ 有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比较

在上节的分析 中可知 ， 婚姻状况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程度很

大 。 丧偶等特殊老年人是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客体 ， 深入研究有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

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 ， 有深刻的政策意义 。

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中有 １ ８ ． ７ １％的选择社会养老 ， 没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中只有

１ ３ ． １ ３％ ， 两者差异明显 。 表 ５
－９ 显示 ，

＂

家庭收入
＂

、

＂

有无耕地
＂

、

＂

家庭关系
＂

、

＂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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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自 评
＂

、

＂

生活 自 理
＂

、

＂

个人年收入
＂

、 对养老机构和对社区养老服务的 了解 、 地区

均是影响有配偶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因素 。 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是农村老

年人的主体 （ 占 ７ ８ ． ７２％ ） ， 其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影响 因素的结果与全体老年人的更接

近 。 而对于没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 ， 只有
＂

有无耕地
＂

和
＂

个人年收入
＂

具有显著影

响 。 对比两个群体的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 ， 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在选择

养老模式时 ， 会综合考虑家庭的养老资源 ， 并体现
一

定的个人差异 ， 而没有配偶的农

村老年人主要考虑 自 我养老的能力 。 有无耕地和个人收入从另
一

面讲 ， 代表 了
一

定的

自 我养老能力 ， 意味着农村老年人在失去配偶支持后 ， 更多应该是倾 向于 自 我养老 ，

当 自我养老能力下降后 ， 才会萌发社会养老的意愿 。 事实上 ， 在我国 当前家庭和社会

养老服务不尽人意的情况下 ， 自 我养老是家庭养老中 的 另
一

种选择 ， 具有补充性 、 独

立性的特点 （穆光宗 ， ２ ００７
； 朱劲松 ， ２００９ ） 。

表 ５
－

９ 有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影响 因素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 ｌ ｅ ５

－

９目 ｓ ｔ ｉｍａｔ ｉｏｎｒｅ ｓ山 ｔｓｏ ｆ 化 ０ｆａｃ ｔｏ 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 ｎ
ｇ
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巧 ｔｏｓｏｃ ｉ 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 ｒｖ ｉｃｅｂｙ

ｔｈｅｒｕ ｒａ ｌ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ｐｏｕｓｅａｎｄｗｈｏｎｏ ｔ



有配偶的 （模型 ４ ）



没有配偶 的 （模型 ５ ）



解释变量
系数Ｚ 值发生 比系数 Ｚ 厘发生比

＾
＿ ０ ． ０６ ２ ０ ． ５ ７ １ ． ０６４－

０ ． ０５ ０－

０ ． ２ ２ Ｏ ． Ｓ ＞５ １

早女 人 動ｒ

蠢庭年收入对敞
２ ‘０３ １ ． ２３ ５０ － ３２０ １ ． Ｈ １ － ３ ７ ７

帛责排加
－

０ ．％９

＇ ＇

－

２ ． ５ ８ ０ ． ４ ２ ０－

１ ． ６４０

＇ ＇

－

２ ． ５ ３ ０ ． ］ ９４

－０ ． ６６ ５

＾

－

３ ． ８ ４ ０ ． ５ １ ４－０ ． ４６ ３－

１ ． １ ４ ０ ． ６２９

－

０ ． ３ ９ ７

＂

－

２ ． ４ ５ ０ ． ６ ７２－０ ． ００６－

０ ． ０ １ ０ ． ９９４

／巾
、巾 化 ７９７

＜

 １ ． ９２ ２ ． ２ １ ８－

０ ． ２ １ ８－

０ ． １ ７ ０ ． ８０４

０ ． ０６２ ０ ． ２ ２ １ ． ０ ６４０ ． １ ３ ７０ ． ２０ １ ． １ ４ ６

帖件柄

ＷＰ Ｉ

，
－

０ ． １ ３ ９－

０ ． ４９ ０ ． ８ ７ ０－

０ ． １ ６ ０－

０ ． ２ ３ ０ ． ８ ５ ２

件 和 Ｉ

认
－

０ ． ００ ５－

０ ． ２４ ０ ． ９９ ５－０ ． ０ １ ２－

０ ． ２ ７ ０ ． ９８ ８

化騰

个 人化收 入对微 ２ ． ４４ １ ． １ ５ ７ ０ ． ４ ８ ６

＂

 ２ ． ０ ５ １ ． ６２ ７

巾
－

０ ． １ ８ ３－

ｉ ． ｉ ｌ ０ ． ８３ ３－０ ． ９ ８ ０－

１ ． ６ ５ ０ ． ３

＊

７ ５

对蒂遞類 丫船 ３ ’ ８Ｇ ２ ． ３ ０ ６ （Ｍ ２ ０Ｇ ’ ７４ １ ‘ ５ ２ ２

对补  Ｉ

Ｘ
’

藉龙服 余 的 丫 解 ＊ ’ １ ８９

Ｗ
４ － ４９ Ｑ２Ａ ５０３ ６ ＼ ２１ ％

－

０ ． ９８ ５

＾

－

３ ． ０２０ ． ３ ７３０ ． ９２ ２０ ． ８ １２ ． ５ １ ４

抓南

＿ ．
－０ ． ８巧

Ｗ

－

２ ． ４７０ ． ４ ０ ９ ０ ． ２ １ ９０ ． １ ９ １ ． ２４４

兩、甲

＇
…

＇

教巧
‘

４ ’ ３ ９３－

１ － ９０ －４ ． ５ ８ ８－

０ ． ７３—

Ｌ０Ｇ －Ｌ－

２０ １ ． ６ ８ ７－

４０ ． ７ ５ ７

Ｐ ｓｅｕｄｏ Ｒ
２

 ０ ． ２３ ６ ０ ． ２２２

Ｗａ ｌ ｄｃｈ ｉ ２ ８４ ． ８ ５ ２３ ． ２９

Ｐ ｒｏｂ＞ｃｈ ｉ ２ ０ ？ ０００ ０ ． ０ ７ ８

Ｎｕｍｂｅ ｒ ｏｆ ｏ ｂ ｓ


５ ３ ０


注 ： 回归结果已经过异方差调整 。 表示 １ ０％ 、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 数据来源 ： 根据

调查数据处理所得 。

１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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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３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对服务方式和 内容的偏好

本节进而分析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和 内容的

选择偏好 。

５ ． ３ ． ３ ． １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偏好

社会养老服务的方式也称为社会养老服务的组织递送方式 ， 是指
一

个国家或地区

借助不同层次的平台将养老服务项 目组织起来 ， 通过适当的渠道将服务递送给相应的

消费者 ， 通常包括机构 、 社区和居家服务方式 。 频次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 ５
－

１ ０ ） ， 有

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中有 ５３ ． ３ ３％ 、 ７ ．４ １％ 、 ３９ ．２６％分别选择机构 、 社区和

居家养老服务方式 。 在社会养老服务方式意愿中 ， 机构养老服务需求最高 ， 社区养老

服务需求最低 。

表 ５ －

１ ０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意愿 （人 ， ％ ）

Ｔａｂ ｌｅｓ
－

１ ０Ｔｈｅ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ｓｏｃ ｉａｌ 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ｗｈｏ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ｉ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ｓｏｃｉａｌ ｏ ｌｄ－

ａｇ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ｐｅｒｓｏｎ ，
％ ）


社会养老服务方式


人数 （人 ）



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机构 ７２ ５ ３Ｊ ３巧．巧

社区 １ ０ ７ ． ４ １ ６０ ．７４

居家巧 ３９ ．２６ １ ００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相对作为 目前农村主要的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机构养老而言 ， 社区养老服务在农

村地区开展时间短 ， 农村老年人对其认知有限 。 调查样本中 ， 有 １ ４ ．９３％的表示了解养

老院 、 老年公寓等养老机构 ， 只有 ４ ．４９％的表示了解化区养老服务 。 两者不同的认知

程度使得两者的需求比例存在差距 。 除了受认知的影响外 ， 不同的社会养老服务方式

的收费标准和能够提供的服务相异 ， 因而老年人对方式的选择还会受到 自 身经济和身

体情况的影响 。 表 ５
－

１ １ 显示 ， 不同个人收入、 家庭收入 、 健康 自评和慢性病得病情况

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偏好呈现显著的差异 （ 四者与意愿的相关关系均

通过显著性检验 ） 。

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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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１ １ 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意愿与收入 、 自评健康 、 慢性病的交互分析
Ｔａｂ ｌｅ５

－

１ １Ｔｈｅ
ｐ
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
ｆａｍ ｉ 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
ｓｅ ｌｆ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ｃｏｎｄ 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ｄ ｉ ｓｅａｓｅｓｂｙ

ｔｈｅ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 ｉｓｓ 化 ｓｏｃ ｉａｌ ｏ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 ｔｈｏｄ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ｗｈｏｈａｖｅ ｔｈｅ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泌 化ｓｏｃ ｉａｌ

’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机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合计



ｍ ＾ ＾ （％ ）

个人年收入

〇
￣

７２〇 元％．〇〇 １ ２ ．００ ３ ２ ．００ １ ００ ． ００

７２ １
－

２０００ ７３ ． ６８ ０ ． ００ ２６ ．３ ２ １ ００ ． ００

２００ １
－

５０００ ＾ ５ １ ． ８５ １ ８ ．Ｃ ２９ ．６３ １ ００ ． ００

５００ １

￣

１ ００００ 元 ４８ ． １ ５ ３ ． ７０ ４８ ． １ ５ １ ００ ． ００

１ ０００ １元及 Ｗ 

上


４７ ． ２２
＾ ５ ０ ．００



１ ００ ． 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ｈ ｉ２
（
８＞

＝

１ ３ ．４０７ ７


Ｐ ｒ
＝０ ． ０９９


家庭年收入

０
－

１ ００００ ＴＵＷ ． ６９ １ ９ ． ２３Ｕ．０８ １ ００ ． 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 ６２ ．５０ ４ ． １ ７Ｗ ．３ ３ １ 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 ６０ ． ８７ ４ ． ３５ ３４ ． ７ ８ １ ００ ．００

４０００ １
－６００００ 元 ３６ ． １ １ ５ ． ５６ ５８ ．３ ３ １ ００ ．００

６０００ １元及 Ｗ 

上 ５７ ．６９ ３ ． ８５ ３ ８ ．４６ １ ００ ．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ｈ口巧 ）

＝
１ ４ ．３６６６ Ｐｒ

＝０ ． ０７３

自评健康

塞 ５４ ． ８４ ０ ．００衫． １ ６ １ ００ ．００

—

般 ４６ ． ７７ ６ ． ４５ ４６ ．７７ １ ００ ．００

良好 ６ １ ．９０ １ ４ ．巧 ２ ３ ． ８ １ １ ００ ．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Ｗ２
（
４

） 

＝
９ ． ８６７７


Ｐｒ 

＝
０ ．０４３


慢性病

没有慢性病 ４５ ．００ ８ ． ７５ ４６ ．２ ５ １ ００ ． ００

有慢性病 ６５ ． ３ ８ ３ ． ８５ ３ ０ ．７７ １ ００ ． 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ｈ口巧户５ ．４６２０ Ｐ ｉ

＝０ ． ０６５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鉴于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有许多重合的地方 ， 两者提供的 内容大致相似 、 功能定

位在于健全或 自理 、 半 自理老年人的需要满足 、 养老理念是就地老化 ， 参考第二章的

概念界定 ， 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合并为
＂

就地养老
＂

方式 ， 与机构方式相对 。 应用

１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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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分析影响选择
＂

就地养老
＂

方式的因素 。

＇

回归结果显示 （见表 ５
－

１ ２ ） ， 对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的 了解呈显著影响 ， 证实了

受认知程度影响的猜想 。 健康状况 ３ 个因素 ， 只有有无慢性病通过显著性检验 。 有慢

性病的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这可能与机构养老服务能够提供
一

定的医疗护理服务有

关 。 但是老年人的收入状况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 总的说来 ， 没有

慢性病 、 年龄较大 、 文化程度低 、 对社区养老了解的农村老年人倾向
＂

就地养老
＂

方

式 。

表 ５
－

口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方式偏好影响因素的 回归结果
Ｔａｂ ｌｅｓ

－

１ ２Ｅｓｔ ｉｍａｔ ｉｏｎ ｉ

＊

ｅ ｓｕ ｌｔｓｏｆ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打ｃ ｉｎｇ 
ｗ ｉ ｌ ｌ ｉ打ｇｎｅ泌 化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ａｇ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ｗｈ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ｗｉ ｌ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ｓｏｃ ｉａｌ ｏ ｌｄ－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



解释變量


系数标准误Ｚ 值Ｐ＞
｜

ｚ
｜发生比

婚姻状况 ０ ． ３０６ ０ ． ７２４ ０ ．４２０ ．６７２ １ ． ３ ５ ８

子女人数 ０ ． ０５７ ０ ． １ ９５０ ．２９０ ．７７ １ １ ． ０５８

家庭年收 ：
入对数 ０ ００６ ０ １ ９９０ ．０３０ ．９７６ １ ．００６

无耕地
－

１ ． １ ４６ ０ ． ５３９－２ ． 口 ０ ． １ ３４０ ． ３ １ ８

－

０ ． １ ５ ５ ０ ．巧 ６－０ ．４６ ０ ． ６４５ ０ ． ８５７

健康 自评
－０ ．２８ ３ ０ ． ３０３－０ ．９３ ０ ． ３ ５ ！０ ． ７５３

生活 自理 １ ． ５６０ １ ． １ ７５ １ ．巧０ ． １ ８４４ ．７５７

慢性病
－０ ． ９７５

＊

０ ． ５ ５９－

１ ． ７４０ ．０８ １０ ． ３ ７７

－０ ．２２３ ０ ． ５３ １－

０ ．４２ ０ ．６７５０ ． ８００

０ ． ０９３

＾

０ ．０４４ ２ ． １ ３０ ．０３４ １ ．０９７

个人年收入骑数 ０ ． ０７００ ． １巧 ０ ． ５４０ ． ５８９ １ ．０７２

文化程度
－

０ ． ５２７

＊

０ ． ３０５－

１ ． ７３０ ． ０８４０ ． ５９０

对养老机欄 了解
－化８６８化４ １ ３－２ ． １ ０ ０ ．０３６０ ． ４２０

对社区养老服务的 了解 １ －３９３

＾

０ －４３ ３ ３ ．２ １Ｏ ’ＯＯ ｌ４ ．０２７

苏南
－

０ ．２２８ ０ ． ５２６－

０ ．４３ ０ ． ６６５０ ． ７９６

＾巾
－

１ ．０７４ ０ ． ８０８－

１ ．巧 ０ ． １ ８３０ ． ３４２

常数项Ａ５４０ ５ ．２０７－

１ ．６４０ ． １ ０ １—

ＬＯＧ－Ｌ－

６３ ． ７８７Ｗａｌｄ ｃｈ ｉ２（ １ ６ ） ２８ ．７８

Ｐｓｅｕｄｏ ０ ． ２４５ Ｐｒｏｂ＞ （加２ ０ ０２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 １ ２２

注 ： 回巧结果已经过屛方差调整。

‘

、

＂

、

‘ｗ

表示 １ ０％、 ５％和 １％水平上湿著 。 数据来源 ； 根

据调查数据处理所得

１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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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 了 ， 虽然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意愿出现了
一

定程度的

分化 ， 化构服务的方式在Ｈ种社会养老服务方式中得到 了最高的认同 。 这似乎与现在

推崇的
＂

就地养老
＂

的理念相背离 。 但究其原因 ， 更多是因为 当前农村老年人对社区

和居家养老服务认识不到位所致 。 同时 ， 不同的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可 满足不同

健康状况老年人的需要 ， 形成了
一

定的互补 。

Ｓ ． ３ ． ３ ．２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内容的偏好

２０ １ ２ 年的调查问卷将社会养老服务内容分为生活照料 、 医疗护理 、 精神慰藉 、 文

化娱乐 、 法律援助和其他等六大类项 目 ， 分别询问 Ｉ对社会养老服务有需求的老年人

希望养老院 、 社区提供的具体服务 内容 ， 让老年人从中选择Ｈ个最需要的 。

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 内容的意愿结果如表 ５
－

１ ３ 所示 。 （ １ ） 农村老年人对社

会养老服务 内容需求形成
一

种先生存后发展的位序结构 ， 对涉及基本生存的服务内容

需求偏好程度高于非基本的服务 内容 。 无论是机构还是社区提供的服务 ， 需求最大的

均是生活照料 ， 其次是医疗护理 ， 然后才是其他服务 。 （ ２ ） 对不同方式提供的服务内

容的要求不尽
一

致 。 相对社区而言 ， 除了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外 ， 农村老年人更希望

养老院等养老机构能够提供精神慰藉和法律援助 ， 而社区则侧重提供文化娱乐活动 。

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和社区提供养老服务 内容的偏好构成与我国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年 ） 》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１
］
６０ 号 ） 中对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功能定位

是
一

致的 。

表 ５
－

１ ３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内容的意愿 （ 人 ， ％ ）

Ｔａｂ ｌｅ５
－

１ ３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化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ｆｏ ｒ 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 ｅ ｌｄｅｒ ｌ

ｙ
ｗｈｏｈａｖｅ化ｅｗ ｉ ｌ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ｐｅｒｓｏｎ

，
％

）




生活照料 医疗护理 巧神想藉 文化娱乐 法律援助巧他

机构养老服务 频数 （人 ） ５９５ ５ ３ ０ ２５ ７ ０

百分比 （％ ）８ １ ． ９４ ７６ ． ３９４ １ ．６７ ３ ４ ． ７２ ９ ． ７２ ０ ． ００

社区养老服务 频数 （人 ） ９ ８ ２ ７ ０ ０

百分 比 （％ ）９０ ． ００ ８０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７０ ． ００ ０ ． ００ ０ ． ００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相对于意愿水平 ， 由于意愿过低造成供给相对过剩 （见表 ５
－

１ ４ ） 。 王莉莉 （ ２０ １ ３ ）

利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６ 年 ， 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中也姐织的
＂

中 国城乡老年人 曰状况
一

次

性抽样调查
＂

和
＂

中 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
＂

数据分析发现 ， 中 国老年人对居

家生活照糾的各项具体服务的需求比例都在 ２９％Ｗ上 。 本次调研的社区养老服务 内容

需求的 比例很低 ， 是因为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并不了解 （只有 ４ ．４９％的农村老年人

表示了解社区养老服务 ） 。 同时 ， 社区养老服务需要位序是生活照料 、 医疗护理 、 文

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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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娱乐和精神慰藉 ， 对法律援助没有需求 ， 供给的位序是文化娱乐 、 医疗护理 、 生活

照料 、 精神慰藉和法律援助 ， 供给和需求位序上存在错位。

相对于利用水平 ， 供给依然过剰 。 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各项内容的

利用水平也普遍较低 。 其中 ， 文化娱乐和医疗护理的利用率较高 ， 分别是 １ １ ． ３ ５％和

９ ．６２％ ， 其他服务项 目 的利用率普遍较低 （见表 ５
－

１ ４ ） 。

表 ５
－

１４ 社区养老服务内容的意愿 、 供给与利用状况 （％ ）

Ｔａｂ ｌｅＳ
－

１ ４ＷＵ 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
ｓｕｐｐ ｌｙ 

ａｎｄ 她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化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

意愿供给利用利用与供给差意愿与供给差

生活照巧 １ ． 化 ８ ．９９ ６ ． １ ６－２ ． ８３－

７ ． ８ １

医疗护理 １ ． ０５ １ １ ． ５ １ ９ ．拍－

１ ． ８９－

１ ０ ． ４６

精神慰藉 ０ ．２６ ５ ．０３ ４ ． ８ １－

０ ． ２２－

４ ． ７７

文化娱乐 ０ ． ９２ １ ６ ．２９ １ １ ． ３ ５－

４ ． ９４－

１ ５ ． ３ ７

法律援助 ０ ． ００ ４ ．拍 ３ ． １ ６－

１ ．４７－４ ．姑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总的来看 ， 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的需求量大 。 但是 ， 由于受认

知的制约 ， 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各项养老服务均表现了较低的意愿 ， 从而导致了供给的

相对过剰和较低的利用率 。

５ ．４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指农村老年人家庭购买养老服务 ， 而不至于

影响到家庭基本的生活支出 。 由于学界没有明确界定养老服务支出 占收入比重达到什

么程度 ， 谓之没有支付能力 ， 本文兼用收入－支出法和剩余收入法衡量社会养老服务的

支付能力 。 剰余收入法常用于评价住房的可支付能力 ， 指可用于住房消费的最大支付

额是可支配收入减去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支出后的剩余收入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 。

收入和支出是影响支付能力 的最关键的因素 。 下文先描述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

况 。 考虑到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往往作为家庭消费支出 的
一

部分 ， 同样受到家庭收入的

影响 ， 因此除了分析老年人的个人收入外 ， 也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收入 。 然后 由

于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没有接受过社会养老服务 ， 无法得到消费支出数额 ， 用社会养

老服务的价格间接衡量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消费支出 。 通过对比农村老年人的个人收

入 、 家庭收入与社会养老服务收费 ， 粗略考察其支付能力 。 最后再借用剩余收入理念

进
一

步评价农村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 剩余收入法的基本步骤包括 ； （ １ ） 测算农村居民

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 。 （ ２ ） 比较收入 、 基本生活支出 （不包括养老服务支出 ） 、 社会

养老服务支出 。 （ ３ ） 评价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 如果剩余收

１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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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Ｗ江苏省为例


入 （收入－基本生活支出 ） 为负 ， 谓之
＂

绝对没有支付能力
＂

， 如果剩余收入小于社会

养老服务支出 ， 谓之
＂

相对没有支付能力
＂

。 剩余收入额是农村居民可支付社会养老

服务的最大额 。

５ ．４ ． １ 农村老年人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

从全国来看 ， ２０ １ ０ 年农村老年人平均年收入 ４７％ 元 ， 月 收入 ３ ９６ 元
？

。 据中 国老

龄科学研究中也 《 ２０ １ ０ 年中 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 》 数据显示 ， 农村老年人的

养老金收入为 ７４ 元 ／月 。 城乡老年人收入水平差距巨大 。 农村老年人的年均收入只有

城镇老年人的 ％ ． ５ ８％ ， 养老金仅相 当于同期城镇老年人的 ４ ． ８５％ 。 近年来 ， 农村老

年人的收入増速很快 。 ２０ １ ０ 年城乡老年人的收入比值为 ３ ． ７６ ；１ ， 比 ２００６ 年的 ４ ． ３ ９ ：

１ 有所缩小
？

。 我国农村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是劳动收入和家人供养 ，
二者 占到 ８ ８ ． ９２％ ，

来源渠道集中 ， 其它来源甚少 （见表 ５
－

１ ５ ） 。 相对城镇老年人Ｗ领取养老金为晚年生

活的最大来源而言 ， 家人供养是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依靠 。

表 ５ －

１ ５２０ １ ０ 年我国 ６０ 岁及Ｗ上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 （％ ）



Ｔａｂ ｌｅｓ
－

１ ５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 ｉｅｓ ｏｆ 化ｅ ｏ 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

’

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２０ １ ０
（
％

）


劳动收入 离退休金 最低生活保障金 财产性收入 家庭其他成员 供养其它

＾巾６ ． ６ １６６ ．３ ０ ２ ．巧 ０ ． ６８ ２２ ．４３ １ ．６４

镇２２ ． ２７ ２６ ．２９ ４ ．２５ ０ ． ５０ ４４ ． ５２ ２ ． １ ８

农Ｗ４ １ ． １ ８４ ． ６０４ ．４８ ０ ． １ ９ ４７ ． ７４ １乂 １

注 ： 数据来源 ： 中 国 ２０ １ ０ 年人 口普查资料

从调查数据看 （表 ５
－

１ ６ ） ， ２０口 年江苏农村老年人的个人平均年收入 ７２ １ ７ ．９ ５ 元 。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则是 ９０ １ ４ ．０４ 元 ， 苏南 、 苏中 、 苏北分别为 １ １ ４９８ ． ４５ 元 ， ９ １ ５７ ． ３ ３

元和 ６５４２ ．２６ 元 ， 呈梯度递减趋势 。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柯老年人有 ６ １ ． ９４％的领

取养老金 ， 领取农村养老保险待遇为 月 均 ９５ ． ３ １ 元 。 江苏农村老年人家庭年收入平均

４４２３０ ．９４元 ，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则是 ４４５０９ ．７８元 ， 苏南、苏中 、苏北分别为 ４９ ８３４ ． ５ １

元 ， ４３９８ １ ．９４ 元和 ３ ９６９４ ．７２ 元。 有机构养老服务意愿与有就地养老意愿的农村老年人

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不同 ， 前者的收入普遍低于后者 。

？
张愣梯 ， 郭平 ． 中 国人 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状况藍皮书 ［

Ｍ
］

． 北京 ： 中 国社会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郭平 ． ２００６ 年中 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査数据分析 ［

Ｍ
］

．北京 ； 中 国社会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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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１ ６ 江苏农村老年人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 （ 元俾 ）

Ｔａｂ ｌｅ５
－

１ ６ Ｐｅｒｃａｐ 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 ｆａｍｉ 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ｙｕａｎ／ｙｅａｒ）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没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总体



有机构养老服务意愿 有就地养老意愿


个人收人 ８２ １０ ． ５７ ９９４７ ． １ ０ ６ ７３９ ． ５ ９ ７２ １ ７ ．９５

家脯入 ４ １ ９６ １ ． ９４ ４７４２ １ ． ５９ ４４ １ ３９ ． ０５ ４４２３ ０ ． ９４

家庭人巧收入 １ １ １ ２７ ．０９ １ ３ ８７９ ．仿 １ ０９２２ ． ４５ １ １ １ ９义９９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５ ．４ ．２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价格

１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格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众多 ， 日 常生活照料是主要的服务项 目 。 这里用 日 常生活

照料服务收费大体代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收费 。 南宁 、 海 口 已经率先出 台 了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收费标准 ， 而宿迂是江苏经济水平排名靠后的地级市 ， （＾
＞１这三个地方的社

区居家 日常生活照料收费为例 ， 可Ｗ对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收费作
一

初探。 如表

５
－

１ ７ 所示 ， 老年人的狂区居家 日 常生活照料收费 服务费和上口服务费为定价的核

也 。 南宁和宿迁的服务提供更多地强调了志愿者、 社会公益社团 、 政府的责任巧作用 ，

两地免收或者收取较低的上口服务费 ， 且对服务费实行补贴 ， 海 口则按市场价格收取

上口服务费 ， 导致其 日 常生活照料收费明显高于其他两地 。 服务费 Ｗ小时计算 ， １ ０
？

１ ５

元糾、时 。

有学者对上口护理服务的成本进行了核算 ， 认为上口护理服务项 目成本可分为人

力成本 、 材料成本 、 设备成本 、 管理成本和教育成本 ， 其中人力成本和材料成本占到

总成本的 ９０％ 。 结论是 ， 按照现在的实际收费 ，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 ， 成本回收率最

低在 ５ ０％左右 ， 最高在 ９７％左右 （张薇等 ， ２０ １ ０ ） 。 表明 ， 只从成本考虑 目前居家养

老服务定价的话 ， 价格是偏低的 。

１ １ ２





第五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分析一Ｗ江苏省为例


表 ５
－

１ ７Ｈ地社区居家 日 常生活照料收费标准



Ｔａｂ ｌｅ５
－

１ ７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ｄａｉ ｌｙ
ｌ ｉｆｅｃａｒｅ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ｐ ｌａｃｅｓ


服务项 目
 ＾ ＾

上口洗衣夏装 ９ 元／件 ， 冬装 １ ３ 元／

洗衣洗被 件起 ， 拆洗被梶 、

＾

窗帘 ８０ 元／床 ， １ ０－

１ ５ 元 ／小时

６０ 元／窗

入户理发 ５ 元／次 １ ５ 元／次 １ ０ 元／次

助浴 ＆舟欣
２０關办小时

送餐 （

写
！ｒ

牵
一

饭 ６元
早餐 ８ 元、 午餐 １ ７ 元 、 晚餐 １ ７ 元

做巧 １ ０
－

１ ５ 元糾 、时

定点用餐 ５ 元／次早餐 ６ 元 ， 午餐 １ ２ 元 ， 晚暂 １ ２ 元

代购免迭货费 １ ５
－

２０ 元／小时 免收服务巧

代缴 ０ ． ５ 元／次 １ ５
－

２０ 元／小时

日 间照料 （在居家 １ ５ 元／ 日 （含午 完全 自理的 ５０ 元／天 ， 不能完全 自理

养老服务站 ）

＾ １ ００ 元 ／天 （含午餐 ）



注 ： 资料来源 ； 《南宁市居家养老服务收费标准指导意见 》 ： 海 口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收费标

准参考性意见 ， 海价
［
２０ １ ３

］
２７６ 号 ；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２０ １ １ 年虚拟敬老院宣传手册 。

２ 、 机构养老服务的价格

江苏省不同的养老服务机构有不同的服务价格 。 敬老院和福利院收费最低 ， 其次

是福利院 、老年公寓 ， 疗养院收费最高 。总体上看 ， 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价格在 ５００
￣

９
；

９９

元／月 的 占到 ９６ ．９６％（见表 ５
－

１ ８ ） 。

表 ５
－

１ ８ 江苏省养老服务机构收费情况 （％ ）

Ｔａｂ ｌｅ５
－

１ ８Ｔｈｅ
ｐ

ｒ ｉ ｃｅｏｆ 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 ｃｅ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 ｉｎＪ 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

月 收费敬老院福利院疗养院老年公寓合计

５００７Ｃ ！ＵＴ化０９ ２ ． ５４ ０ ？００ ３ ． ８０ ０ ． ８０

５００
－

９９９Ａ ９９ ． ２ ５％．２２ ６９ ．２３ ８８ ．０４ ９６ ．９６

１ ０００
？

１ ９９９元化巧 １ ． ６９ ７ ． ６９ ５ ． ９８ １ ． ３０

２０００ 元及社
化２８



２Ｍ


２

＾


２

＾


０ ． ９４

注 ： 数据来瓶 根据养老网 化ｔｔｐ ：／Ａｖｗｗ．ｙａｎｇｌａｏ ．ｃｏｍ．ｃｎ／ｒｅｓｔｈｏｍｅ ）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１ ４ 日 的江苏

省 １ ３ ８２ 个登记在网的养老机构数据 ， Ｗ最低收费额为标准整理 。

机构养老服务费用主要 由床位费 、 伙食费和服务费构成 ， 尤Ｗ服务费为重 。 服务

费包括基本照护 、 娱乐活动 、 基本医疗服务费用 ， 主要 由护理费构成 。 表 ５
－

１ ９ 列举了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主要收费在 ５００￣９９９ 元／月 的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 。 普遍而言 ， 双

人间收费在毎月 ３００ 元／床上下 。 如果是包餐制 ，

一

般每人收费在 ３００ 元／月 。 护理费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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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老年人的 自理情况收费 ， 从 １ ００￣ １ ０００ 元／月人Ｗ上。 除了床位费 、 伙食费和服务

费等常规的开支外 ， 入住养老化构还需要支付取暖空调费 、 超额电费 、

一

次性费用 （如

押金、 入住时的体检费 、 生活用品费 ） 等 。 收费上给予长住者
一

定的优惠 。

可Ｗ看出 ， 机构养老服务的费用除了因护理需求不同而收费相异外 ， 还因不同的

住宿要求导致的不同床位费而异 ， 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的伙食费相差不大 。

表 ５
－

１ ９ 全国部分省市收费在 ５００
？９９９ 元 ／月 的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

Ｔａｂ ｌｅ５
－

１ 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ｍｅｏ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ｉｏｎｗｈ ｉｃｈ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ｔ ５００￣９９９
ｙｕａｎｐｅｒ ｍｏｎｔｈ

养老机构床位费 （元／床 、 月 ） 伙食费 （元 ／月 、 人 ）护理费 （元 ／月 、 人 ）

北京 ＊ ＊区 民办养老 双人间 ： ３ ５０
￣４００３００－３５０ 自理 ； ２００

院单人间 ： ７００ 半 自理 ： ３５０
－

４５０

不能 自理 ！ １ ２００

浙江 ＊ ＊县公办老年 套房 ： ４８０ ２８０因只接收 自理老年人 ， 护理费按老年人

公寓双人间 ； ４００年龄分等级 ： ８５ 岁 Ｗ下 ： １ ３ ０ ，８５ 岁及

兰人间 ： ４００ Ｗ上 ！２００ ，９０ 岁及Ｗ上 ３００
－４００

广东 ＊ ＊区公办养老 巧人间 ： ３ ００ ３ ００入住 自理老年人 ；

一

级护理 ； ２５０
；
二

院 级护理 ！３ ５０
；Ｈ级护理 ： ６５０

； 四级护

理 ： １ ０５０

湖北 ＊ ＊区 民办福利 豪 华 间 ： ６００
－６撕 ４００可 自理 ： ３ ５０

；Ｈ级 ： ４５０ ；
二级 ６００

；

院单人 间 ： ４５０
￣

５００
—

级 ７００ ； 特级 ： ８００
－

９００

双人间 ： ３ ００

河北 ＊ ＊区 民办养老 双人间 ； ３ ００４００能 自理 ： １ ００ ； 基本 自理 ： ３００
； 半 自理 ：

院州０
； 恃级 ： 面议

广西 ＊＊ 民办老年公 双人间 ！２５０按时价收费
一

级 护 理 ： 抑０
￣

１ ４００ ；
二 级 护 理 ：

寓吉人间 ： ２２０ ６００－７００
；Ｈ级护理 ： ４００－５００

四人间 ： １ ５０

凹川 ＊ ＊民办疗养院 套间 ； １ ６００ ３ ３０按 自理程度分为 １ ５０ ； 巧０
；６５０ ；８孤

单 间 ： 口朋￣

１ ４抓 １ ４洗 五个收费等级

双人间 ： ３ ５０
￣４５０

３ 人间 ！２２０

４ 人间 ： １ ５０

陕西 ＊ ＊区公办老年 豪华单人间 ： ８６０３ ８０能 自理 ： １ ６０ ； 半 自理 ； ％０ ； 陪护 ： ６８０ ；

公寓单人间 ： ７８０全护 ： ８６０ ： 特护 ； １ ２６０

豪华标准间 ： ４９０

双人间 ； ３ ８０

Ｈ人间 ： ２８０



多人间 ｉ２００


注 ： 数据来源 ： 根据养老网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ｙａｎｇｌａｏ ．ｃｏｍ．ｃｎ／ｒｅｓｔｈｏｍｅ ） 养老院数据整理 。

５ ．４ ．３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支付能力的收入－支 出法分析

由于居家养老服务项 目众多 ， 本节侧重用机构养老服务的价格表示社会养老服务

的支出额。 从上
一

节分析可知 ， 如果没有特别的护理要求和较高的住宿要求 ， 江苏机

构养老服务的价格集中在 ６０００
￣

１ ２０００ 元／年 。 机构养老服务的收费约 占有社会养老服

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个人收入的 ７３ ．０８？ １４６ ． １ ５％ ， 约 占其家庭收入的 １ ４ ．３ ０％￣２８ ．６０
〇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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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分析一Ｗ江苏省为例


由于机构养老服务的收费与老年人的 自理情况和对住房的要求关系密切 。 按农村

老年人入住 ２ 人间 （ ３００ 元／床月 ） ， 包餐制 （ ３ ００ 元／月人 ） ， 护理费按能 自理 （ １ ００ 元／

月人 ） 、 基本 自理 （ ３００ 元／月人 ） 、 半能 自理 （ ５００ 元／月人 ） 、 不能 自理 （ ８００ 元／月人 ）

收恥 即不同 自理能力 的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服务均价与其收入水平的 比较情

况如表 ５
－２０ 。

一

是 ， 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高于农村老年人的个人收入 ， 有意愿的个人无法承担

机构养老服务费用 。 调查中 的江苏农村老年人的个人收入来源包括了农业收入、 打工

收入 、 养老金 、 政府福利补贴 、 储蓄和家庭成员支持等 。 如果单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保险待遇这项最能体现老年人 自 主性和最有保障 、 稳定的收入看 ， 机构养老服务的收

费远超过养老金收入 ， 前者是后者的 ７？ １ ４ 倍 。 二是 ， 尽管家庭有
一

定的支付能力 ，

但是该费用 占家庭收入的 比例均在 ２０％Ｗ上 。 不能 自 理所需费用更是 占到家庭收入的

４０％Ｗ上 。 其中床位费和伙食费 占了 能 自理 、 基本能 自理 、 半能 自理和不能 自 理老年

人入住养老机构费用 的 ８５ ． ７ １％、 ６６ ．６７％ ， ５４ ． ５４％和 ４２ ． ８６％ 。 如果让老年人在家中接

受养老服务 ， 将提高其支付能力 。

表 ５
－ ２０ 不同 自理能力 的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均价 占平均收入的 比例 （％ ）

Ｔａｂ ｌｅ５
－２０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ｆ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ｉｃｅｏｆ ｎｕ ｉｓ 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ａｎｄ 化ｅ ｉｎｃｏｍｅｏｆ 化ｅｒｕｒａ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ｗ ｉｔｈ 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ｔ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ｔｏｃａｒｅｆｏｒ ｔｈｅｍｓｅ ｌｖｅｓ

（
％

）




能 白理


基本能 自理


半能 自理


不能 自理

占个人收入比例 １ ０２ ． ３ １ １ ３ １ ． ５４ １ ６０ ， ７７ ２０４ ． ６ １

占个人养老金的 比例 ７ １ １ ‘ ６Ｇ ９ １ ４ ． ９ １Ｈ  １ ８ ． ２３ １ ４２３ ． ２０

占家庭收入 比例
＾ ＾

４０ ． ０４

注 ： 根据上节数据和调查数据整理

可见 ， 就农村老年人 自 身 的收入而言 ， 尤其是从养老金收入角度看 ， 其对机构养

老服务没有能形成有效的需求 。 就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而言 ， 机构养老服务收费 占比过

高 ， 也影响现实需求的形成 。

５ ．４ ．４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支付能力 的剩余收入法分析

尽管通过收入－支出 的对比可知 ， 社会养老服务支出 占有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家庭收

入的 比重较大 ， 但是无法直接判断此家庭是否有支付能力 。 本节借助剰余收入法理念 ，

将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的家庭人均收入减去人均基本生活支 出的剩余

收入与养老服务价格对比 ， 评估其支付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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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４ ． １ 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支出

借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 ＥＬＥＳ ） 计算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支出 。 ＥＬＥＳ 计量

模型的形式 ；

ｖｆ Ｐ ｉｑ ｉ

＝

Ｐ ｉＹ ｉ

＋
Ｐ ｉ（

Ｉ
－

＾ＰｊＹｊ ）
＋

＾
ｌ
＝

ｂ
ｉ

＋
｜

３
ｉ邮 ｉ

， ｉ ，ｊ

＝
ｌ ，２ ，

． ． ．

ｎ ， 且 ０＜＆＜ １ ， 乏Ｐ ｉ

＜ ｌ

Ｍ

ｎ

式中 ： ｂｆ
＝

ｐ ｉＹ ｉ

－

ｐ玄ｐｙ／ｊ ；

Ｍ

Ｖ
ｉ
： 农村居民对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消费支出额 ；

Ｐ ｉ

： 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价格 ；

ｑ ｉ
： 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需求量 ；

Ｙ ｉ
； 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基本消费需求量 ；

Ｐ ｉ
： 农村居民对第 ｉ 种消费品 （或服务 ） 的边际消费倾 向 ；

Ｉ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ＳＰｉＴ ｉ

： 基本生活总支出 。

户 １

采用截面数据时 ， ＰＷ是常数 。

假定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平均每人的基本生活支出与江苏省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的基本生活支出相差不大 ， 用江苏省农村地区的宏观数据测算

基本生活支出 。 基本生活支出包括八项基本支出 （见表 ５
－２ １ ） ， 除了入住养老机构 ，

对机构养老服务的付费包含在居住、 食品 、 文教娱乐等项的现金消费支出 中外 ， 当前

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由家人无偿照料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消费支出很少 ， 本文假定

八项现金消费支出均不包括社会养老服务现金消费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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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分析 Ｗ江苏省为例


表 ５
－

２ １２０ １ ２ 年按收入五等分江苏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现金消费支出 （元 ）

Ｔａｂ ｌｅ５
－２ １Ｐｅｒ ｃａｐ ｉｔａｒｕｒａ ｌ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ｃａｓｈｃｏｎｓｕｍｐｔ 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ｄ

ｉｃｔｕｒｅ ｂ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２０ １ ２（ ｙｕａｎ ）

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



（ ２０％ ）


（ ２０％ ）


（ ２０％ ）


（ ２０％ ）


（ ２０％ ）

纯收入 ３ ８６０ ７２９３ １ ０６８０ １ ５２９ １ ２７０巧

食品 ２０５７ ２０６４ ２４９７ ３ ３ ５２ ４６９８

３ １ ４ ３的 ４４７ ５巧 ７巧

居住 ９３ １ １ １口 １ ５６４ １ ３４２ ２ ５６５

家庭设备用 品及服务 ３ ５ １ ３ ３２ ４０６ ５ ３ ３ ８０２

交通？信 ５ ７０ ９３ ７ ８５４ １ １ ７ ５ ２０８９

义敎联乐 ８ １ ７ ８５ １ ９９８ １ ３ ６６ ２２０７

医疗保健 ４３９ ４５０ ５ ６０ ４ ８２ ６４８

其－他龍 ＆服务


ｉ ｎ


ｍ


ｗ


＇

ｍ


３＾

注 ： 数据来源 ： ２０ １ ３ 年江巧统计年鉴

利用 ｓｔａｔａ ｌ ｌ ．Ｏ 软件 ，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对数据进行回归 ， 得到 ２０ １ ２ 年江苏农

村居民各项消费 ＥＬＥＳ 模型估计值 （表 ５
－２２ ） 。 纯收入 Ｉ 的系数均为正值 ， 表明随着纯

收入的増加 ， 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 ， 与现实相符 ； 除医疗保健支出模

型的 民
２
＝
０ ．７６ １ 外 ， 得到的各回归模型 Ｒ

２

都在 ０ ．９Ｗ上 ， 拟合度都比较高 ；
Ｆ 检验也是

显著的 ， 所Ｗ可认为纯收入对居 民的各项消费支 出有显著影响 。 ＥＬＥＳ 的估计结果ｋ

示 ， ２０ １ ２ 年江苏农村人均基本生活总支出为 ５ ８２５ ． ３ ５ 元／年 。
‘

表 ５ －

２２ＥＬＥＳ 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 ｌｅ５
－２２Ｅｓｔ ｉｍａｔ ｉｏｎｒｅｓｕ ｌ ｔｓｏｆ ＥＬＥＳｍｏｄｅ ｌ



 ＾ 

Ｆ
＾基本巧求

食品
１

器；ｒ
。

（ ！訖。７＂ ２ ．４２０ ． ９７４２０８０ ． ３ ３８

城
＇

ｙ．％

＇ ７７ ． ５ ５围巧４ ． ２巧

居住Ｓ ）

５ 〇

ＳＶ２７ ． ５ １ ０ ． ９０２ １ ０２９ ．０２２

家庭设备用 品及服务
２

＾

１

５

３

７

８

９

０

＾

１ ７５ ．０５ ０ ． ９６２ ３ ３ ６ ． ７００

六
、

去
、

左 ３ １ ６ ．０３４０ ．０６３
＊ ＊ ＊

， ，一一

交通通信 （ ２ ．６６ ） （ ８ ．０４ ）６４ ．纪０ ． ９５６ ６８４ ． ７３２

文教娱乐
４

品
〇

６

３

）

９〇

（ ？品
… １ ． １ ６０ ． ９７ １ ８０３ ． ７３ ７

瞧健冷
了

；

，０

（

〇

３

〇

茲

＊

）

＊

 ９ ． ５３０ ． ７６ １４５ ３ ． ５４８

其他商品及服务
０

品忘
＊

 １ ５９ ．９００ ． ９８２ １ ３０ ． ０ １ ７

注 ： 括号 内 的数据为 ｔ色 ？ ＊
、

＊ ＊ ＊表示在显著性水平 ５％ 、 １％下显著 ， 通Ｓ Ｔ 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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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４２ 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 的剩余收入法分析

采用剰余收入法对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支付能力评

价如下 （表 ５
－２３ ） ： 首先 ， 低收入户 的人均收入小于基本生活总支出 ， 即有 ２０％的有

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没有社会养老服务的绝对支付能力 ； 其次 ， 由于机构

养老收费包含了居住费 、 伙食费和文教娱乐费 ， 所Ｗ在基本生活支出 中减去居住 、 食

品和文娱消费支出后 ， 在没有较高的护理要求的前提下 ， 有 ６０％较高收入的有意愿的

农村老年人可入住价位在 ６００ （Ｍ ２０００ 元／年的养老机构 ， 即有 ４０％的有意愿的农村家

庭没有机构养老服务的相对支付能力 。 如果撇开意愿 ， 有 ６ １ ．９６％的农村家庭没有相对

支付能为 ； 再次 ， 各项居家养老服务总收费如果超过 ６７８ ．６ １ 元／年 ， 有意愿的中等偏

下户和低收入户没有支付能力 。 每个月 ５ ６ 元的养老服务消费支出 ， 就算按江苏省经

济最落后的地级市宿迁的居家养老服务收费 ， 只能支付 ３ ．７￣５ ．６ 个小时 ／月 的服务消费

支付 ， 参考其他地方的 日常生活照料各项服务收费 ， 大体只能包括
一

些基本的 日 常生

活照料服务 ， 如助浴 、 洗衣被等 ， 而没有能力支付 日 间照料费用 。

表 ５
－ ２３ 按收入五等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可支付社会养老服务的最大额 （元／年 ）

Ｔａｂ ｌｅ５
－２３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ｏｓｔ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ｃａｎ ｂｅ
ｐａｙ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ｂ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ｙｅａｒ）


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



（ ２０％ ）



（ ２０％ ）


（ ２０％ ）



（ ２０％ ）



（ ２０％ ）

妍王

堇齡齋寬令
村老２ １ ７６ ．９ １ ６５０３ ． ９６ １ ０６２６ ． ５４ １ ４２ １ ３ ． ５ ８２８ ５３ ７ ．０４

年人家庭人均年收入

可支付社会养老服务的最大额－

３ ６４８ ．４４ ６化６ １ ４８０ １ ． １ ９ ８３ ８８ ．２３ ２２７ １ １ ．做

可支付机构养老服务的最大额２６４ ． ６４４５９ １ ．併 ８７ １ ４ ．２７口３０ １ ． ３ １２６６２４ ． ＾７６

注 ： 根据上文分析和调查数据整理

５ ． ５ 本章小结

本章从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和支付能力两个层次 ， 分析了农村老年人

社会养老服务的现实需求 。

采用意愿调查法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包括农村老年人有无社会

养老服务意愿 ， 对社会养老服务方式和 内容的偏好 ， 及影响其意愿的各种因素 ， 得出

如下结论 ： （ １ ） 就有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看 ， 当前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意愿不高 ，

只有 １ ７ ． ８６％的表示与家庭养老服务相比 ， 更愿意选择社会养老服务 。 代表家庭养老资

源的
＂

婚姻状况
＂

、

＂

家庭年收入
＂

、

＂

有无耕地
＂

和
＂

家庭关系
＂

， 代表个人健康状况

的
＂

自评健康
＂

， 代表个人特征的
＂

个人年收入
＂

、

＂

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
＂

和
＂

对社区

１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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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江苏省为例


养老服务的 了解
＂

， 在统计上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意愿 。 其中 ， 老年人的

认知水平和婚姻状况对养老服务意愿影响最大 。 （ ２ ） 就社会养老服务的方式看 ， 在机

构 、 社区和居家Ｈ种社会养老服务方式中 ， 农村老年人更多选择机构服务方式 。 究其

原因 ， 主要受对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的 了解所限 。 不同患病情况的农村老年人对服务

方式的偏好存在
一

定的影响 ， 说明机构养老服务与
＂

就地养老
＂

养老服务的互补性 ，

老年人对不同服务模式提供的服务 内容有不同的期待 。 （ ３ ） 就社会养老服务的 内容看 ，

意愿最强烈的是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 ， 精神慰藉 、 文化娱乐和法律援助也有
一

定的需

求 。 这是
一

种遵循
＂

先生存后发展
＂

原则的位序结构 。

在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前提下 ， 进而采用收入－支 出法和剩余收入法研究 了 有社会

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 研究发现 ， 按 当前的社会养老服务收费 ， 农

村老年人及其家庭对其的消费支出 占老年人及其家庭收入的 比重技大 ， 低收入户完全

没有支付能力 ， 中等偏下户 、 中等收入户 、 中等偏上户 和高收入户 的农村居 民可Ｗ各

支付最多约 ６７ ８元 ／年 、 ４ ８００元 ／年 、 ８４００元 ／年和２２７００元／年的社会养老服务费用 ， 只有

６０％收入较高的农村居 民对机构养老服务有支付能力 。 有学者通过成本和价格的对比

分析 ， 认为现行的养老服务价格定价相对成本而昔其尖并不高 。 在定价合理 ， ４０％的

消费者没有支付能力 的情况下 ， 如果没有政府补贴 ， 农村低收入户和 中等偏下户 的社

会养老服务意愿将难 Ｗ转化为现实需求 。 换言么 ， 有配偶 、 收入高 、 家里没有耕地 、

家庭关系不和睦 、 自 评健康状况差 、 对社会养老服务了解的农村老年人最可能接受社

会养老服务 。

无论是在 Ｗ備家伦理为核屯、价值观的传统社会巧 ， 还是经过诸多变迁后 的 当代中

国社会 ， 家庭对于中 國人而亩 ， 其重耍性 自 不待肯 。 特别是在农村 ， 家庭仍然承扭着

许多重要的社会功能 。 目 前依靠家庭提供养老服务大大减轻 了农村社会的养老压 力 ，

也符合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 但是 ， 这种方式是建立在老年人利益牺牲的基础上 ，

Ｌ：Ｘ老年人降低化活质量为代价而获得的农村养老 问题的 平衡 。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

深 ， 社会养老服务的推进 ， 可 Ｗ预见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意愿必将发生转变 ， 忌是
一

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 体现 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并存与博弈 ， 证明 了家庭养老服务和

社会养老服务绝非非此即彼的存在 。 譬如 《 尚书 》 云 ：

＂

肇牵牛羊 ， 远服贾 ， 用孝养

厥父母 。

＂

意思是说 ， 大路上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赶快牵着牛羊 ， 至外地从事贸易 ， Ｗ

孝敬赡养父母 。 政府则用免去劳役的方式 ， 支持人子奉养父母 ， 俾使老人能颐养天年 ，

尽享天伦之乐 。 政府用免去劳役的方式参与家庭养老 ， 实是
一

种社会养老支持家庭养

老的方式 ， 在当前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 从 目前的 国际经验看 ， 很多 国家都在强调将不

同的养老服务模式整合起来 。 合理地确定家庭的福利功能及其在养老服务体系 中 的合

理地位 ， 各种养老服务力量综合发挥作用将成为解决老年服务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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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现阶段 ， 农村养老服务正经历着 ， 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 ， Ｗ家庭为 中屯 ，

＂

波浪

似地向外扩散 ， 犹如投入水中
一

个石子后的水波 ，

一

圈 圈地推出去 ， 越推越远 ， 也越

推越薄
＂

的
一

种
＂

差序格局
＂

。 只是 ， 在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外化的过程中 ， 邻里 、 朋

友的身影渐渐隐去 ， 正式的社会力量 已然成为其中 的
一

圈又
一

圈 的水波 。 如何基于老

年人的现实需求 ， 综合各种力量 ， 提供农村老年人乐于接受 、 能够接受的 ， 效率高 、

可持续的社会养老服务 ？ 这是全文的核也 问题 。 本章的主耍任务是 ， 基于农村老年人

的社会养老服务现实需求 ， 明确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框架体系 、 具体方案 、 配套制度 ，

最后简耍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

６ ． １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核心问题

从理论上讲 ， １＾
＞１人本主义需要的角度看 ， 老年人巧有养老服务需耍 。 可 １＾推测在

人 口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 家庭供养能力 不断弱化的趋势下 ， 老年人都会产化扯会养

老服务需要 ， 并且需要量巨大 。 社会养老服务需耍的产生源于人 口 老龄化和老年人服

务需要的提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 评价社会养老服务需要的关键因素包括 ， 老

年人 口数量 、 分布区域 、 健康状况和家庭支持 。 满足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是社会

养老服务的远期 目 标和根本 目 标 。 送是我国 当前提出加快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立论依

据 。

从现实来讲 ， 农村老年人仍然保持着家庭照料的 习 惯 ， 只巧不到 ２０％的偏 向选掃

社会养老服务 。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意愿受到多 因素影响 。 收入高 、 没有子女 、 健

康状况较差 、 有配偶 、 对社会养老服务有
一

定 了解的倾 向选挥杜会养老服务 。 其中认

知程度和婚姻状况的影响程度最大 。 据本文测算 ， 如果农村老年人 了解社会养老服务 ，

他选择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概率将达到 ７ ３ ． ３ ６％ 。 杨善华 、 吴愈晓 （ ２００ ３ ） 认为 ，

＂

农

村中 的
‘

养老
’

成为 问题的前提在于社区 中 的
＇

情理养老模式
＇

， 是否能消解越来越

多 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 Ｗ及当养老情理随着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也发生变化

的时候 ， 在社区中生活的养老的 当事人及当地社会舆论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 能否建立

起新的养老情理 。

＂

也就是说 ， 只有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发生改变后 ， 自 己认为 自 身 的

养老 ， 即家庭养老存在 问题时 ， 才会产生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而即便 ２０％的农村老

年人的养老意愿已经发生了 改变 ， 但是在这 ２０％的老年人群中只有 ６０％的具有社会养

老服务的支付能力 。 满足老年人现实需求是社会养老服务的近期 目 标和现实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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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农村老年人需要社会养老服务Ｗ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 ， 但需求意愿和支付

能力均较低 。 将需要等同于需求 ，

＇

将需求等同于现实需求 。 这不仅是当前农村社会养

老服务供给绩效低下的原因所在 ， 也是进
一

步发展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 问题。 换言之 ，

Ｗ需要为本 ， 建立需求导 向型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将需要转化

为需求 ， 且提高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 总结上文 ， 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要向现实需求

转化的影响因素为 ， 家庭支持 、 健康状况 、 主观意愿和收入水平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的发展是Ｗ上四个核也因素的综合考虑和组织协调 。

当然 ， 尽管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要并不等同于需求 ， 但是农村老年人需

要与需求的特点存在
一

致性 。

一

是 ， 无论是社会养老服务的需要量 ， 还是需求量 ， 随

着人 口老龄化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 都呈增加的趋势 ；
二是 ， 农村老年人服务需要和需

求的服务项 目 都包括 日 常生活照料 、 医疗护理、 精神慰籍和文化娱乐 ， 并Ｗ照护服务

为主。 这些共同点也是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要考虑的地方 。

６ ．２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如前文所述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包涵对对象 、 内容 、 方式 、 资金来源

和支付这四个问题的界定和解决 。

ｒｗ）
图 ６－

１Ｗ需求为导向的社会养老服务基本框架

Ｆ ｉｇｕｒｅ６
－

１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

图 ６－

１ 显示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基本框架的特点是 ， 老年人的现实需求是社会养

老服务供给的核也 。 需求 ， 强调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需求 ， 包含意愿和支付能力两层

意义 。 服务的供给包括服务的提供和资金的筹集 。 具体而言 ，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的发展应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出发 ， 考虑农村老年人的意愿和支付能力 ， Ｗ合意

的方式 ， 对不同的老年人供给不同的服务 。 團 中用
＂
——

＂

实线表示 ３ 种提供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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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融资主体的不同组合方式 。 提供模式和融资主体通过 １ 对 １ 、 ２ 对 １ 、 ３ 对 １ 、 ２

对 ２ 、 ２ 对 ３ 、 ３ 对 ３ 的组合 ， 可Ｗ构成 ４０ 种养老服务不同 的供给方式 。 レッ需求为导

向构建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 ， 内含服务对象 、 分配 内容 、 服务递送方

式和服务主体 ， 具体解释 Ｗ下 ：

１ 、 需求意愿与服务对象

我国政府相关文件明确指出 ， 社会养老服务的 目标是提島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而

不是弥补家庭照料的不足 ， 也不是满足老年人的某些特殊需耍 。 因此 ， 理论上应该遵

循普遍性的原则 ， 将所有老年人纳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但是 ，

一

方面考虑到我国是

一

个典型的
＂

未富先老
＂

的 国家 。

一

般圈家在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 ００００ 美元后才进入老

龄化社会 。 而我国是在 ８６ ５ 美元的时候 ， 于 １ ９９９ 年进入 了 老龄化社会 ， ２０ １ ３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６６２９ 美元 ， 养老的物资储备依然相对不足 。 另
一

方面考虑农村老年人社会

养老服务意愿不高 ， 遵循普遍性原则无疑会增加有限资源的浪费 。 在近期 ， 农村社会

养老服务的对象选择标准建议遵循选择性原则 ， 重点和优先考虑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意愿的老年人和特殊老年人 （ 高龄老人 、 失能老人 、 独居老人 ） 的基本需求 。 这也与

我国 当前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理念是
一

致的 。 也可 ＾说 ， 所有老年人是农村社会养老

服务的潜在服务对象 ， 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和特殊老年人才是农村社会养老

服务的客观对象 。

２ 、 需求 内容与分配内容 、 提供主体

園际上 ， 奥地利推行的是非受限的现金补贴 ， 德 国兼有实物服务和非受暇现金补

贴 ， 荷兰的是实物服务 。 在我国 的
？

些地区推斤居家养老票券 。 票券分为
＂

养老券
＂

和
＂

服务券
＂

， 服务券发放对象为政府补贴规定 的人群 ， 养老券是 山老年人及其亲旋

自行 出 资购买或者是 由社会人±捐资购买 。 正如 Ｇ ｉ ｌ ｂｅｒｔ 分析的 ， 现金补贴侧重个人 自

由和选择 ， 服务侧重社会控制和集体利益 。 我国农村老年人Ｗ健康老年人为主 ， 且经

济收入较低 ， 为 了避免 出现现金补贴另作他用 的现象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分配的 内容

应在混合形式的基础上 ， Ｗ服务或服务券提供为主 。

老年人对服务 内容的需求决定社会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 。 从本文第五章可知 ， 农

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 内容的要求遵循先生存后发展的原则 ， 对生活照料服务和医

疗护理服务的需求尤其强烈 。 生活照料服务属于
一

般服务 。

一

般服务可Ｗ 由没经过特

殊训练 ， 无特殊技能的普通服务人员提供 ， 如邻里朋友和志愿者等 。 医疗护理属于专

业服务 。 专业服务相对
一

般服务而言 ， 对提供主体有较高的要求 ， 需要具有能够为老

年人提供康复服务 、 药物管理 、 也理疏导 、 文化娱乐 、 护理服务等知识和专业技能 ，

多 由专业团体 、 组织 、 化会工作者提供 。 这样 ， 社会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包括政府 、

市场 、 非营利性组织 、 志愿者 、 邻里朋友等各种社会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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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需求方式与服务递送方式

本文遵循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方式意愿 ， 按照先就地后机构的原则选择服务递送方

式 ， 构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当前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意愿家人提供养老服务 。

长远来看 ， 如果社会力量介入家庭养老 ， 为家人提供喘息服务 、 专业指导 ， 甚至出资

胸买家人的服务 ， 这未尝不是传统家庭养老服务的社会化转型 ， 纯粹的家庭养老服务

转变为居家养老服务 。 这样 ， Ｗ家庭为平台组织的居家养老服务必将是农村社会养老

服务的主要的服务递送方式 。

居家 、 社区 、 机构这Ｈ种服务组织递送方式更多意味着服务的分工 ， 而不是需求

满足方式的分割 。 各方式的功能互补 ， 并且相互联系 ， 将农村老年人需要的服务项 目

有机地结合起来 ， 使它们不至于因为提供者、 专业的不同导致的分割而影响使用 。 因

此 ， 由这呈种服务组织递送方式构成的农村化会养老服务体系是
一

个整合性的系统 。

整合性的理论基础是生命过程论 ， 核也是服务的连续性 。 农村老年人可Ｗ根据需要在

不同的供给者那里获得服务 ， 在不同的养老模式中流转 （如图 ６－２ ） 。

农村整合性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Ｉ Ｉ Ｉ



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
＞ ＞机构养老服务

Ｉ

＾ ＾
＇

图 ６ － ２ 整合性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巧ｇｕｒｅ６
－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ｕｒａ ｌｓｏｃ ｉａｌ ｏ ｌｄ－

ａｇｅ化 ｒｖ ｉｃｅｓｙｓｔｅ
ｍ

（ ４ ） 支付能力与飄资主体

国际上有四种养老服务筹资模式 ：

一

是 ， 基本安全网模式 。 低收入者的养老服务

费用 由政府负担 ， 其他个人 自付 ；

二是 ， 普遍性筹资模式 ， 养老服务资金来 自税收 ；

Ｈ是 ， 社会保险筹资模式 ， 通过保险费筹集资金 ； 四是 ， 累进制普遍性筹资模式 ， 资

金同样来 自税收 ， 但是低收入者获得的资助水平更高 。 可见 ， 在没有推行护理保险的

地区 ， 社会养老服务的融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个人 。 个人是否需要支付社会养老服务

的费用 ，

一

般根据服务的性质和老年群体的特殊性来决定 。 如果该养老服务供给的是

特殊老年人 （如贫困人群 、 特殊贡献人群 ） 的基本需要 ， 服务的正外部性很强 ， 宜采

用公共出资或者公共私人联合出资 。 除个人外的其他的融资主体 （包括非营利性民间

组织 、 社会捐助 ） 的作用在于救助式的弥补家庭在支付基本养老服务的困难 。 政府承

担兜底职责 。 因此 ， 其他融资主体按照老年人家庭的支付能力 ， 决定是否对老年人提

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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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的来说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
一

个为有现实需求的农村老年群体和特殊老

年群体提供服务的有机系统 。 它的服务提供主体包括政府 、 市场 、 非营利性组织 、 志

愿者 、 邻里朋友等社会力量 ， 内容Ｗ照护服务为核也 ， 方式 家庭为主要组织平台 ，

筹资主体涵盖个人 、 政府 、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 。

６ ．３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具体设计

从纵横两个维度设计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具体发展方案 。 纵 向论述的是发展的步

骤 ， 横 向论述的是发展的侧重点 。

６ ． ３ ． １ 纵向设计 ： 发展步驟

在需求为本的原则下 ， 社会养老服务的 目 标是
一

个多层次的 目 标链 。 其总体 目 标

是解决人 口 老龄化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 限于我 圃 的经济社会现实 ， 不能
一

撤而就

地对所有农村老年人提供其需要的所有服务 ， 而应有重点有次序地稳步发展 。

１ 、 优先满足有社会养老服务现实需求的老年群体的需求和特殊老年群体的基本

需要

社会养老服务的近期 目 标是满足有社会养老服务现实需求的老年群体的需求和

特殊老年群体的基本需要 ， 长远 目 标是满足全体老年人及其相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需

要 。 ２０ １ ２ 年农村老年人总数是 １ ０２４５ 乃 ，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 占 １ ７ ．％％ ， 为 １ ８２９ ． ８ ３

万 ， 有意愿且又有支付能力 的 占 １ ０ ． ７２％ ， 为 １ ０９８ ． ３ １ 万 。 特殊老年群体 中 ， 高龄老年

人有 １ １ ８２ ． ５ ２乂 、 生活中度不能 自 理旦没家人照料的和重度不能 自 理的老年人有 ６３ ９ ． ３ １

乂 、 独居的是 １ １ ８ ７ ．４４ 力
―

？
。

２ 、 优先发展基本养老服务

用 马 克思的需要居次巧论分析养老服务项 目 ， 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属生存需要 ，

精神慰籍腐精神需要 ， 保健 、 文教娱乐促进人的 自 我实现 ， 是最高层次的需要 。 优先

发展基本养老服务 ， 即是先发展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 ， 这关系到老年人生命存在和尊

严 。

３ 、 优先发展效率高的养老服务

在养老资源有限的农村地区 ， 效率用来衡量社会养老服务是否有价值 ， 瞄准老年

人的现实需求 ， 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 。 例如 ， 用虚拟养老院替代实体居家养老服务

中 屯、

， 同样起到从下单 、 上 口服务 ， 到反馈
一

系列作用 ， 但成本大大节省 。 又如 ， 老

年人住房的无障碍改建 、 辅助工具的租借也能大大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照料负担 。 再如 ，

？
２０ １ ２ 年 ， 农村老年人总数和高龄老人 占 比的数据来源于 《 ２ ０ １ ３ 年中 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盤 》 ； 有社会养老服务

意愿的和既有意愿又有支付能力 的 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比例 的数据取巧五章的 比例 ， 分别为 １ ７ ． 化％ 、 Ｗ ． ７２％ ： 生

活不能 自 理的老年人 、 独居老年人 占农村巧年人总数的 比例 的数据来源于第 四章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Ｉ

￣

２ ０ １ ２
）
数据

整理所得 ， 分别为 ６ ．２４％ 、 Ｉ Ｉ ． 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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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务是最省钱的养老形式 ， 公共资源要支持家庭养老 。

４ 、 优先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由上文分析可知 ， ２０ １ １
￣２０２０ 年期间 ， 尽管农村老年人 曰继续増长 ， 但是低龄老

年人依然居多 ， 劳动力人 口也相对较多 ， 居家养老不仅是老年人的意愿 ， 也是能够达

到的理想养老方式 。

６ ． ３ ．２ 横向设计 ： 具体模式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模式设计关键是如何围绕老年人的家庭支持 、 健康状

况 、 主观意愿和收入水平四个核也要素 ， 进行各种养老服务资源的发掘 、 配置和整合 ，

促使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６ ． ３ ．２ ． １ 针对不同老年群体的模式设计

不同的老年群体设计不同的模式 ， 主要是考虑到不同的老年群体的需求的不
一

致

性 。 按老年人的 自理能力 、 患病情况、 经济水平和家庭支持将老年人分为不同的群体 。

而老年人的主观意愿主要体现在为不同老年人设计养老服务模式时
＂

将老年人尽量留

在家里和社区生活
＂

， 所Ｗ家人能够照料的 ，

一

律提倡居家养老 ， 遵循其
＂

去机构化
＂

的意愿 。

图 ６ －

３ 将农村老年群体分成 １ ４ 种 ７ 个大类 。不同的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供给

有不同的提供主体 、 融资主体 、 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 ， 构成 ７ 种不同的社会养老服务

供给模式 ， 分别为居家养老模式 、 社区居家 －有偿模式 、 社区居家 －福利模式 、 社区机

构－有偿模式 、 社区机构 －福利模式 、 机构 －有偿模式和机构 －福利模式 ， 居家 、 社区 、 机

构是兰种不同的养老服务方式 ； 福利和有偿是两种不同 的付费方式 。 福利的来源广泛 ，

既指家庭福利 ， 也指政府救助 、 社会互助 。 除了 ７ 种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外 ， 还包含家

庭养老服务模式 。 家庭在整个养老服务的发展中仍然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地位 。 老年

人可根据 自 身需要选择任
一

种模式 ， ８ 种服务模式是相互连通的 。

对能 自理的老年人 ， 建议居家养老或家庭养老。 能 自理老年人因为生活能 自理 ，

对于 日常生活照料没有过多要求 ， 既可Ｗ 由化会养老服务辅助性地提供如文化娱乐 、

健康保健之类的高层次的服务 ， 也可Ｗ保持传统家庭养老方式 ， 不仅不会对家庭造成

照料负担 ， 健康老年人还能够在家务和农田劳动中给予
一

定的帮助 。 居家养老服务或

家庭养老服务 目 的在于维持和提高老年人现有的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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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 各力量提供《样服务



５ＪＳ？＾—
叫

量 家庭养老

患病
社区和家人提供照料服务＋家庭

Ｉ病床 社区居家 －有偿模式

备 付 家庭养老模式
—

？

Ｉ 孽 王＾ 社区和家人提供服务
Ｗ 力 无病

右 丰
患病 政府 、 社区等力量支持／支助老年



社区居家－福利模式
—

？

篆 妾 ＾
人家人提供服务＋家庭病床

ｉ 居家养老模式．

半
Ｗ 力

无＾ 家人提供服务 ’ 其他力星支持


家庭养老模式
能

Ｓ ＼患病入住社区养老化构或者居家 ， 由社区

方
内各力量提供护理和其他服务 ．

， 广 ． 化 一…

％ 焉 

社区机构 －有偿模式


穀 ＾

目 入鎌区养老机构或者居家 ， 由社区社区居家省偿模式
＾ ^

内各力 屋提化 円 常生活照料和其他

服务

ｆ ＾
患病由政府支助 、 社会捐助入住社 区 内

＾
養 誦 Ｉ溫ｒ

或者居家 ’ 提供护理和其槪机构欄模式

Ｉ 委 ＾
由政府支助 、 杜会捐助入住社区概居家 －福利模式 ＊■

＾内养老化构或者居家 ． 提供 日 常

生活照料和其他服务

＊＊ 患病 入住护理院 、 疗养院 ， 由机构人员

提供医疗护理和其他服务

人 焉


机构 －有偿模式


ｒｉ 賢
一

般入住养老院 ’ 也可居家 ’ 由机居家养老模式
＾构人员或专业人员提供 日常生活照

料和其他服务

Ａ． ．
由政府支助 、 杜会捐助入住护理

５有 无
？＾院 、 疗养院 ， 由机构人员提供医

录 ＾ｆ２／
方 疗护理和其他服务

擊 ＾Ｍ 袋＜Ｔ化 ４ ， 人Ｗ 化 、
机构 －福利模式

—．

白岛 單
、

＼
＾

由政府支助 、 社会捐助入住养老院 ，



历女龙


？

理
Ｗ

ｆ痛
由机构人员提供 日 常生活照料和其

他服务 ， 也可居家 ， 由各力旦协助 、

无支持家人服务
余

ＶＡ入住养老院 ， 由机构人员提供全面


机构 －福利模式

Ｉ 机构 －有偿模式

图 ６
－

３ 针对不同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养老服务模式设计
Ｆ ｉｇｕｒｅ６ －

３Ｔｈｅｄｅｓ ｉｇｎ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 ｏ ｌｄ－

ａｇ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化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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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半能 自 理的老年人 ， 建议狂区养老或家庭养老 。 半能 自 理的老年人 由于需要
一

定的照料服务 ， 如果老年人没有患病 ， 且有家人照料 ， 可 Ｗ保留现有的家庭养老服务

方式 ， 或者为 了减轻家庭的照料负担 ， 也可 Ｗ提倡社区养老 。 家庭和社区是此类老年

人养老服务的共 同提供主体 。 社区模式依托的是老年人熟悉的生活环境和各种社会资

本 ， 亲朋好友 、 左邻右里 、 市场 、 第Ｈ方和政府都可 Ｗ成为服务的供给者 。 它 比家庭

养老有更广泛的养老资源 ， 可持续性更强 ， 成本较低 ， 既能提供照护服务也能提供其

他服务 。 半能 自理的农村老年人如果有家人照料 ， 建议留在家中养老 ， 家人和社区分

担服务工作 ， 对患病者可提供家庭病床等专业医疗护理服务 ， 对没有患病者提供
一

般

生活照料 、 无障碍设施改造等服务 。 而没有家人照料的 ， 参考老年人的意愿 ， 考虑仍

然居住家 中 ， 由社区提供辅助服务 ， 或者考虑入住社区养老机构 ， 实质是农村社区建

设 的集中居住区 ， 如老年公寓 、 暂托中也 、

＂

老年村
＂

。 例如江苏省籍愉县的农村集中

居住区
一

般利用村中 闲置的场所就近建设 ， 并配套老年活动 中必 、 卫生室等 ， 做到离

家不离村 ， 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相融合 。 针对半能 自 理的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和其他

服务是为 了保持和延长他们 自 理能力 ， 提高其生活质量 ， 也是为 了减轻照料压力 。

对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 ， 建议机构养老或居家养老 。 由于完全不能 自 理的农村

老年人需要长时间 、 高密度 、 专业的照护和临终关怀等服务 ， 入住专业的养老机构是

可 Ｗ考虑的 、 合适的养老方式 。 同时 ， 如果老年人没有患有慢性病且有家人照料 ， 也

可 Ｗ考虑在家里养老 。 但是 ， 这里的强调社会力量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和支助 。

６ ． ３ ． ２ ．２ 针对不同农村地区的模式设计

针对不 同农村地区的模式设计主要抓住人 口 老龄化和经济水平两个指标 。 前者关

系社会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量 ， 后者关系社会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 。

从经济实力和老龄化程度将我国 ３ １ 个省市分成不 同 的类别 。 用 ２０ １ ０ 年各省市农

村居 民的人均纯收入衡量各地农村的经济实力 ， 各省市老龄化程度的数据来 自 本文第

四章对各省市老龄化程度的归纳性分析 。 按照送两个指标的不 同程度 的组合 ， 将 ３ １

个省市分成 了８ 个类别 ， 结果见表 ６ －

１ 。 再针对 ８ 个不同类别的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

服务发展提出不 同的路径选择 。 针对不同老年群体的模式设计侧重社会养老服务的方

式及在不同方式下的服务 内容和服务主体 。 而针对不同地区的方案设计侧重社会养老

服务的运作 ， 涉及规划者 、 筹资者 、 提供者和使用者各 自 的作用 、 特点和相互关系 。

对经济发展状况差的农村地区 ， 宜采用行政化的方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 。 行政化

的发展方案的特点是 ， （ １ ） 强调政府 ，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作用 。 中央政府在社会养老

服务发展的过程 中承担规划 、 筹资和供给的作用 。 当地的社会养老服务发展呈现只见

公办养老服务 ， 不见私营养老服务的局面 ；
（ ２ ） 对老年人群区别对待 ， 服务对象是特

１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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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老年人群 。 行政化的发展方式是
一

种补缺型的社会福利模式 ， 在发展的过程中首要

是严格界定政府支助 的 ， 无偿或者低偿使用社会养老服务的老年对象 ；
（ ３ ） 服务 内容

Ｗ基本养老服务和预防性服务为主 ， 选择的余地很小 。 因此 ， 当规划者 、 筹资者和供

给者Ｈ位
一

体时 ， 行政化发展方案需要特别注意供给的效率 问题 。 从表 ６
－

１ 可Ｗ看出 ，

除了强调 中央政府的转移支助外 ， 广西农村作为人均收入水平低并且老龄化水平高的

地区 ， 可 考虑集中居住的形式 ， 采取离家不离村的方式 ， 集中照料老年人 ， Ｗ节约

人为 资本 。 宁夏 、 甘肃、 陕西 、 山西 、 云南和贵州的农村作为低收入中等老龄化的地

区 ， 可 Ｗ充分发挥当地健康老年人 、 邻里 、 留守妇女的力量 。 新疆 、 西藏 、 青海Ｈ地

的农村并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 ， 中央政府 Ｗ提供预化性养老服务 ， 如健康指导为主 。

总的来说 ， 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
一？

个理念是
＂

老有所用 ， 够用就好
＂

。

对经济发展状况
一

般的农村地区 ， 宜采用杜会化的方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 。 社会

化的发展方案的特点是 ， （ １ ） 关键是资源的整合 ， 重视政府 ， 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和社会动 员 ， 初步形成各种养老力量相互竞争的局面 ， 打破政府的垄断 ；
（ ２ ） 服务全

覆盖 ， 服务对象区别对待 。 社会化的发展方式是
一

种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吊巧莫式 ， 有

需求的老年人均可享受养老服务 ， 但是特殊老年人不需要支付或只需支付较低的费

用 ，

一

般老年人按照市场价格或政府指导价格支付费用 ；
（ ３ ） 服务 内容多样化 。 除基

本养老服务项 目 外 ， 也提供发展性的 、 享受性的养老服务项 目 ， 选择的余地较大 。 因

此 ， 社会化发展方案耍注意各种养老资源 间 的协调 。 政府作为规划者 、 监管者 ， 营利

性和非营利性组织作为供给者 ， 规划者 、 监管者 、 供给者分离 ， 各司其职 。 从表 ６
－

１

可见 ， 四 川 、 重庆 、 湖南 、 湖北和安徽等 ５ 个经济水平中等 ， 老龄化程度深的省份 ，

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在社区力量的调动 ，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 。 内 蒙古 、 河北 、

河南和江西等 ４ 个经济水平 中等 ， 老龄化程度中等的省份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

巫点在社区力量如何介入家庭养老 ， 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海南农村经济水平中等 ，

且没进入老龄化社会 ， 更有《件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英国 的社区养老服务是社区

照顾的典范 。 英国的社区养老服务 Ｗ社区为依托 ， Ｗ社区服务中也 、 社区老年公寓 、

家庭照顾 、 暂托所 、 上 口服务和社区养老院等多种形式 ， 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 、

物质支持 、 必理支持 、 整体关怀在 内 的各种服务 。 其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包括了公办的

非营利性化构 、 非营利性组织Ｗ及营利性的服务机构 ， Ｈ者相互竞争 ， Ｗ提高服务质

量 ， 降低服务成本 。 英 国 的社区照顾 多主体 、 多层次的服务 ， 满足了不 同老年群体

的养老需求 。

对经济发展状况好的农村地区 ， 宜采用市场化的方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 。 市场化

的发展方案的特点是 ， （ １ ） 强调政府 、 社会和市场的作用 。 政府承担社会养老服务的

规划 、 监管 Ｗ及福利性服务供给的责任 ， 社会和市场则主要承担生产的责任 。 这样社

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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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包括了政府、 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 ， Ｈ大主体有效竞争 ， 形成

高效的服务供给体系 ；
（ ２ ） 服务全覆盖 ， 服务对象区别对待 ， 但特殊老年群体的范围

更为广阔 。 与社会化发展方案相似 ， 服务的对象也分类对待 。 只是随着地方经济实力

的提高 ，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获得免费的 、 低廉的服务 。 如取消家计审查 ， 取而代之的

是按不同的年龄段享受不同的补贴等等 ；
（ ３ ） 服务内容更具个性化 。 市场是满足需求

的最好形式 ， 它通过建立各种需求表述机制 ， 健全需求评估机制 ， 获知老年人对养老

服务的需求 ， 并提供
一

对
一

的服务 。 因此 ， 市场化发展方案 ， 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 。

从表 ６
－

１ 可见 ， 辽宁 、 山东 、 江苏 、 上海和浙江等 ５ 省市的农村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 ， 老龄化程度较深 ， 应大力推动社会养老服务的市场化 ， 而黑龙江 、 吉林 、 北

京 、 天津 、 福建和广东等 ６ 省市的农村地区尽管经济条件也较好 ， 但是当地的人力资

源较为丰富 ， 还需要调动 当地妇女 、 健康老年人参与到社会养老服务中 。 美国的
＂

退

休新镇
＂

、

＂

退休村
＂

和
＂

退休营地
＂

适合支付能力强 、 身体健康 、 思想开明的居民 Ｗ

休闲生活为 目 的的养老 ，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这 １ １ 个省市可Ｗ借鉴。

＂

退休新镇
＂

是私

人开发商在
一

些环境宜人的地方兴建的大型退休社区 ，

＂

退休村
＂

则建在已有社区的

专口规范地上 。

＂

退休营地
＂

是政府或私人公司为喜欢旅游的老年人 ， 在国家公园和

河流附近规划的小块±地上 ， 兴建的栖身之所 ， 并限制 １ ８ 岁 Ｗ下的年轻人进驻 。

但是并不是说这吉种发展方案是相互隔离的 。 不同的地区建议采用不同的发展方

案 ， 仅仅是各 自 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 在实际操作中 ， 行政化、 社会化和市场化可Ｗ进

行某种有机的结合 。 在法种结合中 ， 政府 、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各 自发挥着程度不

同的作用 。 在整个农村化会养老服务发展的过程当中 ， 政府始终需要承担的是规划 、

监管和保底的责任 。

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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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

１ 针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方案
Ｔａｂ ｌｅ６

－

１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ｏｆ ｒｕｒａ ｌｓｏｃ ｉａ ｌｏ ｌｄ

－

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化 ｄ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地区概况 发展方案
省份

经济水平老龄化水平


总体方案


具体方案


Ｓｒ？ 集中居住＋中央政府支持

爲等收
民

入巾宁夏 、 甘肃 、 陕西 、

行政化
当地农村 留 守 妇 女和健康老年

＜Ｓｏｏ＾ 山西 、 誦 、 胃州 Ｉ
。峡化

人的互肺 自助＋中央政鼓持

低新疆 、 西藏 、 青海 中央政府建设预防性服务

Ｉ四 川 、 重庆 、 湖南 、集中居住＋地方政府 、 企业等各
＾
湖北 、 安徽 种力量支持

农欄 民中内 蒙古 、 測 ｔ 、 河南 、 實 器就暑 白

守

著＋滅
老
５

人均年收入中江西社会化
人的 互助和 自 助 ＋地方政府 、 企

５０００
￣

５９９９ 元业等Ａ种力ｆｉＳ持

地方政府 、 企业等各种为量建设
？側
函性和其麵务

古迁宁 、 山 东 、 江苏 、

 ７４

－

化祈 甲 ＨＵ化

农村居 民
岡

上海 、 浙江
］

人均年收＊黑龙江 、 吉林 、 北京 、 市场化当地农村 留 守妇 女和健康老年

入＞＝６０００ 元天津 、 福建 、 广东人的互助和 自助＋市场购买服务

低无

注 ： ２０ １ ０ 年全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平均水平为 １ ４ ．６６％ ， 而一个地区 ６０ 岁 Ｗ上老人达到总人

口 的 １ ０％为人 口进入老年型的界线 ， 将低于 １ ０％界定为老龄化水平低 ， 高于 １ ４ ．６６％的界定为老龄

化水平高 ， 其余为老龄化水平中等 。 经济水平的 由低到高三个等级下分别包括 １ ０ 个 、 １ ０ 个和 １ １

个省市 。

６ ．４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配套制度

从家庭到社会后 ， 养老服务作为
一

种社会服务保障需要
一

定的服务队伍 ， 解决家

庭无人照料的 问题 。 同时 ， 社会养老服务作为漏合性质的产品还涉及资金的来源和支

付 。 按照
一

定的标准发放补贴 ， 既可激起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 ， 又可应对支付

能力不足的 问题 。

６ ．４ ． １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６Ａ １ ． １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人力资源构成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人力 资源指在
一

定范围 内 的人 口 总体所具有的从事养老服

务的劳动能力的总和 。 任何
一

个行业的运转都离不开从事该行业人员 的数量 、 能力 、

工作态度 ， 尤其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养老服务而言 ， 人力资源是核也的组成部分。

确定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构成 ， 必须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目标 、

养老服务行业的特点和劳动力 的地区差异进行分析 。

首先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目 标对人力资源的要求 。 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是

１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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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满足老年人多层次 、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 可 Ｗ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去考

虑需耍怎样的人力资源构成 。 农村老年人有包括生存 、 发展 、 享受的需求 ， 与之相对

应的人力资源构成包括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 。 专业人员 的技能包括
＂

诊断病人的健

康状况 ， 为老年人提供身体机能的康复服务 ， 药物管理 ， 诊断并治疗老年人的也理问

题 ， 给老年人提供娱乐服务 ， Ｗ及护理规划的制定和管理 。

＂

叫 自专业人员主要从事
一

些辅助老年人活动的工作 ， 如协助购物 、 助浴等等 。

其次 ， 养老服务行业的特点对人力资源的要求 。 养老服务行业作为服务行业的
一

种 ， 其从业人员 同样面临着社会地位低 、 工资待遇差和发展空间狭小的 问题 。 除此之

夕ｈ 其工作对象是老年人 ， 有些老年人 由于身体原因 已经不能正常交流 ， 有些老年人

常有抑郁 、 急躁 、 自 卑 的松理 ， 因此要求从业人员 除 了具备
一

定的服务技能外 ， 还需

要有 良好的沟通和观察能力 ， 并兼有百倍的爱屯、和耐屯 。

再次 ， 我国农村地区对人力资源的限制 。 我国农村的人 口 结构特征是
＂

３ ８ ６ １ ９９
＂

，

即 ＾女性 、 儿童 、 老年人为主 。 这样的人 口 结构
一

方面提 出 了养老服务的需求 ，

＾

方
？

面又导致了养老服务人力 资源 的短缺 。 加么 ， 农村地区经济杜会发展较城镇落后 ， 很

难吸引和保留人才 。 而且农村居住分散 ， 由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的成本很高 。

可见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既需要大量的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
一

线工作者 ，

也需要能够开展健康指导 、 康复护理工作的专业人员 。 但是 ， 由 于农村地区 的劳动力

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当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运

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要求 。

６ ．４丄 ２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的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 是指按照组织 目 标 ， 对人力进行规划 、 招聘与配置 、 培训与开发 、

维持 、 考核 、 控制和协调等 ， 使人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 并与物力保持最佳比例 。

许多 国家非常重视专业人员 的开发和培训 。 美国从事养老服务的专业人员 由全科

睽师 、 高级执业护± 、 执业护± 、 临床护理专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 。 全科医生主要发

挥家庭医生的作用 ， 高级执业护±和执业护±的工作重点是初级保健 ， 临床护理专家

主要负责术后康复 、 住院病人的护理 ， 社会工作者则需要掌握处理复杂人际关系 ， 预

防和调解矛盾的技能 。 度些专业人员都需要正规的课程学习 ， 取得学位 ， 和 （或 ） 通

过考核获得相关资格证书认证 。 非专业的
一

线工作者 ， 如护理养老院和家庭照护人员

在美国也需要某种认证并注册管理 ， 但是却间接提高了养老服务行业的进入口槛 ， 加

重了
一

线工作者的短缺程度 。 为 了保持
一

线工作者的稳定性 ， 美国重视送
一

群体的职

业阶梯设计 。 如雇主开始为
一

线工作者承担培训 费用 ， 提供带薪休假 ， 可 Ｗ晋升到高

？
裴晓梅点莉杰．老年长期照护导论

［
Ｍ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１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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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岗位等 。 同时 ， 注重吸引 刚毕业的高中生和大学毕业生 、 有小孩的家庭主妇 、

刚退休人员 、 海外新移 民到养老服务行业从事为期 １ 年的短期工作 。

对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人力 资源管理而言 ， 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有限的养老资源

中 ， 开发并维持
一

线工作者 ， 同时适当配置
一

定比例的专业人员 。

一

线工作者尤其需

要将家庭成员和健康老年人作为人为资源 。 政府部口可 Ｗ考虑采取直接付钱给家庭成

员 的方法 ， 支持家人长期照料老年人 ； 制定养老服务时间储蓄制度 ， 将健康 、 低龄老

年人为生活 自理存在 困难 、 高龄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储蓄起来 ， 到健康 、 低龄老年

人需要帮助时可 Ｗ获得 同等时间 的免费服务 ， 实现循环养老 ；

＂

入职奖补
＂

吸引 高校

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 。

＂

入职奖补
＂

是指财政对入职养老服务行业的毕业生 ， 按照签

订服务期限的长短 、 毕业生的学历层次实行不 同 比例的补助 。 如本科毕业生签订不少

于 ５ 年就化协议的 ， 获
…

次性奖补 ４ 为元 ， 专科 （ 高职 ） 毕业化 ２ ． ６ 万元 ， 中职毕业

化 ２ ． １ 方元 。

６ ．４ ． ２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补贴制度

６ ． ４ ． ２ ． １ 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我国政府长期 Ｗ来主要承担
＂

兰无
＂

和
＂

五保
＂

老人的养老责任 。 我国老年人的

养老服务费用 上均 由 自 己和家庭支化 其他途径只 占不到 ５％ 。 近年来 ， 养老

服务支付能力得到 了政府的重视 ， 有些地方 己经实施 了对居家养老 （社会助残 ） 服务

补贴的政策 。 如化苏省 明确规定对 Ｗ下老人实行政府补贴 ： ８ ０ 周岁 上人员 ； 低保户

中 ７０ 岁 Ｗ上人 员 ； 重点优抚对象中 ７０ 岁 Ｗ上人员 ；
７０ 岁 Ｗ上省级 Ｗ上劳动模范 ； 分

散供养立保户 中 ７０ 岁 Ｗ上人员 ； 低保户 、 分散供养五保户 中 的
一

、 二及重残人员均

可 申请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 江苏的养老服务补贴对象的界定主要参考经济标准 ， 补贴

的 内容是居家养老服务券 。 服务券用于购买包括生活照料 、 医疗康复 、 家政服务 、 文

化娱乐 、 精神慰籍等各种各种的服务 ， 并不限于照料服务 。 浙化和上海建立
？

整整严

格的指标体系对低保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进行评佔 ， 根据其身体状况和居住状况等

实行不 同等级 的补贴 。 浙江和上海养老服务补贴对象的界定综合考虑 了老年人的经济

状况 、 身体状况、 居住状况等 ， 比仅从年龄或从收入的界定更科学 。

各国根据本国的经济条件和福利理念 ， 确定补贴的对象 。 英格兰 、 澳大利亚 、 爱

尔兰 、 新西兰和美 国等 国建立在资格审查基础上的 ， 具有社会救助性质的公共资金支

出 ， 只 为少数低收入者提供
一

些最核也 、 最必要的服务 。 其他的大部分费用 由个人承

担 。 丹麦 、 瑞典 、 挪威等的老年人照料政策涵盖 了所有有需要的人 ， 不论年龄 、 经济 、

非正式照顾的情况 。 该政策的资金来源于税收 ， 服务使用者几乎不支付什么 费用 。 德

国和 日本等国采取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 ， 由法律强制实施 ， 保险出 资责任 由政府 、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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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个人分担或者由政府 、 个人分担 。 理论上 ， 社会保险可Ｗ涵盖所有的照护费用 。

’

奥地利和法国等国采取首愿性个人长期护理保险 ， 它是 由 国家税收支持的 ， 将需求评

估 、 经济审查和普遍性资格巧结合的
一

项法令 。 相对而言 ， 发达的工业国家由于较早

出现老年照料需求增长导致的家庭和政府的照料负担重的 问题 ， 除了财政直接补贴

夕ｈ 还通过建立相关保险保障照料需求的满足 。 其服务补贴的对象同样是在服务对象

的经济 、 健康 、 其他照解资源中作权衡和取舍 。

６Ａ２ ．２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补贴制度设计

１ 、 设计原则

在现阶段 ， 我国不能像丹麦 、 瑞典和挪威等国
一

样 ， 实行普惠型的养老服务补贴

制度 ， 农材社会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是
一

项补缺型的 ， 更像社会救助性质的福利制度 ，

是为 了使没有支付能力的农村老年人获得其需要的服务而设 。 目标在于促使农村老年

人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 并同时保障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 。

２ 、 监管和实施部 口

政府是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的监管部口 ， 民政部口负责具体的实施 ， 包括服务对象

的划定 、 补贴标准的确定和补贴的发放 。 服务对象评估工作外包给公益型事业单位 ，

或者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 。 补贴制度的绩效考核可Ｗ外包给第Ｈ方评估机构 （与服务

对象的评估机构不是同
一

机构 ） ， 也可Ｗ 由 当地民政 、 工商 、 老龄 、 残联等部口及镇、

村提供养老服务的组织分别评定 ， 也可Ｗ 由接受服务的老年人评定 。

３ 、 资金来源

养老服务补贴所需资金主要来 自 国家财政 。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
一

定比例分

扭 具体比例可 ＾＾
＞１根据地方财政的实力而赵 中央财政兜底 。 其他来源可从是民资支

助 ， 也可Ｗ是福利彩票公益金提取 。

４ 、 补贴的发放

补贴的形式有服务 （包括服务券 ） 和 （或 ） 现金两种 ， 主要采用发放服务或者服

务券的形式 ， 由养老服务的供给者直接发放给老年人 ， 做到补贴到人 ， 费随人走 。 如

果发放的是有面额的服务券 ， 这种服务券实名使用 ， 不得转让 ， 不能支付养老服务外

的其他服务 ， 有
一

定的使用期限 ， 过期作废 。

５ 、 具体方案

由于我国各地地方财政收入相差甚大 ， 为 了保证最困难的农村老年人获得最需要

的养老服务 ， 同时也考虑到制度的可持续性 ， 具体方案并不唯
一

。

方案设计的关键在于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的确定 。 参考国 内外的实践经验 ， 并由

上文分析可知 ， 照料服务是农村老年人 目前最需要的核也养老服务 ， 于是将社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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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补贴制度对象范围限定在生活不能 自 理的农村老年人 ， 并兼从经济收入、 家庭照

料两方面确定 。 假定在政府补贴制度下 ， 将激发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照料意愿 ， 因而在

此不将是否有社会照料意愿作为界定补贴对象的标准之
一

。 从身体状况 、 支付能力和

家庭照料去界定补贴对象 ， 面临众多选择 ， 如图 ６ －４ 所示 。 补贴标准Ｗ上年度养老机

构平均护理费用为当年的标准。 由第五章表 ５ －巧 估算 ， 半 自理的护理费在每人 ５００

元／月左右 ， 不能 自理的护理费在每人 ８００ 元／月左右 。

何谓生活不能 自 理的农村老年人 ， 其界定参考本文第四章 ４ ． ３ ．２ 节的标准 。 需要

说明的是 ， 由于标准不同 ， 本文生活不能 自理老年人占全体老年人的 比例远高于 ２０ １ １

年 《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 》 报告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比例 （分别是

１ ３ ．７７％和 ６ ．２３％ ） 。 支付能力 的判断参考本文第五章的界定 ， 分为绝对没有和相对没

有支付能力 。 为 了简化计算 ， 这里的绝对没有支付能力是指家庭人均收入小于贫困线

２４３ ３
？
元／年 。 第六章中 的 １ 个结论是

＂

６ １ ．９６％的农村家庭没有相对支付能力 。

＂

于是

假定有 ６０％的农村居民没有相对支付能力 。 涉及生活 自理能力 、 收入、 家庭非正式支

持的数据来 自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 数据 ， ２０ １ １ 年农村老年人 口数量睽据第六次人

口普查资料推算 ， 约为 １ 亿人。 下面对各个可能方案进行测算 。

方案 １ ： 补贴对象是绝对没有支付能力的 、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 、 无家人照料的

农村老年人 ， 数量是 １ ３ 万人 ， 补贴额为 １ ２ ．４８ 亿元／年 ， 占 ２０ １ １ 年 ＧＤＰ４７Ｋ６３ ． ７ 亿元

的０ ．００％％ 。

方案 ２ ： 补贴对象是绝对没有支付能力的 、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农村老年人 ， 数

量是 ９４ 乃人 ， 补贴额为 ９０ ．２４ 亿元 ／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０ １ ９ １％ 。

方案 ３ ； 补贴对象是绝对没有支付能力的 、 生活完全不能或部分不能 自 理的 、 无

家人照料的农村老年人 ， 数量是 １ ２８ 万人 ， 补贴额为 ８ １ ．４８ 亿元／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０ １ ７３％ 。

方案 ４ ； 补贴对象是绝对没有支付能力的 、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农村老年人和绝

对没有支付能力的 、 生活完全部分不能 自理的 、 无家人照料的农村老年人 ， 数量是 ２０９

万人 ， 补贴额为 １ ５９ ．２４ 亿元／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０３ ３ ８％ 。

方案 ５ ： 补贴对象是绝对没有支付能力的 、 生活完全不能或部分不能 自理的农村

老年人 ， 数量是 ２ １ ７６ 万人 ， 补贴额为 １ ３ ３９ ．４４ 亿元／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２８％ 。

方案 ６ ： 补贴对象是相对没有支付能为的 、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 、 无家人照料的

农村老年人 ， 数量是 １ ７ 万人 ， 补贴额为 １ ６ ． ３２ 亿元／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００３ ５％ 。

方案 ７ ； 补贴对象是相对没有支付能力 的 、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农村老年人 ， 数

量是 １ ９６ 万人 ， 补贴额为 １ ８ ８ ． １ ６ 亿元／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０巧９％ 。

？
中 国政府于 ２０ １ １ 年新定的农村贫 困线是 ２４３ ３ 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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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８ ： 补贴对象是相对没有支付能力的 、 生活完全不能或部分不能 自 理的 、 无

家人照料的农村老年人 ，

＇

数量是 ２ １ ８ 万人 ， 补贴额为 １％名２ 亿元／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０巧０％ 。

方案 ９ ； 补贴对象是相对没有支付能力的 、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农村老年人和相

对没有支付能力 的 、 生活完全部分不能 自理的 、 无家人照料的农村老年人 ， 数量是 ３ ９７

万人 ， 补贴额为 ３０８ ．７６ 亿元／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０６５ ５％ 。

方案 １ ０ ： 补贴对象是相对没有支付能为 的 、 生活完全不能或部分不能 自理的农村

老年人 ， 数量是 ５ １ ０３ 万人 ， 补贴额为 ３ １ ３２Ｊ ６ 亿元／年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６６４２％ 。

絶对没有支付能力的农村老年人 相对没有支付能力 的农村老年人

Ｉ
—

 Ｉ
－

ｒ
＇

 Ｉ Ｉ Ｉ

生活完全 Ｉ

生活部分 Ｉ

生活完全 Ｉ

生活部分

不能 自理不能 自理不能 自理不能 自 理

９４ 万入 ２０８２ 万人 １ ９６ 万人 ４９０７ 万人

９０ ．２４ 亿 １ ２４９ ．２亿 １ ８８ ． １ ６
亿巧４４ ．２亿

Ｉ
」

 Ｉ Ｉ Ｉ
」

广
 Ｉ

＇

 Ｉ １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无家人有家人无家人有家人无家人有家人无家人有家人

照料照料照料照料照料照料照料照料

口 万人 ８ １ 万人 １ １ ５ 万人 １ ９６７ 方人 １ ７ 万人 １ ７９ 万人２０ １ 方人４７０６ 万人

１ ２ ．４８ 亿 ７７ ． ７６ 亿６９ 亿 １ １ 撕 ． ２亿化．３２亿 １ ７ １ ． ８４ 亿 １ ２０ ． ６ 亿２８２３ ．６ 亿

图 ６－ ４ 不同方案的不同服务对象和补贴金额
Ｆ ｉｇｕｒｅ６

－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ｈ ｔ

ｊ
ｅｃｔ ａｎｄｓｕｂｓ ｉｄｙ

化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

ｊ
ｅｃｔ

Ｗ上 １ ０个方案中 ， 方案 １ 是保底的最低标准方案 ， 补贴额占当年 ＧＤＰ 的 化００２６％ ，

方案 １ ０ 是最高方案 ， 覆盖的老年人群最广 ， 补贴额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０ ．６６４２％ 。 从国际

上看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 奥地利政府财政每年为长期照护支出 １ ７ 亿美元 ， 占 ＧＤＰ

的 ０ ．９％ ， 德国 的 《社会抚养保险法案 》 支出 １ ５５ 亿美元 ， 占 ＧＤＰ 的 ０ ． ９％ ， 荷兰 《特

别医巧支出法案 》 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支出为 ６７ ．５３ 亿美元 ， 占 ＧＤＰ 的 １ ． ８７％ ，Ｗ色

列的 《社区长期照护保险法 》 为法定的服务项 目年度支出总额约为 ３ ． ７ 亿美元 ， 占 ＧＤＰ

的 ０ ． ３６％
？

。我国可Ｗ参考其他国家的支出额并结合当地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福利理念试

行合话的方案 。

同时可Ｗ看到 ， 有家人照料是补贴额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

一

方面证明 了家人

？
裴晓梅 ， 房莉杰 ．老年长期照护导论 ［

Ｍ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０ ：３８
－

４２

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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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 巨大的隐性成本 ，

一

方面再次证明 了在社会养老服务建设的过程中 ， 绝不能撇开

家庭养老 ， 要充分调动家人照料的积极性 ， 弥补社会养老服务高成本的缺陷 。

６ ． ５ 对策建议

６ ． ５ ． １ 发展符合农村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 内容和形式

用农村老年人乐于接受的方式供给合意的养老服务 ， 能够解决供给过剩的 问题 ，

提高供给的效率 。

一

是 ， 建立农村老年人需求表达机制 。 我国现行的 自 上而下的行政化农村公共产

品供给决策机制 ， 往往会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内 容和方式偏离农村老年人的实际养

老服务需求 。 供给 内容和方式上的扭 曲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 了农村老年人需求表达的渠

道不畅 ， 农村老年人影响养老服务决策的能力有限 。 因此 ， 要提高供给的效率 ， 必须

给予农村老年人话语权 。 首先 ， 调动农村老年人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 其次 ， 民主选举村委会的领导人和基层人大代表 ， 使其真正成为农村居 民的利

益代表 ； 巧次 ， 政府减少对老年组织的干预 ， 培育老年协会等老年组织的独立性 ， 强

化老年人利益的表达能力 。

二是 ， 建立和完善需求评估机制 。 针对不同的人群设计有针对性的供给制度 ， 制

定和统
一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评估标准和方法 。 各地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 、 老龄化

状况科学确定养老服务需求评估标准 。 评估的标准包括老年人的经济 、 身体和非正式

照料状况 ， 其中 身体和非正式照料状况是主要的参考指标 。 评估工作可 Ｗ 由第Ｈ方专

业机构或者 Ｉ

Ｉ
Ｉ 民政 、 区疗 、 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团体进行评估 。 评估结巧形成社会养老

服务对象的信息化数掘库 ， 数扼巧随时巧新 、 动态调整 。 服务的供给依掘数扼库的老

年人信息而定 。

一

般而言 ， 经济状况 良好 ， 能 自 理并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 ， 无需提供

额外的支持 ， 只需提供
一

些如文娱活动 、 社会参与 、 精神关爱之类的支持性服务 ； 经

济状况较差 ， 生活尚能 自理的老年人 ， 可 Ｗ给予
一

定的扶助 ， 服务的方式 Ｗ居家为主 ，

服务的 内 容 Ｗ尽可能保持和延长老年人 的健康生命寿命为主 ； 生活不能 自 理的老年

人 ， Ｗ机构为方式 ， 提供护理 、 临终关怀么类的服务 。

Ｈ是 ， 充分考虑并尊重农村家庭养老传统文他和经济收入低等客观现实 。 尽管家

庭核屯、化 ， 但是老年人普遍愿意选择家庭养老 。 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对社会养老服务

内容 、 提供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按照我国养老传统和农村实际的经济情况 ， 家

庭 内部能解决的老年照料 问题 ， 不会假手于人 。 因此 ，

一

些指导家人如何更好照顾老

年人的介入性项 目 ， 或者缓解家庭照料压力 的喘息项 目 、 日 间照料服务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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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５ ． ２ 推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多方参与

发掘和协调多方参与农村养老服务 ， 主要是为 了缓解家庭和政府 的养老服务压

力 ， 推动形成农村养老服务多方参与 的局面 ， 为构建
一

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巧实

基础 。

一

方面 ， 善于挖掘当地的养老服务人力 资源 。 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农村地区 ，

养老服务资源来源 的广泛性作为社会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得到普遍的认 同 。 首

先 ， 树立因地制宜的开发观念 。 养老服务人力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与 当地劳动力市场有

密切关系 ， 当地的人 口 结构决定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的供给 ； 其次 ， 鼓励家人持续照料

老年人 。 如政府为
一

些需要长期照料老年人的家庭提供经济上的补助或给予照料者个

人收入所得税款减免 ； 再次 ， 通过提供初级医疗 、 辅助工具 、 家居改善 、 护理康复等

服务 ， 提高老年人 自 养的能力 ； 最后 ， 挖掘现有的老人资源 、 邻里资源进行义务帮扶

和互助 。

另
一

方面 ， 鼓励多方参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政府在鼓励多方参与上起主导作用 。

对于营利性组织而言 ， 由于养老服务是投资时间长 、 收益缓慢的事业 ， 政府考虑在建

设资金 、 运营资金 、 税收上给予
一

定 的优惠 ， 并简化和通畅 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的

审批手续 ； 对于非营利性组织 ， 需要在用地 、 资助和税收上给予与营利性组织的区别

对待 ； 对于专业人员而言 ， 将其在基层服务的经验作为升迁的考核项 目 之
一

； 对于
一

线工作者而言 ， 提高他们 的职业声望和工资待遇 ， 做好职业巧迁规划 。

６ ． ５ ． ３ 改革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筹资制度

农村养老服务的费用支付涉及到公共产品供给的核也价值 公平 问题 。 改革农

村养老服务的筹资制度 ， 变
一

方为 多方 ， 有利于激发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意愿 ，

也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潜在需求 向 为现实需求的转化 ， 保证农村社会养老

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

１ 、 近期的改革 目 标 。 政府保底＋市场筹资 ＋多种收费方式是近期农村养老服务筹

资制度改革的Ｈ大措施 。 首先 ， 政府保底是指政府负责低收入失能老年人的基本服务

补贴 。 高龄老年人 、 女性老年人和西部地区 的农村老年人还需加强补贴的力度 。 补贴

的标准参考市场上年度平均的护理费用 ， 补贴的形式可 Ｗ选择补需方 。 补需方也可 Ｗ

Ｗ养老服务券或者现金补贴的形式 出现 。 相对而言 ， 补需方 比补供方给予了老年人更

多的选择权 ， 现金补贴还可 Ｗ购买家人提供的服务 ， 是政府支持家庭养老的 种手段 。

为 了实现长效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 要建立可持续的财政资金为主渠道的保障机制 ，

亦即 中央政府要建立养老服务补贴的专项资金 ， 加强对现有补贴制度的整合 ； 其次 ，

市场筹资 ， 包括发行国债 、 成立专项基金 、 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支持养老服务 。 政府围

１ ３ ８





第六章 农村化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绕养老服务的市场筹资设计激励政策 ， 如财政贴息或税收优惠等 ； 再次 ， 多种收费模

式保障老年人在其支付能力范围 内 能获得
一

定的服务 ， 既确保有支付能力 的老年人 自

己承担费用支出 ， 又保证没有支付能力 的老年人不因支付不起费用而无法享受服务 。

＂

费用价 目 表常常试图解决消费者之服务付费预期 、 消费者之支付能力 、 服务之实际

成本和机构增如额外收入之需要四者之间 的冲突问题 。

＂ ＆
可 ＾参考英国 的居家社会服

务收费的四种模式 ， 浮动收费制 、 基于服务水平的收费制 、 基于财产收入的收费制和

基于财产收入和服务水平的收费制 。 弹性收费制隐含着政府是最终的责任人之意 。

２ 、 中远期 的改革 目 标 。 中远期 Ｗ长期护理保陰推行为 目 标 ， 将养老服务责任多

方共担 ， 风险分担 Ｗ保险的形式确定下来 。 长期护理保险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用于应

对老龄化 日 渐加深 ， 护理费用负担沉重而设的
一

项保险制度 。 长期护理保险初期可Ｗ

先实行 自 愿参加的原则 ， 最终秉持风险分担的原则采用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体制 ， 由法

律强制实施 。 保险缴费 由政府 、 企业 、 个人分担或者 由政府 、 个人分担 。 承保范围 由

最初的护理费用报销 ， 逐步扩大到其他 日 常照料服务项 目 。

６ ． ５ ．４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质量控制体系 ＇

农村老年人获得的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其个人生活质量高低 ， 间接影响巧关利益

共同体的生活质量 。 只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质量控制体系 ， 才能保证农

村老年人获得持续高质量的服务 。

１ 、 质量控制 的责任主体和职责分工

中 央政府 、 地方政府和农村社区
一

些老年人组织是质量控制的责任主体 。 中央政

府巧担法律制定颁布 、 完善统
？

巧业掠准 、 人力 资源培养和物质资源分配的责任 ； 地

方政府执行 中央政府制定 的标准 ， 分配资源和监管养老服务质量 。 具体包括 当地巧业

标准的制定 ， 调适中央制定的标准 ， 人才的教育培训和具体奖惩制度的制定 ； 老年协

会或社区其他老龄服务组织 由于贴近老年人生活 ， 最 了解其需耍 ， 作为政府监管工作

的协助者 ， 充分发挥其化解矛盾 、 维护和谐稳定的
一

线平台作用 。

２ 、 质量控制的对象和 内 容

养老服务 山
一

定 的人和组织提供 ， 其质量控制 的对象主要是从业人员和服务机

构 ， 内容包括人员培训 、 对正式和非正式服务提供者的监督 、 老年人信息系统的建立 、

服务标准设定 Ｗ及指导纲领的发布
＠

。

３ 、 质量监管方法

对于公办养老服务机构 ， 应当 由村民 自 治组织与政府管理机构共同监管 ， 成立相

？
Ｇｍｊｅｒｔ Ｎ

，
Ｔｅ ｒｒｅ ｌ ｌ Ｐ ． 化合福利政策 奇论

［
Ｍ

］
满晨寡等课上海 ： 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化 ２抓 ３ ： 巧 １

？
裴晓梅 ， 膺莉杰 ．若年长斯照护 哥 论

［

Ｍ
］

．北京 ： 社金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１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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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监管机构 ， 按照制定的行业标准 ， 开展定期检查和抽查 ， 提出完善的建议 。 如服

务机构不能达到国家最低的行业标准 ， 则采取限期整改 ， 甚至取消资格的执法行动 。

’

对于其他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 ， 应建立起出资人负责制 ， 通过订立合同保障质量 。 比

如 ， 养老服务机构作为中间人 ， 签订合同承诺发生派出 的服务人员和老年人发生争端

时应承担调解的责任 。

４ 、 其他补充控制措施

除政府监管外 ， 体制外的评估也越来越重要 。 如 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第Ｈ方评估 、

媒体曝光等 。

６ ． ５ ． ５ 加大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酌宣传引导工作

加大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宣传 ， 提离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 了解度和认同

度 ， 是促使农村老年人转变养老观念 ， 提高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极为重要的对策之
一

。

１ 、 宣传的 内容

宣传 内容的重点是居家养老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 。 作为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 ， 居

家养老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有别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 。 它们既充分尊重老年

人在家养老的意愿 ， 又将各方力量引入养老服务领域 ， 是农村狂会养老服务发展的方

向和重点 。 但雇 ， 由于是新生事物 ， 许多农村地区还没有实施或者刚试点不久 ， 老年

人对二者认识度很低 ， 直接影响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推广 。 因此 ， 必须加强对这

两种养老模式的宣传 ， 包括对服务方式 、 内容 、 收费 、 补贴 申请 、 典型例子的介绍 。

２ 、 宣传的方式方法

由地方民政 、 人社 、 村委会等相关组织牵头 ， 开展宣传工作 。 可采取上口宣传 ，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 定点 ， 如在集市开展现场宣传活动 ， 解答政策疑问 ； 利用农材墙

体广告 、 农村小广播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 。 并在村里人流量大的地方悬挂横幅 、 发放

宣传海报 、 宣传单等 。

６ ．６ 本章小结

需求导 向型养老服务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章在

明确农村化会养老服务发展的症结在于需要难Ｗ转化为现实需求的基础上 ， 围绕家庭

支持 、 健康状况 、 主观意愿和收入水平四个核也要素研究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

径 ， 包括总体上构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框架 ， 设计针对不同老年群体和不同地区的

具体方案 ，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和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 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农村化会养老服务的基本植架Ｗ需求为供给的 目标 ， 包括服务主体 、 服务对象 、

分配内容和递送方式 。 需求是需要转化而来的 ， 含有意愿和支付能力两个层面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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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包括服务的提供和资金的筹集。 具体而言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是
一

个提供主体和

筹资主体多元化 ， Ｗ家庭为主要组织平台 ， 为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 ， 提供Ｗ

日 常生活照料为主要服务 内容的整合性的体系 。

具体方案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 。 从纵向上看 ， 优先发展基本的 、 效率高的 、

居家养老服务 ， Ｗ满足老年群体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和特殊老年群体的基本需要 。 从

横向上看 ， 考虑到不同经济收入 、 家庭支持、 健康状况的老年群体有不同的养老服务

需求 ，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养老资源储备 ， 于是将老年群体和农村地区划分为不同的类

别 ， 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方案 。 提出 了 ７ 种针对不同农村老年群体的发展模式 ，

分别是居家养老模式 、 社区居家 －有偿模式 、 社区居家 －福利模式 、 社区机构 －有偿模式 、

社区机构 －福利模式 、 机构 －有偿模式 、 机构 －福利模式 ；
３ 种针对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

农村地区的发展方案 ， 分别是行政化 、 社会化和市场化 。

鉴于人力和物力资源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关键 ， 提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补贴制度 。 对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管理而言 ，

关键的 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养老资源中开发并维持
一

线工作者 ， 并配置
一

定 比例的

业人员 。 补贴制度能够激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 ， 并提富其支付能力 。 补贴
^

制度的设计要点在于如何确定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 。 文中参考上年度养老机构的平均

护理费用为补贴标准 ， 从生活 自理程度 、 经济收入和家庭照料王方面确定补贴对象 。

王个方面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补贴对象 ， 文中分别对不同的补贴对象的方案进行了
＜

费用 的测算 。 最低方案的补贴额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０ ． ００２６％ ， 最高方案占当年 ＧＤＰ 的

^

０ ．６６４２
〇
／〇 。

最后 ， 从养老服务 内容 、 形式 、 服务主体 、 筹资 、 质量控制 、 认识度方面提出相

＇

关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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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走章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围绕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这
一

主线 ， 研究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

展路径 。 首先 ， 利用相关数据和政策文件 ， 分析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历史和现状 ， 探

讨问题的症结所在 ； 其次 ， 从人本主义角度 ， 评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 ， 并结

合家庭支持状况 ， 考察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潜在客体和主要潜在客体 ； 再次 ， 从意愿

和支付能力两个层面揭示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现实需求 ， 并探讨影响需求的因

素 ； 最后 ， 在需求揭示的基础上 ， 探索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本章是全文的

总结 ， 将对上述问题作
一

全面的回顾 ， 并展望进
一

步的研究方 向 。

７ ． １ 基本结论

７丄 １ 巧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成效不明显 ， 原因在于混淆需要和需求

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和政策文件发现 ， 近年 内 出 台 了众多关于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

政策文件 ， 农村已经初步按照国家 居家为基础 、 社区为依巧 、 机构为支撑
＂

的框

架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政府投入加大 ，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 。 但是 ， 农村社会

养老服务存在服务模式分割 、 服务市场发展迟缓 、 服务方式行政化 、 服务人员不足、

政策缺陷 、 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 问题。 送些问题外显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率

低 ， 供给绩效差 。 ３ ． ３ ８％的农村社区有居家养老服务站 ， 其利用率为 ８ ７ ． ５％
； 农村每

千老年人拥有各类养老机构床位数与规划 目 标还有
一

定差距 ， 但床位利用 率仅为

５２ ． ８％ 。 超过 ４Ａ５ 的农村老年人依靠家庭照料 。 可见 ，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仍

然 由家庭消化 ， 庞大的养老服务需要难 Ｗ转化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

需要不等于需求 。 需要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 ， 指生命体的某种缺乏状态 。 需求强

调意愿和支付能力 。 本文认为 ， 当人们进入老年期后 ， 会产生养老服务需要 。 当家庭

支持弱化后 ， 客观上送种需要的满足会 由家庭转 向社会 。 但是 ， 在把家庭养老作为养

老文化和习惯的 、 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 ， 并不是每
一

位老年人都会产生社会养老

服务愿意 ， 并有能力获得其所需要的社会养老服务 。 正是将需要等同于需求 ， 忽视了

老年人的意愿和支付能力 ， 导致了 当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绩效差 。

７丄２ 在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 ， 全体农村老年人都有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人本主义视角 的需要理论认为 ， 老年人都有养老服务需要 。 根据人 口老化的预测

数据 ， ２０ １ １
￣２０２０ 年是农村地区养老服务需要量快速增长阶段 ， ２０２ １

￣２０３ ５ 年是加速

増长阶段 ， ２０３ ６？２ １ ００ 年是下降阶段 。 预计在 ２０３ ５ 年前后农村养老服务需要量达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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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 但是 ，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无法满足老年人如此大量的和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要 。

一

方面 ， 人 口老龄化伴随着少子化 、 家庭结构核必化 ， 加之女性职业化使得家庭养老

服务处于无人维持的状态 。

一

方面 ， 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要求 日 常照料常态化 ， 老

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增加 了对预防保健 、 也、理疏导 、 文化娱乐等专业服务的需要 ， 又

使得家庭养老服务陷于无力维持的局面 。 所 Ｗ在农村人 口 的老龄化背景下 ， 每
一

位农

村老年人都会有社会养老服务需要 ， 都有成为社会养老服务客体的可能 。 按照历史经

验 ， 人 口转变过程中有
一

段总抚养系数最低的时期 ， 这个时期正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加快建设的黄金时期 。 据有关人 口预测数据推测 ， 这个黄金时期 出现在 ２ ００ ３？２０ １ ６ 年 。

老年人的服务需要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服务需要相 比 ， 工具性需要最为突出 ， 也

就是最需要照护服务 （包括 日 常生活照料 、 医疗护理和精神慰籍服务 ） 。 文章发现 ４／５

的农村老年人因为健康原因有照护需要 ， 尤其 Ｗ女性 、 高龄 、 中西部的农村老年人表

现显著 。 在照护服务中 ， 医疗护理的需要量最大 ， 其次是精神慰籍 ， 最后是生活照料

服务 。 根据家 中有无人照料和老年人的 自 理和患病情况 ， 测算 了２０ １ ２ 年需耍社会照

护服务的农村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６ １ ． ５０％ ， 占需要照护服务的农村老年人总数

的 ７７ ． ８ ５％ 。 如果假定家庭照护模式所接纳的老年人 口数与 １ ５
？

５ ９ 岁 的人 口数成严格

的正 比例关系 ， 那么家庭照护模式中接纳的老年人 口数将按照中 、 重度不能 自 理的 比

例逐年 向居家和机构照护服务转移 。 ２０ １ ２ 年的 比例为基准 ， 预测在 ２０３ ０ 年 ， 需要

家庭 、 居家和机构照护的农村老年人各 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７ ．４９％ 、 ６７ ． ７４％和 ３ ． ７７％ 。

可见 ， 在人 口 老龄化背景下 ， 所有老年人均可能成为社会养老服务的潜在客体 ，

需耍医疗护理 、 精神辅导的农村老年人 ， 家 中无人照料的需要 日 常生活照料的农村老

年人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潜在客体 。

７丄 ３ 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意愿不高 、 支付能力有限

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不足 ， 表现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不高和支付能

力有限 。 研究发现 ， 只有在家庭和 自 我无法实现照料后 ，

一

些收入高 、 对社会养老服

务有
一

定认识的农村老年人才会产生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 这是当前社会养老服务的主

要供给对象 。

在意愿上 ， 首先 ， 只有 １ ７ ． ８ ６％的农村老年人倾 向于选择社会养老服务 。 有社会养

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的共同特征是 ， 家里有配偶 、 家庭经济条件好 、 无耕地 、 家

庭关系不和谐 ， 个人的健康状况差 、 收入高 、 对社会养老服务有
一

定的 了解 。 其中 ，

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婚姻状况对有无社会养老服务意愿影响最大 ； 其次 ， 就社会养老

服务的方式看 ， 机构服务方式在居家 、 社区养老服务方式中得到最高的认可 。 这
一

偏

好似乎与老年人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相异 ， 但更多是因为农村老年人对当地的社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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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认识不到位所致。 总的说来 ， 家里没有耕地 、 患有慢性病 、 年龄较轻、

文化程度高 、 对祈 ■构养老了解的农村老年人倾向机构养老服务方式 ； 再次 ， 从需求的

社会养老服务内容看 ， 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类服务的需求迫切 ， 其后才

是精神慰籍 、 文化娱乐 、 法律援助等 ， 体现了先生存后发展的次序结构 。

在支付能力上 ， 通过采用收入－支出法和剩余收入法分析 ， 结果是 ， 按当前的养老

服务收费估算 ， 有社会养老服务意愿的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消费支

出 占个人 、 家庭收入的 比重较大 ， 低收入户完全没有支付能力 ， 中等偏下户 、 中等收

入户 、 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 的农村居民可Ｗ各支付最多约 ６７８ 元／年 、 ４８００ 元 ／年 、

８４００ 元／年和 ２２７００ 元／年的社会养老服务费化 即只有 ６０％收入较高的农村居民对机

构养老服务有支付能力 。 换言之 ， 如果没有政府补贴 ， 即便农村老年人意愿接受社会

养老服务 ， 其中 的低收入户和 中等偏下户 ， 共约 ４０％的农村家庭不能承担有意愿的老

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支出 ， 从而影响老年人获得和利用社会养老服务 。

７丄４Ｗ需求为导向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路径

据前文所述 ， 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难点和重点在于促使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月ｆ

务需要 向需求转化 ， 并提高其支付能力 。 其路径的设计围绕家庭支持 、 健康状况 、 主

观意愿和收入水平四个核也要素去构建体系框架 、 设计具体方案 、 完善配套制度和提

出相关对策建议。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框架 由服务主体 、 服务对象 、 分配 内容和递送方式组成 ，

＊

实际上是 由供求双方构成 。 老年人的需求是供给的 目 标 。 需求 由需要转化而来 ， 包

意愿和支付能力两层意义 。 供给对应需求 ， 包括服务的提供和资金的筹集 。 具体而言

＇

^

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中 ， 服务主体由政府 、 市场 、 非营利性组织 、 志愿者 、 邻里

朋友等各种社会力量组成 ； 所有老年人是其潜在的服务对象 ， 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

老年人和特殊老年人是现实的服务对象 。 有现实需求的农村老年人 、 特殊老年群体中

的高龄老年人 、 生活中度不能 自理且没家人照料的和重度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 、 独居老

年人分别 占农村老年人 口 总数的 １ ０ ． ７２％ 、 １ １ ． ５４％ 、 ６ ．２４％和 １ １ ．巧％
； 分配 内容Ｗ服务

或服务券为主 ； 尊重老年人养老服务意愿 ， 采用先就地后机构的递送方式 。 整体上看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是
一

个 农村老年人需求为导 向 ， Ｗ满足其 日 常生活照料为核也 ，

Ｗ家庭为主要组织平台的 ， 多方参与的有机整体 。

考虑到需要与需求的不同 ， 提出优先满足现实服务对象的需求 ， 满足所有老年人

的服务需要是发展的长期 目标和根本 目标 。 考虑到不同经济收入 、 家庭支持 、 健康状

况的老年群体有不同的养老服务需求 ，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养老资源储备 ， 于是分群体

和地区设计具体的发展方案 。 针对不同的农村老年群体提出 了 ７ 种发展模式 ， 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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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模式 、 社区居家 －有偿橫式 、 化区居家 －福利模式 、 社区机构 －有偿模式 、 社区

机构 ：福利模式 、 机构 －有偿模式 、 机构 －福利模式 。 家庭模式渗透其中 。 生活能 自理的

老年人 ， Ｗ居家支持性服务为主 ； 生活半能 自理的老年人 ， Ｗ社区増长性服务为主 ；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 ， Ｗ机构全方位服务为主 。 针对老龄化程度不同的地区 ，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低到商 ， 提出 ３ 种发展方案 ， 分别为行政化 、 社会化 、 市场化的

方案 。 在推进过程中 ， 配套实施社会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补贴制度 。 人力资

源管理制度的关键在于在有限的养老资源中开发并维持
一

线工作者 ， 并配置
一

定 比例

的专业人员 。 补贴制度的关键在于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的确定 。 Ｗ上年度养老机构的

平均护理费用为补贴标准 ， 按照生活 自理程度 、 经济收入和家庭照料Ｈ个指标的不同

组合 ， 测算了１ ０ 个方案需要的补贴额 。 从最低到最高方案 ， 补贴额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０ ．００２６％到 ０ ．６６４２％ 。 最后 ， 提出发展符合农村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 ， 推动多方参

与 ， 改革筹资制度 ， 建立和完善质量控制体系 ， 加强宣传引导等针对性对策建议 。

７ ．２ 研究展望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既是
一

个重要的 民生问题 ， 也是
一

个崭新的

研究领域 。 尽管本文基于宏观和微观数据 ， 区别对待需要 、 需求 ， 并Ｗ现实需求为导

向提出 了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具体设想 ， 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 、 数据可获

性和个人能力所限 ， Ｗ下几方面有待进
一

步深入研究 ：

第
一

， 社会养老服务介入家庭养老服务后 ， 原家庭养老服务提供者的收益问题 。

尽管
一

致认同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必要性 ， 但是还是较少有研究涉及家庭养老服务与

社会养老服务二者间 的成本效益。 对二者成本效益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对家庭养老服务

提供者的补贴问题 ， 对社会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的制定有
一

定影响 。

第二 ， 我国各农村地区千差万别的养老资源 、 养老文化 ， 尽管本文已经尽量整合

资料 ， 将农村地区按照老龄化程度 、 经济发展水平分类研究 ， 分别提出社会养老服务

的发展方式 ， 但是还是无法做到透彻分析 。 如果有条件 ， 可Ｗ在各省 ， 甚至各市的农

村地区开展田野调查 ， Ｗ提出适合当地的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 。

第Ｈ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路径还有许多值得进
一

步细致研究的地方。 如个人、

家庭 、 社区 、 政府 、 市场责任的划分和平衡 ； 行政化、 化会化和市场化机制的运行 ；

居家 、 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模式的关系和协调 ； 社会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补

贴制度的深入研究等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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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农村养老服务需求 问卷调查

农村养老服务需求问卷调查 Ｉ

问卷编号 ：
——

—

地点 ：


市


县 （ 区 ）


镇


村

注 ： 按了
＂

可多选巧限选
＂

榜示外 ， Ｗ下选择垣均为单选适

１ ． 老人基本情况

１ ． １ 性别 ： （ １ ） 男 （ ２ ） 女

１ ．２ 年龄 （周 岁 ）


１ ． ３ 婚姻状况 ： （ １ ） 未婚 （ ２ ） 已婚 （ ３ ） 离婚 （ ４ ） 丧偶

１ ．４ 您有


个孩子 ， 其中 男孩个 ， 女孩个

１ ． ５ 户籍性质 ： （ １ ） 农业户 口 （ ２ ） 非农业户 口

１ ． ６ 文化程度 ： （ １ ） 没上过学 （ ２ ） 小学 （ ３ ） 初中

（ ４ ） 高中 （ ５ ） 中专 （ ６ ） 大专及Ｗ上

１ ． ７ 您个人年收入是


元

１ 乂 您的收入来源主要是 ： （可多选 ）

（ ０ 农业收入 （ ２ ） 经营工商业 （ ３ ） 王地 、 房屋租赁 （ ４ ） 打工

（ ５ ） 养老金 ／养老补贴 （ ６ ） 低保 （ ７ ） 家庭成员 （ ８ ） 亲友资助

（ ９ ） 储蓄或遗产 （ １ ０ ） 其他 （请注明 ）

１ ． ９ 总的来说 ， 您 目 前的健康状况 ：

（ ０ 非常差 （ ２ ） 差 （ ３ ）

—

般（ ４ ） 好 （ ５ ） 非常好

１ ． １ ０ 您 目 前是否患有慢性病 ； （ １ ） 否 （ ２ ） 是 ： （疾病名称 ）

１ ． １ １ 您的生活 自 理情况 ： （ １ ） 失能 （ ２ ） 半失能 （ ３ ） 生活能 自 理

１ ． １ ２ 您是否参加 了农村养老保险 ： （ １ ） 否 （ ２ ） 是 ， 每月养老金是


元

１ ． １ ３ 您是否参加 了农村医疗保险 ： （ １ ） 否 （ ２ ） 是

１ ． １ ４ 您家 ２０ １ １ 全年的家庭总收入为 ：



元 Ｉ 家庭总支 化为 ；


元 。

１ ． １ ５ 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情况

项目


数量 （人 ）

￣

项目 Ｉ

数量 （人 ）

家庭人 口数


３ ．学前儿童数


１ ．就业人 口数


４ ．学生数


其中 ； 务农人数


５戏疾人数


务王人员


６ ．老人数（
＞ ６０ 岁 ）


其他非农就业


７ ．村 （镇 ） 干部数


＾就业 ／失业人 □ 数

１ ． １ ６ 您家耕地总面积 ：



窗

１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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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老人的养老化况

２ ． １ 目 前您与谁住在
一

起 ？ （可多选 ）

（ １ ） 老伴 （ ２ ） 儿子 （ ３ ） 儿媳 （ ４ ） 女儿 （ ５ ） 女婿 （ ６ ） 巧 ｈ）孙子 、 女

（ ７ ） 独居 （ ８ ） 其他（请注明 ）

２ ．２ 您的子女多长时间回来看您
一

次 ？
（仅当老人不与子女同居时才回答此话）

（ １ ） 每天都来 （ ２ ） 隔Ｈ差五 （ ３ ） 半个月左右 （ ４ ）
一

两个月

（ ５ ） 每大半年 （ ６ ） 逢年过节 （ ７ ）
—

两年或更长

２ ．３ 您与家人的关系如何 ？

（ １ ） 很差 （ ２ ） 较差 （ ３ ）
—

般 （ ４ ） 较好 （ ５ ） 很好

２ ．４ 您 日常生活中 自 己干不了 的事情 ， 最主要 由谁帮助解决 ？ （选兰项 ）

（ １ ） 家庭成员（ ２ ） 亲戚 （ ３ ） 朋友 （ ４ ） 邻居 （ ５ ） 村干部

（ ６ ） 家政服务或钟点工 （ ７ ） 其他 （请注明 ）


２ ． ５ 您有也事时 ， 会向谁倾诉 ？ （可多选 ）

（ １ ） 配偶 （ ２ ） 儿子 （ ３ ） 女儿 （ ４ ） 儿媳 （ ５ ） 女婿 （ ６ ） 亲戚 （ ７ ） 朋友

（ ８ ） 邻居 （ ９ ） 村干部 （ １ ０ ） 其他 （请注明 ）


２ ．６ 当您身体不适需要照料时 ， 家人是否给予照料 ？ （ １ ） 否 （ ２ ） 是

２乃 您对家人照顾的满意度是

（ １ ） 很不满意 （ ２ ） 较不满意 （ ３ ）
—

般 （ ４ ） 较满意 （ ５ ） 很满意

２乂 除了家人 ， 您平时最经常交往的人有


个 。

２ ．９ 您的亲戚给予您生活上的帮助和关也吗 ？ （ １ ） 没有 （ ２ ） 偶尔 （ ３ ） 经常

２ ． １ ０ 您的朋友给予您生活上的帮助和关也吗 ？ （ １ ） 没有 （ ２ ） 偶尔 （ ３ ） 经常

２ ． １ １ 邻居到您家串 口或给予生活上的帮助 、 关也吗 ？ （ １ ） 没有 （ ２ ） 偶尔 （ ３ ） 经常

２ ． １ ２ 村委会或村干部到您家给予生活上的支持吗 ？ （ １ ） 没有（ ２ ） 偶尔 （ ３ ） 经常

２ ． １ ３ 本村有老年人活动场所 （老年活动中也或社区养老服务中必 ） 吗 ？

（ １ ） 没有 （跳至 ２ ．Ｈ ） （ ２ ） 有 （ ３ ） 不清楚 （跳至 ２ ．巧 ）

２ ． １ ４ 老年人活动场所里有哪些设施 ？ （可多选 ）

（ １ ） 棋牌室 （ ２ ） 图书室 （ ３ ） 健身室 （ ４ ） 聊天室

（ ５ ） 日 间照輯室 （ ６ ） 其他 （请注明 ）
 （ ７ ） 不清楚

２ ． １ ５ 您经常使用老年活动中也 （室 ） 的设施吗 ？

（ １ ） 从来没有 （ ２ ） 偶尔 （跳至 ２ ． １７ ） （ ３ ） 经常 （既至 ２ ． １７ ）

２ ． １ ６ 您为什么没去使用送些设施 ？ （可多选 ）

（ １ ） 自 己行动不方便 （ ２ ） 料理家务和农活 （ ３ ） 照料 （外 ） 孙子女

（ ４ ） 活动中也 （室 ） 条件差 （ ５ ） 活动中也 （室 ） 距离太远

（ ６ ） 活动 中也 （室 ） 不开放 （ ７ ） 其他 （请注明 ）


２ ． １ ７ 本村或社区为老人提供下列服务吗 ？ （可多选 ）

（ １ ） 生活照料 （ ２ ） 医疗护理 （ ３ ） 精神慰藉

（ ４ ） 文化娱乐 （ ５ ） 法律援助 （ ６ ） 其他 （请注明 ）

（ ７ ）Ｗ上均无 （ ８ ）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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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１ ８ 您对村里的社区＃老服务满意度如何 ？ （若选择
＂

否
＂

， 满息度不填 ）


服务内容 Ｉ

是否
ｙ
用过

Ｉ 满意度



否 是很不满意较不满意
一

般较满意很满意

生活照料


医疗护理


精神慰藉


文化娱乐


法律援助


请注明 ）
：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２ ． １ ９ 您对 目前老年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是 ：

（ １ ） 很不满意 （ ２ ） 较不满意 （ ３ ）
—

般 （ ４ ） 较满意 （ ５ ） 很满意

３ ． 养老服务意思

３ ． １ 您了解养老院 、 老年公寓等养老机构吗 ？ （ １ ） 不了解（ ２ ）
—

般 （ ３ ）了解

３ ．２ 您了解社区养老服务吗 ？ （ １ ） 不了解 （ ２ ）
—

般 （ ３ ）了解

３ ． ３ 您对养老院 、 老年公寓等养老机构的总体印象如何 ？

（ ０ 很差 （ ２ ） 较差 （ ３ ）
—

般 （ ４ ） 较好 （ ５ ） 很好

３ ．４
＂

当父母年老时 ， 孩子应该和他们住在
一

起
＂

您同意该说法吗 ？ （ １ ） 同意 （ ２ ） 不同意

３ ． ５
＂

儿女是父母年老时最好的依靠
＂

您 同意该说法吗 ？ （ １ ） 同意 （ ２ ） 不同意

３ ．６
＂

把父母送到老人院去是
一

种不孝的行为
＂

您 同意该说法吗 ？ （ １ ） 同意 （ ２ ） 不同意

３ ．７
＂

入住养老院是
一

种没面子的事情
＂

您同意该说法吗 ？ （ １ ） 同意 （ ２ ） 不同意

３ ． ８ 结合您 自 己 目前的身体 、 家庭等情况 ， 您最希望选择哪
一

种养老方式 ？

（ １ ） 住到养老院或康复中必 。 （您
一

个月最多能够承担


元 ， 选择兰项最希望

的服务 ： ①生活照料 ②医疗护理 ③精神慰藉 ④文化娱乐 ⑤法律援助 ⑧其他 （ 请注

明 ）
） （跳答 ３ ． １ ０ 题 ）

（ ２ ） 社区照顾服务 。 （您
一

个月最多能够承担


元 ， 选择Ｓ项最希望的服知 ①

生活照料 ②医疗护理 ③精神慰藉 ④文化娱乐 ⑤法律援助 ⑥其他 （请注明 ）


）

（ ３ ） 住在家里 ， 花钱雇人照顾 。 您
一

个月最多能够承担


元

（ ４ ） 住在家里 ， 家人照顾

３ ．９ 您不愿意入住养老院的原因是 （可多选 ）

（ １ ） 自 己能照顾好 自 己 （ ２ ） 儿女孝顺 ， 能照顾我 （ ３ ） 怕养老院条件不好

（ ４ ） 经济条件不好 （ ５ ） 怕被人笑话 （ ６ ） 要照顾孙子和家务

（ ７ ） 其他 （请注明 ）


３ ． １ ０ 您所在的租区 （村） 目前在老人照顾和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如何？

（ １ ）

－

点作用也没有 （ ２ ） 有些作用 （ ３ ） 非常大的作用

３ ． １ １ 您是否希望村 （社区 ）在老人照顾和服务方面多做点事 ？

（ １ ） 不希望 （ ２ ） 无所谓 （ ３ ）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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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口 您认为 目前农村老人生活和照顾中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 ？ 应该如何解决 ？

调查到此结束 ，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 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 ！ 万事如意 ！

（请调査员再次核对问卷确保无巧填、 错填 ）

调查对象姓名 ：


家庭住址 ：


电话 ；


调查员姓名 ：



调查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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