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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京市朝阳区老年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和影响 因素研宄

摘 要

受社会 、 经济 、 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 我国老年人 口 的养老需求也

在不断变化 。 养老模式的选择也从过去的单
一

家庭养老逐渐多元化 。

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 日益明显 。 机构养老也是老年人 口 的养老模式之

一

， 可 以在
一

定程度上减轻家庭养老的压力 ， 也能弥补家庭养老模式

的不足 。 运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 ， 对老年人 口个体因素 、 家庭因素 、 身

体因素等 因素进行 了实证分析 ， 分析 了影响北京市朝阳 区老年人 口

机构养老意愿的各个可能因素 ， 掌握老年人 口在养老方式选择上真是

的需要什么 ， 为加强构建机构养老服务体系 、 对政府部门 以及潜在的

养老机构开办主体提供
一

些决策上的参考 。

本文基于我国老龄化加快的背景趋势 ， 以北京市朝阳 区老年人 口

的养老意愿和相关影响因素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 剖析老龄

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 ， 基于福利多元理论 、 马斯洛的需求层

次理论等进行 了 阐述 ， 为本文的研宄提供 了理论上的支持 ， 分析了各

种因素对老年人 口机构养老和机构养老服务方面的意义 ， 在收集整理

了 国 内外研宄资料后进行 了认真的分析总结 。 使用 了文献分析法 、 问

卷调查法等方法 ， 对影响老年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的相关变量进行选取

并且提 出 了 相关分析和研究 ， 在写作期 间不断对 问卷进行修改和完

善 ， 描述 了数据样本特征 ， 阐述 了北京市朝阳 区机构养老服务现状与



摘要

老年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 ， 并对受访者的个体因素 、 家庭情况 、 退休保

障等数据进行 了实证分析 。 了解老年人 口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主要

原因 ， 和选择养老机构时的方式和需求等 。 提出 了关于个体 、 家庭 、

退休保障和养老机构 自 身和相关政策等 问题 。

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提出 了建议和对策 ， 在老年人 口 自 身方面应转

变养老观念 ， 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 家庭方面注重老年人的陪伴和疏导 。

在养老机构方面加强宣传力度 、 优化设施 、 提高养老服务行业的服务

质量 、 降低养老机构的收费 门槛 ， 并且提高相关服务人员 的职业水平 。

在政府方面完善现有政策 ， 并加强养老服务行业的监管力度 。

关键词 ： 机构养老意愿 ， 北京市朝阳 区 ， 老龄化 ， 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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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

截至截止到 ２０ １ ９ 年 ， 我国有 １ ８ ． １％的 ６０ 岁及 以上老龄人 口 ， 其总数高达 ２ ． ５４

亿 。 其中 ， 又有 １ ． ７６ 亿人 ６５ 岁及以上人 口 ， 占 比高达 １ ２ ．６％ ， 同 比上
一

年又增

长 了０ ． ７％ 。 有专家估计 ， ３ ０ 年后我国老龄人 口会突破 ４ ． ８ 亿人 ， 其 占 比将会达

到 ３４ ． １％
１

。 我国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末就 已经进入
“

老龄化社会
”

， 我国老龄化进

程非常快 ， 进入
“

老龄时代
”

已
“

迫在眉睫
”

。

我国政府
一

直把老龄人 口 的社会养老 问题当成头等大事 。

“

积极应对人 口老

龄化
”

的 口 号 由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首次出现 。 搭建赡养老龄人 口 、 孝

敬老龄人 口 、 尊重老龄人 口 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体系 。 人 口 的老龄问题是对社会环

境 、 经济发出 的挑战书 ， 同时是金融业发展的不可错失的机遇 。 高龄人 口是社会

发展的动力 ， 他们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高达六次直

接提及到有关于老龄化和养老服务工作的相关问题 。 在我国整体老龄人 口程度持

续加大 、 老龄人 口 总数持续增多前提之下 ， 老龄人 口 增多 的相关情况必须作为
一

项重大的社会民生大事进行关注 ， 作为
一

个全局性 、 战略性的 问题来解决 。

截至 ２０ １ ９ 年初期 ， 具有北京市户 口 的 ６０ 岁 以上老龄人总数高达 ３４９ ． １ 万人 ，

在拥有北京市户 口总数量的 ２ ５ ．４％ 。 这代表着每四个人北京市户 口 的人 口 中 ， 就

有
一

个是 ６０ 岁 以上的老龄人
２

。 朝阳 区在北京 占地总量最大 、 外来人 口和本地人

数量也最大 ， 其经济发展迅速 。 朝 阳 区 以总数 ４２ ． ８ 万人的 ６０ 岁 以上老龄人 口全

市十六 区 中数 目 最大 ， 老龄人 口 占 比为 ２２ ．２％ ， 屈居于海淀区之后 。

在老龄人 口 不断增大的背景下 ， 如何通过机构养老相关服务缓解压力 已经成

为我国养老的重要课题 。 本文试图通过实证探宄 ， 在 了解北京市朝阳 区老龄人对

养老机构的选择意愿和影响要素的基础上 ， 分析机构养老相关领域可能出现的情

况和不足支出 ， 提出有关养老机构相关政策完善的提议 ， 以便于更好的 引 导和完

善养老机构的发展 。

１

数据来源 ： 国家统计局局长就 ２ ０１ ９ 年全年国 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 问

２

市老龄办 、 市老龄协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 中 国公益研究院发布 《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
２ ０ １ ８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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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文献综述

１ ． ２ ． １ 国内研究综述

伴随着我国老龄人 口越来越多 的情况下 ， 学术界对于老龄人 口 养老 问题相关

的文献越来越多 。 想要更具体 了解老龄人 口机构养老的相关 问题 ， 从中 国知网 以

“

机构养老
”

相关问题来搜索 ， 统计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 １ ９ 年所有
“

机构养老
”

问题

相关文献 ， 年度的分布是 ２ ００９ 年 ９ ３ 篇 ，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６ ７ 篇 ，
２ ０ １ １ 年 ２ ３４ 篇 ， ２ ０ １ ２

年２ ７６篇 ，
２ ０ １ ３年３８６篇 ，

２ ０ １ ４年５ ５ ０篇 ， ２ ０ １ ５年６ ５６篇 ，
２ ０ １ ６年７ ３ １篇 ， ２ ０ １ ７

年 ７ ２０ 篇 ，
２ ０ １ ８ 年 ８０９ 篇 ， ２ ０ １ ９ 年 ６ １ ９ 篇 。 可见机构养老 问题 己经成为近几年

学术界所探寻的热点 问题 。

从主题分布研宄来看 ， 出现次数排序依次为养老机构 、 养老模式 、 居家养老 、

养老服务 、 社 区养老 、 养老服务机构 、 养老院 、 家庭养老 、 医养结合 、 机构养老

鼓舞 、 养老服务业等 。 学者们对机构养老研究范围较广 ， 但总体与养老机构服务

等主题相关性较大 。

１ ． ２丄 １ 养老机构的类型和运营模式划分

以承办主体为养老机构进行归类 ， 可 以分为公立 、 民办非企拥有 、 工商部 门

认证三种 ； 从具体运营模式来对我国养老机构来划分 ， 归类成公办公立 、 公办性

民立 、 民办民立三种 、 董红亚依据养老机构中所有制 的归属 ， 将将其划分成国

办 、 集体办或公办 、 民办 ， 并根据其不 同归属将其分成公益性或福利性 、 救助性

等 ； 此外 ， 也有学者按照养老机构工作的受用者和 内涵的不 同 ， 把它分成类 、 支

持类和维护类或生活护理类 、 康复护理类以及综合服务类
２

。 罗福周 、 韩言虎结

合实际情况和政府养老地产业的发展情况 ， 在老龄化和房地产企业转型的方面 ，

研究 了养老地产业的特殊性 ， 汲取 了 西方养老房地产经验教训 ， 阐述 了 当前发展

养老房地产之必要性 ， 提 出 了加强政府支持 、 优化规划设计 、 拓宽融资渠道 、 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等对策
３

。

１

盂兆敏 ， 李振 ． 养老机构分类标准及分类管理研 宂 Ｐ ］
．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８
，

０ ２ ０
（
００１

：
）

： ７ １
－

７８ ．

２

董红亚 ． 构建 以照护为重心的基本养老体系努力实现老有所养 Ｐ ］
． 西北人 口

，
２０ ０９

，

０３０
（
００３

）
： ８０ ８ ３ ．

３

罗福周
，

韩言虎 ． 我国养老地产发展研究⑴ ． 商业研宄
，
２０ １ ２

（
１０

）
１ ３ ８ １ ４２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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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 １ ． ２ 机构养老意愿的研宄

在我国 ， 养老机构需要和意愿的研宄已经取得 了
一

系列成果 。 蒋岳祥等通过

研宄 ２００４ 年 ｚ 省 ５ 个地方老龄人 口养老意愿调查的信息 ， １ ５ ００ 名受访老龄人中 ，

只有 ９ ．６９％比例的愿意选择养老机构＼左冬梅等通过对安徽某地的调查信息进行

分析 ， ２２％的老龄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２

。 刘 同 昌对 １ ９ ５９ 位青岛市老龄人的机构

养老数据的分析得出 ， 选择机构养老的老龄人 占 比达 １４ ．７％
３

。 黄俊辉等在江苏研

究得出结论 ， 家庭养老仍然是生活在农村的老龄人 口养老的主要选择方式 ， 但农

村老龄人中也有 ２ ２ ．２％的人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４

。

文献资料表明 ， 我国 内地老龄人机构养老意愿 占 比在 ７％到 ２ ２％之间 ， 总体仍

以家庭养老为主 。 各个地方老龄人 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情况有所差别 ， 农村与城市

老龄人机构养老选择情况也不尽相 同 。

１ ． ２丄 ３ 机构养老的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学术界在养老机构相关的文献有很多 ， 大体可 以区分 以下 内容 ： 个人状

况研宂 、 家庭环境影响研宄 、 社会因素相关研宄 、 养老意愿相关研宄 。 本文研宄

对象是北京市朝阳 区老龄人 口 ， 所 以暂不考虑社会因素 。

（ １ ） 个人状况研究 。

姜向群等通过对 ２ ００６ 年进行的城乡老龄人 口追踪调查信息进行相关分析 ，

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５

。 陈长香等分析显示 ， 我国 ６０ ．２％男性老龄

人接受在养老机构生活 。 这
一

结果受到中 国老年女性婚姻环境的影响 ， 女性在失

去配偶后更不愿意增加子女的负担
６

。 唐懿芳等的研宄发现 ， 老龄人年纪越小 ，

对养老机构的接受程度越高 。 这主要是因为老龄人年纪越小 ， 他们的精神需求不

会太高 ， 对家人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７

。 张文娟等通过对北京市部分老龄人 口信

息进行研宄 ， 发现老龄人年龄越小 ， 传统观念越若 ， 对养老机构的接受程度越高 。

此外 ， 年级较大的非残障老龄人 口对机构养老的接受程度也较差
８

。 几乎所有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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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 口 与经济
，

２００７
（
３

）
： ８

－

１ ２ ．

２

左冬梅
，
李树范

，

宋踉 中 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 因素研宄
［
Ｊ
］

． 人 口学刊
，

２０ １ １
（
０ １

）
２６

－

３３

３

刘 同 昌 ． 老年服务产业市场需求分析与开发 ［几 中共青岛 市委党校 ：青 岛行政学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０
（
０ １

）
：６２

－

６７ ．

４

黄俊辉 、 李放 、 赵光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 ：
江苏的数据 Ｐ ］

． 中 国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５

（
３ ２

）
： １ ２ ６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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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０００ （

００４
）

： ５８
－

６３
，

６９ ．

６

陈长香 ， 冯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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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２０ １ ４  （４ ） ：  １ ６ ２ １ ．

７

唐懿芳 ， 杨洪华 ，
王秀华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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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 １ ４ （ ２ ４ ） ： ３ ７ ３９ ．

８

张文娟 ， 魏蒙 ． 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 因素研究
一

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 ［ Ｊ ］ ． 人 口与经济 ，

２ ０ １ ４ （ ６期 ） ： ２ ２
－

３ ４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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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宄数据都表明 ， 文化学历相对较高 ， 对机构养老的接受程度较低 ， 文化学历更

低的时候 ， 相对可支配经济能力较差 ， 养老方式的选择相对较少 。

（ ２ ） 家庭环境因素 。

在这
一

部分 ， 居住的方式选择 、 孩子的数量 、 与家人之间 的关系等均会对机

构养老意愿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 拥有更多孩子的老龄人 口对养老机构的选择意

愿更高 ； 家庭关系较差的时候 ， 老龄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袁秀等总结 出独

自居住的老龄人 口 更希望去养老机构居住
２

。

（ ３ ） 养老机构需求相关研究 。

生活顾料 、 医疗与救助 、 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娱乐等方面是老年养老的主要

需求 。 吴翔华 、 霍晓宏认为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和养老 内容对老龄人机构养老的

选择也有 明显影响
３

。 另外对养老相关信息的 了解程度 ， 也会影响老龄人机构养

老的意愿 。

１ ． ２ ．１ ． ４ 机构养老发展 中 出现的 问题和相关对策的梳理研究

严浩认为我国 民办养老机构有 以下三个 问题 ：

一

是机构多但是资源不足 ， 规

模较小 ；

二是设施设备大多 比较落后 ， 三是服务内容过于单
一

简单 ； 四是服务人

员素质水平和能力较低 ； 最后是事业发展负担较重 ， 对此 ， 他提出应从舆论鼓励 、

政策扶持 、 规范管理三个方面入手
４

。 李军等在武汉对养老机构发展的情况进行

了研宄 ， 认为养老机构可 以进行分级管理 。 穆光宗在对我国养老机构工作方式研

究后发现 ， 其形式过于单
一

， 在医疗护理方面短板明 显 ， 导致
“

赡养 、 护理 、 救

助 、 输送
”

四个项 目 结合度不够高 。 伴随着越老越的高龄老人和残疾老人 ， 对专

业的医护人员 、 医疗服务室和医疗服务设施的配备便显得更是格外重要 ， 由于养

老院等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护理老龄人 ， 满足他们的基础需要 ， 不太会重视居住者

脆弱感受和孤独
５

。 辜胜阻等认为 ， 对于高收入老龄人 口来说 ， 往往还会要求更

多的服务项 目 ， 紧急医疗救治 、 其他业余活动 、 法务询查等中高端服务 ， 当前机

构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无法实现老龄人的相关需要
６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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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０ １ ０

，

０ ２ ６ （ ００２ ） ： ４ ７
－

５ ０
，
６ １ ，

２

袁秀 、 杨晖 、 王辉． 城市居 民养老意愿与养老模式研究
——

以石家庄市 、 邯郸市为例 ［ Ｊ ］ ． 经济论坛 ，

２ ０ １ ２
，

０ ０ ０ （ ００ ４ ） ：  １ ２ ６
－

１ ２８
，

１ ４６ ．

３

吴翔华 ， 霍晓宏 ． 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和需求研究
一

以南京 市为例 ［ Ｊ ］ ． 经营管理者 ，

２ ０ １ ６ （ １ ０ ） ：  １ １ ８ ．

４

严浩 ． 中 国 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趋势与展望
［
Ｊ

］
． 社会福利

，
２ ００４

．

５

穆光宗 ． 我 国机构养老发展的 困境与对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２ ０ ５ １
（
００２

）
： ３ １

－

３８ ．

６

辜胜阻
，
吴华君

，

曹冬梅 ． 构建科学合理养老服务体系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
〕

］
． 人 口研宄

，

２ ０ １ ７
（
０ １０ －

１ ６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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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莉建议加强和完善对民营养老机构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 保持并不断增加

目 前国家在税收 、 土地 、 补贴 、 水 电等方面的扶持力度 ， 适应时代发展 。 针对机

构养老中 出现的新问题 ， 如将医护支 出 、 医用支出纳入医疗保障的区 间 内等 ， 制

定相应的政策体系 、 辜胜阻等认为 ， 强化专业养老行业职员培养 ， 重视养老行

业职员 的培养计划 ， 增强专业护理任职人员和对 口职员 的培养
２

。

１ ． ２ ． ２ 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国家养老模式的构建各不相 同 ， 由于家庭养老的地位逐渐降低 ， 西

方先进国家养老法律法规开始丰富社会养老体系 ， 西方学者关于养老服务组织规

划的研宄也逐渐趋向于此方向 。 在相近的研究中 ， 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探讨养老

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的提高办法 以及如何提高养老机构 内容等方面的 内容 。

西方社会人 口 老龄趋势较早 、 更严重 ， 管理养老问题相关措施更全面 、 更系

统 。 西方学者早在 １９ ７０ 年到 １ ９９ ０ 年间对机构养老金需求进行 了分析 ， Ｎ ｉｎｇ
Ｊａｃｋｉｅ

Ｚｈａｎｇ 认为美国在 １９４０ 年 己经符合人 口老龄化的标准 ， 养老服务行业的框架建

设基本完成
３

。 根据文献 了解到 ， ２００４ 年 ４％的美国老龄人 口可 以接受机构养老 ，

年龄在 ８５ 岁 以上的 比例将为 １７％
４

。 在美国 ， 老年人喜欢独来独往的居住方式 ，

常常不与下
一

代生活在
一

起 ， 或者下
一

代 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提供照料 ， 所 以老龄

人
一

般都有多种养老方式可供选择
５

。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认为政府的政策和 国家干预对养

老服务行业的影响很大 ， 得出年纪 、 身体状态 、 护理办法等条件是影响养老服务

行业发展的原因 。 Ｂ ｒａｎｃｈ 研究 了老龄人 口财政 、 家庭 、 个人等条件对机构养老

意愿的干预 。 Ａｄｒｉａｎ Ｔｕｒｒｅ ｌ ｌ 发现 ， 社会对养老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的需要随着老

龄人 口越来越多而逐渐加大 ， 为满足 日 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 我国有关部 门有必要

组建
一

定数量的养老服务行业 。

Ｗｉ ｌ ｌ ｉａｍｓ 、 Ｓｔｒａｋｅｒ 等研宄发现 ， 伴随年纪逐渐变大 ， 人的身体状态越来越不

好 ， 各种条件也随之变差 ， 他们更加需要选择机构养老
６

。 ＧｕＤ ．Ｎ 认为性别 、 年

纪大小 、 婚姻情况和身体状态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因素 。 男性老龄人
’

口 、 身体情况较差的 、 年纪较大且单身的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更好
７

。 Ｓ ｉｍｏｎｓｏｎ

１

王莉莉 ． 中 国城市地区机构养老服务业发展分析 Ｐ ］
． 中 国 人 口学刊 ， ２０ １４ ，（ ３ ６ ） ，８３ ９ ２

 ［
５

］

２

辜胜阻 、 吴华君 、 曹冬梅 ．构建科学合理养老服务体系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
Ｊ

］
．人 口研宄 ， ２ ０１７ ， （ ４ １ ） ：３

－

１４

３

Ｚｈ ａｎｇ 
ＮＪ

， Ｇａｍｍｏｎ ｌｅ
ｙ 
Ｄ

 ， 
Ｐａｅｋ ＳＣ

 ，
ｅ ｔ ａ ｌ ． Ｆａｃ ｉ ｌ ｉ ｔｙ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ｆｆｉｎｇ ， 

ａｎｄ Ｐ ｓ
ｙ
ｃｈｏ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Ｃ ａｒｅ ｉｎ

Ｎｕｒｓ 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
Ｊ
］

． ｈｅａ ｌ ｔｈ ｃａ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ｖ
， 
２ ００８ ．

４

穆光宗 ． 美国社区养老模式借鉴
［
Ｊ

］
． 人民论坛

，

２０ 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１５

）
： ５２

－

５３ ．

５

李沛霖 ． 美 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中 国 的 启示
［
Ｊ

］
． 广东经济

，

２０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６
）
５０ ５２ ．

６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Ｗ

， Ｓ ｔｒａｋｅ ｒ ＪＫ
 ， Ｒｏｂｅｒｔ Ａ ． Ｔｈｅ Ｎｕｒｓ ｉｎ

ｇ 
Ｈｏｍｅ Ｆ ｉ ｖｅ Ｓ ｔａｒ Ｒａｔ ｉｎ

ｇ
： Ｈｏｗ Ｄｏｅ ｓ  Ｉ ｔ Ｃｏｍ

ｐ
ａｒｅ  ｔｏ Ｒｅ ｓ 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ｍ ｉ ｌ

ｙ 
Ｖｉｅｗ ｓ ｏｆ Ｃａｒｅ ？

［
Ｊ

］
． Ｔｈｅ Ｇ ｅｒｏｎ ｔｏ ｌ ｏｇ ｉ ｓｔ

 （
２

）
： ２ ．

７

Ｇｕ Ｄ
 ，
Ｄｕ

ｐ
ｒｅ Ｍ Ｅ

 ，Ｌ ｉ ｕ Ｇ ． Ｃｈ 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ｓ ｏｆ ｔｈ ｅ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ｉｚｅｄａｎ ｄ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

ｒｅ ｓ ｉ ｄ ｉ ｎｇ 
ｏ ｌｄｅ ｓ ｔ

－

ｏ ｌ ｄ ｉ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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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侧重从影响选择养老服务机构的条件来进行探究 ， 包含 了 老龄人 口 的基本情

况 、 身体状态和收入 ， 以及所在地的养老政策 、 社会体系等
＇

。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Ａ ．Ｖａｎ

Ｏｒｄｅｎ 等在
一

项对 ３ ７ ３ 位老龄人 口 的研宄显示 ， 在养老机构行业 ， 若是政府的支

撑强度足够大 ， 老龄人的体验和生活方式会有显著提升
２

。 ＩａｎＰｈｉ ｌ ｉｐ 认为 ， 趋于

个性化的照顾方式和更好的护理服务可 以受到老龄人的接受 。 相关服务行业要提

高护理质量 ， 改进制度模式 ， 提高服务职员 的水平 ， 可 以有效获得老年用户 的认

可 。 Ｍａｔｓ Ａ ．Ｂｅｒｇｍａｎ 等认为 ， 私有化的养老机构可以促进绩效提升和创新 ， 改变

服务理念 ， 加强人文建设和质量 ， 尤其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３

。

１ ． ２ ． ３ 文献述评

在对所有整理的资料文献进行总结可 以得出 ， 目 前国 内外相关机构养老文献

数量巨大 ， 成果颇丰 。 学者普遍采用收发调查 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 ， 然后进行研

宄 。 他们认为年纪 、 学历水平 、 收入情况 、 婚姻状态 、 自 理能力 、 儿女的关系 、

养老观念 、 配偶的存在 、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差异 、 家庭结构对老龄人 口机构养老

的选择有很大影响 。 我国 目 前养老服务存在着供需不均衡 、 服务水平急需加强等

诸多 困境 。 另外 ， 区域分析有的是 以某
一

地区为研宄地点 ， 部分是以某几个地区

为
一

区域来调查 ， 有局部调研数据 ， 也有全国性的代表数据 ， 但是对北京市朝阳

区的研究几乎为空 白 ， 这方面的研宄有待加强和深入 。

１ ． ３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１ ． ３ ． １ 研究框架

下面介绍 了基本的研宄路线 ， 见图 １丄

Ｃ ｈ ｉｎａ
［
Ｊ
］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Ｍ ｅｄ ｉｃ ｉｎ ｅ
， 
２００７

，
６４

（
４

）
： ８ ７ １

－

８ ８３ ．

１

Ｓ ｉｍｏｎ ｓｏ ｎ Ｗ
 ，Ｈａｎ Ｌ Ｆ

，Ｄａｖ ｉ ｄｓｏｎＨ Ｅ ．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 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 ｔ ａｎ ｄＯｕ ｔｃｏｍｅ ｓ  ｉ ｎＵ Ｓ Ｎ ｕ ｒｓ ｉ ｎ
ｇ 
Ｈ ｏｍｅ ｓ ： Ｒｅｓｕ ｌ 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 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Ｎｕ ｒｓ ｉ ｎｇ 
Ｈｏｍｅ Ｓ ｕ ｒｖｅｙ ［

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 ｒ ｉ ｃａｎＭ ｅｄ ｉｃａ ｌ Ｄ ｉ ｒｅｃ ｔｏ ｒｓ Ａｓｓｏｃ ｉ ａｔ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ｌ
）

： ４４ －４９ ．

２

ＯｒｄｅｎＫ Ａ Ｖ
， 
Ｗ ｉ ｔｔｅ ＴＫ

， Ｃｕｋｒｏｗ ｉｃｚ Ｋ Ｃ
， 
ｅ ｔ ａｌ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ｐｅ
ｒｓｏｎａ ｌ Ｔｈｅｏｒ

ｙ 
ｏｆ Ｓｕ ｉ ｃ ｉ ｄｅ

［
Ｊ

］

． ２０ １ １
， １ １ ７

（
２

）
： ５７５

－６００ ．

３

Ａ ｃｏｍ
ｐ
ａｒｉ 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ｅ  ｉｎ

ｐ
ｒ ｉ ｖａｔｅ ｎｕ ｒｓ ｉ ｎ

ｇ 
ｈｏｍｅ ｓ

， ｇｅ
ｒ ｉａｔｒｉ ｃ ａｎｄ

ｐ ｓｙｃ
ｈｏｇｅ

ｒ ｉ ａｔｒ ｉｃ ｈｏ ｓ
ｐ

ｉ ｔａ ｌ ｓ
［
Ｊ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 ｏｆ

ｇ
ｅｒｉ ａｔｒｉ ｃ

ｐ
ｓｙｃｈ ｉ ａｔｒｙ， １ ９９ １

， 
６

（
４

）
： ２ ５ ３

－

２ ５ ８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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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於 化 的矸 究背 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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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论文研究框架与结构图

１ ． ３ ． ２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对北京市朝阳 区 ６０ 岁 以上的老龄人 口为研究对象 ， 采用 实地问卷

调研的形式获取信息资料 ， 再将收集到的信息梳理整合 ， 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

通过研究方法总结 出 出北京市朝 阳 区老龄人口 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第
一

章主要基于老龄化的背景 ， 分析 了本文对老龄人机构养老和机构养老服

务方面的意义 ， 在搜索整理了 中外的研宄文献后进行 了认真的总结整理 ， 最后是

文章的研宄 目 的和意义以及本文的更新之处与需要提高的点 。

第二章主要是对机构养老意愿的相关概念的收集整理 、 理论概念和政策进行

查找整合 。 在概念部分界定 了老龄人 、 养老意愿 、 机构 养老 、 机构养 老意愿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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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 ； 在理论基础部分使用社会支 持理论 、 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和福利

多元理论作为本文的 。 在政策部分简 明 阐述 了我国和北京市现有的相关机构养老

政策和发展历程 。

第三章主要是意愿的研宄设计 。 首先介绍 了北京市 朝 阳 区老龄人和养老机

构整体现状 。 接下来介绍文章的研宄对象与数据来源 。 第三部分分别对机构养老

意愿和个体因素 、 家庭情况和退休保障之间 的关系进行分析 。 在本章的最后 ， 将

有关朝阳 区老龄人机构养老意愿进行了反向总结 。

第 四章总结 了通过调查问卷发现的 问题 ， 包括个体因素 、 家庭情况和退休保

障对于老龄人选择机构养老时的影响 出现的 问题 。 在最后对可能 出现的其他因素

也进行 了梳理和归纳 。

第五章是针对所发现的 问题提出建议 ： 老龄人 自 身方面必须逐渐摒弃落后养

老想法 ， 注重加强个人精神文明建设 ； 在家庭方面与家人共同提高养老亦是 ， 注

重家庭关系 ； 退休与保险方面重视平衡各种养老保险的条件 ； 养老机构方面加大

自 身宣传力度 。 加强设备更新 ， 重视照料质量 ， 降低收费 门檻 ， 提高从业人员专

业度 ； 政府方面落实现有政策 ， 加强行业监督 ， 加大投资力度 。

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部分 。

１ ．４ 研究方法

１ ． ４ ． １ 文献研究法

对国 内有关于机构养老的相关文献进行 了整理 ， 其中 ， 文献研宄部分主要通

过搜寻整理相关统计年鉴和法令政策性文件 ， 了解我国养老服务行业方面的相关

实际情况 、 朝阳 区老龄化基本概况 以及朝阳 区养老服务行业方面的基本概况 ， 分

析 了解 了现有文献的整体情况 。 在前人 己总结的文献基础之上 ， 对 自 己的成果查

缺补漏 ， 以丰富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相关 内容 。

１ ． ４ ． ２ 问卷调查法

作者在 ２０ １ ９ 年 ３ 月 到 ８ 月 间 ， 对朝阳 区 ６０ 岁 以上老龄人 口现场 问卷访 问 的

形式 。 在 问卷的制作上 ， 参考 了现有阶段其他学者的调查 问卷 ， 对作者的 问卷在

问卷指标和选项级别上进行完善 ， 从而使本 问卷更加完善 ， 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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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性 。 问卷题 目 为
“

关于北京市朝阳 区老龄人机构养老意愿的 问卷调查
”

。

本次实际发出
一

千份 问卷 ， 回收问卷八百八十份 。

１ ．４ ． ３ 实证研究法

本文使用 了实证研宄法 ， 通过对北京市朝阳 区的老龄人调查和访 问 ， 对朝阳

区部分养老机构进行考察 ， 在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得到 了最新得相关

信息 ， 将问卷调查和理论分析相结合 ， 使用 图表 、 文字解说等形式 ， 具体使用 了

描述性统计 ， 着重对子女数与养老机构意愿进行了 回 归分析 ， 归纳总结 出 中 国养

老服务行业的成长提供相应的贡献 。

１ ． ５ 研究 目的和意义

１ ． ５ ． １ 研究 目 的

在老龄人 口不断增大的背景下 ， 如何通过机构养老相关服务缓解压力 已经成

为我国养老的重要课题 。 家庭养老依然是中 国老龄人 口首要的养老选择 ， 但养老

服务行业越来越需要承担不可或缺的角色 。 本文将通过分析研宄朝 阳 区老龄人机

构养老意愿情况 ， 分析总结朝阳 区老龄人 口养老意愿特征 ， 结合养老服务行业现

状与 问题 ， 提出优化养老机构的具体措施与建议 。

１ ． ５ ． ２ 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 家庭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形式的改变 、 社会成员理念的改变

等多种要素开始对保守的家庭养老方式产生持续的冲击 。 然而 ， 由于计划生育政

策 、 现代城市进程加快和家庭 结构变小 ， 家庭养老的地位轻度变低 ， 养老院等

机构在养老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目 前朝阳 区机构养老的现状如何 ， 老龄人在

选择机构养老模式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 不同 因素如年纪选择存有不 同情

况 ， 这些都在本文 中有所论述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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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５ ． ２ ． １ 理论意义

在越来越严重老龄化形势下 ， 养老服务机构作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不可或

缺的
一

环和基本支撑 ， 其社会作用和价值越来越明显
１

。 我国的养老服务行业明

显还未做好迎接人 口 高龄趋势的准备
２

。 我国学者关于养老机构
一

类研究相 比 国

外较晚 ， 面临社会养老的不断地变化与政府不停更新的政策 ， 养老服务行业的发

展还有很多急需提高的方面 。 本文可 以作为补充我国老龄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研宄

文献 ， 尝试提出可行性建议与对策 ， 为我国建设健全养老机构政策提供参考 。

１ ． ５ ． ２ ． ２ 现实意义

以北京市朝阳 区老龄人机构养老意愿为起点 ， 使用 问卷调查方法 ， 分析研宄

朝阳 区老龄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各种条件 ， 并提 出优化机构养老的具体建议 ， 为有

效改善老龄人 口机构养老环境 、 引 导老龄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具有现实意义 。

１ ． ６ 本文创新与不足

１ ． ６ ． １ 创新之处

在研宄对象的选择上 ， 作者对已有的资料进行研宄时发现 ， 对北京市朝阳 区

老龄人机构养老意愿选择的资料 比较稀缺 。 朝阳 区作为全国老龄化最为严重的 区

县之
一

， 结合对其老龄化现状与特点的角度进行创新性研宄 ， 这对总结提高国 内

机构养老相关对策 ， 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

１ ． ６ ． ２ 不足之处

由于能力和精力不足 ， 样本数量较小 ， 可能不够准确的推测北京市朝阳 区全

部老龄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 此外对于关系到机构养老意愿的相关原因 ， 也未能够

做到全面提及 。

１

王黎
，

郭红艳
，

雷洋
，
等 ． 国 内外长期护理机构护理人力配置现状研究 Ｐ ］

． 中华护理杂志
，

２０ １４
，

０４ ９
（
００８

）
： ９ ８ １

－

９ ８ ５ ，

２

穆光宗 、 黄清香 、 王磊 ， 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时不我待 ［ Ｊ ］ ． 中 国社会工作 ２ ００９ ． ５ ． １ ５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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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概念与理论基础

２ ． １ 相关概念界定

２ ． １ ． １ 老年人

依据 《老龄人权益保障法 》 （ ２０ １ ５ 年修正 ） ２ 条指 出 ， 老龄人是指年满六十

岁 的公 民 ， 即 中华人民共和 国年龄达到六十岁 的公民、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 ０ １ ９ 年最新消息 ， 我国总人数有 １ ８ ．６％为 ６ ０ 岁及 以上 ， 高

达 ２ ．５ ３８８ 亿 。 其 中 ， 又有 １ ２ ．６％的 ６５ 岁及 以上人 口 ， 为 １ ． ７６０ ３ 亿 。 与 同 比上

一

年年的 １ ７ ．９％ ， 中 国 ６０ 岁及以上数量为 ２４９４９ ００００
；６５ 岁及以上人 口为 １ ．６６５８

亿 ， 占总人 口 的 １ １ ． ９％ 。 老龄化趋势 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２

。 受 １ 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６ １ 年

出生人 口减少的影响 ， ６０ 年前新出生人 口 的减少直接影响到 ２０ １９ 年至 ２０２ １ 年

老龄人 口 的增长 。 实证说明 ， ２０ １８ 年 ， 中 国 ６０ 岁 以上老龄人 口增加 ８５９ ００００ ，

２ ０ １９ 年 ， 中 国 ６０ 岁 以上老龄人 口仅增加 ４３９００００ ， 几乎是上
一

年的二分之
一

。

２０ １８ 年老龄化率较 ２０ １７ 年增长 ０ ． ６％ 。 与 ２０ １８ 年相 比 ， ２０ １９ 年仅增长 ０ ． ２％ ， 仅

为上年的三分之
一

。 但是在总老龄人 口 中 ， ２０ １ ９ 年 ６５ 周 岁及以上老龄人 口增长

９４５００００ ， 为 １ １ 年来最高 ， 比 ２ ０ １ ８ 年增加近 １ ２０００００ 。 了解中 国老龄人 口 的增

长趋势 ， 可 以更好地总结养老服务的相关工作 。

１

全国人大 内 司委 内务室
，

民政部政策法规司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读本
［
Ｍ

］
． 华龄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３ ． ．

２

国家统计局
［
２３ Ｒ／Ｏ Ｌ

］
． ２０ １９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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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画

： Ｉ■Ｉ■Ｉ？
２０ １ ８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 ６

■ 人 口 数￥ ０
－

１ ４ 岁人 ？ １ ５
，

６４ 岁人 口 数＿ ６５岁及以上人 口 数

图 ２ １２０ １ ６ ２０ １ ８ 人 口 年纪比例与抚养比 （单位 ： 人 ）

Ｆ ｉｇｕｒｅ３ －

１Ａ
ｇｅｒａｔ ｉｏａｎｄ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 ｉｏ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 ｉ ｎ２０ １ ６ －２０ １ ８
（
ｕｎ ｉ ｔ ：

ｐ
ｅ ｒｓｏｎ

）

２丄 ２ 养老意愿

它是居民对养老模式的个人态度和 自 身态度 ， 反映了人们对老龄人生活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意 向和具体要求地点城市居民养老意愿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被调查

者的主观意愿 ， 并结合我国城镇居 民养老意愿的现状进行的当前养老资源的供求

关系 ， 以便更好地满足研宄对象的基本需求 ， 从而便于政策方面对研宄对象的主

体需求的全面反映 。

老龄人 口养老意愿
一

般可 以直接反应为
“

愿意
”

以及
“

不愿意
”

。 养老意愿

会收到各种各样条件的干扰 。 首先对于养老主体 ， 也就是说 ， 养老是依靠 自 己 、

配偶 、 子女还是政府 ； 其次 ， 养老的地方是住在 自 己的家 、 子女的家 、 社区或者

养老机构 ； 最后 ， 养老基金的来源是考虑养老是使用 自 己多年的积蓄或者工作的

收入 、 儿女养老 、 养老保险 、 政府支出等方面根据上述方面 ， 学者们将养老意愿

执行了不 同的分析方式 ， 这构建成了他们调查的 内涵 。 从北京市朝阳 区养老机构

的实际需求 出发 ， 在选择养老机构养老模式的基础上 ， 分析 了养老机构养老意愿

与个人因素 、 家庭状况和养老保障的关系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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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 ３ 机构养老

养老院等市养老服务行业的
一

个大部分 ， 指通过国家经济投入 ， 为老龄人 口

提供机构照顾的方式 ， 并专 门为老龄人 。 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可以供应老龄人 口

更好的照料水准 ， 是养老院等的独特优势 。 养老机构能够成为独立的法人 ， 也能

够隶属于医院等单位 、 企业社会团体和组织 、 部 门和分支机构 ， 以及融合型政府

福利机构 。 他们可分为养老院 、 养老福利院和其他类型组织 。 入住登记之后 ， 所

有 日 常生活安排在有专业社工或护理人员 的养老院 。 在我国 ， 养老机构
一

般分为

四个属性 ； 民立 、 民立的非企业部门 、 企事业单位和公立养老机构
１

。

根据我国养老机构的管理部 门 ， 主要分为两类 ：卫生部 门主管如医院养老 ，

民政部门主管如公寓养老 ， 养老院 ， 养老院等 。 从经营者的方式来进行分类 ， 分

为公共养老机构 、 民营非企业养老机构和工商注册养老机构 。 按营利性质 的养老

机构分类 ：公立性 、 非公立性 。 按照建立养老机构的主体分类 ：事业单位、 个人公

共救助机构 、 个人事业单位 。 依据用户类型和方式分为 ：敬老院 、 老年公寓等
２

。

２１ ．４ 机构养老意愿

养老意愿是指人们对 自 己行为和思想的立场为老龄人提供 ，
其中包含之下方

面 ； 首先 ， 考虑提供养老的 问题 ，
也就是说 ， 老人是否有想过 自 己的未来提供养

老到 目 前为止 ； 第二 ， 思考养老的主体 ， 即养老是否取决于 自 身 、 社会或子女 ，

这是关于在独 自养老 、 政府供给养老和家庭养老模式中选择的思考 ； 这是对养老

模式的
一

种反思 ， 即 当家庭养老是与配偶 同住还是与子女 同住时 ， 是选择机构养

老还是家庭养老 。 在分析养老机构 中农村居民养老＃愿的村庄因素时 ， 狄金华等

人提出农村居民在选择养老服务方式总是考虑 以下 内容 ： 第
一

是是否想要入住养

老院 ；

二是对养老机构的看法 ， 以及养老机构对设施和服务的需求
３

。 需求是指

购买人依照给定的时间和售价可 以接受并力所能及买入的商品或服务的数 目 。 必

须指 出 ， 需求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需求 。 需求有两个组成部分 ，

一

个是买方具有购

买需求 ， 即他们有购买的欲望 ， 另
一

个是购买方承担得起支付的要求 。 都是必不

可少的 。 市场需求可 以说是在规定的时间里 ， 用规定 的售价 ， 在规定的销售方 内 ，

所有购买人都接受并可 以买入某种货物或服务的数 目 。 决定需要变化的主要因素

有购买者的喜好 、 购买者的经济条件 、 商 品或者服务的售价 、 代替物的售价 、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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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物品 的售价 、 其他因素的期望价格 。 自进入老龄人 口 比例增多 以来 ， 机构养老

己经是政府和人民共同关切的问题 。 子女无法照顾长辈 ， 独居老人的数量增加 ，

子女养老的力度减弱 ， 这迫使他们关注养老服务单位 。 因此 ， 有必要 了解朝阳 区

养老机构的需要状况 ， 以及养老服务单位能否应对不断增长的老龄人需要 。

２ ． ２ 理论基础

２ ． ２ ． １ 福利多元理论

罗斯认为 ， 福利应该由市场 、 家庭和 国家提供 。 福利的来源不是片面的 ， 总

福利是 由三个部 门给予的综合福利＼ 三部 门 的职能在
一

定程度上会导致失败 ，

但三部 门 的联合行动和互补能够取得 良好的效果 。 约翰逊在她的多元福利组合中

增加 了 资源单位 ， 增加 了 向现有 四个部门基于社会福利 的单位的数量
２

。 在社会

福利多单位结构下 ， 各项规章制度 、 资金筹集和福利基于 由不同单位协同工作 。

分化权利和鼓励参与是其趋势 。 福利 多元化广泛存在于外国社会制度和社会的福

利领域 ， 己经成为外国社会的主要支撑 。 此外 ， 在实践领域 ， 从
“

国家福利
”

向

“

多元福利
”

过渡也是西方国家社会政策变迁的大趋势 。 虽然社会政策的 出发点

和原因不同于西方国家 ， 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人 口老龄化等全球趋势的影响 ， 反

映变化的理论 ， 社会政策领域中 的福利多元化理论研究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

注 ， 许多有价值的研宄成果 。

在多部 门 的社会福利 、 监管结构下 ， 融资和提供福利 由部 门 ．权力下放参与

是实现社会多元化的途径福利多元化在西方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领域广泛存在 ，

已成为西方社会的理论主流保险单另外 ， 在实践领域 ， 从
“

国家福利
”

向
“

多元

福利
”

的转变也是西方社会政策变迁的大趋势 国家 。 尽管社会制度其出发点和原

因不 同于外国 ， 国 内社会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受到重视 ， 其中许多经典的研宂成果

经济全球化和老龄人 口增多对政策领域和福利多元理论的改变 ， 如全球趋势的影

响 ， 变化反映在理论和社会政策领域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研究 。

福利多元化理论可 以为养老制度的建设给予借鉴 。 养老机构从属性上讲是
一

种社会福利 。 根据该理论 ， 养老服务的供给应 由 国家 、 市场 、 家庭和非国家单位

共同提供 。 依靠单
一

的国家实体供应和工作是办事能力低下的 。 机构养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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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国家 、 社会 、 家人和非国家单位的共同努力 。 非政府单位和其他实体可 以参

与提供福利 ， 与 国家 、 企业
（
机构

）
和非正式部 门

（
家庭

）
共享福利 ， 增加大众的参

与 ， 提高整体事业服务的水平和态度 ， 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

２ ． ２ ． ２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 ， 是马斯洛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提出 的理论之
一

。 需求层次理论

的观点是 ， 如果
一

个人的所有需求在某
一

时刻都没有得到满足 ， 那么满足他的主

要需求是最迫切的 ， 其次是其他需求 。 马斯洛将其分为了五个层次 。

家庭养老可 以填充老年人 口对养老的最基本需求 ， 但 由于家庭成员忙于工作

和应对生活压力 ， 没有时间为老龄人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慰藉 ， 忽视

了老龄人的情感和尊重需求 。 然而 ， 机构养老关注的是 日 常生活照料和社会情感

交流 ， 这使得机构养老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优势 。 然而 ， 机构养老金也有其弊端 。

例如 ， 老龄人远离家庭 ， 不能充分感受到他们所爱的人的照顾 ， 仍然感到沮丧 。

根据该理论 ， 机构养老能够实现老龄人 口五个层次的需要 ：

一

是生理需求 。 养老

机构服务为老龄人给予舒适的衣食住行环境和方便的渠道 。 第二 ， 安全需求 。 服

务人员始终关注居住者的身体情况 ， 及时给予居住者就医渠道 。 第三是社会或情

感需求 。 老龄人居住于集体中 ， 享受着多人活动 ， 感受着群体带来的温暖 。 然后

是 ， 尊重需求 ， 在养老院里 ， 老人
一

定受到善待 、 宽容和尊敬 。 第五 ， 自我实现

愿望 。 许多老龄人可 以通过充分参与参加群体活动来实现 自 己的价值 。

生活照料 ， 顾名思义 ， 是指为老龄人 口给予衣食住行 、 交通运输必要条件 ，

来维持他们的基本活动 。 年龄越大的老龄人活动更加不变 ， 使得简单熟悉的基本

活动无法独立完成 ， 因此对生活被护理服务有相应的需要 。 医疗救治是为老龄人

口给予医疗卫生服务 ， 保证老龄人的身心健康 。 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 带来

了更大的身体负荷 ， 各种感官能力急剧下降 。 许多人患有慢性病 。 由于身体状况

的恶化 ， 老龄人 口 的精神状态也会受到干扰 ， 孤独 、 失落 、 担心等情绪都会发生 。

因此 ， 在保证老龄人医疗救治的基本条件的同时 ， 也要关注老龄人 口 的精神慰藉

需求 。 精神照料是为老龄人陪伴聊天 、 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方式 ， 给老龄人 口

解决心理负担 ， 从而提高其生活之外的质量 。 在生理需求方面 ， 在衰老阶段 ， 当

身体机能处于衰退期时 ， 会有更多 的健康风险 ， 需要他人给予更多的照顾 。 在保

障需求方面 ， 将有更多的青壮年人外 出打工 ， 这将使老龄人面临独居的局面 。 独

自
一

个人居住的老龄人 口经常会感到不安 、 焦虑和对其他方面的担忧 ， 这就为他

们的精神和心里状态造成了极大地隐患 。 在社会需求方面 ， 由于老龄人活动范 围

相对较小 ， 在其他方面进行情感疏通的能力基本不存在 。 在敬老需求方面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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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人工作能力的下降 ， 很多方面变得无力 ，

一

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将导致社会对

老龄人的认可度下降 。 就 自 我实现的需要而言 ， 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 ， 他们对 自

身价值观的认知比以前少 了很多 ， 获得更多参与活动的机会 ， 可 以有效地改善老

龄人 口个人认同感受降低等问题 。

了解老龄人多层次的需求 ， 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 ， 促进机构养老需求的实现 ，

是本文的 目 的之
一

。

２ ．２ ． ３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最早提出于 １ ９７０ 年 ， 研宄疾病与社会的关系 。 它主要是社会

主体对社会弱势群落的帮助 。 目前 ， 学术界 尚未形成统
一

的社会支持定义 。 有学

者认为 ， 社会支持是在遭遇危险的时候 自 己可 以接受到来 自 于他们的帮助 ， 可能

来 自 其他
一

个人 、

一

个集体或者国家、 邱海雄等人认为 ， 认为社会支持结构 已

逐渐从改革前 国家提供的资源的单
一

化结构 向单位向个人提供的资源的单
一

化

结构转变 ， 向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支持的多元化结构转变
２

。

通过专业化 ， 标准化 ， 标准化和专业服务 ， 老龄人在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

它反映 了亲属关系 、 福利 、 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老人 ， 这不仅适合老龄人的选择 ，

而且选择的模式 。 近年来 ， 我国学术界不断加强对机构养老等政策的探宄 ，

一

些

学者开始将社会支持理论引入到机构养老的探究中 。 陈立新认为 ， 社会支持对老

龄人的心理状况有重要的积极地
一

方面
３

。 穆光宗指 出 ， 对老龄人 口制度支撑 、

家庭支撑和社会支撑应该是
“

三结合
” ４

。 目 前 ， 我国养老院等机构数量和水平

质量不能达到老龄人 口 的预期要求 。 民营养老机构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 、 准入和

资源 、 社会竞争力 、 服务和社会风险抵御能力 。

社会弱势人群是社会支持主要对象之
一

， 老龄人为典型的社会弱势人群 。 根

据该理论 ， 老龄人 口是社会支持的对象 。 仔细分析现有的研宄 ， 许多学者运用社

会支持理论对养老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 但大多集中在养老机构 、 家庭和社区的社

会支持 以及养老服务的供给方面 ， 而养老机构的社会支持明显不足 。 从服务的提

供方来分析 ， 养老机构是被政府社会鼓励的单位 。 老龄人生活在养老机构 ， 可 以

获得专业护士提供的生活护理服务和情感支持 ， 以及同龄人的情感交流和子女的

探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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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３ 机构养老相关政策回顾

本文搜集整理 了７ 年 内主要相关通知 、 办法 、 意见 、 方案四个类型 。 包括中

央级和省市级 。

１ ９９６ 年颁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龄人权益保障法 》 是最早的关于养老机

构的法令发条 。 在第五条中规定
“

政府建设和修缮以家庭为基础 、 社区做支撑 、

机构为辅助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 首次提出 了 具有支持作用 的养老机构 。 其中

第 ４１ 条和第 ４７ 条涉及单位对养老机构监督和管理的相关规定 。 国家在 ２ ００９ 年 、

２０１ ２ 年 、 ２０ １ 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相继修订 了 四次 ， 是鼓励 、 规范养老机构发展的基

本法律法规 。 我国 目 前只有该法规针对养老机构的管制 。 其他大多是规章与行业

标准 。 暴露 出我国机构养老的法令规制发展时间短的劣势 ， 并且 ， 有关养老法令

也有待增强 。

机构养老的规章都是原子与法规和政策 。 以 民政部为主导的部委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先后颁发了十余个部 门规章 。 在 ２０ １３ 年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 对

工作 内容 、 内部办理方法 、 监督制度和法令归责分别做出 了规定 。 ２０１７ 年颁发

的标准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 列 出 了生活照顾方面 、 护理工作方面 、 医

疗救治方面和康复保健服务等 １６ 项工作 内容 ， 并在工作 内 容制定和评价方向做

出 了详细规定 。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 的颁发标志着我国机构养老进入了规范化

的管理阶段 。

我国 由于各城市发展速度 、 经济水平和老龄化程度有很大差异 ， 所以地方性

的法律规章也大不相 同 。 北京市是我国 的政治 中心 ， 也是老龄化十分严重的城市 ，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对较早 ， 但机构养老的准入政策仍不健全 ， 针对入住养

老机构的权益保障措施不够完整 ， 对养老机构服务职员 审核标准不够严格 ， 养老

机构 的服务 内容不够明确 。 此外监督管理亦是亟待解决的重中之重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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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北京市朝阳区老年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设计

３ ． １ 北京市朝阳区老年人 口及养老机构现状

３ １ ． １ 北京市朝阳区老龄人 口现状

调查研宄朝阳 区养老机构现有的基本状况 ， 应该先对朝阳 区老龄人 口 的大体

状况进行调查 了解 ， 此基础之上 ， 更能保障本文的实证性与科学性 。

朝阳 区 占地大小 ４７ ０ ． ８ 平方千米 ， 是北京市最大的区 ， 有 ２３ 个街道办和 ２０

乡镇 。 朝阳 区常住居 民数量为 ３６０ ５００００ 人 ， 北京户 口 人数 ２ １ １ ６９０００ 人 ， 人 口

密度为 ７９２３ 人／公里 。其 中朝阳 区 ， 常住居 民 １ ５７ ９０００ 人 ， 城市居住人 口６０１００００

人 。 男女性别 比达到 １ ． ０６０９

１

。约 ４ ３ １ ００００ 人 ６０ 岁 以上老龄人 ， 女性总数为 ２２ ６００００

万人 ， 男性总数为 ２ ０ ７ １ ０００ 万人 。 朝阳 区 的老龄化状况在全市最为严峻 。 朝阳 区

６０ 岁 以上老龄人的抚养 比是 ３ ６ ．８％ ， ６５ 岁 以上老龄人抚养 比是 ２ ３ ．７％ 。 １ ６ 个 区

县 中 ， 纯老年家庭人 口数量朝阳 区 以 ８ ５０００ 万居于首位 。 由于老龄人 口逐渐增 多

和相关人群政策的影响 ， 北京市现在正面临 巨大的 国家养老重担 。

３１ ． ２ 北京市朝阳区养老机构现状

老龄人选择机构养老本身就是福利多元理论的延伸 ， 而我国养老机构 由于各

方面的原因发展相对滞后 。 国家国务院在 ２ ０ １ ８ 年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 这意

味着政府可能正有意 引 导养老行业向市场化的方向进行 。 北京市养老机构总数 目

在近年来有 了 大量的增长 ， 这似乎是政府的政策鼓舞作用 。 然而 ２０ １ ９ 年初养老

机构真实入住总数量仅为 ９ １ ３００ ， 相 比去年 同时间增加 １ ８４ １ 人 ， 同 比増长 ２ ．０６％ ，

整体入住率为 ６０ ．５％ 。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入住人数和入住率虽然创下新高 ， 但是

在短期 内 的机构空置率非常高 。

朝阳 区注册备案的养老机构共有 ４４ 所 ， 铺位数达到 １ ．５ 万余 ， 每百名老龄人

应该拥有铺位约为 ３ ．５

２

。 从收费标准来看 ， 各个标准都有 ， 收费标准从每月 四五

１

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
［
２ ３ Ｒ／Ｏ Ｌ

］
． ２ ０ １０ 年

２

徐晓玲 ． 北京市养老机构现况调查及对策研宄
［
Ｄ

】
． 吉林大学

，

２ ０ １ ２ ．页码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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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至七八百的较低价格到每 月
一

千至三千的高 昂价格 （根据老人需照顾程度不

同 ， 收费有所差异 ） 。 有多家养老机构表示已无法接受入住业务 。 老龄人进入 自

己希望的养老机构需要排队 ， 部分甚至需要三年时间 。

在笔者调研的几家养老机构中 ， 发现大部分床位在三百张 以上的大型养老机

构的布局设施较为合理 ， 功能完善 。 附近设施足 以满足居住者的正常要求 ， 并且

绿化做的好 。 养老机构地理位置好 ， 交通发达 ， 方面 了居住者的外 出 、 购物给予

了足够保障 。 但对 ３０ 位养老服务单位的工作职员进行访问时发现 ， 工作职员 的

整体年龄都比较大 ， 并且大部分没有进行过培训 ， 这导致了部分养老机构提供服

务的效果不够理想 ， 老年护理及照护的基础知识 以及常见疾病护理方法培训等基

础服务事项成为服务人员所忽视的重点 内 容 。

３ ． ２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宄对象是在朝阳 区居住并且年龄在 ６０ 岁 以上的老龄人群 。 分析考

察 了现有养老机构的基本状况 ， 选择 了北京市 ６０ 岁 以上老龄人 口 总数量最多 、

老龄人 口 占 比排名第二的朝阳 区 。 通过现场 问卷调研的方法 ， 本次实际发 出
一

千

份 问卷 ， 回收问卷八百八十份 ， 有效回收率达到 了８８％ ， 符合社会问卷调查的标

准要求 。

问卷
一

共包括以下 四个部分 ：

第
一

部分是机构养 老意愿和个体因素的关系研究 。 在这
一

部分 ， 将个体因

素又分成 了性别因素 、 年龄大小因素 、 身体状况因素 、 健康状况因素和居住类型

几个方面 ， 分别探宄 了这几个因素与机构养老意愿之间的关系 ； 第二部分是机构

养老意愿与家庭情况关系分析 ， 包括婚姻状态和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 子女数和

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 孩子去年总收入和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 第三部分是机构

养老意愿和退休保障的关系分析 ， 包括是否办理 了退休手续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

系 、 是否参加政府 机关 、 事业 单位或是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跟机构养老意愿

的关系 、 否有资格参加 以下新农保 、 城居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跟机构养老意愿

的关系 、 是否购买过人寿保险和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 第四部分从朝阳 区不愿意

选择的主要原因 、 选择养老机构时需要满足的需求和选择机构养老时可接受的费

用入手 ， 从其他外部因素探究跟老龄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

３ ． ３ 机构养老意愿与个体 因素的关系分析

表 ３
－

１ 机构养老意愿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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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 ｌ ｅ３
－

１Ｉｎ 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
ｎ 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养老意愿


Ａ？


百分 比


愿意 ４７ ５ ． ３％

不愿意


８ ３ ３


９４ ．７％


在本次调查 问卷中 ， 选择愿意机构养老的数量为 ４ ７ 人 ， 是总人数的 ５ ．３％ ，

不愿意选择的为 ８ ３ ３ 人 ， 占总数的 ９４ ．７％ 。 北京市朝阳 区老龄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

较低 ， 对机构养老方式的认可度非常低 。

在这
一

部分介绍 了机构养老意愿与个体因素之间关系 ， 个体 因素包含性别

与其意愿的关系 、 年龄与其意愿的关系 、 身体情况与机构与其意愿的关系 、 健康

状况与其意愿的关系 以及居住类型与其意愿的关系 。

从 ８８０ 位参与调查的北京市朝阳 区老龄人 口数据来看 ， 共有 ５ １４ 位男性 ， ３６６

位女性 ， 男女数量 比并不大 ， 分别为 ５８ ．４％和 ４ １ ． ６％ 。 男性数量稍微多于女性 。 具

体 内容见表 ３ ．３

表 ３
－

２ 性别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ｅ３
－２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ｎ
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变量类别人数意愿百分 比



愿意


不愿意


性别男 ５ １ ４３０ ４８４ ５８ ． ４％

＾
３６６


１ ７



３４９


４ １ ． ６％

从数据分析来看 ， 性别和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不大 。 男女比例差距不大 ， 男

性因处理家务的能力普遍弱于女性 ， 因此可能会 比男性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但

另外
一

方向考虑 ， 男性比女性社交以及适应能力更强 ， 造成 了 男性老龄人对机构

养老的接受能力更强 。 因此 ， 性别因素与老龄人 口意愿影响不大 。

在 ８８０ 位受访者当 中 ， ６０
－

７０ 岁 的老龄人数 目 最大 ， 为 ４８２ 人 ， 占总体数据

的 ５４ ． ８％ ， ９０ 岁 以上的老龄人 口数 目 最大小 ， 只有 １ ５ 人 ， 为总体数据的 １ ． ７％ 。

７ １
－

８０ 岁 的老龄人 口为 ２ ６６ 人 ， 占总体数据的 ３０ ． ２％ 。 通过数据研究发现 ， 中 国

老龄人老化程度十分严峻 、 老龄人增长趋势迅猛 。

表 ３
－

３ 年龄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ｅ３
－

３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ｇｅ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变量类别总人数意愿百分 比

愿意 不愿意

年龄 ６０
－

７ ０岁４８ ２ ２ ２４６０５４ ． ８％

７ 卜 ８０岁２ ６６ １ ７２４９３０ ． ２％



８ 卜９ ０岁 １ １ ７



７ １ １ ０ １ ３ ． ３％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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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岁 以上 １ ５ １ １ ４


Ｌ ７％


从数据分析来看年龄较大的老龄人 口更愿意选择养老院等进行养老 ， 可能是

因为年龄较大的老龄人 口 身体机能衰退较为严重 ， 并且逐渐丧失 了 自我照顾 自 我

的能力 ， 于是需要人照料的意愿更强 ， 他们认为养老机构可 以提供更方便的照料 。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加 ， 需要别人照料的时间与机会也会增加 ， 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的人数也随之增加 。

８８０ 位受访老龄人 口 当 中 ， 有 ３７５ 人认为 自 己的身体情况
一

般 ， 总数最多 ，

为总体数据 ４２ ． ６％ ， 有 ２０９ 人认为 自 己的身体状况非常不错 ， 是总体数据的 ２３ ． ８％ ，

有 ４７ 人认为 自 己的身体差 ， 占总体数据 的 ５ ．３％ 。 有 ２４２ 人认为个人身体情况好 ，

是总体数据的 ２７ ． ５％ ， 可见朝 阳 区老龄人 口整体身体情况不错 。

表 ３
－

４ 身体情况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 ｅ３
－４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
ｈ
ｙ ｓ ｉ ｃａ ｌｃｏｎｄ ｉ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 ｏｎ

变量类别总人数意愿百分比



愿意不愿意


身体情况非常好 ２０９２０ １ ８９２ ３ ． ８％

好 ２ ４２ １ １ ２ ３ １２ ７ ． ５％

一

般 ３ ７ ５ １ ５３ ６ ０４２ ． ６％



＾


４ ７ １



４６５ ．３％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 身体状况选择非常好的老龄人 Ｕ去养老院等进行养老的

需求更高 。 身体状态好 ， 独立生活的能力越强 ， 不会给孩子带来额外的负担 ， 所

以这部分人选择的理 由是这些老龄人 口 能在养老院等机构 中 自 己照顾 自 己的能

力很强 ， 选择机构养老的方式只为 了 能够丰富原来较为单
一

的生活 、 享受机构养

老提供的基础服务 。 身体状况好的老龄人 口 总是会对生活产生更正面乐观的态

度 ， 更勇于尝试机构养老 。 由此可 以得出 ， 身体状态更好的老龄人 口对养老院等

机构的接受率越高 。

过去
一

个月 里 ， 仅仅 ３ ５ 位老龄人 口 去医院或者进行 了上门治疗 ， 是总体数

据的 ４％ 。 在过去 １ 个月 内存在生病记录的老龄人 口有 １ ６８ 位 ， 占总体数据的

１ ９ ．１％ ， 还有 ７ １ ２ 人在过去
一

个月 没生过病 ， 占总体数据的 ８ ０ ．９％ 。 说明朝阳 区

老龄人 口前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或接受上 门治疗的意愿不够明显 。

表 ３ ． ５ 健康状况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 ｅ３
－

５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变量类别 总人数意愿百分 比



愿意不愿意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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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一

个月 里 ， 您是否去医疗机 是３ ５４３ １４ ． ０％

构看过 门 诊或者接受过上 门 医

＋ 否８４ ５４ ３８０２９６ ． ０％

疗服务


您在过去
一

个月 内生过病是 １ ６８９ １ ５９ １ ９ ． １ ％

否７ １ ２３８６ ７ ４８ ０ ． ９％

在将数据整理的时候发现 ， 之前的 １ 个月 时间 中 ， 去医院等单位进行治疗或

接受上 门治疗的老龄人 口选择机构进行养老的意愿更高 ， 笔者认为是这部分老龄

人 口对相关机构信赖感更好 ， 对养老政策的 了解程度更好 ， 可能更愿意选择机构

养老 。

８８０ 位受访老龄人 口 当中 ， 有 ８６７ 位居住类型为家庭住宅 ， 占总体数据的

９８ ． ５％ ， 有 ３ 人居住类型为养老机构 。 可见家庭养老在养老方式 中
一

直 占有不可

撼动的地位 。在仅有的选择机构的 ３ 位老龄人 口 中 ， 均不想在养老院中进行居住 ，

可见我国老龄人 口 对机构养老的满意度差 。

表 ３
－

６ 居住类型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 ｅ ３
－

６Ｔｈｅ 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ｉａ ｌ ｔｙｐｅａｎｄ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变量类别总人数意愿百分 比



愿意不愿意


居住类型家庭住宅 ８ ６ ７４５８２２９８ ． ５％

养老机构 ３０３０ ． ３％



１ ０２



８


１ ．１％

３ ． ３ 机构养老意愿与家庭情况的关系分析

在第二部分 ， 研宄分析 了机构养老意愿与家庭情况的关系 ， 其中家庭关系包

括婚姻状态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 、 子女数与其意愿的关系 、 孩子去年总收入与

其意愿的关系 。

在 ８８０ 位受访老龄人 口 当 中 ， 已婚且和配偶
一

同居住的老龄人 口数量最高 ，

为 ５９６ 人 ， 占总体数据的 ６ ７ ．７％ ， 从未结婚和同居的人数最少 ， 分别为 ４ 人和 ２

人 ， 占总体数据的 ０ ． ５％和 ０ ． ２％ 。

表 ３
－

７ 婚姻状态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 ｅ ３ －７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ｒｉ 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变量类别人数意愿百分 比


愿意不愿意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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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态己婚与配偶
一

同居住５９ ６３ ５５ ６ １６７ ． ７％

因工作等原因暂时独居４６３４ ３５ ． ２％

分居 ４０４０ ． ５％

离异 １ ００ １ ０ １ ．１％

丧偶 ２ １ ８９２０９２４ ． ８％

从未结婚 ４０４０ ． ５％



２


０


２



０ ． ２％

大部分老龄人 口都拥有
一

个 以上的孩子 ， 人数高达 ８０ １ 人 ， 有 ２６ ５ 人有 ２

个孩子 ， 占总体数据的 ３０ ． １％ ， 有 ２２３ 人有 ３ 个孩子 ， 占总体数据的 ２５ ． ３％ 。

子女数和机构 养老意愿 （愿意 １ ， 不愿意 ２ ） ， 相关系数 －

０ ． ００４９ 为负 ， 说明

自 变量
“

子女数
”

越大应变量
“

机构养老意愿
”

取值越小 ， 即愿意选择养老院等

进行养老 ， 但系数绝对值较小 ， 说明子女数和机构养老的关系很微弱 。

表 ３
－

８ 子女数与 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ｅ３
－

７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ａｎｄ ｉ 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ｉ ｏｎａ ｌ

ｐｅｎ ｓ ｉｏｎ ｉ ｎ ｔｅｎｔ ｉ ｏｎ

变量类别人数意愿百分比



愿意不愿意


子女数 ０ 或 １ 个 ７９３７６９ ． ０

２个 ２６ ５ １ ０２ ５ ５３０ ．１

３个 ２２ ３ １ ６２０７２５ ． ３

４个 １ ４ ０９ １ ３ １ １ ５ ． ９

５个 ８６３８ ３９ ． ８



６个 以上


８ ７６


８ １９ ． ９

表 ３
－

９ 子女数与 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的回归统计

Ｔａｂ ｌ ｅ３
－９Ｒｅｇ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 ｓ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 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ａｎｄ 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回归统计


Ｍｕ ｌ ｔ ｉ ｐ ｌ ｅＲ ０ ． ０ ３ １ ５ ６ ７ ３４６

ＲＳ ｑｕａｒ ｅ ０ ．０００９９６４９ ７

Ａｄ ｊ ｕ ｓ ｔ ｅ ｄＲＳｑｕａｒｅ 〇 ．０００ １ ４ １ ３ ２

标准误差 ０ ．２ ２ ４９９ １ ６ １ ９

观测值


８８ 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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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０ 子女数与 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 ｌｅ３
－

１ ０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ｆ ｖａｒ ｉ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 ｒ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ｓｈ 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ｕｍ ｂｅｒ ｏｆ ｃｈ ｉ ｌ ｄｒｅｎａｎｄ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 ｎｔｅｎｔ ｉ ｏｎ

ｄ ｆＳＳ ＭＳ Ｆ 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ｃ


＾＿

Ｆ
＿

回 归分析 １０ ． ０４４ ３ ３ ３９４０ ． ０４４ ３ ３ ３９４０ ． ８ ７ ５ ７９ ７ ３９９０ ． ３４９６ １ ２ ６ ５

残差８ ７８４４ ． ４４ ５４ ３８ ７９０ ． ０ ５０６２ １ ２ ２９

总计８ ７９４４ ． ４８９ ７ ７ ２ ７ ３


表 ３
－

１ １ 子女数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 ｅ ３
－

１ １Ｔｈｅ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 ｓｈ 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 ｒ ｏｆ ｃｈ ｉ ｌ ｄｒｅｎａｎｄ 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ｎｓ ｉ ｏｎ ｉｎ ｔｅｎｔ ｉｏｎ

Ｃｏｅ ｆｆ ｉ ｃ ｉ ｅ ｎ ｔ ｓ标准误差Ｌｏｗｅｒ９ ５％Ｕｐｐｅｒ９ ５％

Ｉ ｎｔ ｅｒ ｃ ｅｐ１ ． ９６ ２ ２ ２ ８ ２９ １０ ． ０ １ ８ ３ ５０２０ ３ １ ． ９２ ６２ １ ２ ９０７１ ． ９９８ ２４ ３６ ７ ５

ｔ

子女数 ０ ． ００４９ ３ ２ ２ ２ １０ ． ００５ ２ ７ ０３ ６５
－

〇 ．０ １ ５ ２ ７ ６２ ０６０ ． ００５４ １ １ ７ ６４

在 ８８０ 位受访者当 中 ， 孩子去年收入为 ５ 万到 １０ 万之间和 １ ５ 万与 ２０ 万之

间的人数最多 ， 分别为 １７８ 和 １８０ 人 ， 分别 占总体数据的 ２０ ． ５％和 ２ １ ． ５％ 。

通过数据整理发现 ， 孩子去年总收入对老龄人 口选择养老院等单位居住意愿

噶虚拟不大 。

表 ３
－

１ ２ 孩子去年总收入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 ｅ ３
－

１ ２Ｔｈｅ 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 ｉ ｌｄ ｒｅｎ
＇

ｓ ｔｏｔａ ｌ ｉｎｃｏｍ ｅ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
ｎ 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 ｔ ｉ ｏｎ

变量类别人数意愿百分 比



愿意不愿意


孩子去年总收〇 没有收入 ３ ９７ ３２４ ． ４％

入少于 ２ 千元 ９ １８ １ ． ０％

２ 千与 ５ 千之间 ６０ ３ ０ ． ７％

５ 千与 １ 万之间 ７３７ ０ ． ８％

１ 万与 ２ 万之间 １ ６ １ １ ５ １ ． ８％

２ 万与 ３ 万之间 ４ ６２ ４４５ ． ２％

３ 万与 ５ 万之间 ６６４６４７ ． ５％

５ 万与 １ ０ 万之间 １ ８０２ １ ７８２ ０ ． ５％

１ 〇万与１ ５万之间 １ ５ ２７ １ ４ ５ １ ７ ． ３％



１ ５万与２ ０万之间 １ ８ ９９


１ ８０２ １ ． ５％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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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万与３ ０万之间 １ ３６９ １ ２ ７ １ ５ ． ５％



多于３ ０万


３ ４２


３ ２３ ．９％

３ ．４ 构养老意愿与退休保障的关系分析

在这
一

部分 ， 主要研宄了是否办理 了退休手续对其意愿影响程度 、 基本养老

保险与其意愿的关系还有是否购买过人寿保险与其意愿的关系 。

８ ８ ０位老龄人 口 中 ， 有 ７ ４ ７ 位老龄人 口未进行退休相关手续 ， 占总人数 ８４ ．９％ 。

表 ３
－

１ ３ 是否办理了退休手续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 ｅ３
－

１ ３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ｇｏ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ｒｅｔ ｉｒｅｍｅｎｔ

ｐ
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变量类别总人数意愿百分

愿意不愿意比

是否办理 了退休手续 （包括提前 是 １ ３ ３ １ ０１ ２ ３ １ ５ ．１ ％

退休 ） 或 内退


否７ ４ ７３ ７７ １ ０


８ ４ ．９％

通过数据研究发现 ， 办理退休手续的老龄人 口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可能是

办理 了退休手续的老龄人 口经济状况更好 ， 对机构养老相关政策会花费更多 的时

间去 了解咨询 。 购买基本养老保险的老龄人 口对优质养老保险的 了解程度更好 ，

对机构养老保险的接受程度将会更好 。

共有 ３８ 人参加并且领取 了基本养老保险 ， 占总体数据的 ７ ．７％ ， 还有 １ ５ 人

参加 了 ， 但为领取 ， 占总体数据的 １ ． ７％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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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兮加 ｒ政府机 关 、

？

丨ｈ ｉ ： 单位或 进 企 业职丄 择 本 疗 老 保险

＃
？ 参加 了 ． 在领取■ 参加 了 ． 来领取

？

＜

、

；§有参加

图 ３
－

２ 是否参加政府机关 、 事业单位或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Ｆ ｉｇｕ ｒｅ３
－２Ｗｈｅｔｈｅ ｒ ｔｏ

ｐ
ａｒｔ ｉ ｃ ｉ ｐａｔｅ ｉ 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 ｅｎ ｔｏｒｇａｎ ｓ
，

ｉ 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ｎｓｏ ｒｅｎ ｔｅ ｒｐ
ｒｉ ｓｅｗｏ ｒｋｅ ｒｓｂａｓ ｉ ｃ

ｐｅｎ ｓ ｉ ｏｎ ｉｎｓ ｕ ｒａｎ ｃｅａｎｄ ｉ 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ａ ｌ

ｐ
ｅｎｓ ｉｏｎｗ ｉ ｌ ｌ

通过数据研宄发现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老龄人 口更愿意选择机构的方式 。

从
一

个角度来讲 ， 具有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在年纪大的时候就可 以获得收益 ， 可 以

有效分担他们选择机构等进行养老时候的负担 ； 另
一

个角度来看 ， 购买保险的老

龄人口 也具有更高的消 费意识 。

是否有资格 梦加 以下三 种基本养老保险 ： 新农 保 、 城 罟 保和城乡 居

民养老保险

■ 我有参加上述保险的资格 ． 没有参加机关亊业荜位＃老保险和企业职工＃老保险

■ 是 ． 我有资格 ． 其电原 因

■ 否 ． 我没有上述三种
ｙ

呆险的 资格 ． 因 为我己经参加了机关爭业毕位＃老保险和企业聣工＃老保险

否 ． 我没有上述三种保险的 资格 ． 社区没有 实施

否 ． 我没有资格 ． 其他原 因

图 ３
－

３ 是否有资格参加以下新农保 、 城居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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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ｉ

ｇｕｒｅ３
－

３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ａｔｔｅ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 ｏｒｇａｎ ，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ｏｒ 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ｔｈａｔｅｎｔｅｒｐｒ ｉ ｓｅｗｏｒｋｅｒ

ｐｒ ｉｍ ａｒｙ
ｅｎｄｏｗｍ 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ｒｇｎａ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ｐ

ｒｏｖ ｉｄｅｆｏｒ ｔｈｅａｇｅｄ ｉ ｓｅ ｌ ｉ

ｇ
ｉｂ ｌ ｅａｔｔｅｎ ｄ ｔｈｅ

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ｇｒｉ ｃｕ ｌ ｔｕｒ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
ｃ ｉ ｔｙ

ｌ ｉｖｅ 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ｔｈａｔ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 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ｆ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 ｌ ｄｗｅ ｌ ｌｅｒ ａｎｄ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ｐ
ｒｏｖ ｉｄｅｆｏｒ ｔｈｅａｇｅｄ ｉ 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具有养老保险的老龄人 口数是 ４８８ 人 ， 占总体数据的 ５ ５ ．５％ ， 没有上述三种

保险的资格 ， 已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７ ２ 人 ， 占总体数据的 ８ ．２％ 。

整理可知 ， 有资格参加养老保险的老龄人 口更愿意选择机构方式 。 参加 了该

养老保险的老龄人 口基本生活上有 了保障 ， 实现 了老有所养 ， 减轻 了子女赡养负

担 ， 增加 了家庭经济收入 。

购买过人寿保险的老龄人 口为 ３ １ 人 ， 占总体数据的 ３ ．５％ ， 没有购买过人寿

保险的老龄人 Ｕ 为 ８４９ 人 ， 占总体数据的 ９６ ．５％ 。

表 ３
－

１ ４ 是否购买过人寿保险与机构养老意愿的关系

Ｔａｂ ｌ ｅ３
－

１ ４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 ｏｎｓｈ 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ｐｕ
ｒｃｈａｓｅｏｆ  ｌ 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ｅｎ ｓ 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变量类别总人数意愿百分比

愿意不愿意

是否购买过人寿保险是 ３ １ ４２ ７ ３ ． ５％

否 ８４９４３８ ０ ６９６ ． ５％

由数据分析可知 ， 购买 了人寿保险的老龄人 口更愿意选择机构方式 。 购买人

寿保险的老龄人 口对社会的信任度较高 ， 对养老方式的多样性更加清楚 ， 因此他

们会更倾向于机构的方式 。

３ ． ５ 有关朝阳区老年人 口 的不选择养老机构的主要原因分析

从表中分析而 出 ， 老龄人 口 不愿意去养老院等地方去养老的主要原 因是费

用 ， 为总体数据的 ５３ ． ６％ 。 其次是对服务质量的担忧 ， 担心养老机构不能很好的

照顾 自 己 ．受传统观念影响的 比例为 １ ７ ． １％ ， 占 比最少 。 ２ １ ． ７％的老龄人 口不选择的

原因是不喜欢 、 不适用 。 还有 １ ９ ． ８％的老龄人 口 认为 自 己可 以照顾 自 己 。 由此可

以发现 ， 对养老的支出成本的担忧还是老龄人 口选择养老方式时候的先决条件 ，

因为家庭养老并不需要每月 定期的支出 。 此外 ， 照料水平 问题也是老龄人 口选择

养老机构的重要条件之
一

， 养老院等单位必须通过改善 自 己的照料服务水平来引

导老龄人 口 的选择 ， 照料服务水平问题仍是重中之重 。 传统观念对老龄人 口选择

几乎没有影响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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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５ 不选择养老机构的主要原因

Ｔａｂ ｌ ｅ３
－

１ ５Ｔｈｅｍａｉ ｎｒｅａｓｏｎｎｏｔ ｔｏｃｈｏｏ ｓｅ
ｐｅｎｓ ｉ ｏｎ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ｓ

问题


占 比

您不选择养老机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传统观念影响 １ ７ ． １

费用 ５ ３ ． ６％

服务质量担忧 ４ ７ ．１％

认为 自 己可 以照顾 自 己 １ ９ ． ８％



不喜欢 、 不适用


２ １ ． ７％

３ ． ６ 朝阳区老年人口 了解养老机构的主要方式和需求

３ ． ６ ． １ 朝阳区老年人 口 了解养老机构的主要方式

由表可 以看 出 ， 绝大部分的老年人 了解养老院等单位是通过他人介绍 ， 达到

５ ７ ． ２％ ， 通过国家宣传 了解的达到 １ ４ ．９％ ， 通过养老机构宣传的 占 ５ ．３％ ， 通过媒

体机构宣传的达到 １ ２ ． ５％ ， 通过 自 我咨询的达到 １ ０ ．１％ 。 通过他人介绍 了解机构

养老是朝阳 区老年人 了解机构养老的主要方式 ， 这就造成 了了解信息的过程中可

能过于片面与主观 ， 了解的信息不够专业详细 。 通过相关行业宣传 了解的老年人

比例最低 ，

一

种可能是相关行业宣传力度不大 ， 另
一

种可能是老年人对于机构养

老好感度较差 ， 不愿意 了解 ， 因此养老机构的宣传力度还需加大 ， 让更多 的老年

人获取更专业更正面的信息 。 通过 自我咨询 的老年人 占 比也很低 ， 造成这种愿意

的情况可能是只有需求的老年人才会主动 了解机构养老的相关情况 。

表 ３
－

１ ５了解养老机构的主要方式

Ｔａｂ ｌ ｅ３
－

１ ５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 ｉｎｗａｙ ｓ ｏｆ
ｐ
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 ｏｎｓ

问题


占 比

您 了解养老机构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国家宣传 １ ４ ． ９％

养老机构宣传 ５ ．３％

媒体机构宣传 １ ２ ．５％

自我咨询 １ ０ ． １ ％



他人介绍


５ ７ ． ２％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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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６ ． ２ 朝阳区老年人 口选择机构养老时需要养老机构满足的需求

由表可 以得 出 ， 需要满足 日 常照料需求的老龄人 口 占 ８ ３ ．５％ ， 需要康复与治

疗的老龄人 口 占 ４ ７ ．５％ ， 其次是紧急救助 ， 占 ３ ３ ．１％
， 最后是陪伴与交流 。 由此

可 以判断 ， 朝阳 区老龄人 口选择机构养老的重要因素还是 日 常照料 。 但需要康复

与治疗功能的 比例也很高 ， 都是源于老龄人 口逐渐变差的身体机能 。

表 ３
－

１ ６ 选择机构养老时需要养老机构满足的需求

Ｔａｂ ｌｅ３
－

１ ６ Ｔｈｅｎｅｅｄ 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ｍｅｔ ｂｙｐｅｎｓ ｉｏｎｓｅｒｖ ｉ ｃｅ 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ｓｅ ｌ ｅｃｔ ｉｎｇ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问题


ｊｍ


占 比

如果您选择机构养老 ， 您希望养老机构能满足什么 ？ 日 常照料８ ３ ． ５％

康复与治疗４ ７ ．５％

紧急救助３ ３ ．１ ％



陪伴与交流 １ ７ ．５％

３ ． ６ ． ３ 朝阳区老年人 口选择机构养老时可接受的价位

养老院等单位的收费直接决定 了使用者能否进行服务的购买 ， 也直接决定 了

相关行业的水平和质量 。 认为可接受的价位是 １ ５ ００ 元 以下的老龄人 口数量最多 ，

占 比 ４０ ．３％ ， 其次是 １ ５０ １ ３０００ 元 ， 占 比 ３ ７ ．６％ ， 可见老龄人 口对养老机构的费

用可接受价位较低 ， 每个月 额外的支出对传统思想为主的老龄人 口来说是
一

个不

小的压力 ， 这可能是他们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重要原因之
一

。

表 ３
－

１ ７ 选择机构养老时可接受的价位

Ｔａｂ ｌｅ３
－

１ ７Ｃｈｏｏｓｅ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 ｌ ｅ
ｐ

ｒ ｉｃｅｆｏｒ  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ｔ ｉ ｒｅｍ ｅｎｔ

问题


ｍ


占 比

当你选择选择机构养老时可接受的价位是 ？ １ ５００ 元 以下４０ ．３％

１ ５ ０ １ ３０００元３ ７ ．６％

３００ １ ４５００元 １ ７ ． ２％

４ ５０ １ ６０００元 ３ ．２％

６００ １ ７ ５００元 １ ． １ ％



７ ５０ １元以上


０ ６％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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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北京市朝阳区老年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调研问题分析

４ ． １ 个体原因

年纪大小对老龄人 口选择机构进行养老的时候相关性更大 。 年龄越大 ， 身体

情况也会相对更差 ， 也会间接的受到子女原因所影响 ， 他们不想为下
一

代的生活

等方面带来更多的负担 。 然而 ， 不能忽视的地方为 ， 传统的并且保守的养老形式

对年纪更大的老龄人 口影响更大 ， 家庭养老的方式总是 占有
一

席之地 ， 通过数据

所得 出 的结果是年纪较大老龄人 口选择机构的趋势更加明显 ， 这可能是他们看中

了机构养老可 以减轻儿女负担 、 给 自 己的身体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和照料 。

身体状态与健康状态更好 ， 独立生活的能力就会更强 ， 不会给其他家人带来

额外负担 ， 所 以选择机构方式的这些老龄人 口 能在机构养老 自 己照顾 自 己的能力

更强 ， 选择养老院等方式进行养老是为 了丰富单
一

的生活 、 使用养老院等机构提

高的基本养老服务 。 而近期患有疾病和 自 己照料 自 己能力较差的老年人 口 ， 入住

机构养老时间久 了之后 ， 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就会出现隐患 ， 从而造成老年人 口对

养老院等机构的好感度下降 ， 进而对机构养老的认可程度过低 。 老年人的年龄越

大 ， 患有疾病的风险概率也会更大 ， 多数老年人在身患疾病的时候 ， 医疗救助的

质量与救助速度起到 了 决定性的作用 ， 因此养老机构无论是在 自 身 的医疗设备还

是在护理人员 的选聘上 ， 都应该提高 。

朝阳 区老龄人 口对机构的方式认可 比较差 ， 造成这
一

原因可能是整体老龄人

口对养老服务行业的认知度不够高 。 据笔者研宄 ， 朝阳 区现有的养老服务部 门宣

传方式与渠道较差 ， 导致老龄人 口对养老机构的具体情况不够 了解 ， 此外 ， 缺少

政府的正面宣传和疏引 ， 也是老年人 口对养老服务行业的认知过于片面的原因 。

在仅有的在养老院养老的 ３ 人 ， 都表示不想在养老院继续居住 ， 可见我国老龄人

口对养老院的热情很差 。 老龄人 口在入住养老院等机构后 ， 碍于养老机构的基础

服务水平较低 、 设施设备不够 ， 服务 内容过于单
一

、 费用过高 ， 老龄人 口无法得

到 自 己想要的条件 ， 也会造成老龄人 口对养老服务行业的好感度持续降低 。

４ ． ２ 家庭因素

家庭养老的养老方式早 已深入我国 国人的 内 心 ， 几百年 以来都是下
一

代赡养

上一代 ， 这种传统且保守的家庭观念早 已深深印刻在我国人民心底 。 然而我国人

３０





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民逐渐富裕和生活水平不断变好 ， 传统的 以家庭养老的观念也逐渐开始瓦解 。 孩

子数量多少会对老龄人 口对机构方式养老产生巨大的联系 。 可 以认为子女数量越

大的老龄人 口对养老服务行业的接受程度更高 。 但是当子女数量过多的时候 ， 赡

养能力变高 ， 分担到各个儿女身上的养老压力变小 ， 老龄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也会

低 。 老年人 口常常会因为不想因为下
一

代的赡养而给他们额外的压力 ， 无论是经

济还是生活 ， 致使他们会不情愿的选择养老院等机构进行养老 。 此外 ， 由于我国

家庭结构为
“

４ －

２
－

１

”

模式 ， 造成家庭 日 益小型化 ， 老人的在精神方面的需求的

不到来 自于外界的关注 ， 不是只有经济条件最为重要 ， 老龄人 口 的思想精神状态

相关 问题 ， 也需要得到格外重视 。

孩子去年总收入对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不大 ， 致使 出现这
一

情况的主要原因

是老龄人 口与下
一

代相对经济独立 ， 造成孩子的工资收入对老龄人 口对机构方式

的选择联系较小 。

４ ． ３ 退休保障因素

参加政府机关 、 事业单位或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 口 ， 由于原来

的工作性质不 同导致 ， 导致缴费水平的差距也有所不同 。 而领取三种不同养老保

险的群体由于原来各不相 同的条件原因 ， 所获得的收入差距也极大 。

我国 目 前虽然已经基本实现 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 ， 但在
一

些制度上仍

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 参保程度和养老金的支付存在许多 的 问题 ， 但是仍然有相

当
一

部分群体因为各种原因未参与任何基本养老保险 。 这就给不同人群的经济水

平造成 了 巨大的差距 。

老年人 口 的生活水平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养老服务进行养老 ， 直接原因就是

经济收入水平 。 办理 了退休手续的老龄人 口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办理了退休手

续的老龄人 口
一

般都可 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 ， 他们往往不用过分担忧 自 己的经

济状况 。 机构养老最大区别于家庭养老的地方主要在于其花销基础要远超过家庭

养老模式 ， 机构养老
一

般配备专业化的设备和高水平的机构养老服务人员 以保证

老龄人 口基本生活需求和医疗需求 。 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没有保障的家庭 ， 保证

基础的衣食住行已需要数 目 不小的成本开支 ， 高收费 比例的机构养老对低收入家

庭群体的吸 引 力往往被经济 问题所抵消 ， 他们必然会倾向 于成本低廉的家庭养

老 。

３ １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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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养老机构的问题

在宣传这
一

部分 ， 老龄人 口想要获取相关养老服务行业的信息方式仍是有其

他老龄人 口 的介绍 ， 养老机构的传播方式 以及力度必须提升 。

费用方面 ， 是老龄人 口选择机构养老所需要考虑的先决条件 ， 虽然不同的收

费标准
一

定程度代表 了 不用 的服务水平和养老机构的环境质量 ， 但对比家庭养老

较低的费用 ， 过高的机构养老费用和门槛是老龄人 口担忧的重要问题 。

我国 的养老服务行业需求量很大 ， 但资源利用率却正好相反 。 按照
“

每万名

老龄人 口 五张铺位
”

的政府标准 ， 中 国有 ２ ６６ ． ２ 万张铺位 ， 铺位缺 口为 ５４０ 万张 。

但是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并不乐观 。

一些想留在养老机构的老人 由于
一

些 问题而无

法做到这
一

点 ， 有需求的老龄人 口 ， 又因费用过高 、 公办养老院个数不足 ， 导致

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情况 。

关于养老机构的服务 、 设施 问题 。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 养老机构负责的不

单单是老龄人 口 的衣食住行医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 在精神文 明照料上同样不能

被忽视 。

一

些养老机构基本设施能够达到要求 ， 但是服务水平
一

般 ， 专业人员不

足 。

一

些养老机构的管理机制落后 ， 服务人员奖惩方法不明确 ， 都阻碍 了我国养

老事业的进步 。

此外 ， 经济效益差导致养老机构发展能力甚至生存能力堪忧 。 重中之重是入

住情况不理想 ， 导致养老机构收入不够支出 。 过高经营代价成为养老机构难以消

除负担 ， 能源成本 、 资源成本 、 人力成本都是不容忽视的 问题 。 民营养老院国家

经济补贴更少 ， 导致经济危机难上加难 。

４ ． ５ 机构养老相关政策问题

在养老服务业事故责任认定里面 ， 相关法令建设不够明确 。 目 前 ， 在责任认

定 中采用 的主要法令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 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对养老的老龄

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商 品或者服务的 ， 理应付出 医疗赔偿 、 治病时期的医疗费用 、

因缺勤造成的劳务损失 以及其他消费 。 服务机构导致人伤残的 ， 还必须赔偿残疾

人 自助工具 、 生活补助费 、 伤残赔偿金和必要的生活费用 ；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

宄刑事责任 。 由于缺乏法律责任 ， 老龄人 口是弱势人群 ， 导致机构承担更大的风

险 ， 增加机构的运营成本 。 养老机构发生紧急情况时 ，

一

般适用 的法律是 《老龄

人 口权益保障法 》 ， 不确定责任 。 最终 ， 往往是养老机构担负 了赔偿 ， 这又会在

老人家庭和养老机构之间产生额外的困扰 。

３ ２





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在 国家投资的养老基金中 ， 养老机构的数量被视为重点 ， 但养老机构的质量

往往被忽视 。 如果硬件标准不达标 ， 服务质量和管理就会更差 。 另
一

角度考虑 ，

体现出养老服务体系的监管和政策不完善 。 政府对机构实施的税费减免 、 建设补

贴等政策没有落实 ， 政府对丁机构的要求过高 ， 导致机构无法得到相应优惠 。

４ ． ６ 其他因素

老龄人 口对信息的理解过程可能过于片面和主观 ， 信息不够专业和详细 。 另

外养老服务行业的宣传力度总是不大 ， 另
一

方面 ， 老龄人 口常常不会主动去 了解

养老机构 。 老龄人 口应该获得最为专业与正确 的信息 。 老龄人 口通过 自我咨询的

比例很低 ， 主要原因是只有需要的老龄人 口 才会主动 了解养老服务单位的相关情

况 。

朝阳 区老龄人 口选择机构养老时需要养老机构满足的需求主要还是 日 常照

料 ，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老龄人 口在生病时就医 的态度较差 ， 因此选择养老院等的

方式养老进行康复与治疗是老龄人 口 的下下之举 。 在老龄人 口 身体情况较差的时

候 ， 才会选择紧急＃［助 ， 但他们对养老机构的信任度不高导致这
一

比例老龄人 口

数量较少 。 陪伴与交流老龄人 口生活中浓墨重笔的
一

章 ， 老龄人 口 的精神健康格

外需要保障 ， 但是在养老机构之外的家庭和社区养老也能保障 日 常的交流与陪

伴 ， 如果养老机构想在这方面脱颖而出 ， 还需要丰富在机构养老的老龄人 口 的活

动 。

朝阳 区老龄人 口选择机构养老时可接受的价位较低 ， 每个月 的额外支出 的养

老机构费用对于思想较为保守的老龄人 口来说是
一

个很大的负担 ， 这可能是老龄

人 口放弃养老服务机构的可能因素 。 另外养老服务单位的费用过高也是困扰老龄

人 口挑选放养服务单位的主要 问题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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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提高北京市朝阳区老龄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的建议

５ ． １ 老年人 口 自身方面

５１ １ 转变养老观念

父母养育子女 ， 子女支持父母的代际反馈模式是 中 国传统家庭养老理念的表

现形式 。 研宄结果表明 ， 孩子数量和孩子收入对老龄人 口有很大相关性 。 子女的

陪伴十分重要 ， 但是老龄人 口 养老观念的转变也是必不可少的 ， 这是适应社会的

体现 ， 也是符合人类进步的要求 。 老年人要强 自 身对先进文化的学习 ， 提高对新

事物的接受程度与认可度 。

５丄 ２ 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注重老年人 口精神与文娱的丰富程度 ， 提高他们的活动 内容量 ， 更新他们 的

养老观念水平 ， 使他们能够走 向更加丰富的养老精神 内涵 ， 享受晚年的生活 ， 并

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呈现出更加丰富 的趋势 。 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机构 ， 最终的受

益人应该是老龄人 口 。 提高老龄人 口 生活质量的途径之
一

就是改善老龄人 口 的精

神状态 ， 提高老龄人 口 的精神居住水平 ， 增加老龄人 口之间交流 ， 消除老龄人 口

的空虚和孤独 。 举办老龄人 口专属的城镇居民的相应娱乐体育等各项活动 ， 培养

老龄人 口 的利益群体 ， 增加老龄人 口 的社会交流 ， 完善老龄人 口 的社会生活 ； 拓

宽城市居 民相互沟通 、 参加社区 的渠道 ， 促进老龄人 口 的交流融合 。

５ ． ２ 家庭方面

家 ， 是所有人心灵最后 的居所 ， 老龄人 口在离开家庭这个环境之后 ， 总是觉

得失去 了与孩子之间交流的纽带 。 老年人 口在入住养老院等机构之后 ， 需要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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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和下
一

代的联系 ， 在他们遭遇
一

些身体不适等情况时 ， 更加需要下
一

代的陪

伴 。 在养老院居住的老龄人 口会因为远离家庭 、 远离社会 ， 产生独有的消极情绪 ，

下
一

代与入住养老院等机构的老年人 口之间的感情联系 ， 往往会变得疏远 ， 但是

老年人更需要投入额外的经历去照料他们 ， 但因为距离等原因 ， 下
一

代往往会因

为工作 、 生活等原因忽略 了老年人的感受 。

在家庭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 帮助老龄人 口 建设建立正确的养老观念 ， 帮助老

年人逐渐接受养老服务单位进行养老 ， 去除各种不该有的顾虑 。

５ ． ３ 退休保障方面

多元化的养老保障结构建设刚刚起步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在养老金领用上的

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 多元化社会养老保障结构有待进
一

步提高 。 另外 ， 笔者认为 ，

关于老龄人 口参加养老保险的资格审查效率上 ， 亦是可 以有效提高的关键点 。 为

老年人 口 设立相应的养老机构保障退休金 ， 确保经济 问题不会成为老年人 口选择

养老方式的羁绊 。

５ ．４ 养老机构方面

５ ． ４ ． １ 提高养老机构的宣传力度

养老服务单位应该敞开大 门 ， 定时让附近社区 的老年人来进行参观交流 ， 这

样做既可 以改变没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看法和态度 ， 还能加强 已

经入住的老年人与外界的交流 ， 是
一

个双赢的做法 。 针对不 同身份 、 不同生活习

惯的老人提供针对性强的宣传模式 ， 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 养老服务行业都应

该给 自 己树立
一

个正面的形象 。

５ ． ４ ． ２ 优化基础设施 ， 提高服务水平

在积极宣传机构养老的 同时 ， 不要忘 了提升 自 身的硬实力 。 这
一

方面可 以根

据该地区城市特色 、 风土人情加 以完善 。 养老机构要走到老年人 口 当 中去 ， 了解

老年人 口在养老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 ， 而不是纸上谈兵 ， 在老年人 口入住之后

给他们造成巨大的落差 。 在满足基本的服务条件之上 ， 结合当地的政策 ， 丰富机

构 自 身的 内容 ， 建设有当地特点的养老服务模式 ， 为受服务群体给予更丰富 、 更

实际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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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考虑都应该基于老龄人 口 的需要 。 在养老机构的发展中 ， 最基本的是

要把 日 常护理放在首位 ， 辅之 以康复保健 、 紧急救助 、 夜间陪伴服务 ， 保障老龄

人 口 的 日 常生活 。 其中 ， 部 门老龄人 口更倾向于 日 常照顾和康复保健 ， 养老机构

应满足各层次老龄人 口 需求 ， 提供器材和场地 。 除此以外 ， 开展老龄人 口 团体活

动 、 合唱 比赛 ， 开设老龄人 口 心理部 门和老龄人 口课堂 ， 丰富服务 内容 。

５ ． ４ ． ３ 降低服务收费价格 ， 提供优惠政策

养老服务单位的收费 问题
一直是困扰大多数想要住进养老院的老龄人 口 的

因素 。 因为支付不起高额的费用 ，

一

些没有人照顾和不能照顾 自 己的老人不能住

进养老院等机构 ， 抑或是只能住进条件差的机构 。 因此 ， 政府应重点照顾经济条

件差的老龄人 口 ， 我国社会主义的优势 ， 为他们提供相应津贴和福利 。 我们可以

联合养老院等成立专 门为住不起养老院的老年人的相应基金 ， 并根据他们的真实

情况进行相应的帮扶 。

５ ． ４ ． ４ 提升养老机构工作职员的专业度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 提高优质服务水平 ， 加强服务人员 的专业水平和薪资待

遇 ， 借鉴其他项 目进行分级制度管理 ， 建立更加科学的标准 ， 按层次分配劳务 。

按工作分配 ， 按工作年限和业绩支付酬劳 。

在做好充足预算的前提之下 ， 聘请更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 以他们带动水平较

低的服务人员 。 我国 已经出 台诸多政策鼓励激励养老服务行业的相关人员培养 ，

并设立 了相应专业以弥补人才的缺失 。 在养老机构 内部 ， 可 以定时定期组织培训

班 ， 让先进带动后进 ， 提高整体的护理人员水平 ， 给低起点 的人群更多提高的机

会 。 于此同时 ，

一

定要秉承按劳分配的方式 ， 平衡好每个人的收入 ， 对特殊岗位

的人员给予津贴补助 ， 赏罚分明 ， 建立技能等级与薪资相挂钩的体系 。
．

５ ． ５ 政府方面

５ ． ５ ． １ 完善落实现有的养老机构政策

为 了提高机构养老的发展速度 ， 引入多元化的投资经营主体 ， 政府发布 了
一

系列支持性 、 规范性的政策文件 ， 取得 了 良好的效果 。 我国现有的
一

些养老机构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陆续发行 ， 难 以适用我国不断改变的人 口形势 。 并且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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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执行过程中 ， 总会有
一

定的执行力不足 。 政府必须加强政策法令的落实 。

此外 ， 政府还有相关的规定 ， 免除 了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企业所得税 ， 以及

房地产税和土地及车辆使用税 。 但在实践中 ， 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支付部 门并不

都是政府 ， 与这些部 门的谈判将变得极为困难 。 因此 ， 如果我们想要进
一

步完善

这些政策的执行 ， 我们需要政府亲 自 出面帮助制定相应的可实现的服务合同 ， 以

便更好的执行优惠政策 。

５ ． ５ ． ２ 加强养老服务行业的行业监督

我国没有养老服务机构行业的监督部 门 。 在养老机构成立之后 ， 我国政府并

没有相应的管理部 门对其进行统
一

管理 ， 往往是 由 多个部 门协调管理 ， 这就造成

了在管理上容易 出现疏漏 。 每个地方也有不同的质量评估方式 ， 国家应该规定最

低质量标准 ， 各个地方再根据 自 己的实际情况对此标准进行完善修订 。 此外 了 ，

为 了激励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 ， 应该对评估较好的养老机构进行扶持或者表彰 ，

提供
一

定金额的补贴 ， 营造养老事业蓬勃发展的氛围 。 政府应定期对养老服务单

位开展竞技评选工作 ， 并实时公开评选结果 。

５ ． ５ ． ３ 加大财政投入 ， 鼓励多元化投资

国家可 以通过专项投资对养老服务行业进行帮扶 ， 注重持续跟进投资 。 为 申

请经济资助的老龄人 口 设立专 门 的补助津贴 ， 使更多老龄人 口 负担相应的费用 。

还可 以加强与西方优秀企业的合作 ， 引进西方先进养老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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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与展望

６ ． １ 结论

在老龄人 口激增 、 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 、 老年医疗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 ，

给机构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

本文 以北京市朝阳 区老龄人 口调查信息为基础 ， 探宄老龄人 口机构方式养老

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 收集有效 问卷 ８８０ 份 。 对机构养老 、 老龄人 口机构方式相关

的 国 内 外研究现状资料进行 了研宄总结 。 结合 了相关理论与概念 ， 提高 了本文的

说服力 。 对影响老龄人 口机构方式选择的相关变量进行选取并且提 出 了相关分析

和研究 ， 对受访者的个体因素 、 家庭情况 、 退休保障等数据进行 了 实证分析 。 对

以上研究资料提出 问题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 在老龄人 口 自 身要转变养老观念 ， 加

强精神文化建设的 同时 ， 家庭也要注意对老龄人 口 的陪伴和 引 导 。 在养老机构中

加强宣传力度 ， 优化设施 ， 提升专业水平 ， 降低机构 门槛费用 ， 提高工作职员 的

专业水平 。 完善现有政策 ， 加强对养老服务业的监管 。

６ ． ２ 展望

本文数据仅来源于朝阳 区部分老龄人 口 ， 在时间和样本数量 、 内容上无法做

到全面完整的 了解朝阳 区老龄人 口 的机构养老意愿 。 笔者将继续完善现有的研究

成果 ， 了解更多 、 更广方面的老年人养老需要 ， 使实证结论具有科学性 ， 全面 、

科学 、 合理 ， 为我国养老事业体系的完善提供更全面丰富的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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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朝阳区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问卷调查

您好 ！ 本人是北京化工大学在读研宄生 ， 正在进行题 目 是 《北京市朝阳 区老

年人 口机构养老意愿和影响因素研宄 》 的硕士论文的撰写 ， 希望能通过
“

关于北

京市朝阳 区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 问卷调查
”

， 获得本文所需要的信息 。 您 只需

根据您的真实情况进行选择即可 ！

本问卷
一

定是在充分保护您的隐私的前提下 ， 不记名 、 不公开 ， 请您放心填

写 。 最后再次感谢的支持 ！

一

．个人情况

１ ． 您的机构养老意愿是 ？

Ａ ． 愿意 Ｂ ． 不愿意

２ ． 您的性别是 ？

Ａ ． 男 Ｂ ． 女

３ ． 您的年龄是 ？

Ａ ．６０ ７ ０岁Ｂ ．７ １

－

８ ０岁Ｃ ．８ １

－

９０岁Ｄ ．９ １岁 以上

４ ． 您的身体情况如何 ？

Ａ ． 非常好 Ｂ ． 好 Ｃ ．
一

般 Ｄ ． 差

５ ． 过去 ３０ 天中 ， 您是否去医院接受过治疗或者接受上 门 的医治 ？

Ａ ． 是 Ｂ ． 否

６ ． 您在过去
一

个月 内生过病 ？

Ａ ． 是 Ｂ ． 否

７ ． 您的居住类型是 ？

Ａ ． 家庭住宅 Ｂ ． 养老机构 Ｃ ． 其他

二 ． 家庭情况

８ ． 您的婚姻状态是 ？

Ａ ． 已婚与配偶
一

同居住 Ｂ ． 因工作等原因暂时独居 Ｃ ． 分居 Ｄ ． 离异

Ｅ ． 丧偶 Ｆ ． 从未结婚 Ｇ ． 同居

９ ． 您的子女数是 ？

Ａ ．０ 或 １ 个 Ｂ ．２ 个 Ｃ ．３ 个 Ｄ ．４ 个 Ｅ ．５ 个 Ｆ ．６ 个 以上

１ ０ ． 您孩子去年总收入是 ？

Ａ ．０ 没有收入 Ｂ ． 少于 ２ 千元 Ｃ ．２ 千与 ５ 千之间 Ｄ ．５ 千与 １ 万之间

Ｅ ．１ 万与 ２ 万之间 Ｆ ．２ 万与 ３ 万之间 Ｇ ．３ 万与 ５ 万之间

Ｈ ．５ 万与 １ ０ 万之间 １ ．１ ０ 万与 １ ５ 万之间 Ｊ ．１ ５ 万与 ２ ０ 万之间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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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２０ 万与 ３ ０ 万之间 Ｌ ． 多于 ３０ 万

三 ． 保险相关情况

１ １ ． 是否办理 了退休手续 （包括提前退休 ） 或 内退 ？

Ａ ． 是 Ｂ ． 否

１ ２ ． 是否参加 了政府机关 、 事业单位或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

Ａ ． 参加 了 ， 在领取 Ｂ ． 参加 了 ， 未领取 Ｃ ． 没有参加

１ ３ ． 是否有资格参加 以下三种基本养老保险 ： 新农保 、 城居保和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 ？

Ａ ． 我有参加上述保险的资格 ， 没有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

Ｂ ． 是 ， 我有资格 ， 其他原因

Ｃ ． 否 ， 我没有上述三种保险的资格 ， 因为我 已经参加 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Ｄ ． 否 ， 我没有上述三种保险的资格 ， 社区没有实施

Ｅ ． 否 ， 我没有资格 ， 其他原因

１ ４ ． 是否购买过人寿保险 ？

Ａ ． 是 Ｂ ． 否

四 ． 其他原因

１ ５ ． 您不选择养老机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多选 ）

Ａ ． 传统观念影响 Ｂ ． 费用 Ｃ ． 服务质量担忧 Ｄ ． 认为 自 己可 以照顾 自 己

Ｅ ． 不喜欢 、 不适用

１ ６ ． 您 了解养老机构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

Ａ ． 国家宣传 Ｂ ． 养老机构宣传 Ｃ ． 媒体机构宣传 Ｄ ． 自我咨询

Ｅ ． 他人介绍

１ ７ ． 如果您选择机构养老 ， 您希望养老机构能满足什么 ？

Ａ ． 日 常照料 Ｂ ． 康复与治疗 Ｃ ． 紧急救助 Ｄ ． 陪伴与交流

１ ８ ． 当你选择选择机构养老时可接受的价位是 ？

Ａ ．１ ５００元 以下Ｂ ．１ ５０ １

－

３０００元Ｃ ．３００ １

－

４ ５００元Ｄ ．４ ５０卜６０００元

Ｅ ．６００ １

－

７ ５００元Ｆ ．７ ５０ １元 以上

４３



ｒ



Ｍ


致谢

首先感谢指导我完成论文的刘 昌平导师 ， 承蒙老师不嫌之恩 ， 能够让我圆满

取得硕士学位 ； 感谢
一

直鼓励督导我完成论文的花亚洲师兄 ， 在我几次坚持不下

去的时候鼓励我 、 帮助我 ， 你是我
一生学习 的榜样 ； 感谢我的 同 门姐妹们 （ 只有

妹妹 ） ， 在各个时候对我包容和帮助 。

感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老师 ：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张志华老师 ， 感谢

您在七年中对我学业 、 工作和生活上的督导 ， 在我初入大学这个小型社会之时为

我点亮明灯 ， 不至迷失方向 ； 感谢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张晓辉老师 ， 我的班主任 ，

在我对学校生活心灰意冷时为我重拾信心 ， 在我 ３＋ １ 时期也对我的学业进行 了耐

心指导 ； 感谢我原新世纪外语培训学校于晓光老师 ， 在我当年对英语丧失信心的

情况下 ，

一

直支持我 、 鼓励我 ， 让英语成为我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 的强势学科 。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 ， 他们对我的教育 ， 让我走 出 了家乡 ， 走到 了大城市认识

了更多 的人 ， 开阔 了我的眼界 。

我
一

生中有 ２０ 年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 ， 我的学业绝不会停留于此 ， 人

生的风帆才刚要启航 ， 我
一

定要也
一

定会更加努力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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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哲 ， 男 ， １ ９９３ 年 ７ 月 生 ， 汉族 ， 河北唐山人 。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 ２ ０ １ ７ 级

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 研宄方向为社会保障 。

导师简介

刘 昌平 ， 男 ， １ ９７２ 年生 ， 汉族 ， 湖北武汉人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社会

保障理论与政策 、 养老金制度与基金管理 、 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 、 社会养老服务产业

研宄 ， 以及企业年金计划设计与咨询 。

４６



姥 京 他 ；Ｃ 大 勞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研宄生姓名 ： —连鸾专 公共管理

论文题 目 ： 北京市朝阳 区老年人口机构养老意愿和影响囡素分析

指导教师姓名 ｔ刘昌平
职称 ： 教授

论文答辩 日期 ：２０２０ ．０６ ． １ ３
地点 ： 电教 １ ０８Ａ

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

姓名职称工作单位本人签名

金燕华 教授北京化工大学
￣̄

康越副教授北京化工大学

邸晓燕副教授北京化工大学

张皓副教授北京化工大学
￣￣

７^
董晓倩副教授北京化工大学

注 ： 此表用于存档 ， 除本人签名务必用钢笔填写外 ， 其余处必须用计算机打印 。



＃辩委员会麟文的评语 （选臟义 、 絲織 、 论文臟得賊迎水平、 学
风和论文写作水平 、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论文分析了老年人口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分析老年人 口选择机构养

老的原因 、 方式和具体需求 ， 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

选题具有
一

定现实意义 ， 论文观点 明确 ， 思路较为清晰 。 建议进
一

步分析相

关数据并完善图标。

论文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的学术水平。 答辩中 ， 该同学基本回答了答辩委

员会提出的问题 ， 建议授予硕士学位 。

对学位论文水优秀
 二５较差

平的总体评价 Ｖ

答辩委员会表决结果 ：

同意授予硕士学位 ５ 票 ， 不同意授予硕士学位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根据投票结果 ， 答辩委员会做出建议授予该同学

硕士学位的决议 。

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

年 Ｚ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