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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硕±学位论文主要工作 （贡献 ） 声明

本人在学位论文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或贡献如下 ：

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 日趋严重 ， 其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 作为本文研究现场的

成都市来说 ， 其人 口老龄化问题比全国更为严重 ， 成都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对其它

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 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与养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 机构养老作为

正在逐步牺起的
一

种养老方式 ， 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所选择 。 成都市 目前机构养老发

展怎样 ？ 其供给能否与老年人的需求相匹配 ？ 其机构养老应该怎样去发展 ？ 送便是本

文研究的 出发点 。

本文主要采用 了文献研究法、 结构性访谈和座谈法 、 实际调査法等方法对成都市

老年人机构养老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行了 问题总结 。 本文也提出 了
＂

积

分又工卡
＂

与
＂

由第Ｈ方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评估
＂

的观点 。 积分义工卡
一

方面能

够解决护工不足的 问题 ， 另
一

方面为义工们Ｗ后的养老提供了
一

定的保障 ， 也能达到

互帮互助形成 良好社会风气的作用 。 另外 ， 第三方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能够有

效的降低老年人与养老机构关于评估报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风险 。

本人郑重声明 ：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 ， 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得的成果 。

除文中 已经注明引用的 内容外 ， 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

研究成果 。 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 均已在文中作了 明确说明 。 本人完

全了解违反上述声明所引起的
一

切法律责任将由本人承担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

曰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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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都市正面临着相当严峻的老年人 口 问题 ， 截止２０ １ ５年 １ ２月 ３ １ 日 ， 成都市６５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 占 总人口 的 １ ４ ． ２６％， 按 联合国相关标准， 成 都市早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随 着 人口老 龄化的不断加剧、家 庭 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养
儿

防老＂观
念

的不断弱化等

，传统 家 庭养老的功能在不断弱化，越来 越 多的老年人渐渐倾向于选择集专业化、便捷

化 和 集中化等特点于一体的机
构

养老，机构养 老 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显

著。 本文针 对成都

市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成都市老年 人 和成都市市政府采用结构性访谈法和实地调

查研究法收集了大量机构养老相关的一手资料，再通
过

文献研 究 法收集了机构养老的国

内外相关经验， 从 而为行文奠定 基 础。在文章结构方面 ， 笔者首先从经 济 状况、健康状

况、养老模式 选择意愿、 机构养老需求类型等 方面对成都市老年人机构养老的需求状况

进行了分析，接着从政策供给、硬 件 设施供给、收费情 况、人才队伍 以及服务 内 容等方

面对成都市机构养老的供给端进行了分析。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对 比 笔者总结出了成都市

机构养老目前存在 的问题并对问题产 生的原因进 行了分析。最后，通过对国内外经 验的借

鉴以 及 结合实地 调研和文献查阅等方法，笔者从养老政策、基础设 施 、人才队伍、养老

服 务 体系以及监 督与评估体 系等方面提出 了完善成都市机构养老的对策 建议，以期对解

决实际问题有益。

关键词 机构养老、 供给、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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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养 老从 业 人 员的宣传不足＃３５５．２

． ４缺乏 风险保障机制＃３６５．２ ． ４．１

 尚未 建 立 居民介护保险＃３６ ５ ．２．

４ ． ２  尚未建立老年人意外伤害 保 险＃

３ ６  ５．２．５政府监管力度有待加强＃３６第６ 章 国内

外 机 构 养老经验借鉴＃３７６．１在养老机 构 的类型

方 面 具 有多元化与专业化的特点＃３７６．２  在养老

服 务 人 才培养上具有科学化的特点＃３ ８ ６．

３  在 机构养老服务上有严格的监督管理 体制＃

３ ８  ６．４科学的第三方评价 以及评估

机制  ＃３８第７章 完 善成都市机构养老发展的对策＃４０７ ．１落

实并完 善现有养老政策＃４０７ ．１．１

合 理 利用养老资金，适当提高老年人的 养老金水平和补贴数额＃４０７．１．２落实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政策＃４０７．１．３灵活调整养老机构资质认证标准＃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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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４完善养老服务法律法规 政 策＃

４１ ７．１．５对政策中含糊不明的词 语 进行注

释＃ ４１７．１．６将民族特色和信仰特色 融 入养老

政 策 ＃４１７．２服务内容增加医疗照顾 和 精神慰

藉 ＃ ４１７．３完 善 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机 构多元化

发 展 ＃ ４ ２７．３．１应该充分发挥国
办

福利
院

的＂托底 ＂和＂引

导 ＂ 作 用＃４２７．３．２适度发展 高端颐养

型 养老 机构 ＃４３７．３．３适当建立具有民族特色 和宗教特

色 的养 老机构＃４３７．４ 加 快养老人

才 队伍 建 设 ＃４３７．４．１ 护理人

员 培训 常态 化＃４３７．４．２ 加大对专

业 护理 人员 的补贴＃４４７．４．３通过社会实践 课程的方

式加 强与高校

的 合 作 ＃４４７．４．４＂积分 义工卡＂

激 发居 民积极性＃４５７．５ 标准化

建 设机 构养老基础设施＃４５７．６建 立老年人

意 外责 任 保 险＃４５７．７建立并完善养老服 务监督与

评 估体 系 ＃４６７．７．１促使养老服务质 量监督体

系 多元 化发 展＃４６７．７．２ 促使老年

人身 体评估机制专业化发展＃４ ６７．

７ ． ３  促 进养老机构信息透明化＃４７ ７．８

加 大养 老服务行业宣传力度＃４ ７７．

８ ．１ 组 织开展多元化
体

验活
动

 ＃４７

７．８． ２拍摄

典 型养 老机构宣

传片＃４ ８ ７．

８．３ 宣 传养 老行 业＂典范

＂＃ ４８ 结论

＃４９ 致 谢＃５

０参考文献＃５１附录１ ＃ ５ ７附录２＃５８附录３＃５９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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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绪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

联合国统计标准规定 ： 如果
一

个国家或地区 ６０ 岁 Ｗ上老年人 口达到人 口 总数的

１ ０％ ， 或者 ６５ 岁 Ｗ上老年人 口 占人 口 总数的 ７％Ｗ上 ， 那么送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

人 口老龄化社会 （糞幼龙 ， ２００５ ） 。 按照这个标准 ， 我国早在 １ ９９９ 年就开始进入人 口

老龄化狂会 。 截止 ２０ １ ５ 年底 ， 全国 ６０ 岁及Ｗ上老年人 口有 ２２２００ 万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１ ６ ． １ ％ ， 其中 ６５ 岁及 上人 口１ ４３８６ 万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１ ０ ．５％ 。 由 图 １ 可知 ， 近 １ ０ 年

来 ， 我国无论是 ６ ０ 岁 Ｗ上人 口 总数还是 ６０ 岁 Ｗ上人 口 总数 占同年人 口 总数的 比例都

一

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 并且上升速度在 ２ ０ １ ０ 年之后有加快的势头 。 老年人 口 的急

速增长增加 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这从而使得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问题被更多人所关注 。

２５０００
ｐ
—

Ｉ
巧

呈

１ ５０００

ＩＩ Ｉ Ｉ■ 三

。
上

Ａ胃 ．

圓

－

■ ■ 国■

；！ 合

９
５Ｍ。

ＩＩ Ｉ ！Ｉ
；＾Ｉ

２０礎寧 汾馈年 巧 １ ０年 ２ ０Ｕ 年 ：２ （？ ２年 ；：０ ！ ３年 ２０Ｕ 年 ２０ ！ ５年一

ｆｉｊｉ ｉ饼岁 巧上人口一＞
－妨罗 巧上人 口 泛￥

 ［

图 １
－

１６０ 岁 Ｗ上人 口数量及 ６０ 岁 上人 口 比重变化图

在我国 ，

＂

养儿防老
＂

是我们几千年文明 中就 自 发形成的
一

种思想观念 。 在送种

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 家庭养老
一

直被大家坚持了几千年 。 但是 ， 随着化会家庭结构的

不断变化 、

＂

养儿防老
＂

观念的弱化 、 老年人 口高龄化的 出现Ｗ及人 口流动的加快 ，

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在逐渐弱化 ， 机构养老因其具有专业化 、 便捷化和集中化的养

老特点 ， 其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此外 ， 在 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为 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机构的运作之中 ， 民政部就提出 了
＂

化会福利社会化
＂

的

观点 ， 随后政府也随之颁布了相关文件响应这
一

观点 。

作文本文研究现场的成都市 ， 其面临着比全国更为严峻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 。

据 《 ２０ １ 日 年成都市老年人 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 显示 ， 截止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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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号 ， 成都市全市户籍人 口 为 １ ２ ２ ７ ７ ３ ０４ 人 ， 其中 ６ ０ 岁及Ｗ上老年人 口为 ２閒８８ ５ ５ 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２ １ ．１ ７％ ， 高出全国 ５ 个百分点 。 其中 化 岁 Ｗ上人 曰有 １ ７ ５ １ ３ １ ４ 人 ， 占总

人 口 的 １ ４ ．２ ６％ ， 高出全国 ３ ．７ ６ 个百分点 。 按照联合国 的统计标准 ， 成都市已经步入深

度老龄化阶段 。

据成都市老龄委提供数据显示 ，
２ ０巧 年也是成都市养老机构建设快速发展的

一

年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底 ， 成都市共有养老机构 ３ ０ ９ 家 ， 床位总数 ８ ９ １ ９ ４ 张 ， 床位数 占老年人 口

数比例 ３ ．４ ３％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成都市 目前的机构养老能否满足成都市老年人的需求 ？

成都市的养老机构在机构养老服务 内容 、 服务质量 、 机构类型等供给方面能否满足老

年人的需求 ？ 本研究拟从成都市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出发对成都市机构养老的供

给端进行研究 ， 通过对比分析从而总结 出成都市机构养老的发展现状及 问题 ， 并结合

实际情况和 国 内外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Ｗ期对政府制定相关养老政策有益 。

１ ． ２ 研究意义

１ ． ２ ．１ 理论意义

首先 ，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 目 前的文献在研究角度上大多从供给或需求单方面进

行研究 ， 将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研究机构养老的文献不多 。 其次 ， 政策环境和社会环

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 从而致使机构养老 问题也是
一

个与时俱进的 问题 。 现有的机构

养老所面临 的 问题是否还如 Ｗ往学者研究中 的
一

样 ？ 送也是
一

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 。 前

期笔者通过访谈和实地调研发现并总结 了
一

些Ｗ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 问题和对策 。 于

此 ， 笔者拟打算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通过结构访谈法 、 文献资料分析法Ｗ及 问卷调查

法对成都市化构养老的供给现状 、 成都市老年人 口对机构养老的需求情况进行分析 ，

利用访谈 、 分析 Ｗ及调查结果对现阶段成都市机构养老存在的 问题进行总结并提 出对

策 ， Ｗ期为 Ｗ后的相关研究提供
一■

定的理论基础 。

１ ． ２ ．２ 现实意义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养老 问题 已经从个体 问题演变成整个社会

问题 。 本研究从解决现实生活中实际 问题出发 ， 通过实地调研对成都市机构养老的供

给情况和成都市老年人的需求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从而总结 出供给和需求之间 的差距和

问题 ， 并针对 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 这
一

研究的现实意义有Ｗ下几点 。 第
一

： 此

研究有助于完善现有的养老政策与养老体系 。 第二 ： 此研究有利于维护家庭幸福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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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 。 因此 ， 本研究具有可靠的应用价值 。

１ ． ３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技术路线

１ ． ３ ． １ 拟采取的硏究方法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 ， 拟采取Ｗ下几种研究方法 ：

第
一

， 运用文献研究法 。 在文献综述和 国 内外经验借鉴部分本文梳理了 国 内外关

于机构养老相关研究的文献及书籍 ， 为成都市机构养老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

第二 ， 结构性访谈与座谈 ， 主要是对成都市各部口政府人员 、 各类型养老机构管

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和座谈 ， 对成都市老年人进行访谈等 。 在本文中这
一

方法

主要体现在机构养老发展的 问题之中 。

第 实际调查研究法。 笔者对成都市机构养老的发展情进行实地调研 ， 并获取

大量
一

手数据 ， 从而为本文奠定真实可靠的数据来源 。

１ ． ３ ．２ 技术路线

ｊ

＂

巧需视角下成都市机构养老发展问题研充 ． ．

 ｜

＜

輸养老誠撕一馳龍供给分析 一

Ｉ


成都市机构养老供需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１


国 内外经验借签 －


！


完善成巧市机构养老发展的对策 ＜

图 ＾２ 技术路线图





西南交通大学硕±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 ４ 巧

１ ． ４ 论文创新点

首先是研究视角 的创新 ， 目 前关于机构养老的相关文献大多是从供给和需求单方

面进行分析 ， 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对机构养老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很少 。 笔者分别

Ｗ
＂

机构养老
＂

和
＂

养老机构
＂

为检索词在 ＣＮＫ Ｉ 数据库中检索 出 的文献只有两篇从政

府政策供给的角度对机构养老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 且该文章也只是从国家政策供给角

度进行研究 。 而 目前还没有文献从地区政府政策的供给角度 出发对该地区机构养老的

发展状况进行研究 。

１ ． ５ 文献综述

截止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７ 日 ， 笔者在 ＣＮＫ Ｉ 数据库中选择了高级检索选项 ， Ｗ篇名为

＂

机构养老
＂

或含
＂

养老机构
＂

并且选择或者篇名 为
＂

养老意愿
＂

为关键词进行文献

检索 ， 在文献来源类别 中勾选 ＳＣＩ 、 Ｅ Ｉ 、 Ｃ Ｓ ＳＣ Ｉ 、 核也期刊 四个选项 ， 从而捜索到相关

文献 ２８ ６ 篇 。 在剔除了 医学 、 建筑学 、 经济学 １＾及信息科学等方面的文章后 ， 笔者对

剩下近 １ ２ ０ 篇文章进行了浏览与总结 。 此外 ， 笔者还Ｗ机构养老为关键词选取了７ 篇

博±论文和 １ ０ 篇硕±论文进行浏览 。 在外文文献部分 ， 笔者在 Ｅ Ｉ 数据库中 ＾
＂

ｎｕｒｓ ｉｎｇ

ｈｏｍｅ

＂

为标题并 Ｗ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址
’

为主题／标题／摘要为 限制项进行检索 ， 检索到英文文献

３８ 篇 。 最后笔者对上述中文和英文文献中 出现的部分英文文献进行了二次检索 ， 检索

到相关文献 ３ ０ 余篇 ， 并对上述所有英文文献的研究 内容进行了梳理与总结 。 总结结果

如下 ：

１ ． ５ ．１ 机构养老需求情况硏究

机构养老需求的研究是 目前学者研究的
一

个重点方向 ， 就笔者检索到的文献来看 ，

学者们对这
一

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养老机构入住意愿和影响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影响

因素两个方面出发 。 在养老机构入住意愿方面 ， 有学者从国家层面对老年人整体的入

住意愿进行了研究 ， 也有学者从地区层面对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入住意愿进行了研究 。

此外 ， 还有部分学者对失能老人、 第
一

代独生子女父母 、 空巢老人等特定群体的养老

机构入住意愿进行了研究 。 在养老机构入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上 ， 笔者将 己有的研

究结果归纳为个体特征 、 健康状况和家庭环境状况Ｈ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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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５ ．１ ．１ 养老机构入住意愿研究

赵猜 （ ２０ １ ０ ） 认为全球有 ５％的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由于我国 的机构养老还

处于起步阶段 ， 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机构养老发展相对成熟 ， 因此欧美发达地区 的老人

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高于我国 的机构养老意愿 。 Ｍａｎｕｅ ｌＥ ｓｋｉ ｌｄｓｅｎ （ ２００９ ）提出美 国 ２ ００４

年调查显示 ， 在美 国 ６ ５ 岁 Ｗ上老人中 ， 有 ４％的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有 １ ７％的 ８ ５

岁 Ｗ上老人入住养老机构 。 Ｊａｎｇ（ ２００ ８ ） 等人的调查显示 ， 有 ４ ５ ．７％的韩裔美 国人愿意

入住养老机构 。 此外 ， 张萍 （ ２０ １ ３ ） 提出澳大利亚有 ５ ５％Ｗ上的老年人愿意入住退休村

等养老机构 。

我国在正式步入人 口老齡化社会之后 （ １ ９ ９９ 年 ） ， 国 内学者对机构养老的相关研

究越来越多 。 已有研究表明 ， 不 同地区和不 同人群的人 ， 其机构养老的选择意愿会不

同 。 首先 ， 部分学者对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入住意愿进行了研究 。 复寿劳 （ １ ９ ９ ７ ）

早在 １ ９９ ６ 年对上海浦东 ２ ３ ０ ０ 户老年人进行养老机构入住意愿调查 ， 调查结果发现愿

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占被调查总数的 ４ ．５％ 。 蒋岳祥 （ ２ ０ ０ ６ ） 等利用浙江老龄科学

研究中也 ２ ００ ４ 年的调查数据对浙江省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偏好方式进行了分析 。 蒋岳祥

（ ２ ００ ６ ） 的分析结果表明 ， 在 １ １ ９ ７ 名被调查的老年人中 ， 有 ９ ．６９％的被调查老年人有

入住机构养老的意愿 。 ２ ００ ６ 年 ， 西安交通大学人 口研究所对安徽省巢湖地区 的老年人

生活福利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 有 ２ ２％的老年愿意入住机构养老 （左

冬梅 ，
２ ０ １ １ ） 。 夏海勇 （ ２ ０ ０ ３ ） 对太仓市 ５ ０ ０ 名农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进行了调

查 ， 调查结果显示中仅有 １ ．８％的被调查农村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王洪娜 （ ２ ０ １ １ ）

对山东省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进行了抽样调查 ， 调查结果显示有 １ ０ ．８％的被

调查者表示非常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狄金华 （ ２ ０ １ ４ ） 等对鄂 、 川 、 議三省 ％ 个村庄的

农民进行了机构养老意愿调查 ，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１ ０ ．２％的农村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

构 。 黄俊辉 （ ２ ０ １ ４ ） 等对江苏省 １ ０ ５ １ 名农村老年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 仅有 １ １ ．７％

的被调查对象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此外 ， 有学者不同地区的角度对城乡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入住意愿进行了对 比研究 ，

调查结果普遍显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入住意愿高于城市老年人 。 韦云波 （ ２ ０ １ ０ ）

对贵阳市城乡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进行了分析 ， 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

的发生比是城市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发生比的 ４ ０ 倍 。 陈长香 （ ２ ０ １ ４ ）等对河北省唐山 、

石家庄 、 张家 口 的 ６２ １ ３ 名城乡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进行研究 ， 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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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养老意愿比城市老年人高出 ９ ．２ 个百分点 。

也有部分学者从不 同群体的角度将养老机构入住意愿的调查对象扩大到 了 中青年

群体Ｗ便进行代际之间 的研究 。 宋宝安 （ ２ ０ ０ ３ ） 等对东北三省老年人和 中青年人的机

构养老入住意愿进行了代际调查 ， 结果显示中青年人的入住意愿高于老年人的入住意

愿 ， 有 ８ ．３％的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有 １ ４ ．９ 的 中青年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最后 ， 还有部分学者对失能老人 、 第
一

代独生子女父母 、 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的

机构养老意愿进行了研究 。 张文娟 （ ２ ０ １ ４ ） 对北京市西城区失能和非失能老人机构养

老意愿进行了对 比研究 ， 研究结果表明非失能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高于失能老年人 。

风笑天 （ ２ ０ １ ０ ） 对江苏和 四川两省第
一

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与 同 时代非独生子女父母

的机构养老意愿进行了调查 ， 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父母机构养老意愿高于非独生子女父

母机构养老意愿 。 陈建兰 （ ２ ０ １ ０ ）Ｗ２ ０ ０８ 年苏州城乡老年空巢家庭养老状况调查数据

为基础为对苏州空巢老人的养老需求进行了分析 ， 结果显示大部分空巢老人不愿意入

住养老机构 ， 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空巢老人 比例只有 ２４ ．６％ 。 苏映宇 （ ２ ０ １ ３ ） 从性别 的

视角对城镇居 民机构养老意愿进行了研究 ， 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高

于女性 ， 认为养老机构是对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最佳方式的男性比例和女性比例分别为

１ ４ ．４％和１ ２ ．７
〇

／〇 。

１ ． ５ ．１ ． ２ 养老机构入住意愿影响 因素研究

国外对老年人养老机构入住意愿影响 因素的研究较早 ， 有学者从老年个体出发对

老年人养老机构入住意愿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研究 ， Ｂ ｒａｎｃｈＬ ．Ｇ （ １ ９ ８２ ） 、 ＫｒａｕｓＡ ．Ｓ（ １ ９７６ ） 、

ＭｃＣｏｙ（ １ ９ ８ １ ） 等从个体出发分析了老年人的性格特点 、 身体状况 、 家庭情况等对养

老机构服务需求的影响 。 也有学者从外部环境出发对老年人养老机构入住意愿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研究 ， Ｗｏ ｌｆＲ ． Ｓ ．（ １ ９７ ８ ） 、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 ９ ８ ７ ） 、 ＪａｍｅｓＤ ．（ １Ｗ ８ ） 等认为

文化 、机构环境 、 国家政策和经济等社会因素对机构养老服务需求有影响 。 ＡｄｒｉａｎＴｕｒｒｅ ｌ ｌ

（ ２００ １ ） 、 Ｐｈｙｌ ｌ ｉ ｓＭａｒｉ ｅ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９ ） 等通过对英国和加拿大老年机构护理服务的研

究发现应加强护理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并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和规范作用 。 此外 ，

为老年人提供 口腔护理也是 国外养老护理机构的
一

项重要服务 内容 ， ＳｈａｆｉｋＤｈａｒａｍ ｓ ｉ

（ ２００９ ） 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工作量 、 护工人数Ｗ及员工培训等因素都会影响到 口腔护

理服务的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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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 国外其它 国家在历史文化 、 思想观念 、 基本国情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

一

定的差异 ， 因此在研究我国老年人养老机构入住意愿时主要参考国 内学者的相关研

究 ， 国外相关研究在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上具有
一

定的借鉴意义 ， 但不能够完全的照

搬国外的相关研究 。 国 内 学者对养老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 关于养老意愿影响 因素

的研究也是其中
一

个重要的部分 。 总 的来说 ， 国 内学者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影响因

素的研究可 Ｗ归纳为 Ｗ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个体特征类

现有研究表 明 ， 养老意愿性别 、 年龄 、 文化程度 、 户籍状况等个体特征的影响 。

性别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意愿的
一

个重要影响 因素 。 大多数学者认为 ， 男性 比女性更愿

意到养老机构居住 （王树新 ， ２００ ７
； 姜 向群 ，

２ ０ １ １
； 陶涛 ，

２ ０ １ ４ ） 。 对此 ， 也有学者

对此持不 同意见 。 陈长香 （ ２ ０ １ ４ ） 认为受老年妇女婚姻环境的影响 ， 相 比于男性 ， 老

年妇女丧偶后 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Ｗ及不愿意为子女增加照料负担等原因更愿意入住

养老机构 。 憂爱霞 （ ２ ０ １ ５ ） 认为可能因为 中 国传统的婆媳关系难处理的原 因 ， 女性相

较于男性更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从年龄来看 ， 目前在学术界对年龄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存在着不 同看法 。

唐懿芳 （ ２ ０ １ ４ ） 认为年龄的增加会使老年人的安全感逐渐减弱 ， 此时他们更加珍惜与

家人的相处 ， 因此其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在下降 。 陶涛 （ ２ ０ １ ４ ） 通过 ｌ ｏ 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归对

北京市西城区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进行了研究 ， 研究结果表明 ， 老年人的年龄

越大 ， 传统观念可能会越强 ， 伴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其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也就越弱 。

张文娟 （ ２０ １ ４ ） 的研究结果表明高龄的非失能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明显低于低

龄的非失能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 。 此外 ， 唐利平 （ ２ ０ １ ０ ） 对农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

愿进行了研究 ， 研究结果表明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在不

断增加 。 究其原因 ， 这有可能是因为农村的低龄老年人生活能够 自理 ， 还可Ｗ通过 自

己的劳动技能获得
一

定的收入并照顾家庭 。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 ， 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加 了老年人对新的养老观念的接受能力 （张

文娟 ，
２ ０ １ ４ ） 。 姜 向群 （ ２ ０ １ １ ） 认为文化水平 Ｗ及受教育较低的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

机构的意愿更强 。 因为受教育成都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经济实力选择其它养老方式 ，

诸如请保姆在家照料等 。

从户籍状况看 ， 陈建兰 （ ２ ０ １ ０ ） 与姜 向群 （ ２ ０ １ ０ 认为拥有城市户籍的老年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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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农村户籍的老年人机构养老的意愿更高 。 姜 向群 （ ２ ０ １ １ ） 认为这是因为城市老年

人多数享有退休金和更多可供选择的养老机构资源 。 陈建兰 （ ２ ０ １ ０ ） 的研究证明在控

制了经济方面的变量之后 ， 这种城乡之间 的差别趋于消失 。 韦云波 （ ２ ０ １ ０ ） 与陈长香

（ ２ ０ １ ４ ） 认为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使得农村地区老人空巢率大大提高 ， 这使得农村老

年人的养老问题得不到有效地保障 ， 而城市老年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比农村老年

人更为丰富 。 因此 ， 农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比城市老年人更高 。

最后 ， 除了上述个体特征之外 ， 还有部分学者对不同 民族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进行了研究 。 少数民族老年人相较于汉族老年人在生活习惯上可能有较为特殊的要求 ，

而 目前的养老机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服务质量上都难 （＾
＞１满足他们的送种要求 。 因此 ，

在 民族方面 ， 汉族老人比少数 民族老人更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姜 向群 ，
２ ０ １ １ ） 。

第二 ： 健康状况类

老年人健康状况包括身体健康和也理健康两个方面 ， 这两方面都在老年人的养老

意愿方面发挥着
一

定的作用 。 老年人身体状况的下降使得他们对生活照料有更大的需

求 ， 因此 ， 机构养老的作用就更加 明显 。 而 Ｗ往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身体健康方面 ，

从也理健康的角度对老年人养老机构入住意愿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 。 张文娟 （ ２０ １ ４ ）

认为身体状况 良好的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显著高于失能老年人 ， 这也与初巧 （ ２０ ０ ７ ）

和蒋岳祥 （ ２０ ０ ６ ） 的观点
＂

身体状况好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更强
＂

相 印证 。

焦亚波 （ ２ ０ １ ０ ） 认为健康状况与经济状况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 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

需要支付较高的医疗费用 ， 所 Ｗ他们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较低 。 此外 ， 韦云波 （ ２ ０ １ ０ ）

认为在健康状况方面 ， 也理满足情况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

＂

经常感到孤单
＂

的

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抑郁是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容易 出现的
一

种也理情绪 。

左冬梅 （ ２ ０ １ １ ） 用 ＣＥＳ Ｄ 量表对老年人的抑郁状况进行 了调查 ， 调查结果证明抑郁程度

越高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越大 。

第Ｈ ： 家庭环境类

家庭是养老服务的首要资源 ， 已有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配偶和子女两个方面 。 陶

涛 （ ２ ０ １ ４ ） 认为子女和配偶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养老资源的首选 。 此外 ， 还有少部分

学者从住房情况 、 居住方式Ｗ及家庭结构的角度对老年人机构养老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

探究 。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 ， 老伴健在的可能性在渐小 ， 老年人孤独感会加大 ， 其

更愿意回归到老年群体 ， 没有配偶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也在不断増强 。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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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 、 丧偶老人选择机构养老意愿更大 （韦云波 ， ２ ０ １ ０ ） 。 左冬梅 （ ２ ０ １ １ ） 与唐懿芳

（ ２ ０ １ ４ ） 认为 ， 无配偶的老年人对家庭和子女的依赖程度更高 ， 入住养老机构会让他

们感觉到 自 己被遗弃 ， 因此 ， 他们的机构养老意愿更低 。

从居住方式和家庭结构来看 ， 焦亚波 （ ２ ０ １ ０ ） 、 高晓滞 （ ２ ０ １ １ ） 与袁秀 （ ２ ０ １ ２ ）

认为独居老人 、 空巢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较强 ， 子女没有时间照顾老人是这部分

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的主要原 因 。

除了上述的分析之外 ， 还有部分学者从社区 、 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 了解程度 、 机

构养老基础设施与服务质量等角度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１ ． ５ ．２ 机构养老供给情况研究

总 的来说 ， 已有供给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机构的硬件设施 、 制度支持 、 服

务 内容 、 护理人员等方面的供给情况上 。

首先 ， 部分学者对养老机构的硬件设施供给情况进行了研究 。 许爱花 （ ２ ０ １ ０ ） 认

为硬件设施的达标程度与老年人生活的便利程度是成正 比的 ， 而 目 前我 国养老机构硬

件建设并没有达到 国家建设部的 《老年建筑规范设计手册 》 和 国 际认可的
＂

照料型设

施
＂

标准 ， 其仅仅满足老年集体宿舍的标准 。

在养老机构床位的供给情况上 ， 王莉莉 （ ２０ １ ４ ） 与 尚振坤 （ ２ ０ ０８ ） 认为养老机构

床位在数量和结构上都存在短缺问题 。 首先 ， 在数量上 ， 刘晓梅 （ ２ ０ １ ２ ） 认为 目 前我

国养老床位总数 占老年人 口 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 ６％ ７％ ） 和发展中 国家 （ ５％ ） 的平

均水平 ， 而我国 目 前绝大多数城市仍在朝着
＂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３ ０

张
＂

的 目 标努力 。 尽管我如此 ， 但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利用率并不高 ， 这主要表现出

了我国机构养老床位的结构性 问题 。 首先 ， 王莉莉 （ ２０ １ ４ ） 与陈淑红 （ ２ ００ ７ ） 认为 目

前针对失能老人 、 空巢老人、 大病老人 、 智障老人等急需进入专业养老场所的养老床

位数量不足 。 其次王莉莉 （ ２ ０ １ ４ ） 与周吉 （ ２ ０ ０ ７ ） 认为城乡养老机构分布不均衡 ， 城

市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和消费能力高于农村老年人 ， 但城市地区养老机构床位数

量却较农村地区少 。 此外 ， 尚振坤 （ ２ ０ ０８ ） 认为城市地区 的大部分养老化构建在近郊

区 ， 城市老年人 由于交通 问题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低 。 最后 ， 董红亚 （ ２ ０ １ １ ） 认为养

老院的收费标准致使得城区
一

些条件较好 、 价格较低的 国办养老院
一

床难求 ， 潘金洪

（ ２ ０ １ ０ ） 认为而城市地区
一

些配置高 、 环境好的养老院 由于价格过高出现了床位闲置 。

在养老机构硬件设施的配备种类上 ， 大部分学者认为现有养老机构对医疗室和康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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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室的配备不足 （王莉莉 ， ２ ０ １ ４ ） ， 刘晓梅 （ ２ ０ １ ２ ） 认为 目 前我国养老机构对医疗室

和康复理疗室的配备不足 。 此外 ， 王莉莉 （ ２０ １ ４ ） 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 民办养老机构

对急救车 、 吸氧机 、 吸褒器 、 Ｂ 超和也 电图仪器等基本医疗卫生设备的配套不足 。

制度资源是机构养老服务的核也 ， 部分学者从制度资源方面对机构养老的供给情

况进行了研究 ， 周云 （ ２ ０ ０ ７ ） 利用 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文献对我国养老机构的数量和

区域分布 问题进行了分析 ， 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养老机构的分布存在着城乡之间与地区

之间 的差异 ， 主要表现在城市地区机构养老床位数量少于农村地区 ， 中西部地区养老

机构床位数少于其它地区 。 陈景亮 （ ２０ １ ２ ）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法律层面 目 前关于机构

养老的相关立法不完善 ， 主要体现在立法数量少 、 层次低 、 立法滞后等问题上 ； 其次 ，

在优惠政策层面关于机构养老的优惠面相对窄 ， 建设用地优惠政策难Ｗ落实 。 最后 ，

关信平 （ ２ ０ １ ２ ） 认为 国办养老机构在资金 、 税收 、 水电优惠等政策方面比民办养老机

构享有更多 的福利 。 董红亚 （ ２ ０ １ １ ） 提 出政策扶持片面化 、 重国办轻民办致使国办养

老机构和 民办养老机构无法进行公平的竞争 。

机构养老服务涉及老年人身体 、 也理 、 医疗 、 教育等各个方面 。 尚振坤 （ ２ ００８ ）

认为在养老机构的服务方面 ， 养老机构的服务主要包括 日 常生活照料服务 、 特别照顾

服务 、 康复护理及医疗服务Ｈ个大的方面 ， 其并对这Ｈ方面服务的具体项 目进行了简

要说明 。 许爱花 （ ２ ０ １ ０ ） 认为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在医疗服务 、 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方

面有着强烈的需求 。 而在 目 前我国绝大部分的民办养老机构都仅仅 Ｗ提供 日 常生活照

料服务为主 （王莉莉 ，
２ ０ １ ４ ） 。 穆光宗 （ ２ ０ １ ２ ） 也认为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服务功能存

在结构单
一

的 问题 ， 老年人的康复护理和精神文化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

护理人员 的供给是老年人进行机构养老必不可少 的条件 ， 已有研究文献表明 目前

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大多存在素质低 、 稳定性差 、 配置标准低等 问题 （Ｔ学娜 ，
２ ０ １ ２

；

了华 ， ２ ０ ０ ７
； 闻志强 ，

２ ０ １ １ ） 。 刘晓梅 （ ２ ０ １ ２ ） 与穆光宗 （ ２ ０ １ ２ ） 提出 目 前我国经过

护理及相关专业系统训练的护理员不超过 ３ ０％ ， 取得养老护理员 资格证书的不足Ｈ分之

一

。 了华 （ ２ ０ ０ ７ ） 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专业水平上看 ， 北京市护理员 的整体素质并不理

想 ， 这
一

问题引起了入住老人的不满 。 从护理人员 的构成来看 ， 从业人员主要 由下 岗

人员 、 征地人员 、 农民 、 待业人员 Ｗ及外来人员构成 （许爱花 ，
２ ０ １ ０

； 吴阳 ，
２ ０ ０ ７ ） 。

从配置标准来看 ， 目 前养老机构 的护理人员和医疗康复人员配置严重不足 （穆光宗 ，

２ ０ １ ２ ） 。 孙小迎 （ ２ ０ １ ３ ） 对苏州市沧浪 、 吴中 、 平江等 ７ 个区范围 内 的 ９ ５ 家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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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床护 比进行了调查 ， 调查结果显示养老机构床位 比仅为 １ ： ０ ． １ ９ 。 从护理人员 的文化

水平来看 ， 目 前机构养老机构中护理人员 的学历层次普遍偏低 （ 闻志强 ， ２０ １ １ ） 。 吴

阳认为浦东新区养老机构中护理人员学历不高 ， 半数 Ｗ上人员为初中及Ｗ下学历 ， 大

学本科及 ［ｉＡ上学历仅为 ２ ．７％ 。 从护理人员 的结构来看 ， 女性护理人员 多于男性 ， 这导

致养老机构对男性老人的照顾不足 （穆光宗 ， ２ ０ １ ２ ） 。 目志强 （ ２ ０ １ １ ） 的研究表明广

州市养老机构是女性为主的单位 ， 女职工 占 ７ ３ ．９ ９％ 。 从护理人员 的年龄来看 ， 养老机

构 中护理人员 队伍年齡偏高 （孙小她 ， ２ ０ １ ３ ） 。 从护理人员 的稳定度来看 ， 护理从业

人员流动性大 。 王莉莉 （ ２ ０ １ ４ ） 和穆光宗认为工资 、 工作量 、 社会地位 Ｗ及护理人员

的周转率是造成护理从业人员流动性的原因 。

１ ． ５ ．３ 国 内外研究述评

通过对 国 内外的文献回顾 ， 可Ｗ发现 ， 国 内外对于机构养老发展进行了许多 的研

究 。 首先 ， 目 前国 内外学术界关于机构养老需求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养老机

构入住意愿的调查 Ｗ及机构养老意愿影响 因素这两个方面 。 从总体研究情况来看 ， 随

着时间 的推移 ， 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是不断上升的 。 在影响因素方面 ， 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社会人 口特征 、 健康状况和家庭环境因素等几个方面 ， 但是不难发现 ， 由

于各学者在研究时间 、 研究对象 、 研究范围等方面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送致使部分研究

结果之间 出现
一

定 的矛盾 。 因此 ， 影响 因素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之间 的关系还需根

据各地区 的情况进行进
一

步的研究与证明 。

其次 ， 在机构养老供给方面的研究文献大多都集中在对机构硬件和软件供给的研

究 ， 学者们对政府相关政策供给的研究文献较少 。 已有的关于政策供给的研究文献也

大多从国家政策供给的角度来对机构养老的供给进行分析 ， 从各地区政府政策供给的

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在笔者进行的检索条件下还较少 。

最后 ， 在研究角度上 ， 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供给和需求单方面对机构养老进行研究 。

将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献较少 。 本研究拟打算从供需角度对成都市机构

养老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 ， 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可操作地解决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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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２ ．１ 核心概念

２ ． １ ． １ 机构养老

机构养老是指 由专 口提供养老床位的机构为老年人提供院舍式 、 住宿式的养老服

务 ， 这些服务包括 日 常生活料理 、 卫生保健服务 、 群体活动 、 屯理慰藉等 （李駿 ， ２ ０ ０ ７ ） 。

张縷鸿 （ ２ ０ １ ３ ） 认为 ， 机构养老是 各种养老机构为主要媒介 ， 依靠国家的扶持、 亲

属 的支持或老年人 自 助并且Ｗ养老机构作为养老照顾的模式 。 高岩和李玲 （ ２ ０ １ １ ） 认

为 ， 机构养老是指依靠国家资助 、 亲人资助或老年人 自 助的方式 ， 将老人集中在专 口

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服务的机构中养老的模式 。 通过 Ｗ上观点可得出机构养老的主要

特点 ： 第
一

， 机构养老的养老资源来源于社会提供 。 第二 ， 机构养老的空间地点离开

原有的居住地 ， Ｗ集中居住的方式聚集在某
一地区 。 第Ｈ ， 机构养老的 自主方式具有

多样化的特点 。 第 四 ， 机构养老的服务 内 容广泛化 ， 主要包括物质照料 、 精神照顾和

医疗服务这Ｈ个大的方面 。 本研究中机构养老的定义是 ： 机构养老是指 由 国家资助 、

亲人资助 、 老人 自助选择到养老机构 中去接受 由养老机构提供的物质照料 、 精神照顾

和医疗服务的 内容的
一

种养老方式 。

２ ．１ ． ２ 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 ， 是指完全依靠家庭 ， 如依靠老年人 自 己或者依靠儿女来满足老年人对

物质生活的需要 ， 满足老年人的 日 常生活照料 及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慰藉的
一

种

养老模式 （曹燈玲 ，
２ ０ １ １ ） 。 家庭养老有几千年的历史 ， 有部分学者认为家庭养老与

其它养老模式相 比也有 自 己的优点 ，

一

方面家庭养老中家人更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和生

活习惯 （杨志英 ， １ ９ ９ ６ ） ， 另
一

方面老年人在生活的大多数时间是能够 自理的 ， 他们

在被家人所赡养的 同 时也能料理家务 、 照看晚辈 ， 从而能够减控家庭负担 ， 使家人受

益 （姜 向群 ，
１ ９ ９ ７ ） 。 同时有相关研究表明 ， 老年人尤其是生活 自理有问题的老年人

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较低 ， 所 Ｗ更换他们 的生活环境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率的上升 ，

而家庭养老可 较好地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 （Ｗｈａｌ ｌ ＡＬ
，

２００８ ） 。 此外 ， 相较于其它养

老模式 ， 家庭养老的经济成本也是较低的 。 最后 ， 流动人 曰 的加快 、 家庭规模的小型

化发展 Ｗ及老年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 也为其它养老方式的发展提供了
一

定的机

会和可能 。 在本文中 ， 家庭养老是指 由家庭提供老年人 日 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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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老方式 。

２ ．１ ． ３ 居家养老

国外学者对居家养老的研究较国 内学者早 ， Ｓｈｅｒｒｙ
ＡｒｎｅＣｈａｐｍａｎ（ ２ ０ ０ ２ ） 认为对

老年人而言 ， 由社区提供老年照料比机构提供老年照料更为便利和适宜 。 英国学者苏

珊 ？特斯特 （ ２ ００ ２ ） 认为居家养老包括 日 间照料服务 、 医疗服务和保健服务 、 社交服务

等方面 。 Ｌｅ ｓｔｅｒＰａｒｒｏｔｔ口 ０ ０ ３ ） 认为社区照顾包括
＂

社区 内照顾
＂

和
＂

由社区照顾
＂

两

个方面 。 张奇林 （ ２ ０ １ ２ ） 认为居家养老是将西方社区照顾理念与我国老年人福利相融

合的
一

种制度创新 ， 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养老服务 由社会提供的
一

种社会化养老

模式 。 本文中对居家养老的定义是老人在家中居住 ， 服务 由社会承担的
一

种养老模式 。

２ ．２ 理论基础

２ ． ２ ． １ 社会福利多元化理论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宣告发达国家二战后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终结 。 于

此同时 ， 人 口老齡化的不断发展 、 失业率的增长 、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 问题的 出现导

致了社会对福利 的需求不断加大 ， 而 国家收入入不敷 出 与社会和经济上的失败给福利

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 人们对福利 国家的砰击和批判也越来越多 。 在此背景下 ，

主张杜会福利应 由 国家保障的单
一

主体发展成为多元责任主体的社会福利多元化理论

应运而生 。

福利多元主义概念起源于 １ ９ ８ ７ 年英国沃尔芬德的报告 《志愿组织的未来 》 ， 该报

告主张将志愿姐织纳入到社会福利 的供给者行列 ， 将福利多元主义运用于英国 的社会

政策和实践 。 （彭华民 ， ２ ００ ６ ） 福利多元主义主要是指社会福利的提供者 由不同主体

构成 ， 对于社会福利提供主体的构成成分 ， 目前学界主要采用 了Ｈ分法和四分法两种

方式 。 罗斯认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 由 国家 、 市场和家庭这Ｈ部分组成 。 用公式表示为 ：

Ｔｗｓ
＝Ｈ＋Ｍ＋Ｓ ，

Ｔｗ ｓ 是社会总福利 ， Ｈ 是家庭提供的福利 ， Ｍ 是市场提供的福利 ，
Ｓ 是国

家提供的福利 。 （ Ｒ〇 ｓｅ
，
Ｒ ． ， １ ９ ８ ６ ） 他认为只有将国市场和家庭送Ｈ部分有效地利用起

来 ， 才能更好的提供社会福利 。 德 国学者伊瓦斯在罗斯Ｈ分法的基础么上提 出 了福利

三角 的研究范式 ， 他认为应把福利三角分析框架放在文化 、 经济和政治的背景 中 ， 并

将Ｈ角 中 的Ｈ方具体化为对应的组织 、 加之和社会成员关系 。 （ Ｅｖｅｒｓ ， １ ９ ８ ８ ） 伊瓦斯

后面对他的福利Ｈ角研究范式进行了延伸 ， 认为可Ｗ将社会福利的提供主体分为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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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社区和 民间社会四个方面 ， 其中他特别强调 民间社会在社会福利中 的作用 ： 他能

够在不 同层次上 ， 在基于不 同理念的政府 、 市场 、 社区之间建立联系纽带 ， 使取人和

局部利用与公共利益相
一

致 。 （ Ｅｖｅｒｓ ， １ ９９６ ） 此外 ， 约翰逊也 同样持有四分法的观点 ，

他在罗斯Ｈ分法观点的基础上增加 了志愿组织这
一

供给主体 ， 强调志愿组织等非正式

组织在社会福利 的提供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非正式组织的参与对于提高社会福利

提供的质量和效率都有着很大的益处 。

总而言么 ， 福利多元主文的各种观点之间是没有绝对的划分界限的 ， 各个观点之

间是相互渗透的 。 与福利多元主义
一

样 ， 养老的提供主体也应该是多元化的 ， 除了政

府 外 ， 民 间组织和个人都可 成为养老服务的提供方 。

２ ．２ ．２ 需求层次理论

人本主义必理学么父亚伯拉罕． 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要层次划分为五个部分 ， 分别

为生理需要 、 安全需要 、 归属和爱的需要 、 自尊需要 、 自 我实现的需要 。 （刘志虹 ，

２ ０ １ ５ ）

生理需要是人类保持生命个体最基本的需要 ， 其包括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需要 。

老年人 由于生理机制条件的限制 ， 其在衣食住行方面与年轻人有
一

定的差别 。 对于老

年人养老来说 ， 首先得保证他们的
一

日Ｈ餐营养的正常摄入 ， 其次得让老年人穿上能

够适应四季变化的衣服 ， 也需要让老年人居住在整洁卫生 、 能够保障其安全的住所 ，

这样才能维持老年个体的延续 。

在生理得到满足之后 ， 随之产生的是安全的需要 。 比如对稳定 、 法律 、 秩序 、 保

护 的需求等等 。 对于养老机构 中入住的老人来说 ， 不仅要保障老人的身体安全需要 ，

让老人在身体素质下降需要就医 的时候得到及时医疗保障 ， 还需要保障老年人的也理

安全 ， 养老机构要寻找专业人±定期及时地对老年人进行必理疏导和安慰 ， 充分的让

老年人感受到安全的保障 。

在生理和安全需要产生之后随之而生的是爱和归属 的需要 ， 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

的付出和接受两个方面 （许金生 ， ２ ００ ７ ） 。 作为养老机构而言 ， 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的时候
一

定要让老年人感觉到养老机构就他们 自 己的家 ， 让他们充分的感受到 自 己是

这个家庭中 的
一

个成员 。 此外 ， 还需要让老年人在养老机构 中 多交朋友 ， 多跟别人交

流 ， Ｗ此来实现给予别人爱和接受别人的爱 。

当上述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 社会人还会产生
一

种对于 自 尊 、 自重和来 自他们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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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需要或欲望 （许金生 ， ２００７ ） 。 老人也是如此 ， 对此养老机构可Ｗ通过让老人不

断学习和让老人积极参与到养老机构举办的各种活动 中 的方式来使老年人感受到彼尊

重 。

自我实现是指人对于 自我发挥和 自我完成的欲望 ， 也就是
一

种使人的潜力得Ｗ实

现的倾向 （许金生 ， ２００ ７ ） 。 老年人在社会实践和人生经验方面是千分丰富的 ， 当他

们在养老的同时 ， 有的老年人还很乐意去利用 自 身 的特点和优势去身体力行 ， 为化会

提供
一

定的贡献 ， 在当今社会 ， 送种做法也是非常值得去推崇的 。

综上所述 ， 老年人 自 身条件的不同导致他们的需求层次也会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作

为养老的供给方 ，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不同层次的需求 ， 从而提供不同层次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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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成都市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此论文数据来源于笔者 自 己参与 的课题调查与成都市民政局联合市社会科学院进

行的 《成都市老年人养老需求调查 》 的结合 。 《成都市老年人养老需求调查 》 的调查

对象是成都市Ｈ圈层 Ｗ 内 的 ６ ０ 岁 Ｗ上的老年人 。 在地区的选择上 ， 该调查报告在
一

二

Ｈ圈层分别选择了两个区或是 。 主要是第
一

圈层的武侯区 、 成华区 ， 第二圈层的温江

区 、 龙泉骚区 ， 第Ｈ圈层的蒲江县和金堂县 。 通过随机抽样和访 问员入户面访的方式

共调查 ６ ０ ０ 名老年人 ， 其中包括城市老年人 ３ ０ ０ 名 ， 乡镇老年人 １ ０ ０ 名 ， 农村老年人

２ ０ ０ 名 ， 最后共收回有效 问卷 ６ ０ ０ 份 。 从被调查者的性别和年龄来看 ， 被调查老年人中

有男性 ２ ４ １ 人 ， 占被调查总数的 ４０ ％ ， 有女性 ３閒 人 ， 占被调查总数的 ６０ ％ ， 被调查

老人平均年龄 ６ ７ ．４ 岁 。 从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来看 ， 己婚者 占被调查总数的 ７９ ．８％ 、

丧偶者 占被调查总数的 １ ８ ． ５ ３％ 、 离婚者占被调查总数的 ０ ． ３ ３％ 。 此外 ， 笔者在参与导

师的
＂

成都市机构养老发展 问题研究
＂

课题研究中通过座谈和走访的方式还调查了 国

办养老机构 、 民办养老机构 Ｗ及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近 ２ ０ 余家 ， 访谈老年人 ３ ７ ０ 余名 ，

参与政府相关部 口座谈会 ３ 次 ， 该课题的参与也为本文的撑写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和材

料 。 在养老机构访谈对象的选择上 ， 笔者根据成都市市政府提供的养老机构名录 ， 对

其中 国办的养老机构 、 民办养老机构和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分别进行了访谈 ， 并且对这

些养老机构 中 的老年人也进行了访谈 ， 访谈结果与 《成都市老年人养老需求调查 》 的

调查结果基本
一

致 。 因此 ， 经统计验证 ， 本文的调查数据具有基本代表性 。

３ ．１ 被调查者经济状况分析

从被调查老人的收支情况来看 ， 成都市老年人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 ， 而且城乡老

年人之间收入差距大 。 如 图 ３
－

１ 所示 ： 被调查老年人人均月 收入为 １ ７ ２ ２ ． ０ 元 ， 其中 ，

城市老年人的 月 收入 ２ １ ８ ３ ． ９ 元 ， 农村老年人的月 收入为 １ １ ６４ ． ６ 元 。 对比发现 ， 平均

每月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收入低 １ ０ １ ９ ．３ 元 。 此外 ， 我们还可Ｗ发现 ， 被调查老年

人的月平均收入呈偏态分布 ， 总的来说 ， 月平均收入在 ２ ０ ０ ０ 元 ｙＴＦ的被调查老年人 占

被调查总数的 ７ ３％ ， 其中 ， 月平均收入在 １ ０００ 元 下的老年人中 ， 农村老年人居多 。

从图 中我们还可Ｗ看出 ， 无论是城市老年人还是农村老年人 ， 月平均收入在 ４ ０ ００ 元Ｗ

上的老年人是少之又少 ， 仅 占被调查总数的 ３ ．６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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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１ 被调查老人月平均收入分布图 （单位 ： ％ ）

从收入来源看 ， 无论是城市老年人还是农村老年人 ， 他们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养

老保险 ， 其次是子女的提供 。 调查发现 ， 城市老人中 ８４ ．３ ％ 的收入来 自退休金或养老

保险金 ， 农村老人 ５ ５ ．２ ％ 的收入来 自社保金 ， 此外 ， 调研访谈发现 ， 农村老年人子女

大多外出务工 ， 只 留下老人 自 己在家 。 因此 ， 部分农村老年人还承担着务农的事项 ，

多余的农产品也能换得部分收入 。 由下表也能看出 ， 农村老年人有 １ ３ ．５％的收入来 自劳

动收入 。 农村老人收入来 自 劳动所得和子女供给的 比例 占到 ２８ ． ６％ ， 接近呈分之
一

，

这
一

结果与笔者的访谈结果也相吻合 。 （见表 ３
－０

表 ３
－

１ 城乡老人主要收入来源 （ ％ ）

收入来源 农村城市

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 ５ ５ ． ２０ ８４ ． ３０

劳动收入 １ ３ ． 加 ２ ． ８０

财产性收入 ３ ． ７ ０ ３

子女供养 １ ５ ． １ ０ ６ ． ９０

社会救助 １ ３ ． ６０ ２ ． ９０

合计 １ ００ ９９ ． ９０

从支出来看 ， 城乡老年人每月 的 日 常开支为 巧 ７４ ． ２ 元 ， 其中城市老人月均 日常

开支为 １ ８ ５２ ．３ 元 ， 农村老人 日 常开支为 １ ２３２ ．１ 元 。 从支出 的主要构成成分来看 ， 调

查中要求老人选出 自 己主要支出 的前兰项 ， 调查发现成都市老年人支出 中最大的为生

活开支 ， 占到 ５４ ．６％ ， 其次为医疗开支 ， 占到 ２ ０ ．３％ 。 （见表 ３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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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２ 老年人 日常支出 （ ％ ）

支出分类 比例

生活开支 ５４ ． ６０

日常支出 １ ５ ． ９０

医疗开支 ２０ ．３０

休闲娱乐 １ １ ． ７０

人情往来 １ ６ ． ６０

补贴父母 ９

补贴子女 １ ６ ．３０

３ ．２ 被调查老人居住状况

调查显示 ， 被调查老人中有 ５８ ．８％的老人是 自 己和配偶单独居住 ， 和子女同住或在

不同子女家轮流居住的老人有 ４０ ． ９％ ， 也即空巢老人家庭占到城乡老年家庭总数的近

６０％ 。 不过 ， 也有近 ４０％ 的老人虽然独 自居往 ， 但子女住在离家较近的地方 ， 遇到急

难事情子女可Ｗ上口帮助 。 （见表 ３
－

３ ）

表 ３
－

３ 老年人 目前的居往状况 （ ％ ）



居住情况


百分比


＂

在不同子女家轮流居住
＂

 ０ ．７

＂

住子女家
＂

 ４０ ．２

＂

自 己住 ， 部分子女在附 ０ ． ５

＂

自 己住 ， 子女不在附近
＂

 １ ８ ． ５

＂

自 己住 ， 子女在附近
＂

 ３９ ． ８

合计 １ ００ ． ０

从生活照稱来看 ， 即便是与子女居住的老人 ， 自 己照料或配偶照料仍然居多数 ，

总数有 ８８ ． ２％ 的老人都是两老 自 己照顾 自 己 ， 由子女照料的 占 １ １ ． ５％ 。 其他照料方式

属于个别情况 。 （见表 ３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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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目前生活主要照顾者 （ ％ ）

主要照顾者 有效百分比

＂

请专人照料
＂

 ０ ． ２

＂

社区照料
＂

 ０ ． ２

＂

子女照料
＂

 １ １ ． ５

＂

自 我 ／配偶照料
＂

 ８ ８ ． ２

合计 １ ０ ０ ． ０

笔者还了解到 ， 如果把不与子女 同住的老人称为空巢老人 ， 城乡 空巢老人的数量

可能远远超过这
一

比例 ， 特别是在农村 ， 大部分老人成为 留守老人 ， 有的老人甚至 已

经几年没有见过儿孙了 ， 大部分子女会偶尔打个电话 ， 过年过节回家看望老人 。 家庭

小型化 ， 子女们工作生活压力大 ， 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老人 ，
９０％左右的老人都需要

自 己照顾 自 己 。

３ ．３ 被调查老年人健康状况

调查显示 ： ５ ６ ．５％的老年人患有老年慢性病包括高血足 、 气管炎或者支气管炎 ， 糖

尿病等等 ， 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人大约 ３ ．７％ 。 ８ 日％左右的老人生病之后 ， 不会去医院看病 ，

有的只是到药店 自 己买药 ， 有的只能 自 己硬扛 。 访谈中发现 ， 老人们不愿意去医院最

主要的原 因是觉得医疗费用 比较高 ， 虽然有新农合和医疗保险可 Ｗ报销部分 ， 但是 自

己仍然要垫支很大部分 ， 城市退休老人住院治疗费用大约 ３ ０％需 自 费 ， 而农村新农合老

人大约 ４３ ．４％的住院医疗费用需 自 费 ， 访谈中部分老人还反映 ， 住院治疗中存在
一

定程

度的过度治疗的现象 ， 因此 ，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 ， 住院治疗不如完全 自 费买药便宜 ；

此外无人陪同和怕给子女添麻烦也是重要的原因 。

如果老人生活不能完全 自理 ， 情况会更加糟糕 。 在城市中 ， 有少数家庭经济宽裕

或者老人 自 己养老金比较高的不能 自理的老人会被送到养老院或者社区养老机构 ， 由

于这部分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较高 ， （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人每月 的护理和生活费

用大约在 ５ ０ ０ ０ 元Ｗ上 ， 半 自 理的老人 ４０ ００ 元Ｗ上 ， 不包括医药费 ） 大部分老人和家

庭根本无法承受 。

３ ．４ 被调查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

学术文献和 民政的相关政策 ， 从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的角度 ，

一

般把养老方式分

为王大类 ， 居家养老 ， 狂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 也有人认为其实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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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都是社会组织 ， 因此也可 Ｗ归为社会养老 ； 也有人认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提

供者与机构养老服务的提供者 ， 本质上是
一

样的机构 ， 只是所处的环境和提供的服务

的种类不
一

样 ， 可Ｗ把社区养老归为机构养老 。

成都市老龄委所作的对老年人养老模式的调查 ， 主要将养老模式分为 了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 、 钟点托老 、 机构养老和商业化养老公寓养老四种方式 ， 其中钟点托老
一

般

是老年人 日 间或者家庭成员短期无法照顾时 ， 把老人托付给机构或者社区临时照料的

形式 。 据成都市老龄委的调查显示 ， 有 ７９ ．８％的老年人把居家养老作为意愿养老模式的

第
一

选择 ， 有 ３ １ ．４％的老年人把机构养老作为意愿养老的第二选择 ， 其中愿意去 国办福

利院的为 １ ９ ．７％ ， 愿意去 民办福利院的为 １ １ ．７％ 。 在第Ｈ选择中 ， 选择机构养老的老年

人要多于其它几种养老模式 。

表 ３ 日 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表

居家养老
Ｉ

钟点托老
Ｉ

社区养老

￣￣ ＾

Ｉ

商业化

养老院福利院养老公寓

第
一

选择７ ９ ． ８％２ ． ２％ ３ ． ８％ ３ ． ８％ ７％ ０

第二选择６ ． ２％ １ ３ ． ９％ １ １ ％ １ １ ． ７％ １ ９ ． ７％３ ． ２％

第兰选择４ ． ５％ ２ ． ６％ ７ ． １ ％ １ ７ ． ５％ ８ ． ４％ ２ ． ９％

据老龄委调查显示 ， 月均个人收入在 １ ０ ０ ０ 元Ｗ下的被调查老人中 ， 有 ８ ９ ．７％选择

了居家养老 ， 月 均收入在 ４００ ０ 元Ｗ上的被调查老人中有 ６ ６ ．７％的被调查老人选择居家

养老 。

此外 ， 调研期间 的访谈结果发现 ， 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与其对养老模式的选择

有较强的关系 。 即如表 ３
－

６ 所示 ， 月均个人收入在 １ ００ ０元Ｗ下的被调查老人中 ， 有 ８ ９ ．７％

选择了居家养老 ， 月均收入在 ４０ ０ ０ 元Ｗ上的被调查老人中仅有 ６ ６ ．７％的被调查老人选

择居家养老 ， 而选择去养老院的 比例 占到 ２８ ． ４ ％ 。 这说明 ， 选择什么样的养老模式 ，

要受到老人经济收入水平的制约 ， 这说 明部分选择居家养老的老人 ， 可能是因为没有

经济能力去机构养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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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６ 不 同收入老人与养老模式选择 （ ％ ）

１ ００ ０元 Ｗ下１ ０ ０ ０
－

２ ０ ０ ０元２ ０ ０ ０
－

３ ００ ０
元３ ０ ０ ０

－

４ ０ ０ ０
元４ ０００元 Ｗ上

居家养老 ８ ９ ． ７ ８ １ ． ９ ７ ７ ． ７ ７６ ． ５ ６ ６ ． ７

钟点托老０ ． ７ ２ ． ３ ４ ． ９ ２ ． ９ ０

社区养老０ ． ７ ４ ． ５ ４ ． ９ １ １ ． ８ ４ ． ８

民办养老院 ２ ．１ ４ ． ９ ４ ． ９ ０ ９ ． ４

国办福利院 ６ ． ９ ６ ． ４ ７ ． ７ ８ ． ８ １ ９

养老公寓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 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３ ．５ 影响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 因素

老年人对养老机构 的 印象是影响其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直接因素 ， 调查结果发现

有
一

半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 印象评价不错 。 调查数据显示 ， 评价好和较好的 占受访

者的 ５ １ ．８％ ， 评价
一

般的 占 １ ５ ．７％ ， 评价较差的 占 ５ ．８％
， 另外还有 ２６ ．７ ５％的受访者表

示不知道养老机构 。 访谈了解到 ， 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印象受到媒体宣传的影响较大 ，

特别是媒体对养老机构的负面宣传 ， 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入住意愿 。

此外 ， 调查显示 ， 从养老机构的供给层面来看 ， 影响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进行养

老的主要 因素分别为经济承受能力 、 服务质量和水平 、 环境优美度 、 医疗方便程度 。

其中 ， 把经济承受能力放在第
一

考虑因素的老年人占到被调查老年人总数的 ６２ ．３％ 。 （见

图３ ２ ）

３ ．６ 对养老机构类型的需求调查

关于养老机构类型 的需求 ， 该调查将养老机构 的类型分为综合性养老机构 、 医养

结合型养老机构 、 颐养型养老机构 、 护理型养老机构 、 临终关怀型养老机构 、 杜区养

老机构等 ， 要求老年人选择最需要加大投入的Ｈ项养老机构类型 。 结果显示 ， 在老年

人也中觉得最需要投入的Ｈ种养老机构类型分别为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 （
７ ３ ． １ ％） 、 综合

型养老机构 （ ５ ７ ． ７％ ） 、 社区养老机构 （ ３９％ ） 。 由此推断 ， 被调查老人多数愿意选择

有较强医护能力 的养老机构 。 （见图 ３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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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承 漲务质 突通便 控巧方 环境优 文化娱 综合考

受能力 虽、 水 利程度 便程度 美度 乐设施 虑

 ５

Ｉ

巧 案
一畢志画豪６ ２ ．３１ ７ ．８１ ， １ ９ ． ８４ ． ２０ ． ５ ２３

？ 第 二考虑因亲６ ． ５ ４ ９ ．４１ ． ８ １８ ．７ １ ０ ．Ｓ２ ． ２ ０ ． ７

４ ． １ ６ ． ７ 另 ． ２ ２ ２ ． ７巧． ２ １０ ． ９ ２ ． ５

图 ３
－

２ 被调查老人选择养老院考虑因素分布图 （ ％ ）

／^
／＾^

—

？一第
一

需要 一？—第二 需要 ？＾第王請要

图 ３
－

３ 被调查老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设需求分布图 （ ％ ）

３ ．７ 被调查老人最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哪些方面的帮助

调查数据显示 ， 有 ５ ３ ．５％的老人把资金物质支持列为最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帮助 ，

而且收入水平越低的老年人这种想法越为强烈 。 月均收入在 １ ０００ 元Ｗ下的老人中 ， 有

７６ ．３％希望得到政府或者化会的资金 、 物质支持 ， 而月 收入在 ４ ０００ 元Ｗ上的老人中 ，

仅有 ３ １ ．８％希望得到经济 、 物质支持 。 对经济支持的愿望在农村尤其显得突出 ， 老人们

希望提高社保保障水平 ， Ｗ应付养老看病等需求 。 有 ４２ ．５％的被调查老人在第二项服务

中选择了村 （化区 ） 提供服务 ， 有 ２８ ．７％的老人在第＝项服务中选择了希望专业社工上

口服务 。 （见图 ３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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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三
．５


一

化 １
２ＢＴ
—

■１ ５ ． １ １

̄

￣一＂

？３

￣

＾

￣—



５：４
＾

资金物质支持村 （居 ） 蚕会服务邻里帮助帮忙颇保姆专业社工上 円漲务

■？ ■ ＂■ 第
一

项熊务 －现－第二项踞务 第Ｈ性服务

图 ３
－

４ 被调查老人对政府和社会的帮助的需求分布图 （单位 ： ％ ）

总 的来说 ， 从经济上看 ， 成都市老年人人均收入低且城乡差距大 。 从老年人居住

状况来看 ， ６０％的成都市老年人为空巢老人 。 从健康状况来看 ， ５６ ．５％的老年人患有慢

性病 ， 且 ８ ５％的老年人生病后选择硬扛 。 从老年人机构养老入住意愿来看 ， 经济因素是

影响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最主要的
一

个因素 。 从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类型的需求来看 ，

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和综合型养老机构是 目前老年人最需要 的两种养老机构 。 在老年

人最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帮助这
一

问题上 ， 超过
一

半的老人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对

老年人提供资金物质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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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成都市机构养老服务供给分析

在政策分析的样本选择上 ， 截止 ２０ １ ６ 年 ８ 月 ， 笔者 老年福利
＂

、

＂

居家养老
＂

、

＂

社会养老
＂

、

＂

老年工作
＂

等为关键词 ， 对 ２００６ 年
一

２０ １ ６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各部 口

网站上关于养老的相关政策进行捜索并整理 ， 最终得到直接与养老相关的政策 ９３ 篇 。

笔者对这些政策从经济 、 人才 、 规范等方面进行归纳与整理 。 此外 ， 通过对市政府 Ｗ

及养老机构的调研与访谈 ， 笔者对养老机构数量 、 养老机构收费情况、 养老机构人才

队伍情况 ｔｕ及养老机构服务类容等方面进行了 归纳与整理 。 具体分析如下 ：

４ ．１ 成都市机构养老政策供给情况

４ ． １ ．１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养老事业的发展

首先加强了对养老事业发展的规范和监督 ， 包括对居家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的机构管理 、 人员管理 、 档案的管理Ｗ及对服务机构 的监督 的规定 。

一

方面 ， 建

立并完善 了老龄产业相关的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 ， 培育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 ， 加强行

业服务和监管 。 另
一

方面 ， 提出要发挥各类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在行业 自律 、 监督评估 、

沟通协调和风险分担等方面的作用 ， 开展 自我管理 、 自我服务和服务社会活动 。 Ｗ期

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 自 身 的努力更好地为养老事业服务 。 其次还制定了大力发展化会

化养老机构 的政策 。 通过政府规划 、 政策扶持和社会投资 的方式 ， 加快社会化养老机

构 的发展并鼓励社会组织投资建设不 同档次 、 不 同类型的老年福利 院 、 康护院和老年

公寓 ， 并对不 同层次和类型的养老机构给予
一

定的经济支持 。

４ ．１ ． ２ 加强老年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第
一

， 人才队伍的培育方面 。 提出 了要利用教育资源来培育老年工作人才队伍 ，

在高校开设老年护理专业课程 ， 将老年护理纳入招生教学计划并对中等职业学校养老

服务专业的学生免收学费 ， Ｗ此来培育老年护理专业人才 。

第二 ， 人才队伍的管理方面 。 对养老机构与机构养老从业人员都设立了相关标准 ，

要求持证上 岗 。

第Ｈ ， 对养老护理人员 的补贴 。 首先是对 已从事养老服务人员 的补贴 ， 政策规定

养老服务人员凡符合培训条件并获得初级或者初级 Ｗ上专业能力证书的从业人员都应

获得相应补贴 。 此外 ， 政策还规定对在成都市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从事养老服务满

Ｈ年且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高职院校毕业生给予
一

次性奖励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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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 ３ 加大对养老经费的投入

近几年来看 ， 政府加大对养老经费的投入力度 ， 就 ２ ０ １ ４ 和 ２０巧 年的财政投入来

说 ， 对养老经费的投入分别达 ３ ．７ ４ 亿元和 ４ 亿元 。 首先是对老年人个体的支持方面 ，

分别制定 了高龄老人生活补贴和保健制度 、 经济困难且失能半失能老人护理补贴与经

济 困难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补贴Ｈ个部分 。 在对养老机构 的经济支持方面 ， 其主要包

括床位补贴与相关费用 的减免两个部分 。

４ ．１ ． ４ 促进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医养结合发展

政策规定符合医养融合政策规定条件养老机构可 申请分设医疗机构 ， 符合条件的

养老机构可 Ｗ纳入成都市医疗保险定点范 围 。 此外 ， 满足相关规定且有意愿建立养老

机构的医疗机构也可Ｗ建立养老机构 ， 从而推进成都市医养结合的发展 。

４ ．２ 成都市养老机构数量及床位数量供给情况

近年来 ， 成都市逐渐重视居民养老问题 ， 积极通过各种方法推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

不断加大养老基础设施建设 。 由 图 ４ １ 成都市 ２ ０ １ １ 

—

２ ０巧 养老机构数量和养老机构床

位数变化图可知 ， 在近 ５ 年来 ， 成都市的 民办养老机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 就民办养

老机构的数量来看 ， 由 ２ ０ １ １ 年的 ４ ２ 家增加到 ２ ０ １ 日 年的 １ ４ ７ 家 ， 每年増速约为 １ ２ ６％ ，

此外 ， 成都市民办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 由 ２ ０ １ １ 年的 ７ ６８ ８ 张增加到 ２０ １ ５ 年的 ４８ ７４ ６ 张

床位 ， 床位数量年增速约为 １ ５ ２％ 。

除 了登记的养老机构外 ， 有
一

些没有登记的养老机构 ， 如依巧宗教场所如清真寺

或者佛教寺庙 的养老场所 ， 主要是信众之间的相互照料 ， 免费或者低廉收费 ， 很受有

宗教信仰 的老人青睐 。 还有
一些原来的干休所 ， 企业的职工医院 ， 已经或者正在考虑

转型为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 。

因此 ， 从总体上看 ， 成都市各类养老机构床位 已经超过十二五规划 目 标 ， 现有的

养老机构都存在床位空闲情况 ， 从成都市各区县返回 的数据资輯显示 ， 市区各养老机

构的入住率明显高于成都各县城养老机构的入住率 ， 有的养老机构入住率甚至不足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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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１ 成都市 ２０ １ １ 年
－

２ ０ １ ５ 年养老机构数量及床位数量变化图

４ ．３ 成都市机构养老收费情况

调研期间 ， 笔者对成都市部分公办养老机构和 民办养老机构的收费情况进行了
一

定的了解 。 总的来说 ， 养老机构的收费价格基本上是有床位费 、 护理费 、 公杂费 、 伙

食费和医疗费这几个部分组成 ， 其中 公杂费与伙食费是比较固定的费用 。 床位费根据

老人所住房 间标准不同 （查房 、 单人间 、 标间等等 ） 而有所变化 ， 护理费和医疗费则

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有所不同 。

表 ４
－

１ 是成都市第
一

社会福利院收费栋准 ， 通过计算我们可Ｗ发现 ， 如果
一

个只

需要养老院提供基础护理的老年人入住成都市第
一

福利院 ， 在不生病Ｗ及入住最低条

件房间 的情况下 ， 他
一

个月 需要 向养老机构支付的养老费用为 ７ １ ０（标间费 ）
＋２２０（基

础护理费 ）
＋ １ ００（公杂费 ） 巧 ００（伙食费 ）

＝巧 ３０ 元 。 按照此方法计算 ， 在不生病Ｗ及

入住最低条件房间 的情况下 ， 需要需要介助
一

级护理的老年人 、 需要介助二级护理的

老年人 、 需要介护
一

级护理的老年人 、 需要介护二级护理的老年人他们需要 向养老机

构所支付的费用分别为 ２２ １ ０ 元 、 ２８ １ ０ 元、 ３ ６ １ ０ 元、 ４ ７ １ ０ 元 。 此外 ， 如果有老年人的

需介护等级超出介护二级Ｗ上 ， 等级服务费则按 ２６０ 元／天计费 （不含伙食费 ） 。

相较于成都市第
一

福利院 ， 成都市第二福利院的收费则要高
一

些 ， 成都市第二福

利院提供的房间类型更多 ， 分为标间 、 四人间 、 八人间 。 收费项 目 Ｗ及具体收费价格

如下 ： 就床位费来说 ， 标间的价格为 １ ０６０ 元／月 ， 四人间为 ７４０ 元／月 ／人 ， 八人间为

５ ３０ 元／月 ／人 ； 护理费中基础护理费为 ３８０ 元／月 ／人 ， 其它护理费需要通过协商解决 ；

公杂费为 １ ６０ 元／月 ／人 ， 从这几项指标的收费情况来看 ， 成都市第二福利院的收费价

格普遍比成都市第
一

福利院要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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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 课题组还调研了
一

部分民营养老机构 ， 调研结果发现 民办养老机构 由

于缺少政策的支持与帮助 ， 其收费价格又比 国办养老机构的价格还要高 。 据我们搜集

到的数据显示成都市老年人人均月 收入为 １ ７ ２ ２ ． ０ 元 ， 其中 ， 城市老年人的月 收入也仅

仅为 ２ １ ８ ３ ．９ 元 。 由此可见 ， 在他们 目前的收入水平下 ， 老年人想要进行机构养老 ， 他

们 的身体
一

定要能够 自理且不能生大病 ， 而这又与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原 因相

违背 。

表 ４ １ 成都市第
一

社会福利院收费情况
一

览表 （单位 ： 元 ）

楼层床位费护理费公杂费 伙食费医疗费

－

至二楼８４０（套房 ）基础护理费护理等级

６ ８ ０／介助
一

级

２ ２ ０ １ ２ ８ ０ ／介助二级１ ００ ５ ０ ０据实收取

二楼 Ｗ上 ７ １ ０（ ｌｉ ｜

０
］ ） ２ ０ ８ ０／介护

一

级

３ １ ８ ０ ／介护二级

４ ．４ 成都市机构养老人才队伍情况

由于老年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 养老机构在不断发展 ， 这无疑就増加 了对养老护

理人员 的需求 。 据成都市各级政府部 口收集的资料显示 ， 截至 ２ ０ １ ５ 年 ８ 月 ， 成都养老

护理员总数为 ２８ ００ 人左右 ， 其男女比例为 １ ： ３ 。 在这些护理人员 中 ， 持有养老护理职

业资格证书的人数约为 ７ ０ ０ 人 ， 在这些持证护理员 中 ， 男女比例为 １ ： ４ ． ７ 。 关于养老护

理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 ， 某养老机构管理人员谈到 ：

＂

我们
一

直都鼓励我们的护工去

考这个证 ， 但是 由于他们 的文化水平有限 ， 我们 自 己 出钱送了
一

批又
一

批的护工去考

证 ， 可通过的少之又少 ， 后面我们就只能让我们的管理人员去考这个证 。

＂

从养老护

理人员工资来看 ， 他们的平均工资为 １ ５ ０ ０ 元左右 ； 从养老护理人员 的组成成分来看 ，

他们普遍是 由下 岗职工和农村务工人员组成 。 从养老护理人员 的平均年龄来看 ， 他们

的年龄普遍介于 ４ ０ 岁
一

５ ０ 岁之间 。 对此 ， 某养老机构相关负责人谈到 ：

＂

现在的年轻

人不愿意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 即使是那些从卫校毕业 、 专业对 口 的年轻人 ， 他们觉得

养老护理是
一

个又脏又累待遇又不高的工作 。 而选择 ４０
—

５ ０ 岁之间 的农村或者下 岗人

员 ，

一

方面他们 自 己家中也有父母 ， 懂得怎么照顾老人 ， 容易产生同理也 。 另
一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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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待遇的需求不寫 ， 能够帮助我们节约
一

部分开支 ， 而且很珍惜这份得知不易的

工作 。

＂

从养老护理人员 的文化程度来看 ， 现有的护工学历大多为小学及小学Ｗ下文

化水平 。 此外 ， 笔者通过访谈还了解到 ， 大多数护理人员 的培训多为机构 内部培训 ，

主要是Ｗ高年资的护理人员 向低年资的护理人员传授老年护理技巧为主 ， 诸如 ： 饮食

照料 、 睡眠照料？

、 排泄照料等操作经验 。

４ ．５ 成都市机构养老服务 内容情况

现有的养老服务项 目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 、 家政和康复护理方面 ， 对于也理护理、

精神慰藉 、 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服务项 目 比较少 。 我们在对成都银发老年公寓 、 成都市

泽安养老服务中也 、 成都市第
一

福利院 、 择
一

城颐养院等的实地调研中发现 ， 这些养

老机构和牡区 日 间照料中也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 ， 满足最基本的生活

需求 ， 但是在精神慰藉和医巧方面较为欠缺 。 有很多机构的老年人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散步外 ， 几乎没有其它活动 ， 精神层面的沟通较为缺乏 ； 此外 ， 大部分养老机构达不

到政府规定
＂

医养结合
＂

的标准 ， 康复医疗设备较少 ， 有的机构仅能使基本的感冒 、

体检问题得到解决 ； 有的虽然医疗设备较为先进 ， 基本的医疗保健能满足老年人需求 ，

但是 由于达不到成都市卫生部口医巧报销的标准 ， 不能使用社保卡 ， 影响老年人的正

常就医 ， 如成都市第
一

福利院 。 因此 ， 部分养老机构就只能通过转诊或者
＂

绿色通道
＂

等形式来解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 ， 如择
一

城颐养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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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成都市机构养老供需之间存在的 问题及原 因分析

５ ．１ 成都市机构养老供需之 间存在的 问题

５ ．１ ．１ 养老机构收费太高 ， 老年人支付不起

调查数据显示 ， 首先 ， 从被调查老人的收支情况来看 ， 被调查老人人均月 收入为

１ ７ ２ ２ 元 。 其中 ， 城市老人人均月 收入为 ２ １ ８ ３ ．９ 元 ， 农村老人人均月收入为 １ １ ６４ ．６ 元 。

就被调查者的支出构成来看 ， 调查结果表明他们的 日 常支出主要 由 生活开支 、 日 常支

出 、 医疗开支 、 休闲娱乐 、 人情往来 、 补贴父母 、 补贴子女组成 。 其次 ， 笔者通过区

县数据的搜集 Ｗ及对养老机构进行实地调研发现 ， 对于生活能够完全 自理的老年人来

说 ， 其入住养老机构需要支付的价格在 １ ７ ０ ０ 元左右 。 对于生活不能够完全 自理的老年

人其入住养老机构需要支付的价格在 ３ ０００ 元左右 ， 还有部分养老机构提出对需要介护

二级 上的老年人额外收取近 ３ ０ ０ 元／天的护理费 。 最后 ， 笔者通过访谈的形式对
一

些

社区 Ｗ及 已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收费价格的看法有了
一

定了解 。 其中 ，

大多数老年人都表示养老机构的收费太富 ， 他们住不起养老机构 。 访谈中 ，

一

位奶奶

緣妄Ｖ．

＂

我也看了几家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收费那么高哪个住的起哦， 好的又住不起，

差的又不想去 。 每个月除了支付养老机构的费用我需要零用开支 ， 这样比较下来还不

身７在家笠厭泰者克逸
＂

。 从上述数据及资料来看 ， 成都市养老机构服务存在着收费价

格与老年人支付能力不匹配的 问题 。 总 的来说 ， 这种不匹配主要表现在养老机构收费

价格普遍高于老年人可支付 及愿意支付的水平 ， 大多数老年人住不起养老机构 。 目

前农村老年人人均收入水平和部分城市老年人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入住养老机构只需

基础护理的收费水平 ， 更不用说对生活不能完全 自理的老年人提供额外 的养老护理服

务Ｗ及支付生活中其它开支 。

除此之外 ， 各养老机构的收费参差不齐 ， 没有统
一

的标准 ， 这导致养老机构与老

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 这种不对称也是老人影响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又
一

重

要的原因 。

５ ．１ ． ２ 养老机构供给的 内容 中 医疗服务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项 目偏少

笔者通过对养老机构和养老人员 的访谈发现 ， 目 前成都市大部分的养老机构服务

内容都 比较单
一

， 仅仅是满足于养老人员吃住和基本护理等生活需求 ， 对老年人在医

疗护理、 精神慰藉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供给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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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择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受访老年人的调查发现 ： １ ３ ．８％的老年人认为养老机构

应该 医疗看病为主 。 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不断弱化 ， 其对康复医巧的需求也 日益

增加 ， 尤其是对那些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 。 成都市老龄委调查数据显示 ： 患有慢性病

的老年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５ ６ ． ５％ ， 主要兵种依次为高血压 、 糖尿病 、 慢阻肺 ， 分别 占 比

２ ６ ． ８％ 、 ７ ． １ ％和 ３ ．３％ 。 如果养老机构在医保报销 Ｗ及器械方面更加完善 ， 这就能让老年

人在养老机构就能看病并且报销 ， 这对老人和养老机构都是有利的 。 但是我们在走访

成都不 同类型养老机构中 了解到 ： 大部分机构都希望能为老人提供医养结合的服务 ，

但是却面临诸多 困难 ，

一

是资质 申请很难 ， 口槛太高 ， 大部分养老机构法不到要求 ，

婚
一

福ｍ 腐詹匙Ｘ贵衰示 ；

＂
一

福利院从整体条件看 ， 已经达到了北京 、 上海等养老

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标准， 但是成都市所设条件限制众多 ， 口槛较高， 而且政府对该

方面的支持力度较少 ， 至今无法设立内部医疗化构； 比如配备护理员且注册护±与护

理务旅化觀为 人
？

么 ５。

＂

大部分养老机构反应送
一

要求它们很难达到 。 二是即使有机构

能提供
一

般的医疗服务 ， 也因为达不到刷社保卡的要求 ， 老人无法享有这部分服务 ，

入住机构 中 的老年人需要在机构外部去获取康复护理服务 ， 不仅给高龄老年人或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的康复带来不方便 ， 而且也增加 了养老机构的成本 。 如何延伸狂保卡服

务进入养老机构 ， 成为实现
＂

医养结合
＂

的
一

个瓶颈 。

在精神慰藉和文化娱乐服务的供给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

一

是养老机构没有足

够 的条件来提供这些服务 ， 这
一

方面是受场地 、 资金等因素的限制 ， 另
一

方面是受从

事这些服务的专业人员素质的限制 ； 另
一

个问题是老年人参与送些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

笔者通过对第
一

福利院的访谈了解到 ， 由于高龄老人 比较集中 ， 经常有老人过世 ， 这

给机构 中 的老人带来
一

定 的思想负担 ， 目前养老机构 中大部分老年人或多或少患有
一

定的抑郁症 。 尽管各养老机构尝试开展各种活动 ， 试图丰富老人们 的业余文化生活 ，

但是 ， 能够参加并且发挥到很好作用 的始终是少数老年人 ， 而且经常能在这些活动 中

看到相 同 的老年人 ， 还有大部分老年人参与活动的意愿并不高 。

此外 ， 老年人的生活 自理能力不 同 ， 我们应该提供不 同 的等级服务 ， 这些服务应

该有
一

个科学的标准 。 比如 ： 翻身 的次数 、 饮食量的控制 、 适宜的活动等 ， 目前都是

由养老机构根据 自 身 的条件 Ｗ及Ｗ往的经验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内容和标准 ， 政府并没

有针对这些养老机构服务 内容提出
一

个科学的 Ｗ及统
一

的标准供养老机构 Ｗ及养老人

员进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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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 ３ 缺乏高端养老机构和民族特色养老机构

首先 ， 从纵 向来看 ， 综合各养老机构的服务 内容和服务质量 ， 成都市现有养老机

构处于 中等和 中等 Ｗ下 的水平 ， 缺乏高端养老机构 。 调查数据显示 ， 有近 ８％的老年人

平均月 收入在 ３ ００ ０ 元 Ｗ上 。 此外 ， 笔者通过访谈也 了解到 ， 部分高素质 、 高学历和高

收入的老年人认为 目 前的养老机构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 他们需

要服务 内容更全面 、 服务质量更好的养老机构 ， 他们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去享受送种

服务 。 比如提供
一

些国 内或者国外旅游 、 知识讲座 、 或者是临终关怀等项 目 。

其次 ， 成都市专 口针对民族特色 、 宗教特色和信仰特色的养老机构较少 ， 不能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 。 调研期间 ， 笔者走访了成都市穆斯林王桥颐年院 ， 并对该养老机构

中 的入住老人和机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 通过访谈了解到 ， 目前成都市的政策在针对

少数民族方面的养老措施不足 ， 这部分养老机构也较少 。 养老机构 中
一

位老年人谈到

目 前成都市关于回 民的养老机构只有两家 ， 而成都市的回民有
一

万左右 ， 他所居住的

成都市穆斯林±桥颐年院除了接收本地的回 民之外 ， 还需要接收外省的 回 民 。 该机构

是借用
一

座老 旧寺庙来改建的 ， 其在消防和建筑设施等方面都达不到 国家规定的标准 ，

享受不到政策补助 ， 他们 目 前的补贴主要是依靠穆斯林协会和
一

些社会赞助 。 针对相

关的 问题该养老机构负责人谈到 已多次 向市上和省上反应了 问题 ， 由于回 民 的生活习

惯和汉族有较大的区别 ， 由于各种 因素的 限制 ， 他们不希望跟汉族人生活在
一

个养老

机构中 ， 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划拨
一

块王地修建
一

所正规的符合民风民俗标准的养老机

构 ， 但这
一

要求
一

直都没有回应 。 此外 ， 成都市穆斯林±桥颐年院的入住率达到 ９ ０％

Ｗ上 ，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 目 前只能够接受生活能力 自理的老人 ， 还有很大
一

部分回 民老人 由于床位和机构服务供给的限制并不能够住进他们机构 。 除了 民族特色

的养老机构之外 ， 成都市现有养老机构也较少涉及到诸如佛教等其它宗教信仰方面 。

５ ．１ ． ４ 专业护理人才缺乏 、 专业轰质不高 、 待遇差且社会认可度低

经实地调研发现 ， 成都市养老机构普遍面临专业护理人员较少 、 专业素质不高 、

待遇低 、 社会认可度不高等 问题 。

首先 ， 从专业护理人才的数量来看 ， 成都市专业护理人才缺乏 。 国家相关标准规

定
一

级护理养老护理员与老人的 比例为 １ ：３
；
二级护理为 １ ：６ ，Ｈ级护理为 １ ：１ ０ 。

截止 ２ ０巧 年年底 ， 成都市 ６０ 岁 Ｗ上老年人 口总数 巧９８ ８ 日 日 人 ， 问卷调查显示有近 １ １ ％

的老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若按每 １ ０ 位老人配备 １ 名护理员 ， 按此机构养老意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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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 那么需要的养老护理员约为 ２ ８ ５ ０ ０ 名 。 据成都民政局数据显示 ， 成都市护理人

员数量约为 ２８ ０ ０ ， 其中有职业资格的不到 ８ ０ ０ 人 。 养老机构中最重要的就是养老护理

员 ， 他们直接为老人提供服务 ， 护理员 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养老护理的水平 ， 护

理人才严重缺乏会影响到养老机构的运转 。

其次 ， 护理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培训也是 目 前养老工作中 的
一

个重要 问题 。 访

谈期间 ， 成都市某大型养老机构负责人谈到 ：

＂

怒我／驚 ， 房游衆老巧嫁办沪王欺镑

训大部分都是新人带旧人的方式， 并没有把培训提上
一

个制度性的日程上来 。 另外 ，

市政府组织的培训就是在
＂

走过场
＂

， 通过几天在教室的学习怎么能够提升护工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 ， 教室的培训所使用的培训教具是
一

个假人 ， 它跟真人有很大的区别，

也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周期环节， 这是制约护工专业知识提升的
一

个大问题。

＂

驗

了上述 问题之外 ， 我国护理专业人才的种类还相当少 ， 目 前养老机构中 的护理人才主

要是针对入住老人
一

些饮食 、 就寝等生活上护理的护工 ， 缺少诸如 日本的护理支援专

员 、 护理福祉师 、 理学疗法师 、 保健师等护理人才 。

最后 ， 养老护理人员存在着待遇不高 、 社会认可度低下 的 问题 。 笔者认为养老护

理人员 的待遇应该包括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 ， 从工作 内容来看 ， 护理人员 的工作对象

大部分是高龄老人 ， 且有大部分老人身体状况较差 ， 处于半 自理和不能 自理状态 。 护

理人员 的工作 内容包括饮食照料 、 排泄照輯 、 清洁卫生照料 、 日 常活动照料等 ， 工作

时
一

名护理人员要面临多名老人 ， 又要进行多项服务项 目 。 由于老年人身体技能的不

断弱化 ， 因此对养老人员 的护理工作是
一

项工作强度大且精细要求商的工作 ， 这无疑

对养老护理人员是
一

个巨大的挑战 。 然后 ， 据调查数据显示 ， 成都市养老护理人员 的

平均工资约为 １ ５ ０ ０ 元／月 ， 而 《成都市统计局关于 ２ ０巧 年全市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的公告 》 显示 ， 成都市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４ ７ ９ ０ 元／月 ， 高强度的工作却并

未得到与付出成正 比的王资待遇 ， 送是
一

个很严重的 问题 。 此外 ， 养老护理人员经常

面临的是老年人的衰老 、 疾病和死亡 。 且大多数人认为养老工作是
一

项又脏又累 的工

作 ， 它并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足够尊重和认可 ， 送种情况使得养老护工人员在也理上

受到
一

定程度的影响 。 而在笔者走访的养老机构中 ， 针对养老人员 的也理辅导都较少 ，

更不用说针对护理人员 的也理辅导 。

５ ．１ ． ５ 养老机构中事故责任划分不明确

调研期 间 ， 所有养老机构负责人都表示养老机构承担的风险比较大 ， 这种风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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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养老机构事故责任认定上 。

一

方面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发生意外事故需要有

主体来承担责任并支付赔偿 ， 另
一

方面养老机构又表明 自 己的风险很大 ， 这类意外事

故 自 己不能赔偿或者支付不起这笔赔偿金 。 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 ， 较为脆弱 ， 所

Ｗ老人在机构中 出现的摔倒 、 磕碰等现象就会比较频繁 ， 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责任

认定方面又不 明确 。 比如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 出现了摔倒导致住院 ， 目 前在责任认定

方面采用 的法律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规定 ： 经营者提供

商 品或者服务 ，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 应当支付医疗费 、 治疗期间

的护理费 、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 ， 造成残疾的 ， 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 自助具费 、

生活补助费 、 残疾赔偿金 Ｗ及 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 构成犯罪 的 ，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 由于法律对责任认定方面的不 明确 ， 导致了机构承担较大的风险 ，

也增加 了机构的运营成本 。 此外 ， 在对温江区第二福利院管理人员 的访谈中 ， 该机构

负责人表示养老机构 的管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 温江区第二福利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Ｈ

无老人 ， 其中有
一

小部分老人在智力上是有所欠缺的 。 在对他们的管理中 ，

一

方面需

要注意水电气的安全问题 ， 另
一

方面还需要注意老人之间生理安全和必理安全 问题 ，

这对于他们的管理也是严重的挑战 。

５ ．１ ． ６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身体评估缺乏权威性

养老机构要求在老年人正式入住养老机构之前需要进行身体评估 ， 养老机构把老

年人的身体评估结果作为确定老年人需介护和介助等级的评定依据 。 但是拳者调研期

间发现 ， 这
一

评估报告通常 由养老机构 自 身或者 由养老机构指定的第Ｈ方评估机构进

行评估 。 养老机构是养老服务和老年人身体评估的提供者 ， 又是提供养老服务利益的

获得者 ， 而老年人仅仅是养老服务的需求者与身体评估的接受者 ， 这就会造成 了老年

人与养老机构在养老 问题上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 。 因此 ， 身体评估结果的真实性有待考

核 。

一

方面 ， 养老机构 自 己对老人进行身体评估时通常采用 的是院方制定的评估标准

而不是国家或者行业标准 。 此外 ， 很多养老机构的评估人员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评估

知识培训 Ｗ及考核 ， 大多根据 自 己 Ｗ往的经验进行评估 。 另
一

方面 ， 当养老机构委托

指定 的第Ｈ方对老年人的身体进行评估时 ， 这些第Ｈ方的评估人员通常是医疗机构的

医护人员 。 他们在评估时的着重点在于老年人的病例情况评估 ， 对老年人生活能力 Ｗ

及需要介护或者介助程度评估的经验不足 。 缺乏第Ｈ方权威机构的评估 ，

一

方面会给

养老机构过高评估老年人需介护或介助程度的机会 ， 另
一

方面又不能使老年人家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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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服养老机构的评估结果 。 因此 ， 专业第Ｈ方评估的介入迫在眉睫 。

５ ．２ 成都市机构养老供需存在 问题的原 因分析

５ ．２ ．１ 养老法律法规缺失

首先 ， 缺乏养老服务中 的突发事故责任认定法规 。 由于 内外部各方面的原因 ， 老

年人在养老机构 中发生摔倒 、 磕碰甚至死亡 ， 都是无法避免的 ， 但是这些事故的发生

往往会引起老人家庭和养老机构的
一

些争执 ， 双方各执
一

词 ， 因为 ， 当前此类问题所

适用 的法律是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 ， 该法并未对此进行责任的确定 。 到最后 ， 通常

是养老机构为此承担责任 。 在成都市银发老年公寓和市第
一

福利 院的调研中 ， 都反映

了这样的 问题 ， 而且每年都有多起此类事故的发生 ， 这直接影响 了养老机构与老年人

家庭的和谐关系 ， 也导致了养老机构运营成本的增加 。 究其原因 ， 造成这种局面的无

外乎是法律法规在这方面的缺失 ， 老年人
一

旦在养老机构中发生各种事故 ， 没有
一

部

法律法规对这类责任加 划分和确定 。

其次 ， 缺乏养老机构 内 医疗护理资质 Ｗ及养老护理分级鉴定的标准 。 相对于 国外

完善的养老政策法规体系 ， 目 前成都市在老年人权益保障 、 养老服务各类行业标准 、

专业人才培养规范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仍然存在巨大空 白 ， 急需进行填补 ， 例如养老机

构医疗资质 、 护理分级等 尚未形成权威的标准 ， 医疗服务资质标准 目 前参照卫生机构

设立标准 ， 各方面要求比较高 ； 护理分级标准各个机构 自行制定 ， 缺乏规范性 。

５ ．２ ．２ 政府现有部分养老政策脱离实际

现有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发展的 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现有的政策不符合实际 ，

没有为它们 的发展提供
一

个 良好的政策环境引起的 。 主要表现在 ：

第
一

， 在养老资金的运用方面 ， 现有政策注重硬件投入 ， 忽视了软件投入 ， 重视

数量 ， 控视质量 。 比如最近两年不顾实际 的大量建设养老机构和社区 日 照 中必 ， 数量

虽然上去了 ， 仅硬件都根本达不到 国家机构建设基本标准 ； 甚至前年和去年才集中建

设的 １ ３ 个公办民营养老机构 ， 现在就存在不达标的 问题 ； 更不用说服务人员 、 服务质

量和管理了 。

第二 ， 政策规定语义含糊 。 如 ２ ０巧 年 日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的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规定 ： 老年人活动场所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 内 ， 且不应该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 当采

用
一

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 ， 不应该超过 ３ 层 ； 调研期间 ， 有机构负责人表示对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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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规定 中 的
＂

活动场所
＂
一

词极不理解 ， 老年人在卧室 内进行居住 、 走动 、 聊天等活

动 ， 卧室算不算活动场所 ？ 机构负责人谈到 曾在某次会议上请求消防部 口就此 问题答

疑 ， 但并没有得到明确 的答复 。

第Ｈ ， 实地调研中大部分养老机构反应在机构养老资质认定方面的政策口槛过高 ，

没有从养老机构实际情况出发 ， 这致使大部分养老机构拿不到相应的补贴从而难 Ｗ运

营 Ｗ及提供服务 。

第 四 ， 政府对机构实施的税费减免 、 建设补贴等政策没有落实 。 因为政策对机构

要求 比较高 ， 大部分机构达不到标准 ， 也享受不到相关的优惠 ； 由于老人整体收入较

低 ， 给予老年人的现金补贴 ， 往往被老人用于生活 ， 没有用于养老服务消费 ， 未达到

实际效果 。

第五 ， 养老政策没有考虑到 民族和信仰 问题 ， 缺乏具有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的养

老服务政策供给 。 部分居 民特别是穆斯林和佛教徒 ， 他们对生活有
一些特殊的要求 ，

但是现有的养老服务中却没有给与考虑 。

５ ．２ ．３ 养老服务行业宣传不足

５ ．２ ．３ ． １ 养老服务消费宣传不足

老年人大多是非创收群体 ， 在 日 常消费方面 ， 老人更为节约 。 同时考虑到后期可

能的医疗 、 护理等需求 ， 老年人在 自 理能力较强 ， 往往选择减少消费支出 。 老年人消

费意识弱 ， 提供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得不到相应的消费需求支撑 ， 最终导致有些养老

服务无法持续提供 。 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需要消费作为支撑 ， 消费不足往往导致运营

焰入困境 。 目 前 ， 成都市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消费仍然持有
一

种保守态度 ， 消费观念

的改变需要政府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 让养老消费成为 日 常消费的
一

部分 。

５ ．２ ．３ ．２ 对养老服务行业 、 养老从业人员的宣传不足

养老服务行业是
一

个 比较新的行业 ， 现在社会普遍对养老服务怀有
一

定的偏见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
一

， 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偏见 。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 加上媒体对养老服

务负面信息的大肆报道 ， 很多老人都认为
＂

在养老机构会受到虐待 ， 生活完全不 自 由
＂

，

他们 尚未形成正确的
＂

养老观
＂

， 严重影响 了养老行业的发展 。

第二 ， 对养老从业人员 的偏见 。 当前 ， 很多 民众将养老从业群体 ， 等同于家政保

姆 ， Ｗ轻视的眼光看待他们 。 没有意识到养老工作的真正价值 。 社会尊重度缺失 、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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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地位偏低是导致人才流失的
一

大原 因 。

５ ．２ ．４ 缺乏风险保障机制

５ ．２ ．４ ． １ 尚未建立居民介护保险

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 ， 每个居 民都会年老 ， 随着年龄增大 ， 对介护的需求也会

不断增加 。 根据调研显示 ， 失能老人的护理费高达 ２加 元／天 ， 个人难Ｗ承担如此高昂

的费用 。 此外 ，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 人均寿命会不断提升 ， 高龄老人也会越来越多 ，

对介护 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 由于没有介护保险 ， 居 民在健康的情况下也无法为将来

可能出现的介护需求进行提前保障 ， 减轻将来的支付负担 。 现在成都市的居家养老服

务主要 Ｗ政府购买为主 ， 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 ， 给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 。 居 民介护保

险
一

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 有可 Ｗ为居民未来的介护需求进行提前保障 。

５ ．２ ．４ ．２ 尚未建立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目前 ， 针对 ７ ０ 岁 Ｗ上的老年人 ， 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业保险机构 ， 均没有提供相关

的意外伤害保险 。 老年人在养老机构 中或在家中接受养老服务时 ， 如果发生意外 ， 就

目 前的情况来看 ， 对事故责任的界定不 明确 ， 给服务提供方造成极大的 困扰 ， Ｗ至于

部分养老服务 （ 如 ， 上 口服务 ） 无法顺利展开 。 建立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仅仅是对

老年人的有效保护 ， 更是对养老服务人员 的有力保障 ， 使养老服务能够持续提供 。

５ ．２ ．５ 政府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 很多养老机构 ， 特别是在老旧 区 中 的 日 间照料中也 ， 由

于条件的限制都无法达到养老机构管理的要求 。 例如有的 日 间照料中也 ， 仅有
一

个逃

生通道 ，

一

旦发生火灾 ， 后果不堪设想 。 除此之外 ， 有的机构 尚未在民政局登记注册 ，

软硬件设施非常差 ， 其在消防和建筑设施等方面都达不到 国家规定的标准 ， 但是 由于

收费廉价 ， 入住老人较多 。 这些养老机构都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 政府在养老机构的监

管责任亟需加强 。 此外 ， 课题组通过对我市某公建民营机构管理人员 的访谈发现 ， 成

都市针对养老机构的监督主要是 由 民政局进行管理 ， 缺乏第Ｈ方的监督 。 各个养老机

构在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方面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由养老机构对入住老人进行身体评估

一

方面有可能导致评估所造成的护理等级高于老人的实际需求 ， 另
一

方面有可能导致

潜在的 问题没有被评估到 ， 这无疑将大大增加养老机构的运营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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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国 内外机构养老经验借鉴

国外部分发达国家机构养老起步较早 ， 发展也 比较成熟 ， 在机构养老上积累 了大

量可供借鉴的经验 。 在考虑到起步时间 、 发展程度 Ｗ及发展效果的基础上 ， 笔者在 国

外部分选择了 日 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进行经验的分析与介绍 。 在 国 内 的机构养老发展

过程中 ， 台湾无论从人才的培养 、 服务品质 Ｗ及机构养老的监管体制上都
一

直走在我

国前列 ， 此外 ， 上海在老年人第Ｈ方身体评估 问题上也积累 了
一

定 的经验 ， 因此笔者

把台湾和上海选择为 国 内经验借鉴对象 。 通过对已有资料的分析与总结 ， 笔者发现 ，

它们的机构养老发展在Ｗ下几个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

６ ．１ 在养老机构的类型方面具有多元化与专业化的特点

为 了有效地利用资源 Ｗ及更大程度上满足老人机构养老的需要 ， 养老机构 的类型

应该朝专业化发展 。 如表 １ 所示 ， 日本根据服务对象 、 服务老年人服务需求 Ｗ及兴办

主体等 的不 同 ， 将养老机构分为特别养护老人院 、 护理老人保健机构 、 护理疗养型医

疗机构这Ｈ大类 ， 每
一

类都有效地发挥着 自 己的作用 。 美国根据入住老人的身体状况

Ｗ及所需照料的程度 ， 将养老机构分为 自理型住房 、 居住社区 、 持续照料型退休社区 、

介助型居住机构 Ｗ及专业护理机构这几大类 ， 不 同 的养老机构都针对不 同的入住对象

提供了适宜的养老服务 。 对此 ， 台湾也有相类似的情况 。 台湾 Ｗ老年人的健康情况为

标准 ， 将机构养老照顾服务体系分为赡养机构 、 养护机构 、 长期照顾机构 、 护理之家

和安宁疗护这几类 ， 每
一

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表 ６ １ 日 本养老机构分析情况表

Ｉ

特别养护老人院 Ｉ

护理老人保健机构
Ｉ

护理疗养型医疗机构

兴办主体 社会福祉法人及地方 自 医疗法人和社会福化 医院 、 诊疗所

治团体法人等公共机关

服务对象入住对象原 则上是需要 入住对象原则上是护 在医学管理上被认定为
＂

要

护理程度较重 的年龄在 理认定结果为
＂

要护理 护理 １ 级
＂

Ｗ上的 、 ６ ５ 岁

化 岁 Ｗ上的老年人 （处在 １ 级
＂

Ｗ上的 ６ ５ 岁 ＷＷ上的老年人 ， 或者被认定

卧床不起状态 ）上老年人为
＂

不需要长期住院
＂

的老

年人

服务 内容饮食 、 排泄援助等照护 、 医疗护理 、 技能 医学上的诊疗 、 照护 、 康复

训 练及其它必要 的 医 训练等服务

疗和 日常生活服务

支付费用
￣

５ 万
一

１ ３ 万 日元 （ ／月 ）

｜

ｓ 万一 １ ３ 万 日元 （ ／月 ）

｜

ｑ 万
一

１ ７ 万 日 元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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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上具有科学化的特点

首先是人才多样化培养 ， 日 本从事护理服务的人员主要包括Ｗ下几类 ： 护理支援

专员 、 护理福祉师 、 家庭访 问护理员 、 社会福祉师 、 理学疗法师 、 作业巧法师 、 家庭

医生 、 护± 、 药剂师 、 保健师 。 美 国从事机构养老服务的人员主要包括院长 、 医生 、

护± 、 社工 、 物理 ／职业治疗师等 。 台湾在养老人才的培养方面也形成了
一

定 的特色 ，

一

个从事养老服务 的专业运营 团 队 由 医生 、 药剂师 、 护 ：ｔ 、 护理员 、 社工 、 必理辅导

师 、 营养师等构成 。 其次是人才培养时注重理论培训与实务培训 的结合 。 日本将从事

护理服务人员 的资格分为 国家职业资格和地方认定资格两大类 。 每
一

类都要求从业人

员具备理论知识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两种 ， 它们在相应资格获取 同 时 ， 还需要有相关

的王作和实践经验 。 例如护理支援专员 资格的获得不仅需要通过相应的 国家资格考试 ，

还需要有五年 Ｗ上的工作经验 。 最后是人才服务 内容要求规范化与标准化 。 为 了有效

地利用时间 Ｗ及更快地满足老人的需求 ， 台湾要求护理员 的服务半径不能超过老年人

十步 。 此外 ， 为 了 防止老年人因患抑郁症 自 杀或者部分意外发生 ， 台湾还要求养老机

构应该适度的设置部分障碍设施 。

６ ．３ 在机构养老服务上有严格的监督管理体制

完善的法律框架是有效监管机构养老服务的政治基础 。 对此 ， 日本 、 美国 、 台湾

等地区都出 台 了维护老年人利益的相关法律 。 例如 ： 日本出 台 了 《护理保险法 》 、 《老

年保健法 （ １ ９ ８ ２ ） 》 、 《护理福祉师及社会福祉师法 》 等 ， 美国 国会通过了 《老年人

救济法 》 、 《医疗补助政策 》 等 ， 台湾也制定了 《 台湾老年人福利法 》 等法律 ， 这些

法律政策的 出 台对提高机构养老的服务质量和 品质有着重要 的作用 。 其次是机构养老

信息透明化 。 信息透明化
一

方面有利于主动让养老机构提升 自 身 品质和服务质量 ， 另

一

方面为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 如 日 本 《护理保险法 》 规定所

有的护理服务机构都有义务公布各事业团体的护理人员人数 、 人员 资格等信息 。

６ ．４ 科学的第Ｈ方评价 及评估机制

好的评价机制应该是 内部评价机制和外部评价机制相结合 ， 除了养老机构和入住

老人之外 ， 第Ｈ方的外部评价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 。 日 本 《 ２ ００ ５ 年护理保险修改法 》

要求机构养老的各种服务都要接受外部评价 。 针对养老机构 的外部评价 ， 美国则建立

了专 口对养老机构进行监督和评价的政府机构 ， 如 ： 卫生服务部 、 联合委员会 、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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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委员会等 。 在台湾 ， 内政部社会司是主管老年人福利政策的部口 ， 该部口会每Ｈ

年对老年人福利机构进行依次检查并评定 ， 评定分为优 、 甲 、 乙 、 丙 、 Ｔ五个等级 ，

该等级的划分也为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提供了依据 。 此外 ， 老年人的身体评估结果是

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提供的参考依据 。 因此 ， 为了确保结果的真实性 ， 由权威第云方对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Ｗ保证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提供的科学化就变得十分重要 。

上海市的徐汇区早在 ２０ １ ４年就全面落实了 由第兰方专业机构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斤评

估的政策 。 徐汇区民政局首先通过化会组织竞标的方式选择出
一

个适宜此实行此项 目

的社会组织 ， 然后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 由该社会组织从老年人 自理情况 、 认知情况 、

情绪行为 、 视觉能力等统
一

的评估标准出发 ， 对徐汇区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号之前入住养

老机构的 ２０００ 余名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评估调研 ， 继而也制定出 了
一

套较为完整的

养老机构老年照护等级评估方案 、 评估程序和操作流程 。 此外 ， 徐汇区还成立了机构

养老照护等级评估办公室全面负责养老机构老年照护等级评估工作 ， 也邀请了专家对

评估员进行岗前培训和相应的评估指导从而保障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 。

总的来说 ， 虽然上述国家和地区在机构养老上有着丰富的经验 ， 但是落到实处我

们不能
一

味地照抄照搬它们的经验 ， 还需要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么上结合各地区的实际

情况对机构养老进行探索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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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草 完善成都市机构养老发展的对策

７ ．１ 落实并完善现有养老政策

７ ． １ ． １ 合理利用养老资金 ， 适 当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和补贴数额

第
一

， 政府应该改变养老金的投入方 向 ， 由 Ｗ往的专注
＂

硬件设施投入
＂

转变到

＂

硬件设施投入
＂

与
＂

服务 内容投入
＂

双 向发展 ， 从而提高机构养老的服务质量 。

第二 ， 适度转变养老资金的补贴对象 。 养老机构收费标准与老年人支付水平的不

平衡是影响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
一

个很重要 的原 因 。 现有资金补贴 的侧重点在养老服

务供给端的补贴 ， 如养老机构 、 日 间照料中也等 ， 针对养老服务接受端 （老年人个体 ）

的补贴较少 。 对老年人个体补贴方面 ， 首先政府应该根据物价水平的变化不断调整并

适当提高老年人养老金水平和补贴数额 。 其次 ， 调查发现 ， 养老保险是老人收入的重

要来源 。 因此 ， 政府应该不断提升城乡养老保险的参保档次标准 ， 保障老年人的经济

收入来源 。 最后 ， 政府应该加大对经济困难的王无老人 、 空巢老人 、 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的社会救助 ， 努力提高他们 的生活质量 。

第Ｈ ， 养老政策中涉及到 的补贴方式需要更加灵活 ， 针对机构养老服务可 Ｗ增加

养老服务券 、 养老服务卡等补贴形式 ， 在保证资金用于养老服务的 同时方便老年人的

使用 。 拥有服务券和养老服务卡的老人可 ｔＵ 自 由选择服务供给方 ， 政府根据养老机构

提供服务的数量对部分服务进行结算与补贴 ， 送对于提升养老服务行业的竞争与提高

服务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

７ ．１ ． ２ 落实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政策

对此 ， 要加强与高校的合作 ， 并将现有养老护理人才政策中高校专业人才的培养

与老年护理专业学费减免等措施进行落实并执行 。 其次 ， 政策应该加强对养老护理人

员 的培训与补贴 ， 促使培训常态化 ， 并将培训和实践相结合 ， Ｗ免让培训成为护理人

员 口 中 的
＂

走过场
＂

。

７ ．１ ． ３ 灵活调整养老机构资质认证标准

调研期 间所有受访养老机构负责人都表示养老机构新的资质认定标准达到 的是

＂
一

刀切
＂

的效果 ， 用新的标准套所有的机构 ， 这使大部分养老机构都达不到现有的

标准 ， 其中包括几所国办福利院 。 因此 ， 在养老机构的资质认定方面 ， 政府可 レ：ｉ
ｌ对新

标准出 台 Ｗ后新建的养老机构按标准严格执行 ， 对新标准Ｗ前建立的养老机构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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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灵活的调整标准 。

７ ．１ ． ４ 完善养老服务法律法规政策

调研发现 ， 目前养老事故赔偿所采用 的法律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 随着各地

养老院各种事故的发生 ， 事故责任认定 问题是所有养老机构运营 中非常担必的
一

个 问

题 。 对此 ， 政府应该建立相关的养老机构责任认定条例 ， 明确规定哪些事故应该 由养

老机构负责 ， 哪些事故应该 由老人 自 己负责 ， 哪些事故应该 由养老机构和老人协商解

决 。 此外 ， 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养老机构 的监督与管理 ， 按时对养老机构的

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进行监督和测评 ， 真正地做到
＂

防患于未然
＂

。

７ ．１ ． ５ 对政策中含糊不明 的词语进行注释

政策法规是指引社会方 向 的重要文件 ， 它们 的用词应该 明确 ， 绝不能 出现含糊的

现象 。 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与法规时要做到全面 ， 需要考虑不 同方面的利益代表者的

意见 ， 既要有行业 内 的专家 ， 又需要有工作在
一

线的人员 ， 也需要政策的受益人等等 ，

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博弈过程制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政策 。 此外 ， 对于 已经发布 的

并对现在仍适用 的政策 ， 相关部 口在进行工作的考察过程中应该咨询
一

下各方的意见 ，

酌情对政策与法规进行完善与修订 。 例如 ： 对 ２ 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１ 日 实施 《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 ５ ．４ ．４ 中 的
＂

活动场所
＂

进行明确注释 ， 明确养老机构中哪些属于活动场所 ， 这样

做对于政府规范整个养老行业有巨大的益处 。

７ ．１ ． ６ 将民族特色和信仰特色融入养老政策

我国是
一

个多 民族和多信仰的 国家 ， 不 同 民族和不 同信仰 的人在生活习惯上与其

它人有着
一

定的差异 。 于此 ， 政府在制定养老政策时应该充分地考虑民族 问题和信仰

问题 ， 为他们制定具有特色的养老政策 。

７ ．２ 服务 内容增加医疗照顾和精神慰藉

享受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 内容是驱使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最基本的原因 ， 为 了

更好地让老年人享受到应得服务 ， 各养老机构应该根据 自 身实力科学地促进机构养老

服务 内容的多元化 ， 而不仅仅只为入住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等物质上的服务 。

第
一

， 养老机构应该认真地对待老年人的医养结合的 问题 ， 医养结合不是简单的医

疗与养老机构的合并建设 ， 而是重在医养资源的对接与整合 。 首先 ， 政府应该充分地

自 己
＂

掌能者
＂

的作用 ， 为医养结合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工作 。 针对访谈过程中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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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机构提到的在养老机构 中设立医疗结构
＂

资质 申请很难 、 口槛太高 、 限制众多 、 达

不到刷社保的标准
＂

等 问题 ， 政府应该在充分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地调整相关标准 ， Ｗ期让养老机构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相关服务 。 其次 ， 作为为

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供给方 ， 养老机构 自 身应该积极地做好医养结合的相关工作 。

能够达到在机构 内部设立医疗机构 的养老机构应该积极主动地按照政府要求Ｗ及实际

情况去做好医疗服务 ， 并 申请相关资质 。 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应该通过其它途径Ｗ期更

好地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 。 调研期间 ， 笔者走访了 多家养老机构 ， 有部分养老机构

通过与附近的医院合作 ， 当机构中有老人需要就医时 ， 可 Ｗ送到附近的医疗进行就医 。

或者 由 附近的医院定期派医生为机构 中 的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 。 此外 ， 笔者还发现大

部分养老机构都有通过与市 内各大型医院签订
＂

绿色通道
＂

的方式为机构 中 的老年人

提供医疗服务 。 所为
＂

绿色通道
＂

是指当该机构 中 的老年人发生重大疾病或需要急诊

时 ， 可 Ｕｉ将老人送到与 自 己机构签订相关协议的医院 ， 这些医院在时间上 Ｗ及治疗效

果上能够使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得到有效解决 。

第二 ， 关于 目 前养老机构较少开展精神慰藉服务的相关 问题 ， 有条件配备专业也

理咨询师的养老机构可 Ｗ聘请专业屯理咨询师定期的对入住老人进行必理指导和慰藉 。

没有条件聘请专业也理咨询师的养老机构可 Ｗ定期地组织养老机构 中学历较好的管理

人员参加社会上的
一

些也理相关知识的培训并鼓励他们考取相应的专业证书 。 除此之

夕ｈ 养老机构还可 Ｗ购置
一

部分也理相关的书籍供员工借阅 ， 也可 Ｗ根据 自 身条件组

织养老机构 中 的工作人员学习相关知识并运用于实践 。 最后 ， 养老机构还应该举办各

种有益老年人身也健康的活动 ， 例如 ： 手工 、 太极 、 书法 、 朗诵等等 ， 这些活动 的举

办不应该是形式上的 ， 而要真正意义上让老年人有效的参与其中并感受到极大的快乐 。

７ ．３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 促进养老机构多元化发展

在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 需要做到 Ｗ下Ｈ点 ：

７ ．３ ．１ 应该充分发挥国办福利院的
＂

托底
＂

和
＂

引导
＂

作用

目 前 ， 成都市Ｈ所综合型养老机构 ， 即成都市第
一

、 第二 、 第Ｈ福利院 。 无论从

硬件设施 、 人才队伍 、 收费水平 Ｗ及提供服务质量迄几方面来看 ， 国办福利院都处在

成都市养老机构的前列 。 按照 国 际惯例 ， 公办综合型福利院的主要社会职责是为贫穷

和弱势老年群体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 因此 ， 成都市公办综合型福利 院要充分发挥
＂

托

底
＂

作用 ， 重点为 无
＂

老人 、 低收入老人 、 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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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低收费的供养 、 护理服务 。 此外 ， 国办综合型福利院还应该加强 自 身 品牌建设 ， 发

挥 自 己的福射带动作用 ， 将 自 己好的经验和做法 向其它养老机构进行宣传 ， 从而提升

成都市养老机构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

７ ．３ ．２ 适度发展高端颐养型养老机构

针对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成都市应该 市场化的供应方式满足高端老年客户 的

需求 ， 向该部分群体提供服务质量更高的养老服务 。 笔者结合实地调研总结 出高端颐

养型养老机构应该包括 Ｗ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 第
一

， 就地理位置来看 ， 高端颐养型养

老机构应该在成都二环或Ｈ环外 ， 交通便利 。 第二 ， 从周边环境来看 ， 高端颐养型养

老机构周 围应该青 山绿水 ， 空气好无噪音 ， 活动范 围大 ， 附近有大中型医院 ， 有文化

层次的高端人群聚集区 。 第Ｈ ， 从养老机构的实力来看 ， 高端颐养型养老机构应该 由

有知名度的公司 负责 ， 部分老年人表示入住会有荣誉感 ， 有知名度的公司 实力雄厚有

诚信 。 第 四 ， 从硬件设施来看 ， 高端颐养型养老机构在饮食 、 居住 、 医疗 、 休闲等设

施配备应该齐全 ， 并能保证安全性和整洁度 。 第五 ， 从人才队伍来看 ， 管理团队应该

具备 国外先进管理模式 ， 管理科学有序 。 服务人员服务态度应该热情周到 ， 保证老年

人得到悉也照顾 ， 工作人员应该定期收到专业培训 。 此外 ， 部分老年人表示高端颐养

型养老机构可Ｗ适当开展团体旅游活动 ， 如 ： 郊区游 、 省 内游 、 省外游和 国外游等 。

７ ．３ ．３ 适 当建立具有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的养老机构

首先 ， 政府应该根据成都市现有的少数民族种类和人数并结合他们 的风俗习惯适

当建立有特色的养老机构 ， 这部分养老机构在建筑设计 、 饮食提供 、 管理人员 及护

理人员这几个方面都应该与 民族习俗相融合 。 其次 ， 政府应该尊重部分有宗教信仰的

老年人 ， 为他们提供具有特色的养老服务 。

７ ．４ 加快养老人才队伍建设

７ ． ４ ． １ 护理人员培训常态化

笔者通过调研了解到 ， 目 前 由成都市统
一

安排的对专业护理人员 的培训较少 ， 四

川省每年只组织
一

次培训 。 访谈期 间 ， 有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 目 前养老机构 中护理人

员 的流动性是非常大 ， 仅仅依靠四川省每年组织的
一

次培训是不能够满足老年人养老

需求的 ， 政府应该使护理人员培训常态化 。 此外 ， 课题组认为在护理人员培训这
一

方

面 ， 为保证培训质量 ， 政府应该通过招标吸引优秀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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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中标的培训机构所要培训 的人员 的数量 Ｗ及培训质量做
一

定要求 ， 所需的经费
一

律 由政府从专项经费中划拨 ， 并根据培训数量和质量分期划拨经费 ， 先支付 ７ ５％的费用 ，

后期待培训质量得到检验之后再支付剩下的 巧％的费用 。 此外 ， 学员就业期间的服务情

况也将被跟踪记录 ， 中标机构须为每名培训学员建立追踪资料 ， 适时了解情况 ， 从而

达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 培养出真正能够为老年人服务的护理人才 。

７ ．４ ．２ 加大对专业护理人员的补贴

对此 ， 成都市政府应出 台相关政策 ， 将全市机构养老护理人员纳入公益性 岗位体

系 ， 该 岗位应享受 由政府财政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保费补贴 ， 该费用按月 结算 ， 如果护

理人员
一

旦离开 岗位 ， 则 自 动取消保费补贴 。 通过这种方式 ，

一

方面有利于提高护理

人员 的基本保障水平 ， 另
一

方面也有利于缓解全市养老服务行业护理人员 的流失 问题

Ｗ及不足 问题 。 此外 ， 程度市政府应建立比较完善的等级补贴制度 ， 对成都市在职的

达到 国家初级 、 中级 、 高级护理等级资格的专业护理人员予 Ｗ奖励性补贴 。 最后 ， 对

获得专业技术等级资格的护理人员 ， 应确定其相应的薪酬标准 ， Ｗ鼓励机构养老护理

人员不断提高其专业化水平 。

７ ．４ ．３ 通过社会实践课程的方式加强与高校的合作

在与高校的合作方面 ， 成都市现有政策提出 了在高校中开设老年护理专业课程 ，

将老年护理纳入招生教学计划并对中等职业学校养老服务专业的学生免收学费等政策 ，

此外现有政策还提出对于拥有社会部 口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入职成都市非营利

性养老机构从事老年服务于管理工作满Ｈ年的给予
一

次奖励补贴 。 从现有的政策来看 ，

它所提到的合作对象主要是高职院校中 的老年护理专业人员 ， 并没有充分地利用现有

的教学资源 。 养老机构对老年人的服务 内容包括基本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 、 精神慰藉

和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 。 于此 ， 成都市应该充分地发挥高校志愿者的功能和作用 ， 比

如在高校中开设老年工作社会实践课程 ， 让护理专业的 同学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照

料和康复护理的服务 ， 其它专业的 同学可 Ｗ根据 自 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为老年人提供

精神慰藉和文化娱乐等服务 。 学校可 Ｗ通过学生为老年人服务的次数和质量对学生的

课程成绩进行考核并将老年工作作为学生毕业的
一

个重要环节 ， 这对于解决养老护理

专业人才不足和缓解现有的养老压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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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４ ． ４
＂

积分义工卡
＂

激发居民积极性

养老问题不仅仅是老人个体及家属 的 问题 ， 也是整个社会的 问题 。 针对护理人员

的缺失 Ｗ及流动性 问题 ， 可 Ｗ通过吸引社会下岗人员 、 无业人员 Ｗ及志愿者 ， 采用 自

愿报名 的方式 ， 对报名 的志愿者进行上岗培训并组织他们为养老机构 中 的老人提供服

务 。 送种服务并不是无偿的 ， 除 了
一

定额度的经济补贴之外 ， 我们还可Ｗ通过 向服务

人员发放
＂

积分义工卡
＂

的形式 Ｗ达到在节省养老机构成本的 同 时更好地鼓励他们提

供养老服务的 目 的 。 所谓
＂

积分义王卡
＂

是指对上述提到的 自 愿报名在养老机构 中提

供养老服务的下 岗人员 、 无业人员 、 志愿者等发放的
一

种
＂

义工卡
＂

， 老年人和养老

机构按照
一

定的服务标准对义工所提供的养老服务进行考核与评估并对
＂

义工卡
＂

进

行积分 ， 这
一

积分在
＂

义工
＂

Ｗ后需要养老服务的时候可 Ｗ将 自 己的积分折合成现金

抵扣部分养老费用或者相应的养老服务 。 为 了保证志愿者的相应权益在若干时间后能

够享受到 ， 养老机构在与志愿者签订相关合同时应 由第Ｈ方权威机构进行担保 。 送种

做法
一

方面有利于解决养老护理人员不足的 问题 ， 另
一

方面对于节省政府开支 、 合理

利用资源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

７ ．５ 标准化建设机构养老基础设施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 ， 近几年成都市政府对养老机构建设的投入较大 ， 成都市 目前

养老机构和床位的数量已经满足了居 民的需求 ， 因此 ， 在数量上不需要再进行投入 ，

关键在于不断提升养老机构的质量 。 在基础建设这
一

点上 ， 政府应根据养老机构设置

标准 ， 努力建设标准的养老机构 ， 严格按照 《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 》 、 《养老化构设

立许可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设计建设符合老年人实际需要的养老机构 。

此外 ， 对于 国办和 国办民营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 政府可Ｗ通过项 目 申

报的形式来进行投入建设 。 例如择
一

城颐养居的供暖需要 ， 老年人 由于身体机能较差 ，

冬天需要通过供暖来保障其基本生活 。 根据初步估算 ， 投资需要大约 ６ ０ 万资金 ， 但是

由运营方 自 己进行投资 比较困难 ， 机构负责人建议 由该机构根据送
一

需求提交
一

份项

目 申请报告 ， 由政府或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评估 ， 通过后 ， 由政府拨款或通过招投标

方式来进行供暖设备的建设 。

７ ．６ 建立老年人意外责任保险

政府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设立老年人 （ ７０ 周岁 Ｗ上 ） 意外责任保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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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责任保险可 Ｗ分为意外医疗责任保险 ， 意外残疾责任保险 、 意外事故责任保险Ｈ

部分 。 针对保险费用 的缴纳 问题 ， Ｈ无老人的意外责任保险参保费用可Ｗ 由政府全额

承担 ， 其余老年人的意外责任保险参保费用 由政府 、 老人 、 养老服务提供方Ｈ方按照

合适的 比例共同负担 。 该保险针对老年群体 ， 如果老年人在养老机构接受养老服务的

过程中 出现意外情况 ， 在养老机构中 因意外事故导致老人伤残或者死亡的情况下 ， 保

险公司将依据保险合 同支付赔偿金 ， 有效地降低养老机构和老人的责任风险 ， 避免纠

纷 。 这种风险分担是为 了免去养老服务提供方的后顾之忧 。

７ ．７ 建立并完善养老服务监督与评估体系

７ ．７ ．１ 促使养老服务质量监督体系多元化发展

加强对养老服务的监督是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主要环节 ， 现有的监督方式主要是

由政府部 口对养老服务供给方的供给情况进行监督 ， 这种单
一

的监督方法使得服务供

给方服务质量的真实性有待验证 。 于此 ， 应该建立多元的养老服务监督体系 。 首先 ，

在服务供给方 内部 ， 上级部 口应该对机构各方面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并评价并 Ｗ此来

作为员工绩效考核的
一

部分 。 其次 ， 老年人可 Ｗ根据 自 己享受服务 的质量对服务供给

方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并评价 。 再次 ， 各服务供给方可 Ｗ按照
一

定 的标准对彼此养老

服务的提供质量进行监督 。 最后 ， 为 了使监督和评价更为合理 ， 可 Ｗ引入单独第Ｈ进

行评价 ， 诸如行业协会或者政府部 口 。 我们可 充分地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 通过行

业协会的力量对养老服务提供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估 ， 也可 Ｗ学习 台湾 、 美国 ， 成立专

口 的政府部 口对养老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与评价 ， 政府可 Ｗ将上述所有的监督和评估结

果换算成分数并进行排名 ， 对排名在前面的服务供给方给予相应的奖励 ， 从而激励其

更好地为养老提供服务 。

７ ．７ ．２ 促使老年人身体评估机制专业化发展

调研发现 ， 身体评估结果是 目 前养老机构决定老年人所需介护或介助等级的重要

依据 ， 不 同 的介护和介助等级的收费也不
一

样 。 针对老年人身体评估问题 ， 目 前各养

老服务供给方的评估方式存在不统
一

的情况 。 为 了规避这
一

现象可能导致的评估失真

与潜在风险问题 ， 首先需要
一

套完整的 Ｗ及科学的身体评估指标体系 ， 对此政府可 Ｗ

每年组织
一

到两次针对评估指标体系的座谈会 ， 邀请
一

些行业专家 、 医疗人员 、 养老

机构管理人员 、 护工等相关者就老年人身体评估指标体系展开讨论并形成
一

套完善的





西南交通大学硕±研究化学位论文


第 ４ ７ 页

老年人身体评估程序和操作流程 ， 这
一

结果可 Ｗ在短期时间 内作为
一

个地区老年人身

体评估的标准 。 此外 ， 针对引入第Ｈ方专业机构的评估 问题 ，

一

方面各地区可＾ 向
一

定的范 围 内具有
一

定资质条件的医疗机构发放老年人身体评估权限 ， 养老机构可Ｗ让

需要入住的老年人到附近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身体评估并获取评估报告 。 另
一

方

面也可 Ｗ借鉴上海市徐汇区 的经验 ， 通过社会组织竞标和政府购买 的方式 由专口 的社

会组织来开展此项工作 。 无论是 由 医疗机构还是 由社会组织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进行

评估 ， 他们的评估结果必须要是真实的并要被当地所有养老服务供给方所认可 。 为 了

保证评估工作的有效展开 ， 政府必须 由专 口 的部 口来负责老年人身体评估工作 。 该部

口需要组织有关专家对各评估机构 的评估员进行培训指导与培训考核 ， 考核合格的评

估员才有资格从事身体评估工作 。 此外 ， 该部 口还需要对第Ｓ方评估机构的身体评估

结果进行确定 ， Ｗ防止评估机构与养老机构 串通勾结 ， 确定之后的身体评估结果才具

有权威性 。

７ ．７ ．３ 促进养老机构信息透明化

养老机构信息透 明化对于促进养老行业的有序竞争 Ｗ及淘汰不合格的养老机构

有着重要 的作用 ， 此外它还有利于老年人选择适合 自 己的养老机构 。 对此 ， 应该 由专

口 的权威团队来对成都市养老机构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或公布 ， 它可 Ｗ是类似民政局 、

老龄委等政府部 口 ， 也可 Ｗ是受大家所信赖的行业协会 。 笔者认为这些信息应该包括

工作人员数量及资质 、 床位数量 、 入住率 、 服务项 目 、 收费标准 、 监督与评价结果排

名等 ， 这些信息需要每半年或者
一

年进行更新 。

７ ．８ 加大养老服务行业宣传 力度

７ ．８ ．１ 组织开展多元化体验活动

养老服务提供主体应该积极开展免费的形式新颖的 、 内容丰富的养老服务体验活

动 ， 引导鼓励老人参与到活动 中 ， 让老年人认识到养老服务带来的益处与乐趣 。 例如

对养老机构来说 ， 可Ｗ邀请老人免费入住养老机构
一

个月 ， 实地感受机构养老的服务 。

＂

实践期
＂

过后 ， 老人若感受不佳 ， 完全尊重老人意愿 ， 老人可 Ｗ 自 由离去 。 这种方

法不仅可Ｗ让更多 的老人了解机构养老 ， 而且还可Ｗ收集
＂

入住
＂

的老年人的想法与

意见 ， 对进
一

步提升养老服务有重要意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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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２ 拍摄典型养老机构宣传片

老人不愿入住养老院 ， 很大的原因就是对养老服务行业的认识不够 ， 理解有偏差 ，

没有
一

个正确的
＂

养老理念
＂

， 特别是很多媒体恣意夸大机构养老的负面消息 ， 没有

用
一

个正确的视角来看待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送更加误导了老人的想法 ， 这就需要政

府有所作为 。 如政府可Ｗ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提供主体 ， 通过拍

摄宣传片的方式 ， 积极还原养老机构的真实性 ， 推送正能量 。

７ ．８ ．３ 宣传养老行业
＂

典范
＂

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 ， 但由于待遇低 、 受歧视等原因 ， 养老

服务人员流失严重 ， 补充不足 。 对此 ， 政府和有关媒体机构 ， 要大力宣传养老护理员

职业的崇鳥性 ， 大力弘扬他们不怕苦 、 脏 、 累的工作精神 ， 选取在养老服务行业中 比

较典型的对象 ， 对其事迹进行报道 ， 树立典范 ， 此外 ， 在进行市 、 区优秀劳动人物的

评选中 ， 增加养老从业者的比例 ， 让更多的人了解养老从业者这个群体 ， 不断提高养

老服务从业人员 的化会地位 ， 让其得到与付出相匹配的社会社会认可度和支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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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 日趋严重 ， 其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 作为本文研究现场的

成都市来说 ， 其人 口老龄化问题比全国更为严重 ， 成都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对其它

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 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与养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 机构养老作为

正在逐步晒起的
一

种养老方式 ， 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所选择 。 成都市 目前机构养老发

展怎样 ？ 其供给能否与老年人的需求相匹配 ？ 其机构养老应该怎样去发展 ？ 这便是本

文研究的出发点 。

本文主要采用 了文献研究法 、 结构性访谈和座谈法、 实际调查法等方法对成都市

老年人机构养老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行了 问题总结 。 对比发现 ， 成都市

老年人机构养老存在的 问题主要包括 １ ； 老年人支付不起机构养老费用 。 ２ ； 机构养老

服务项 目单
一

， 精神慰藉服务很少提供。 ３ ： 机构养老类型单
一

， 缺乏高端养老机构与

民族特色养老机构 。 ４ ： 专业护理人才缺失 。 ５ ： 入住老人身体评估信息不对称 ， 缺乏

权威性 。 针对上述问题Ｗ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 在结合国 内外经验的基础之上 ， 笔者提

出 了完善养老政策 、 标准化建设机构养老基础设施 、 加快养老人才队伍建设 、 全方位

保障多元化养老服务提供 、 建立并完善养老服务监督与评估体系等策略 。

最后 ， 由于笔者 自 身科研能力有限 ， 本文存在
一

定的不足 。 首先 ， 样本的选择范

围还不够广 。 主要来源于民政局提供的资料和笔者 自 己的调查相结合。 其次 ， 在对养

老机构进行暗访时被识破
一

次 ， 因此所捜集到的信息有可能存在失真问题 。 最后 ， 由

于水平有限 ， 部分问题研究不够深入 。 笔者将在Ｗ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注意Ｗ上问题 ，

Ｗ期进步 。





西南交通大学硕±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 ５０ 页

致 谢

当我写到这
一

部分的时候 ， 其实代表 自 己的研究生生涯即将告
一

段落 ， 也 中难免

有伤感 。

关于 自 己的研究生生涯 ， 还有 自 己毕业论文的撥写 。 首先 ，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郭

红玲教授 。 首先 ， 很感谢她在当初双 向选择时选择了我 ， 她在我研究生生涯中教会我

的不只是研究与知识 ， 更多 的是做人的道理 。 郭老师在科研方面是
一

个相 当负责与严

谨的人 ， 平时也会让 自 己的学生参与到 自 己的课题研究中 ， 从课题研究中去学习更多

的知识 ， 事实证明送部分研究在毕业找工作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 此外 ， 在科研之外 ，

郭老师还是
一

个勤俭节约的人 。 每次都是骑着
一

辆较小较旧 的 自 行车到学校给我们授

课 ， 我觉得在当今的学校像这样朴实无华的老师 已经不多 了 。 在毕业论文 的写作过程

中 ，

一

次次修改 ，

一

次次谈话都让我深有感触 ， 谢谢您 ， 我敬爱的郭老师 。

其次 ，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 他们只是送个世界上
一

对普普通通的夫妻 ， 没有背景 ，

没有学历 ， 却靠 自 己的双手撑起了这整个家庭 。 对此 ， 作为儿子的我 ， 想借助这个机

会对 自 己的父母说
一

声 ：

＂

辛苦了
＂

。 未来的 日子儿子
一

定不会让您们失望的 。

再次 ， 我要感谢我的同学 ， 包括我的 同 口们 。 研究生的Ｈ年生涯中我的大部分时

间是与 自 己的 同 口
一

起度过的 ， 包括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 ， 还有跟我 同
一

届 的两位

同 口 。 每
一

位都是如此优秀 ， 每
一

位身上都有我学不完的优点 ， 大家要记住 ， 无论在

哪儿 ， 我们永远都是郭 ｆａｍ ｉ ｌｙ 中 的
一

员 。 此外 ， 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 ， 我们

班的 同学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 谢谢你们 。

最后 ， 我还想感谢调研期间我所接触到的人们 ， 包括市政府工作人员 、 养老机构

负责人Ｗ及所访谈的老人 。 在与每
一

个个体的接触中都能够得到不 同的收获 ， 祝你们

所有人都有
一

个好的身体 。

求学之路即将结束 ， 但是学习永不止步 。 Ｗ前是
＂

要
＂

， Ｗ后是
＂

给
＂

。 我 已经

准备好了迎接
一

切 ， 最后想对 自 己说 ， 学海无涯 ， 学习之路永不停歇 ， 你
一

定要坚持

下去 ， 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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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６ ］ 丁 煜，叶 文 振．城市老人对非家庭养老 方 式的态度及 其 影响 因素［ Ｊ ］ ．人口

学 

刊 ，２ ０
０
１， ０ ２ ：

１

２ － １７．

 ［ ３ ７］ 于 潇．公共机构养老发展 分析 ［ Ｊ ］ ．人口 学
刊 ， ２ ０

０
１ ， ０ ６： ８ － ３１．

 ［３ ８］潘 金 洪．江苏省机构养老床位总量不足和供需结构 失衡问题 分 析 ［ Ｊ ］．南 京人口管

理干部学院学 报

， ２ ０ １
０， ０ １ ： １ － ２ ０．

［ ３
９ ］唐利 平 ，风笑 天 ．

第

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分
析—

—兼论农村养老保

险的效用 ［ Ｊ ］ ． 人 口学刊 ，
２ ０ １ ０

，０ １ ： ３４ ４ ０ ．［

４０ ］ 刘建民． 广 西养老机构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Ｊ ］ ． 传 承， ２
０ １ ０ ，

０９ ： １ ６ ２－ ６ ３ ． ［４

１ ］ 陈
建 兰．空 巢 老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基于苏州的实 证研究［Ｊ ］ ． 人 口 与 发展，

２０ １

０ ，  ０
２：６ ７ － ７ ５  ［ ４２］

韦 云波 ． 贵阳市 城 乡 老年人养 老意愿及影响因素［Ｊ ］． 南京 人 口 管理干 部 学院学报 ，２０１

０ ，
 ０ ２ ：

４７－ ５ ０ ＋ ６ ． ［４ ３ ］焦亚

波
． 上 海 市 老 年 人 养 老 意 愿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 Ｊ ］ ． 中 国 老 年 学 杂  志 ， ２ ０ １０，

 １
９ ： ２ ８

１６－ ２ ８ １８ ．  ４ ４ ］ 王 玉环，

刘艳慧 ． 新疆石 河 子市失 能 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Ｊ］．中国老年  学 杂
志 ， ２０１０，

２２ 

：  ３ ３
５１
－ ３ ３ ５ ２．  ［ ５ ］ 董 红 亚．中

国 政府 养老服 务 发 展历程及经验启示［Ｊ］．人口与发 展， ２
０ １ ０ ，０ ５

： ８ ３ －
８７．  ［ ４ ６

］

狄 金 华，季

子 力 ， 钟涨宝． 村 落视野 下 的农民 机 构养老意愿 研究——基于鄂、川、赣
三

省抽样 调 查 的 实证分

析［Ｊ］．南方人口，２ ０ １ ４ ， ０１ ：
６
９ － ８ ０

．［ ４ ７ ］陶
涛

， 丛 聪．老

年 人 养 老 方式 选
择的 影 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

［Ｊ

］．人 口与经济，２０ １ ４ ，  ０３：

１５－２ ２
．  ［ ４

８］王 莉 莉 ． 国 城 市地区

机 构养 老服务 业 发 展分析［Ｊ］．人口学刊，２０１４ ，  ０ ４ ： ８３－ ９

２ ．  ［
４９］陈 长 香 ， 丽 娜 ．＂需

要
层次 理 论＂下 老 年人机 构养老意愿实

证

分析——以河北省为例［Ｊ］
．河

北联合大学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４， ０４：１６ － ２

１ ．  ［
５０］陈 景 亮 ． 国 机 构养老

服 务 发 展历程 ［ Ｊ ］．中国老年学杂志，２ ０ １ ４ ，  １３：３８０ ４
－３ ８ ０

６． ［ ５ １ ］ 张文
娟

，魏 蒙 ． 城市老

年 人 的 机构养 老 意愿 及 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西城区 为例［
Ｊ］

．人口与经济，２０

１ ４，  ０ ６ ： ２２－ ３

４ ．  ［
５２］ 陈 英 ． 探

析

国民 政府时

期 老 人 的 社会 保 障问题 ［Ｄ］．重庆师范大学，２ ０１ ０ ．  ［ ５３］蒋岳祥 ，

斯 雯 ． 老 年人对

社 会 照顾方式 偏 好的 影 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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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与经济 ，

２ ０ ０ ６
，０ ３ ： ８ １ ２ ．

［ ５４ ］ 姜夏烨 ． 家庭养老服务 网 ＶＳ 机构养老
—

—一种选择机 制上的 融 合 ［ Ｊ ］．西北人




口 ，２０
０６，  ０ ４： ８ － ４１．

 ［５５ ］ 赵婧．我国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预测及其发 展 思 考 ［Ｄ］． 浙

江 大 学 ， ２０１

０ ．   ［５６ ］ 左冬梅 ， 李树 茁 ， 宋璐．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 愿的影响 因 素 研 究 ［ Ｊ］．

人口 

 学 刊 ，
２
０ １ １ ， ０ ： ２ ４－３

１ ．   ［ ５ ７ ］ 姜向群 ， 丁志宏 ， 秦 艳艳 ． 影响我国养老 机 构 发展的多 因 素分 析 ［ Ｊ］．人

口 与

经   济
，
２０ １ １ ，

０

４ ：５８－ ６３＋

６ ９．   ［ ５ ８ ］ 王 洪 娜． 山 东 农村 老 人入 住 社 会 养 老 机 构 的 意 愿 与 需 求 分 析 ［Ｊ］

．
东

岳 论  
丛
，２ ０ １ １， ９ ： １ ６９－

１ ７ ３ ．   ［ ５ ９ ］ 夏 海 勇 ． 太 仓 农 村 老 人 养 老 状 况 及 意愿的 调 查 分 析 ［ Ｊ］．

市 场

与 人口 分
析 ， ２ ００ ，  ０１：

４ ０－ ５ ３．  ［６０ ］ 王方刃 ， 李金钹，陈上仕．福州市社会养老机构现状及 提供卫生服务

能 力 的 调 查 分 析［Ｊ ］
． 中国 卫

生资
源 ， ２ ０ ０ ３

，

 ０ ５ ：２１

７ － ２ １ ８．  ［６ １ ］黄 俊 辉，李放，赵光．农村社会
养老服务需求 评 估 — — 基于江苏１０５１

名农村老 人的   问 卷调查［Ｊ ］

． 中 国 农
村观察， ２ ０１

４

， ０ ４ ：２９

－ ４ １ ＋ ５１．  ［６ ２
］唐懿 芳 ，杨 洪 华，王秀华，师亚．老年人对养老机 构入住意愿及其影

响 因 素 的 研 究进展［Ｊ ］

． 解 放 军
护理杂 志 ， ２ ０

１

４， ２ ４ ：３７

－ ３ ９ ＋ ４３．  ［ ６ ３］聂 爱 霞，曹 峰，邵东珂．老年人 口养老居
住意愿影 响 因 素 研 究— —基于

２０１１年中国社 会 状 况 调 查 数据分析［ Ｊ
］ ． 中 国

行政管理 ， ２ ０ １ ， ０ ２：１

０ ３－ １ ０８．  ［６４ ］苏映宇 ．性别视角的城镇居民居
家养老方式选择研究——基于福

州 市 的
实 证分析［ Ｊ

］ ． 社 会
保障研 究 ， ２ ０

１

３，  ０６：

２ ７－ ３６．  ［ ６ ５］黄俊辉，李放．生活满意度与养老院
需求意愿的影响研究——江苏

农 村 老 年 人 的调 
查

［ Ｊ ］ ．
南方人 口 ， ２０

１

３ ， ０１：

２
８－

３８
．［６

６
］Ｊａｎｇ

Ｙ，Ｋ ｉｍＧ，Ｃｈｉｒｉ
ｂｏｇａＤ Ａ，ｅ ｔ  ａｌ．Ｗ ｉ 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ｕ ｓｅ

ａ
ｎｕｒ ｓｉｎｇｈｏｍｅ：Ａｓ

ｔｕｄｙｏ ｆＫｏｒｅａｎＡ ｍｅｒｉｃ
ａｎ

ｅ

ｌｄｅ ｒｓ［ Ｊ］．ＪＡｐｐ ｌ
Ｇ
ｅｒｏｎ

ｔｏ
ｌ，


２
０

０ ８，  ２
７

（ １ ） ：１

１
０－

１１
７ ．［６

７］
 Ｂｒ ａ

ｎ ｃ
ｈ ， Ｌ．Ｇ．，Ａ ．Ｍ．

Ｊｅｔ ｔｅ．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

ｖｅ  ｓｔｕｄ
ｙ

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
ｎａｍｏｎｇｔ

ｈ
ｅ

ａｇｅｄ［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
ｏｕｒ

ｎ ａ ｌｏｆｐｕ ｂｌ
ｉｃ Ｈ ｅａ

ｌｔ
ｈ，


１ ９

８
２ ，  ７ ２

（

１ ２ ）： １３７

３
－ １

３７
９．［ ６８ ］  Ｋ

ｒ

ａ ｕｓＡ．Ｓ．，Ｒ．Ａ．
Ｓ ｐａｓｏｆｆ， Ｅ

．Ｊ
．Ｂｅａ ｔｔｉ ｅ，ｅ ｔａ

ｌ． Ｅ ｌｄｅｒｌ ｙａｐｐｌｉ
ｃａｎｔｔｏｌｏｎ

ｇ－ｔｅ ｒｍｃ ａｒｅ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 ｒ ｃ
ｈａ
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 ｎｄ
ｓｔ ａ

ｔｅｏｆｍｉ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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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ｓＳｏ ｃ ｉｅｔｙ，

 １ ９７
６
，２

４
（
３

） ： １ １
７

－ １２ ５．

［
６９

］
ＭｃＣｏｙ

Ｊ ．Ｌ ．

，
Ｂ ． Ｅ．Ｅｄｗ ａ ｒｄ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ｏ

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
ｇａｇｅ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ｒ ｅ

ｃ
ｉ ｐｉｅｎ

ｔｓ 
［Ｊ］．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

ａ

ｒ ｅ ， 
１

９ ８
１
，


１ ９（９
）

：９ ０ ７－９

２
１．

［
７０ ］ Ｗ

ｏ
ｌ ｆ ， Ｒ．Ｓ．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 ｓｔｅｍｓ ｍｏｄｅ ｌｏｆ ｎｕｒｓ

ｉｎｇｈｏｍｅ ｕｓｅ．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ｓｅ
ａ

ｒ ｃｈ ，
１９

７ ８
，

１

３ （ ８） ：１ １１－

１
２ ７

．
［７１］Ｈａｒｒｉｎｇ

ｔ
ｏ ｎ  Ｃ，Ｊ．Ｈ ．Ｓｗａｎ．Ｔｈｅｉｍｐ ａｃｔｏｆｓｔａ ｔｅＭｅｄｉｃａ ｉ ｄｎｕ

ｒｓｉｎ
ｇｈ ｏ ｍｅ ｐ ｏｌｉｃｉｅ

ｓ ｏ 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 ｘ 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

ｅｓ［Ｊ］．Ｉｎ
ｑ ｕ ｉ ｒ

ｙ，
１

９
８

７
， ２ ４ （

８

） ： １５７

－
１７

２．
［７２ ］Ｊ ａｍｅｓ Ｄ．Ｒｅｓｃ ｈｏｖｓｋｙ． Ｔ ｈｅＲｏ ｌｅｓ ｏ ｆＭｅｄｉｃａｉｄ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Ｆ 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ｍａ ｎｄ

ｆｏｒ Ｎｕｒｓ
ｉｎｇＨｏｍｅ

ｃａ
ｒ
ｅ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 ｅ ｓＲｅｓ
ｅ

ａ ｒｃ ｈ
，
１ ９

９
８

，
 ３ ３ （

４

） ： ７ ８７－

８１３．Ｓｈ
ｅｒｒ ｙＡｎｎｅＣｈ

ａ
ｐｍａｎ ，ｅ ｔ  ａｌ．



Ｃｌｉ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ｄ，  ｃｏ

ｍ

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 ａｒｅｆ ｏｒ ｆｒａｉｌ
ｓ
ｅ
ｎ

ｉｏｒｓ［ Ｊ］．Ｈｅａｌｔ ｈ ａ ｎｄ

Ｓｏｃｉａ ｌＣａｒｅｉｎｔｈ ｅ Ｃｏ
ｍｍｕｎ ｉ ｔ ｙ， ２ ０ ０ ２．１１ 

（

３）  ：２

５
３ －

２６１．［７ ３］ Ｍａｎ ｕｅｌＥ
ｓ

ｋｉｌｄｓｅｎ，Ｔｈｏ ｍａｓＰ ｒｉｃ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ｈｏｍｅｃａｒｅｉ
ｎ  ｔ

ｈｅＵＳＡ［ｊ］．Ｇｅｒ ｉ ａｔ ｒＧ

ｅｒｏ
ｔ

ｏｌｉ
ｎ
ｔ

，
２
０

０ ９
，９ （１）

：
１－

６．
［７４］Ａｄｒｉａｎ  Ｔ ｕｒｒｅｌｌ ．

Ｎｕ
ｒｓｉｎ ｇ ｈｏｍｅｓ ：ａ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 ｖｅ  ｔｏ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 ｒｅｆ

ｏｒｏｌ ｄｅｒｐｅｏ

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ＵＫ． Ａｇｅ ａｎｄ Ａ
ｇｅｉ ｎ

ｇ，
 ２

０
０

１
， ３ ０

（ ３ ）：２

４
－３

２．［７５］ＳｈａｆｉｋＤ ｈ
ａｒａｍｓｉ，Ｋｈａ ｉｒｕｎ

Ｊｉｖａｎｉ， Ｃｈａ
ｒ

ｍａｉｎｅ ，ｅｔ ａ ｌ．ＯｒａｌＣ ａｒｅｆｏ ｒＦ ｒａｉｌ Ｅｌｄ

ｅｒｓ：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Ａｔｔ ｉ
ｔｕｄｅｓ，ａｎｄ Ｐｒａ ｃｔｉｃｅｓｏｆ

Ｌｏｎｇ－Ｔ ｅｒｍＣ ａｒｅ

Ｓ
ｔ
ａ

ｆｆ［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ｎ

ｔａｌＥｄｕｃａ
ｔｉ
ｏｎ，２

００
９ ，


７
３

（ ５ ） ：
５

８ １ － ５８８

．
［

７６］Ｐ ｈ ｙ ｌ ｌｉｓＭａｒｉｅ Ｊｅｓ
ｅｎ，ＦｒｅｄＦｒａｓ

ｅｒ，ＫａｎｗａｌＳｈａｎｋａｒｄ ａ
ｓ

ｓ，ｅｔ ａｌ．Ａｒｅｌ
ｏ

ｎｇ－ｔｅｒｍｃａｒ

ｅ ｒ 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ｒｅｆｆｅｒｅｄ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 ｔｅｌ
ｙｔｏ ｈ ｏ ｓｐｉｔ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

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
ｎｔｓ

［Ｊ］．ＣａｎＦａｍ Ｐｈ ｙｓｉ
ｃｉａ

ｎ，２
０
０

９
，

５
５ （ ５）

：

５ ００ －５０

５
．

［７
７］  Ｗ ｉｌｌ ｉａｍ

ｓ
 Ａ，Ｓｔｒａｋｅｒ


Ｊ
Ｋ ，Ａｐｐｌｅｂ ａ ｕｍＲ．Ｔｈ ｅＮｕ

ｒｓｉｎｇｈｏｍ ｅ

ｆｉｖｅ－ｓｔａｒ ｒａｔｉｎｇ：Ｈ ｏｗ  ｄｏ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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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１

成都市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巧谈提纲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年龄 ： Ｉ

性别 ： Ｉ

职务 ；

访谈内容

１ ； 你们机构养老的性质是什么 ？

２ ： 你们养老机构 目前的老人数量 、 床位数量是多少 ？

３ ： 你们的工作人员有多少 ？ 护工有多少 ？

４ ： 护工的来源 、 组成成分、 文化程度是怎么样的 ？ 持证上岗 的护工有多少 ？

５ ： 谈谈 目前你们养老机构的护工情况 （工资 、 待遇、 培训 ） 。

６ ： 你们养老机构为老人提供哪些服务 ？

７ ： 老人能够在你们的养老机构中看病吗 ？ 看病之后医疗费用能够报销吗 ？

８ ： 当老人发生重大疾病时 ， 你们的保障措施有哪些 ？

９ ： 你们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是怎样的 ？

１ ０ ： 目前政策规定的相关补贴和减免你们机构能够享用吗 ？ 如果不能 ， 是什么原因 ？

１ １ ： 你觉得在 目前养老机构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有哪些 ？ 你也中有没有相应的解

决措施 ？

１ ２ ； 你希望政府或者化会为机构养老的发展做
一

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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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２

成都市老年人巧谈提纲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年龄 ＝ Ｉ

性别 ：

访谈内容


１ ： 您来 自农村还是城市 ？

２ ： 您的最高学历是什么学历 ？

２ ： 您平均每月 的收入是多少 ？

３ ； 您家有几个孩子 ？

４ ； 目前您跟谁
一

起居住 ？

５ ： 您听说过机构养老和养老机构吗 ？

６ ： 如果让您入住养老机构 ， 您愿意吗 ？

７ ； 您觉得 目前成都市的养老机构怎么样 ？

８ ： 您的身体状况如何 ， 有慢性病吗 ？

９ ： 如果您入住养老机构 ， 您希望得到哪些服务 ？

１ ０ ： 如果您入住养老机构 ， 您最多愿意支付多少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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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３

机构养老服务调査问卷

问卷编码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人 ：

尊敬的先生／女± ：

您好 ！ 本次问卷调查为匿名形式 ， 调查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 ， 确保不会泄露您的个人隐私和资

料 ， 请放也作答 。 各题的回答没有对错之分 ， 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 在相应的选项上打Ｖ ， 您回答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 。



对您的號与合作 ， 致贼诚感谢 ！



本部分旨在了解您的基本信息 ， 我们会严格保密 ， 请在选项前的数字上打Ｖ或在横线上填写 。

１ ． 您的性别

（ １ ） 男 （ ２ ） 女

２ ． 您的户 口类型

（ １ ） 城镇户 口 （ ２ ） 农村户 口

３ ． 您的收入

（ １ ）１ ０００元Ｗ下 （ ２ ）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元 （ ３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元 （ ４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元 （ ５ ）４０００元Ｗ

上

４ ． 您的收入来源

（ １ ） 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 （ ２ ） 劳动收入 （ ３ ） 财产性收入

（ ４ ） 子女供养 （ ５ ） 狂会救助

５ ． 您的 日常支出项 （选出支出最多的前Ｈ项 ）

（ １ ） 生活开支 （ ２ ） 曰常支出 （ ３ ） 医疗开支 （ ４ ） 休闲娱乐

（ ５ ） 人情往来 （ ６ ） 孙贴父母 （ ７ ） 补贴子女

６ ． 您的居住情况

（ １ ） 在不同子你家轮流居住 （ ２ ） 住子女家 （ ３ ） 自 己住 ， 部分子女在附近

（ ４ ） 自 己化 子女不在附近 （ ５ ） 自 己住 ， 子女在附近

７ ． 您 目前生活主要照顾者

（ １ ） 请专人照料 （ ２ ） 粗区照料 （ ３ ） 子女照料 （ ４ ） 自我／配偶照料

８ ． 您愿意选择的养老模式 （按意愿强烈排序 ， 选出前Ｓ项 ）

（ １ ） 居家养老 （ ２ ） 钟点托老 （ ３ ） 社区养老

（ ４ ） 民办养老院 （ ５ ） 国办福利院 （ ６ ） 商业化养老公寓

乂 影响您选择机构养老的因素
 （按影响强烈排序 ， 选出前兰项 ）

（ １ ） 经济承受能力Ｕ ） 服务质量、 水平 （ ３ ） 交通便利程度 （ ４ ） 医疗方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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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环境优美度 （ ６ ） 文化娱乐设施 （ ７ ） 综合考虑

１０ ． 您认为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呈项养老机构类型
 （按需求强烈排序 ， 选出前兰项 ）

（ １ ） 综合性养老机构０ ） 医养结合型养老化构。 ） 颐养型养老机构

（ ４ ） 护理型养老机构 （ ５ ） 临终关怀型养老机构 （ ６ ） 社区养老机构

（ ７ ） 社区公用厕所 （ ８ ） 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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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学位期 间发表的论文

发表和 己录用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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