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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苏州市相城区为例

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深 ， 如何养老 已成为全社会共同 关注的 问题。

一方面独

居老人 、 高龄老人以及生活不能 自 理的失能老人在整个人口 结构 中所 占 的比例越来越

高 ； 另
一方面 ， 家庭结构的 小型化 、 核心化也削弱 了 家庭的照料能力 。 如何保证老年

人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失能 、 独居 、 高龄这部分特殊老人的晚年生活 已经是摆在全社会

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 养老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目 的就是为 了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而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首先必须解决的 问题便是 当 家庭不再是老年人晚年养老的

合适场所时老年人去哪里养老的 问题 。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在对现有与养老相

关的理论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 ， 通过对苏 州 市相城区老年人情况调查数据的分析 ， 研

究 当前不 同年龄段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现状与影响 因素 ，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老年人对不 同 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 ， 为养老机构的建设 、 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 推进机

构养老事业的发展。

研究结果发现 ， 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主要同 家庭照料资源 、 经济状况 、 老年人的

自 理能力 以及精神慰藉状况有关 ，
此外 ， 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年人

的机构养老意愿产生影响 。 老年人对不 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主要取决于老人的支付

能力和 自 理程度 ， 支付能力越高 ， 自 理程度越差的老人越倾向于选择条件更好但收费

更高的福利院和护理院 。 从总体来看 ， 老年人对具有 医疗和康复保健功能的护理院需

求越来越多 ， 也有一部分老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或者是有入住具有 医疗照护条件

的福利院和护理院的需求 ， 但因 为支付能力 不足等原 因 而无法入住 。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高龄老人 、 独居老人 、 失能老人逐年增 多 的背景下 ， 应将机

构养老作为 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方式 。 尤其是要关注独居老人和贫 困老人的养老服务

需求 ， 对有入住养老机构需求的老人 ， 但因 为无能力支付入住费用 的老人可以采取适

当 的补贴减免政策 。 对有入住护理院需求 ， 但因护理院床位有限无法入住的老年人 ，

以及有入住护理院需求但因 支付能力达不到护理院收费标准的老人 ， 国 家应加大对现

有养老机构的改造升级 ， 尤其是村镇的敬老院 ，
改善其硬件设施 ， 使其达到 医养结合

型养老机构的标准 ， 同 时提升服务水平 。 此外 ， 子女对老人的
“

孝
” 并

不仅仅是通过对老

人的“
养

”
来

实现的， 家 庭在保障老年人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的同 时 ， 更 应重视对老年

人的精神关怀。

关键词 ： 机构养老 ； 养老意愿 ； 支付能力 ； 自 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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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 同时也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

所带来的
一

系列 问题和挑战 。 人 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在

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在很短的时间 内完成了人 口转

变 ， 迎来了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社会 。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 我们的老龄化现象有基数

大 、 发展快以及
“

未富先老
”

等特点 。

《 中 国家庭发展报告 ２０ １４ 》 中指出 ：

“

中 国家庭平均成员数量不断减少 ， 由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５ ．３ 人下降到 ２０ １ ０ 年的 ３ ． １ 人 ， 再到 ２０ １２ 年的 ３ ．０２ 人 。 而与此同时 ，

老龄人 口 占总人 口 比重急剧上升 。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 １ ０ 年短短十年间 ， 我国有 ６５ 岁 以上的

老年人家庭数量就增长了２８ ．７％ 。 截止到 ２０ １ ２ 年末 ， 我国有 ６５ 岁老年人口家庭数量

占总家庭数量的 ２０％ ， 总数量超过 ８８００ 万户
”

。 而且 ， 国家统计局 ２０ １ ０ 年第六次全

国人 口普査数据显示 ， ２０ １ ０ 年全国超过 ６０ 岁的人已达 １ ．７７ 亿人 ， 占总人 口＆２６％ ；

比 ２０００ 年的全国第五次人 口普查上升 ２ ．９３ 个百分点 ， 其中 ６５ 岁及以上的人 口 比重就

上升 １ ．９ １ 个百分点
？

。 有学者预测 ， 到本世纪中叶 ， 中 国将进入人 口老龄化的高峰时

期 ， 届时中 国 ６０ 岁 以上和 ６５ 岁 以上的老年人占总数的比例将分别达到 ２８％和 ２ １％
？

。

中 国的家庭结构随着人口 的老龄化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 在最近的 ３０ 年 ， 我国

城乡家庭结构最主要的变化特征之
一

就是家庭规模在逐渐变小 ； 唐灿 （ ２００５ ） 的研究

认为我国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 ， 最普遍的形式就是
“

４－２ －

１

”

式家庭结构 。 过去在

众多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形式就
一

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且能够长期有效运行。 但

是随着改革开放的 向前推进 ，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造成传统尊老文化的弱化以及养老

观念的改变 ， 过去能有效运行的家庭养老形式的保障功能受到挑战 。 同时 ， 老龄化的

急速加剧对养老的数量和质量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 （吴海盛 ， ２００８ ） 。 在紧张的供需矛

盾下 ， 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逐渐向社会化方向发展 ， 养老资源的供给主体也开始由家庭

慢慢向个人和社会转变 （姜向群 ， ２００７ ） 。

在此背景下 ， 社会化养老的两个主要模式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便应运而生并逐渐

发展 。 其中 ， 机构养老因其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更为完善和专业化的服务 ， 得到 了政府

和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 。 目前学术界围绕机构养老已经开展了广泛研究 ， 主要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 ： （ １ ） 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研究 。 对此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

①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ｔｅｓｔ／２０ １ ２
－０４／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 １ １ ８４ １ ３ ． ｈｔｍ②

陈
可冀主编． 老 龄化中国 ： 问 题与对策， 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２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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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需求意愿较高的观点主要是他们考虑到家庭养老越来越难以满足老人的 日 常照

护需求 。 （ ２ ） 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 以往研究中发现年龄 、 职

业 、 受教育程度 、 婚姻状况 、 月 收入状况以及有无养老金等因素都对老年人养老模式

的选择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 ； 但是有学者认为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并非是
一

种完全的

“

经济理性
”

， 而是
一

种包含生活境遇的
“

情境理性
”

。

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 ， 学术界关于机构养老的研究已经具有
一

定的深

度和广度 ， 但仍存在 以下不足 ： （ １ ）
一

般而言 ， 高龄 、 重度失能老人对综合化、 专

业化的机构照料需求最为迫切 ， 现有研究大多将 ６０ 岁及以上老人作为整体来研究其

机构养老意愿 ， 未考虑低龄 、 中龄 、 高龄老人的不同特征对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 。 （ ２ ）

现有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 ， 在家庭特征方面往往忽视了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的

考量 ， 此外对老年人机构养老认知状况也考虑不足 。 （ ３ ） 现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

研究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 缺乏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偏好的进
一

步研究 。

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 ， 本文利用苏州市相城区政府于 ２０ １４ 年所搜集的
“

相城区老

年人情况调查
’ ’

实地调查数据 ， 从个人特征 、 家庭特征 、 健康状况和对养老机构的认

知四个方面 ， 并在家庭特征中加入老年人同家人关系这
一

反映老年人精神慰藉状况的

变量 ， 探究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在此基础上进
一

步分析老年人对不同

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 。

１ ．２ 研究 目 的与意义

１ ．２ ． １ 研究 目 的

本文的研究 目 的主要是探究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 选

择机构养老的老人群体有何特征 ， 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又倾向于选择什么类型的养老

机构 ， 受哪些因素影响 ， 老人的机构养老需求跟 目前的供给现状是否匹配 ， 在此基础

上为今后机构养老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１ ．２ ．２ 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 探究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及因素 ， 并在此

基础上深入分析老年人更倾向什么类型的养老机构 ， 为养老机构的建设 、 规划提供决

策参考 ， 推进机构养老事业的发展 。 结合 目 前机构养老现状 ， 探讨机构养老存在的问

题及解决途径 ， 为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供
一

定的参考依据 。

（ １ ） 理论意义

本研究在人 口老龄化 、 高龄化 、 城镇化 ， 空巢老人及失能老人增多 、 很多老年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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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相应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的现实背景下 ， 对机构养老展开系统研究 ， 在把握老

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基础上 ， 深入研究老人愿意到什么类型的养老机构养老 ， 将研究视

角从单
一

的宏观机构养老意愿分析角度转向宏微观视角相结合 ， 解决具有什么特征的

老人愿意去养老机构 ， 愿意去什么类型的养老机构的 问题 ？ 上述问题的探讨对于丰富

我国社会化养老道路选择理论体系具有
一

定的探索意义 ， 对于社会化养老的发展具有

一

定的理论意义 。

（ ２ ） 实践意义

本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应用价值 ： 首先 ， 对苏州市相城区亦或整个长三

角经济发达地区机构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本土性策略 ， 在
一

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带来

的养老压力 ； 其次 ， 在研究的过程中 ， 调查并分析苏州市相城区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

需求的具体状况 ， 为政府采用有效措施提供充分依据 ； 最后 ， 本研究重新理顺各种有

效资源为机构养老服务 ， 改善和提高入住老人的生活质量 ， 这与老人的切身利益也是

密切相关的 。

１ ．３ 研究内容及相关概念界定

１ ．３ ． １ 研究 内容

在对国 内外关于机构养老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和梳理基础上 ， 本文使用苏州市相城

区政府 ２０ １ ４ 年对辖区所有 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情况调查数据 ， 对老年人养老需求进行分

析 。 在此基础上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计量模型分析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

因素 ， 并运用 Ｏ ｌｏｇｉ ｔ 计量模型分析老年人选择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影响因素 ， 找到机

构养老发展的受限因素 ， 为制定满足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的政策提供制定依据 ， 从而

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晚年生活照料 。 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１ ） 基于 ２０ １ ４ 年相城区政府老年人情况调査数据 ， 分析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家庭

结构状况 ， 经济情况以及养老现状 ， 在此基础上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计量模型 ， 从个人特

征 （性别 、 户籍 、 文化程度 、 退休前职业 、 婚姻状况、 是否有养老金 ） 、 家庭特征 （居

住方式 、 健在子女数 、 月收入状况 、 与家人关系 ） 、 健康状况 （有无慢性病 、 日常活

动能力 （ＡＤＬ ） ） 及养老机构认知 （对养老机构了解程度 ） 探讨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

的影响因素 ， 并对比影响不同年龄段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因素差异 。

（ ２ ） 基于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样本 ， 采用 Ｏ ｌｏｇｉｔ 计量模型 ， 从个人特征 （性

别 、 年龄段 、 文化程度、 退休前职业以及 日 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 ） 、 经济特征 （支付

能力和子女补贴 ） 、 养老机构认知 （对养老机构的了解程度 ） 以及养老机构区域要求

四个方面进
一

步分析愿意选择机构养老服务的老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 ， 探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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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因素 。

（ ３ ） 针对上述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 以及对不 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的分析 ，

有针对性的提出机构养老发展的政策建议 。

１ ． ３ ． ２ 相关概念

（ １ ） 老年人 ： 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采取 ６０ 周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界限 ， 由于我国

目 前的社会经济水平还比较低 ， 尚属发展中 国家 ， 而且根据我国现有的老年政策法规 ，

在我国老年人
一

般是指年龄在 ６０ 周岁及 以上的人 口 ， 本文中也把老年人界定为此并

根据研究需要 ， 将 ６０
？

６９ 周岁 的老人定义为低龄老人 ；
７０
？

７９ 周岁老人定义为 中龄老

人 ；
８０ 周岁及 以上老人定义为高龄老人 。

（ ２ ） 养老服务 ： 养老服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 狭义上是指为老人仅仅提供生活

照料服务 ， 而广义上则是指为满足老年人的生活 、 精神 、 文化等需求而提供
一

切所需

的服务 。 从老年人的需求 以及社会进步角度考虑 ， 养老服务
一

般取其广义概念 。

养老服务按照提供服务的主体可 以分为家庭养老服务和社会养老服务两种形式 。

前者是指老人的养老服务 由家庭成员 、 亲戚朋友 、 邻居等主体提供 。 而后者则是指养

老服务的主体 由社会提供 ， 它又包括纯福利性和有偿两种 。 纯福利性服务是指政府出

面 向经济 、 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提供生存保障 ， 近年来兴起的政府购买服务便是这样 ；

有偿服务 ， 即社会 已收取
一

定的费用为前提 向有需要的老人提供服务 ， 具体可 以分为

机构养老服务 、 社区养老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 。

（ ３ ） 机构养老 ： 机构养老是和家庭养老 、 居家养老相对的
一

种社会化养老方式 ，

是指老年人离开家 ， 入住到养老院 、 福利院 、 护理院等专业化养老机构进行集中养老 ，

老年人长期或定期在养老机构 中集中生活 ， 由养老机构提供生活照料 、 Ｆ Ｉ 常护理和精

神慰藉 ， 经济支持可来 自 自 我 、 子女 、 政府等 ， 是社会化养老形式之
一

。 相 比于家庭

和居家养老 ， 机构养老中 的服务人员素质更高 ， 且养老机构不仅可 以为老年人提供住

宿 、 饮食等基本生活照料 ， 更重要的是还可 以提供专业 、 全面的医疗护理 、 康复保健

等服务 。

（ ４ ） 养老意愿 ： 养老意愿是指人们对 自 己老年生活各个方面的意 向选择 ， 包括

具体养老 内容和具体的居住方式 。 国外 由于具有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 农 民的养老金

己经纳入全面社会保障体系 中 ， 所 以学者对养老意愿的研究大多 以居住地选择不同为

视角 ， 将其操作化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 ， 不涉及经济供养方面的选择 ， 而对养老经

济供养的研究大都聚焦于社会养老保险 ， 显然与我国 国情不符 。

在 国 内 的相关研究中 ， 有学者认为居住方式的选择直接或间接决定 了养老 内容 ，

从而将养老意愿界定为居住意愿 ， 分为
“

是否愿意与子女 同住
”

与
“

是否愿意入住养

老机构
”

两个方面 。 有学者单从经济供养角度将养老意愿操作化为
“

自 己储蓄
”

、

“

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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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赡养
”

和
“

养老保险
”

； 也有学者将养老意愿等同于养老方式和观念 ， 将其操作化

为
“

养老靠子女
”

、

“

养老靠 自 己
”

和
“

养老靠政府
”

； 还有学者认为养老意愿表现

为对不同养老模式的选择上 ， 将养老意愿等同于
“

自我养老
”

、

“

家庭养老
”

和
“

社

会养老
”

的选择意向 。 传统家庭养老包含了养老需求的全部 内容 ， 以往研究可将养老

意愿与家庭养老、 社会养老等养老模式相对应 ， 但是现今各种养老内容己经发生了分

离 ， 传统划分出 的养老模式很难包含人们对养老各方面的选择意愿 。

由此可见 ， 对于养老意愿的界定学界并未统
一

， 但是养老应包含经济供养 、 生活

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 内容 ， 学界己达成共识 。 因而在对养老意愿的界定上 ， 需要

立足我国制度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国情 ， 结合养老内容具体分析 。 笔者经研

究发现 ， 养老的经济供养实际上是养老资金由谁提供及提供多少的问题 ， 而生活照料

和精神慰藉与老年人居住方式的选择密切相关 ， 老年人居住方式的选择 ， 直接或间接

的决定了其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获取形式 ， 即 由谁来提供生活 日常照顾 ， 如何

满足精神需求 。

因此 ， 本研究根据养老所包含各方面的 内容 ， 将养老意愿操作化居住方式意愿 （是

否愿意选择机构养老方式养老 ） 。Ｗ

１ ．４ 研究设计

１ ．４ ． １ 研究方法

１ ．４ ． １ ． １ 文献研究方法

通过对国 内外关于养老模式选择 、 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等研究资料的搜集汇

总 ， 掌握关于机构养老的最新研究动态 ， 已取得的研究成果 、 前沿进展等 ， 对研究资

料进行总结梳理 ， 为论文的创作提供大量的资料作证和理论基础 ， 也为形成本文的研

究思路提供借鉴和启发 。

１ ．４ ． １ ．２ 问卷调查法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对苏州市相城区老年人的养老情况展开调査 。 调査对象包括

相城区所有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 调查的 内容涉及三个方面 ：

一

是老年人基本情况 ，

包括性别 、 年龄 、 户籍 、 文化程度 、 退休前工作情况、 婚姻状况 、 居住状况 、 月 收入

状况 、 与家人关系等 ；
二是健康状况 ， 包括慢性病情况 、 日常生活能力等 ； 三是养老

需求调查 ， 包括生活中的主要困难 、 最需要的养老服务 、 希望选择哪种方式养老等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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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 １ ．３ 定量分析法

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 ， 利用 ２０ １ ４ 年相城区政府老年人情况调查数据 ， 对老年人

目 前的养老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二元 Ｌｏｇｉｔ 计量模型探讨老

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影响因素 （包括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 健康状况、 对养老机构的

认知方面 ） ， 并分析机构养老存在的 问题 ， 以达到有效解释研究内容的 目 的 。 老年人

愿意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概率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可写为 ：

Ｐ
（Ｙ ｉ 

＝ 
—

） 

＝
ａ＋ ＰＸｉ⑴

Ｘ
ｉ

ｌｎ
（
Ｐ

）

＝
ｌｎ

［
Ｐ／

（
ｌ 

－

Ｐ
）］ 

＝
ａ＋

ｐ
ｊ 

Ｘ
ｉ （ ２ ）

其中 Ｐ
＝ １ （ ３ ）

ｌ ＋ ｅｘｐ ［

－

（
ａ＋ ｐ ｘｉ）］

（ ２ ） 式中 ， Ｐ 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 ， Ｐ／
（
ｌ
－ Ｐ

）表示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

老的概率与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之比 。 自变量 Ｘ 的含义为老年人机构养老偏

好的影响因素 ， 各个系数 义 表示 自变量对老年人机构养老偏好的影响程度 ， 正的系

数表示该 自变量有利于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模式养老 ， 并且系数越大表示他们愿意选

择机构养老模式养老的概率就越大 。

由于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在价格 、 硬件设施和服务上存在明显的高低次序之分 ，

所以本文采用 Ｏｌｏｇｉｔ 定序模型来进行分析 。 关于 ｙ（ 以解释变量 ｘ 为条件 ） 的 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可以从潜变量乂模型中推导出来 。 假定潜变量乂 由下公式决定 ： 乂

＝ ｘ々 

＋ ｅ ．其中 ，

表示 ｋ
＊
ｌ 向 量 ， 残差 ｅ 服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分布 。 设 ０ 至 为 未知 的 割 点 ， 且

０
＜ ０同时定义 ：

尸 １ ， 若乂

ｙ
＝
２ ， 若 

０
ｔ

＜ ｙ：

ｙ
＝
Ｊ
－ｈ若

ｙ
＝
Ｊ ， 若乂

＞ ０４

在给定关于残差 ｅ 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分布假设下 ， 可推导出给定 ｘ 与 ｙ 的分布并计算出

每个响应概率 ， 根据 Ｌｏｇｉｔ 模型变换的公式反推可得 ：

Ｐ
（ｙ

ｔ
＞

〇

＝
 ＜ｐ（

＆

－

ｘｆｉ）

＝
ｅｘｐ（

０
－

ｘｐ ） 

／
［
Ｉ ＋ ｅｘｐ（

６＞－
ｘｐ）＼

根据上文所述 ， 本文建立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选择模型如下 ：

ｉ〇ｇ〇Ｐ＊ ）

＝

必 ＋ Ａ＇ ＋ 々Ａ ＋ ＋ … ＋及戋
＋

芦

其中 ， 表示满意度 ｙ
＝
ｋ 时的概率 ， ０ 为满意度 ｙ

＝
ｋ 时的截距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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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２ 技术路线图

（

食Ｗ 文献
〉

 确定选題
Ｊ

？

（
埋 论 坫絀

）

￣？

（
相域 丨 ＜

老年 人怙况调 冉 数据 ２０ １

０

”

数祺 格理及描述忭 分折
Ｖ
 ＺＺ／

 ］  ［



Ｉ
￣￣

＾


不问年龄段 老年人机

＝

冷老总 槌 及彩响ｗ素
） （

老年人对 不同 类

￥

养 老 机构的＾Ｔ
）

／ ｔｌｏｇ ｉ ｔ ｌ

＇ｉ ｉ
ｔ ｉ

＾ ｆ

Ｏ ｌ ｏｇ ｉ ｔ ｉｎｌ ｌＨ

＇



、

？
Ｊ


 


、

ｉ
ｆ

＇￣￣

ｔ ：？
￣

＾ ｔ ｔ ｔ
￣

１

（

ｆＭｍ
）（＾
Ｓｅ

）

ｆｔｉＥｍＴ
） （

对 冷 老机构的 认ＩＴ
）（

ｔ 人特征 济特征
） （

对 养 老机构 认知
） （

ｋ域 盟求
）

 ］  ［

（ ）

图 ｉ
－

ｉ 技术路线

Ｆ ｉｇｕｒｅ ｌ
－

１Ｔｅｃｈｎ ｉ ｃａ ｌｒｏｕ ｔｅ

１ ． ５ 论文结构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 具体安排如下 ：

第
一

章 ， 导论 。 提 出研究问题 ， 介绍研究 目 的和意义 、 研究 内容 、 研究方法 、 数

据来源 以及技术路线等 ， 并对文章中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

第二章 ， 相关理论介绍和文献综述 。 梳理相关理论来支撑文章的研究 ， 包括社会

嵌入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 、 结构功能主义 以及新家庭经济理等 ； 再综述 已有文献研究

提出本文的研究 目 标 。

第三章 ， 介绍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统计 。 主要包括
一

些基本特征如老年

人个人基本情况 、 家庭基本情况 、 健康状况以及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等层面 。 还包括不

同年龄段老年人群的机构养老意愿 以及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等 。

第 四章 ， 实证分析 。 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

以及不同年龄段老人的养老机构的偏好 以及影响 因素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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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结论及政策建议 。 将描述性分析和计量分析结果加 以总结归纳 ， 根据得

出的结论结合苏州市相城区养老服务机构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１ ．６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１ ．６ ． １ 可能的创新

总体看来 ， 现有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相关研究大多从宏观的角度 ， 未深入研

究老年人倾向于何种类型的养老机构 ， 在实证研究方面也未考虑到家庭的亲情关系对

老人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 。 本文在现有的研究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基础上 ， 在家庭

特征方面加入了
“

与家人关系
”

这一变量 ， 并探讨其原因 。

本研究所用数据为苏州市相城区政府官方 ２０ １４ 年对辖区 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调查的

第
一

手原始数据 ， 数据包含的老年人个人情况 、 健康状况以及养老需求方面的 内容涵

盖了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核心变量 ， 且数据样本量极大 ， 可供筛选的空间大 ， 所挑选

出来的样本代表性高 ， 翔实可靠的数据为本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１ ．６ ．２ 可能的不足

由于 自 身水平及理论功底有限 ， 对相关的理论的理解及运用 中难免会存在
一

些片

面 ， 这可能会削弱文章的理论积淀和支撑 。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苏州市相城区的老年人 ，

虽然样本量巨大 ， 但由于地区局限 ， 样本的代表性仍然不够 。 此外 ， 囿于养老机构多

元化发展刚刚起步 ， 本文只对老年人机构养老的意愿进行研究 ， 跟老年人实际选择会

有差别 。 随着我国社会化养老的推进 ， 机构养老还有待于进
一

步研究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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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２ ． １ 理论基础

本文从社会嵌入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 、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等

方面进行了概述 ，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老年人要想晚年生活质量不下降 ， 保

持较好的生存状态 ， 自然离不开他人的帮助 。

社会嵌入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 ： 老人在离开工作岗位之后 ， 仍然有继续社会化的

需求 ， 我们的养老服务应遵循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的平衡 ， 将机构养老作为家庭养老

不足情况下的补充方式 。 需求层次理论指出老人的个体需求会有差异 ， 机构养老服务

除应满足基本的照料需求外还应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 。 结构功能主义指出 ， 传统的家

庭照料模式受到家庭结构及家庭内部分工的影响 ， 这主要是基于社会内部结构角度分

析得出 的结果 。 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角度看 ， 老年人能否获得家庭照料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 ， 当家庭难以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时 ， 机构养老也是
一

种可行的方式 。

２ ． １ ． １ 社会嵌入理论

卡尔 ？波兰尼在 《大变革 》
一

书中首次提出
“

嵌入性
”

概念 ， 他认为任何个体都不可

能孤立存在 ， 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 个体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

和关系网 中 ， 借此获得信息 、 服务 、 情感等社会资源 ， 以此获得社会支持 。 年轻的时

候与社会接触较多 ， 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 ， 也不应该与社会完全脱离 ， 而是应该邊续

进行社会活动 ， 这不但有益于身心健康 ， 也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 。 美国学者格兰诺维

特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 ， 提出社会嵌入理论应寻求
“

社会化
”

的平衡 ， 实现社会结

构和个体之间的适度融合 、 互补 ， 以期在复杂的 、 动态的社会关系中达成既定 目标 ，

避免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两种倾向 。

老年人在生活中要经历着几个重要角色之间的转变 ： ①由劳动角色转变为被供养

角色 ， 这易产生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 ②由
“

家长
”

角色转变为被接受照顾的角色 ， 这样

易产生失落感和 自我否定情绪 ； ③工具角色转变为情感角色 。 工具角色主要是老年人

之前在社会上担任的公职等社会角色 。 情感角色指满足身心情感的角色 ； ④父母角色

转变为祖父母角色 ， 易产生不适应感 。 除此之外 ， 老年人也有可能面临成为空巢老人 、

丧偶 、 疾病等危机 。 基于此 ， 社会嵌入理论认为 ， 老年人除了需要通过加强学习 、 不

断进行 自我调整外 ， 更重要的是要继续社会化 。

为 了不脱离社会 ， 老年人在老年有养老服务的需求 ， 此时他们应该 自 主选择参与

机构养老服务 。 ， 因为机构养老可为老人提供各种服务使老年人更好地适应角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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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 ， 为老年人的继续社会化提供了平台 。

２ ． １ ．２ 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是多样且阶梯式向上发展的 ， 从最底层往上

依次分为生理 、 安全、 社交 （ 归属和爱 ） 、 尊重以及 自我实现需求五种 。 老年人的需

求也分为五个层级 ， 但因退出工作岗位 、 身体机能衰退等原因 ， 老年人需求存在
一

定

的特殊性 ， 应当区别对待 。 表 ２－

１ 列举了５ 种需求层次下 ，

一

般需求与老年人的特殊

需求的具体表现 。

表 ２－

１ 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Ｔａｂ ｌｅ２
－

１Ｓｐｅｃ 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ｏｆ ｅｌｄｅｒｓ

需求层次划分
一般需求 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 奋 彳士 只维衣 ： 宽松、 舒适 ； 食 ： 健康 、 易消化 ； 住 ： 安静 、

生理需求衣 、 食、 住 、 订等便利 、 障碍少 ； 行 ： 出行方便

经济安全、 职业安全 、

安全需求 就医及时方便、 生病能得到照料等
尤哭友灭难等

＾ Ｉｔ Ｉ Ｈ得到家人 、 朋友等的关心和爱护 ；

Ｉ＿参与社会活动 ， 融入集体

能力 、 人品 、 学历等得到思想 、 行为等得到家人的理解 、 尊重 ；

辱觀眾
别人的认可得到社会的重视 、 尊重

白 并中？垂书
胜任工作 ， 充分发挥 自 己的尖 斗社么工抽一瓜士

潜在能力 ， 实现人生价值

需求的满足都是从低到高 ， 通常人们也都有追求高层次需求的 内在驱动力 。 越是

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 需求也就达到最高 ， 此时针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就会突

出 。 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 、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 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 ，

当某些需求无法从家庭成员 内部得以满足时 ， 很多老人会选择通过社会化服务来得到

满足 。 发展养老服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 ， 对有生理需求的老人提供经济上的扶持、

适宜的居住环境等 ， 对有安全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 ， 对社交方面有需求的老年

人提供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机会 ， 对有尊重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分享 自 己经历 、 展示个

人能力的平台 ， 对希望发挥余热 、 实现 自我价值的老人提供参与服务的机会等 。

社会在向前发展 ， 老年人的照顾需求也不再局限于低层次的生活照料 ， 而是 向更

高层次的精神 、 文化以及社交等多方面拓展 。 发展机构养老服务应该建立需求评估机

制 ， 严格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来提供服务 ， 除了满足洗衣做饭 、 清洁打扫等 日常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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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孤寡 、 独居 、 心理状态差的老年人应该根据需要提供精神慰藉服务 ， 对身体状况差 、

缺乏安全感的老人 ， 也要满足其及时就医 、 健康咨询的需求 ， 对于那些想发挥余热、

为社会贡献微薄之力的追求高层次需求的老人 ， 可以将其组织起来 ， 成立志愿者队伍 ，

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服务 。 总之 ， 机构养老服务要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多层次的

需求 。

２ ． １ ．３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帕森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社会是
一

个有机体 ， 它的进化过程也必然遵

循由简单到复杂的法则 。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 社会的范围扩大 ， 社会结构及其所承

担的功能也随之扩大并出现分化 。 而结构功能的分化 ， 必然会致使社会组成部分 由 同

质性向异质性转变 。 这样家庭功能就会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 目前 ， 我国

社会的家庭结构及内部分工正慢慢发生着变化 ，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 １ ） 家庭结构 。 随着我国人 口 出生率的下降 ， 使得家庭结构逐渐走向小型化和

核心化 ， 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 ， 家庭在功能上也发生了
一

定的分化 ， 家庭养老这
一

传统的养老模式面临危机 ， 逐渐弱化 。 再者 ， 家庭居住环境和观念的变化 ， 导致大部

分年轻人不愿与年老的父母居住在
一

起 ， 老人独居的现象普遍存在 ， 有些甚至没有亲

属住在附近 ， 这些变化均对家庭的照顾能力带来
一

定的负面影响 。

（ ２ ） 家庭 内部分工 。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 传统的男主外 ， 女主 内

的家庭分工模式 已发生该改变 ， 她们不愿再如旧时代那般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和小孩 ，

而是投身到工作岗位当 中 ， 成为独立新女性并有着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 。 此外 ， 人们

越来越追求 自 由 ， 导致离婚率比例越来越大 ， 子女的分离在
一

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老年

人的 日 常生活照料问题 。

２ ． １ ．４ 新家庭经济学理论

目 前 ， 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家庭照料的探讨有以下两种观点 ： 第
一

， Ｂｅｃｋｅｒ
（

１ ９６５ 、

１ ９９ １
）
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 ， 市场行为的动力主要是利己主义 ， 但家庭内部资源

配置的动力却是利他主义 。 子女照料父母即是
一

种利他主义行为 ， 其次关爱行为增加

了照顾者 自 身的效用 函数 。 假定家庭成员 的 目标
一

致 ， 当
一

个家庭基于家庭效用最大

化配置家庭资源时 ， 越是身体状况差 ， 有照料需求的老人 ， 往往越能得到子女的照顾 。

相应地 ， 对于那些身体条件好 、 年纪相对较轻的老人 ， 他们需要的照料需求少 ， 因而

得到子女照料的可能性就小 。 假设社会化的有偿照料和家庭照料可以完全替代 ， 那么

经济条件好 、 社会地位高的老年人便会增加对有偿照料服务的需求 ， 而很少会通过由

子女提供照料服务来满足 自 身的需求 。 第二种以 Ｂｅｍｈｅ ｉｍ 等 （
１ ９８５

） 的策略性财产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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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为代表 ， 该模型指出 ， 老人与其子女的利益存在不
一

致性 。 老人希望得到子女

更多的照料 ， 但子女 自愿提供的服务往往低于老人的期望 ， 因此老人通常的做法是通

过支配其可继承的财产来影响子女的行为 。 这就是说 ， 经济条件好 、 社会地位越高的

老人 ， 可分配给子女的财产越多 ， 因而得到子女照料的可能性也会越大 。 同时 ， 根据

Ｃｈｉａｐｐ〇ｒｉ（１ ９９７
）
的家庭集体模型观点 ， 老人得到家庭照料资源的数量由其讨价还价

的能力决定 ， 所以 ， 如果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 ， 往往能得到子女更多地照料 ， 因

为老年人财富越多 ， 其在家庭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也越强 。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 ， 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增加子女照料的数量 ， 也可能

会减少子女照料的数量 。 老年人对家庭照料的依赖降低也会使得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

愿增多 。 在现实生活中 ，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战略性调整 ， 老人的社会经济地

位差距也随之扩大 ， 这种变化到底对我国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产生何种影响 ， 还需

要进行验证分析 。

２ ．２ 文献综述

２ ．２ ． １ 国外研究现状

瑞典、 丹麦 、 芬兰等欧洲国家早在 １ ９ 世纪末就进入人 口老龄化时代 ， 但是他们

很重视老年人的养老 ， 在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方面投入很大 。 美国 目前也 已经形成了

比较完善的机构养老服务网络 。 纵观国外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 ， 他们多从老

年医学和护理学的角度入手 ，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 １ ） 养老机构服务的需求

Ｋｅｍｐｅｒ 对美国 ２００４ 年的老年人进行调查显示 ， ６５ 岁 以上的老年人有 ４％选择入

住养老机构 ， 而 ８５ 岁 以上老年人中这比例却高达 １ ７％ 。 ＢｒａｎｃｈＬ ．Ｇ 等人 （ １ ９８２－

１ ９８９ ）

从老年人的个人特征 、 家庭特征和经济特征方面分析了他们的机构养老服务需求 。 学

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研究了该需求及其影响因素 。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〇ｎ ．Ｃ 等人 （ １ ９８７ ） 的分

析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易选择机构养老 （ Ｊａｍｅｓ Ｄ（ １ ９９８ ） 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 ，

但是当对寿命因素进行修正调整后发现该需求又与性别没有联系 ； 年龄越大 、 身体机

能越不好的老年人对其的需求也越大 （ Ｊｏｈｎ 等 （ １ ９８９ ） 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 。 ＪａｍｅｓＤ

（ １ ９９８ ） 以美国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调查数据库为基础也研究分析了该影响因素 ， 但

是他与别人的区别在于他是从医疗救助计划和个人家庭因素方面入手的 ， 结果发现有

医疗救助计划扶持以及存在个人和家庭缺陷的老年人更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 Ｃｈｅｎ

ａｎｄＹｅ（ ２０ １ ３ ） 从子女是否支持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院进行养老的决策的研究中发现 ，

老年人对其子女支持的满意度与其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成反比 ， 老年人对子女支持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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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水平越高他选择入住养老院的意愿反而越低 。

（ ２ ） 机构养老服务的供给

Ｄｗｙｅｒ（ ２００９ ） 指出 ，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对 ２００４ 年的全国养老服务机构的调

査显示 ， 美国的养老服务机构较多 ， 且入住率也很高 ， 但是养老机构的服务配套设施

跟不上 ， 医生配备数量偏少且有将近
一

半的老年人是 自 己支付服务费用而仅有 １ ／３ 的

老人的服务费用是由医疗扶持计划提供 。 据数据显示 ， 美国有 ２５％的老年人在养老机

构中去世 ， 养老机构中住养老人的年死亡率达到了１ ６％至 ２２％ 。 Ｔｉｍｏｔｈｙ（ ２００９ ） 提

出 国外养老机构要给入住的老年人提供医疗、 保健以及临终关怀等服务 。 Ｔｕｒｒｅｌｌ 等人

（ ２００ １ ） 对英国的研究也发现养老机构的服务没有明确的标准 ， 服务水平不高 ， 缺乏

高级专业人才 ， 老人的
一

些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 。

（ ３ ） 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对策

西方许多 国家在人 口老龄化时代意识到了养老机构的重要性 ， 政府出手对养老机

构提供充足的资本并在其中进行宏观规划及管理 。 他们的养老机构中不仅专业化程度

高而且还拥有很完善的服务体系使得他们的养老服务很规范 。 ＪｏｈｎＳＭｃＡｌｅａｍｅｙ

（ ２００６ ）认为社区健康中心应该要与医生团体 、 医院等联合来提高为病人服务的质量 。

２ ．２ ．２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 国 内对包括机构养老在内的社会化养老已经展开广泛

研究 ， 在研究上 已经具备
一

定的深度和广度 ， 关于机构养老意愿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 ：

（ １ ） 机构养老的意愿研究

宋宝安等 （ ２００３ ） 对东北三省 ２ １ ９６ 名老年人的调查发现 ８ ．３％的老年人有机构养

老意愿 。 蒋岳祥等 （ ２００４ ） 对浙江省 １ １ ９７ 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进行调査 ， 发现 ９ ．６９％

的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初炜等 （ ２００７ ） 对 １ ２００ 名 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的调査则显

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比例为 １ １ ． ２％ 。 韦云波等 （ ２００８ ） 在贵阳市调査了５９５

位 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 ， 结果显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比例为 ７ ．２％ 。董沛等 （ ２００９ ）

在河北保定和石家庄分别对 １ ５００ 名老年人进行养老需求调査 ， 结果发现两地愿意入

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比例平均为 ７ ．７７％和 １ ２ ． １％ 。 左冬梅等 （ ２０ １ １ ） 利用在安徽省巢

湖地区进行的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发现 ，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２２％

的老年人愿意选择到养老院养老 ， 传统的孝道观念对于农村老年人选择养老院养老起

到了阻碍作用 。 王洪娜 （ ２０ １ １ ） 利用中 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

山东省

农村居民养老医院与需求
”

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 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选择养老院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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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比例达到 了１ ０ ． ８％和 ２３ ． ８％ 。 黄俊辉等 （ ２０ １ ３ ） 通过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院需求

意愿的实证分析发现 ， 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度对养老院需求意愿存在负相关关

系 ， 即生活满意度低的老年人更倾向选择机构养老 。 孙小娅等 （ ２０ １ ３ ） 对苏州市 ７ 个

区 ６０ 岁 以上的 １ ２ ８７ 名老年人的养老状况及其对社会机构养老的需求进行抽样调查发

现 ： ３ ８ ．３ ５％的老年人最乐意选择的养老方式是 由子女照料 ， 而选择机构养老的 占 ２ ３ ．

７９％ 。 牛喜霞等 （ ２０ １ ３ ） 对山 东溜博张店区 ４３ ７ 名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意愿进行调查 ，

发现仅有 １ ３ ．４％的老年人明确表示愿意将 自 己的父母送往养老机构 ， 有 ２９ ． １％的老年

人明确表示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 。 黄俊辉等 （ ２０ １ ４ ） 通过对江苏农村老年人的实地调

查 ， 发现 ２２ ．２％的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有需求意愿 ， 社会养老服务 内 容主要集

中在生活照料 、 精神慰藉 、 医疗护理 、 文化娱乐四个方面 。

一

些学者专 门针对特定群体如农村老年人 、 空巢老人进行 了 调查 。 如郅玉玲等

（ ２００２ ） 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１ ５ ００ 名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 ， 结果显示愿意入住养老

机构 的老年人 比例平均仅为 １ ．２％ 。 夏海勇等 （ ２００ ３ ） 在江苏经济较发达的太仓市对

５ ００ 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发现 ， 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 比例仅为 １ ． ８％ ， 老年人

更愿意选择在家中养老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意离开家人和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 田北海

等 （ ２０ １ ２ ） 对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和咸宁市崇阳县青山镇的农村老年人调查发现 ， 老

年人的养老意愿呈现出 多元化特征 ，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并不完全是
一

种
“

经济理

性
”

， 而是
一

种嵌入生活境遇中 的
“

情境理性
”

。 吴海盛等 （ ２００８ ） 以抽样调查数据为

基础 ， 对江苏省中青年农民的养老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得 出 ， 由于土地保障功能的弱

化 、 家庭逐渐趋于核心化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原因 ，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

在不断弱化 ， 急需正规化养老模式的辅助 。 陈建兰 （ ２０ １ ０ ） 等对苏州空巢老人的养老

需求进行 了调查研究 ， 结果显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空巢老人比例为 ２４ ． ６％ ， 高于普

通老年人群的水平 。

从学者们 的研 究结果来看 ， 我 国 老年人 中 有入住养老机构 需求 的 比例 约 为

５％－

１ ５％ ， 农村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 比例相对较低 ， 仅为 １％－

９％ ， 而空巢老人

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 比例却高于普通老年人群的水平 。 从调查数据上来看 ， 随着时间

的发展 ， 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在增强 ，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选择到养老机构去养

老 。

在研究方法上 ， 程令国等 （ ２０ １ ３ ） 使用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 内差分方法 ，

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居 民养老模式的影响 ， 分析发现新农保提高了老年人独立居住的

意愿 以及实际独立居住的 比例 ， 老年人从外部市场购买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

张川川 （ ２０ １ ４ ） 利用断点回归 的方法实证研究了
“

社会养老
”

模式对
“

家庭养老
”

的替代

性 ， 结论发现
“

社会养老
”

对传统
“

家庭养老
”

存在
一

定程度的替代 ， 但效果有限 ， 完善

中 国农村的
“

社会养老
”

模式有待于进
一

步提高保障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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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视角上 ， 吴海盛等 （ ２０ １ ０ ） 从村庄 内 部差异的视角 ， 研究发现村庄 内部组

织和政治因素会显著促进农民对正规化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 。 狄金华等 （ ２０ １ ４ ） 通过

对鄂 、 川 、 赣三省村庄农民调查数据 ， 分析了村庄因素尤其是宗族对于农村居 民入住

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 ， 研究发现 ， 村庄的宗族结构和功能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居 民

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 ， 有非正式宗族网络的农村居民 比没有宗族网络的农村居 民入住

养老机构的意愿低 ， 有正式宗族组织的农村居 民入住意愿最低 。 风笑天等 （ ２０ １ ４ ） 通

过对南京养老机构中老人及其子女的个案访谈资料 ， 分析探讨 了机构养老与孝道的 问

题 ， 研究发现 ， 城市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包括子女工作忙 、 家中无人照料 、 住

房紧张 、 与子女关系不好 、 长期生病等 。 对于机构养老的态度既有满意的 ， 也有观望

不定的 ， 还有消极抵触的 。 其子女的态度也是既有积极的 ， 也有矛盾的 。 但无论是老

人还是子女 ， 都不认为老人进机构养老是子女不孝顺的表现 。 吕学静等 （ ２０ １ ３ ） 利用

北京市城市老年人网络养老需求意愿调查数据 ， 分析发现 ， 老年人对网络获取养老服

务需求较大并且热情很高 ， 网络养老服务平台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 ２ ） 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复寿劳等 （ １ ９９６ ）对上海浦东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文化程度对机构养老需求有影响 ，

学历高的老人中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 比例较高 。 宋宝安等 （ ２００ ３ ） 在东北三省的调查

研究显示女性 、 经济状况较好 、 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更倾 向于机构养老 。 姜 向群等

（ ２０ １ １ ） 通过定量研究指出 ， 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到养老机构居住 。 王莉莉 （ ２００５ ） 通

过对北京市部分社区福利养老实施 （ 主要是敬老院 ） 的调查 ， 发现敬老院居住的多是

中高龄 、 丧偶 、 文化程度不高 、 身体较好 、 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人 。 孔祥

智等 （ ２００５ ） 通过对福建永安 、 邵武和光泽三地的 ２ ７２ 名农村老年人调查 ， 发现
“

养

儿防老
”

的观念限制 了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 ， 而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 传统观

念的影响下降 。 龙书芹等 （ ２００７ ） 对 ８２ ５ 名 ６ ５ 岁 以下老年及 中年人群进行调查 ， 发

现性别 、 文化程度和收入对机构养老需求有显著影响 。 赵迎旭 （ ２００６ ） 等在福州市的

３ 个区调查 了１ ７６７ 位 ６５ 岁 以上老年人 ， 发现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是否赞成非家庭

养老的决定因素 ， 经济收入好的老年人更倾 向于选择入住养老机构 。 胡宏伟等 （ ２０ １ １ ）

基于对浙江等地的调查指出 ， 城乡老人之间对机构养老的需求不存在显著差异 。 吴敏

（ ２０ １ １ ） 对济南老年人的研究还发现 ， 养老院的需求呈现出城乡差异 ， 农村老年人 比

城市老年人的需求意愿要低 。 王彦方等 （ ２０ １ ４ ） 认为打工儿女与 留守老人联系频率越

高 ， 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的意愿越强 ， 日 常花费来源的 自 主化程度越高 ， 老人越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 张文娟等 （ ２０ １ ４ ） 将安德森模型作为分析框架 ， 对失能和非失能

老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进行对 比 ， 发现个人 、 家庭和社区 多重因素均对老年人机构养老

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 何军等 （ ２０ １ ５ ） 对新参保农民的养老意愿进行研究发现 ， 性别 、

土地拥有状况以及家庭人 口 规模在养老意愿上并未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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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等 （ １ ９９９ ） 对上海市 ５０ 岁 以上人群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年龄大 、 有配偶 、 月

收入高 、 文化程度高 、 对集体活动感兴趣的人群更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韦云波 （ ２００ ８ ）

等在贵阳市的调查发现高龄 、 丧偶老人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 蒋岳祥 （ ２００４ ） 等在研

究中发现身体健康状况对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有显著影响 ， 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人更

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 田北海等 （ ２０ １ ４ ） 基于嵌入性分析视角 ， 分析 了城乡老年人的

社会服务需求特征 ， 结论发现身体机能越差的老年人 ， 其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水平越高 。

焦亚波 （ ２０ １ ０ ） 对上海市 ４０３ 位老年人进行养老意愿的调查 ， 发现当将来的生活 自理

能力 由部分不能 自 理转变为严重不能 自理时 ，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发生显著变化 ， 愿意

选择机构养老的老年人 比例从 ４ １ ．７％上升到 ４９ ．４％ ， 即随着生活 自 理能力 的弱化 ， 老

年人机构养老的意愿增强 。 张丽萍 （ ２０ １ ２ ） 在研究中发现 ， 城市老年人在生活不能 自

理时 ， 有接近 １ ／４ 的老年人希望到养老机构养老 ， 还有
一些希望与子女同住 ， 但相 当

一

部分老年人仍希望独居 。 刘洪等 （ ２０ １ １ ）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养老模式是影响老年人

健康的关键因素 ， 多代合住 的模式给老年人带来的健康和幸福度甚至还不如机构养

老 。 陶涛 （ ２０ １ ５ ） 通过对北京市西城区老年人基本情况调查 ， 分析发现老年人选择机

构养老多是注重心理感受而非客观身体条件 ， 配偶健在与否和子女数量的影响较为微

弱 ， 子女孝顺与否 的影响十分显著 。 褚堤婧 （ ２０ １ ０ ） 等利用 中 国老龄科研中心 ２００６

年所做的
“

中 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
”

的部分数据资料 ， 分析得 出愿意住福利

院 、 敬老院 、 老年公寓等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 比例为 １ ５ ． ７ １％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婚姻状况 、 与家庭成员关系的好坏及子女是否孝顺对老年人机构养老的意愿有较大的

影响 。

尚潇滢 （ ２０ １ ４ ） 对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模式进行研究发现 ， 年龄越大 、 收入水

平越高的老年人 ， 养老需求越多 ， 更加需要来 自专业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 ， 也就

更加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模式养老 。 年老时精神缺乏慰藉的老年人 ， 在子女无从陪伴

的情况下 ， 更倾向 于选择机构养老模式养老 ， 这样能够与其他老年人共 同生活 ， 以寻

求精神上的慰藉 。 洪娜 （ ２０ １ ３ ） 通过对上海第
一

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方式进行研究

发现 ， 第
一

代独生子女父母的期望养老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 随着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

被调查的独生子女父母选择机构养老的 比例大幅上升 。

（ ３ ） 机构养老存在的 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

第
一

， 机构养老存在的 问题

养老机构 的入住率在机构 的不 同性质和不 同地区 间有 明 显 的差异 。 王方刃等

（ ２００３ ） 对福州市 １ ５ 所养老机构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和集体兴办的养老机构入住率远

高于个人兴办的机构 。 唐万琴等 （ ２００９ ） 对南京市的社会养老机构进行了调查 ， 结果

显示根据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 》 的建设要求 ， 南京市养老机构的建设规模达标

率不足 ３ ０％ ， 达标情况较差 。 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低 （平均入住率为 ６４ ． ８％ ） ， 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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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中没有配备医生和护士 。 廖敏等 （ ２００６ ） 非随机抽取 了长沙市 １ ０ 家养老机

构进行调查 ， 结果显示长沙市的养老机构规模大小不
一

， 入住率总体不高且差别较大

（入住率髙的达到 ９８％ ， 低的不足 ３０％ ） 。

王方刃等 （ ２００３ ） 调查的福州市 １ ５ 所养老机构中 多数养老机构设有医务室并储

备 ２０ 种 以上常用药物 、 配有简单医疗器械 ， 但政府和集体兴办的养老机构提供医疗

服务的能力较个体兴办的养老机构强 。 曾琳等 （ ２００９ ） 通过调查福州市鼓楼区 ７ 所养

老机构的布局结构 、 服务设施 、 功能定位等 ， 发现鼓楼区养老机构种类较少 ， 数量不

足 ， 建设水平较低 ， 功能单
一

， 服务水平较为落后 。 刘建民等 （ ２０ １ ０ ） 调查分析 了南

宁市 、 柳州 、 梧州三个城市 １ ４ 个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和支出情况 、 医疗服务条件和

提供附加服务的情况 ， 结果显示三市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
一

般在 ５ ５０
－

１ ５００ 元不等 ，

费用开支主要是房租 、 水电费 、 硬件折旧 、 餐饮 、 人员工资等方面 ； 大部分养老机构

缺乏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设备 ； 在养老机构提供的附加服务中心理辅导和康复活动最

少 ， 而家庭关系服务和定期休闲活动相对较多 。 易大方等 （ ２００６ ） 实地考察 了武汉市

１ ３ 家养老机构 ， 发现武汉市养老机构存在着收费偏高 、 服务水平低 、 基础设施差等 问

题 。 从现有的研究结果看到 ， 目 前我国 的养老机构在机构建设 、 服务 、 工作人员 、 经

营模式等方面还存在
一

定 问题 ， 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 王莉莉 （ ２０ １ ４ ） 利用 中 国老龄

科学研究中心的三次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 目 前养老机构面临定位不清 ， 职能不

明 ， 养老机构床位数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问题突 出 ， 服务 内容单
一

， 服务设施和水

平较低 。

穆光宗 （ ２０ １ ２ ） 在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 困境的研究中指出 目前我国机构养老的专

业化人才相 当缺乏 ， 没有形成职业化发展模式 。 卢慧芳等 （ ２００６ ） 的研究指出 目 前我

国分级护理的具体 内 容比较单
一

， 主要是基本的 日 常照顾和
一

般的医疗护理方面 ， 对

老人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状况关注较少 ， 与 国外相 比存在很大差距 。 我国护理人力资源

短缺 ， 养老院护理人员 素质不高是影响我国养老机构护理分级制度落实的因素 。 吕 新

萍 （ ２００４ ） 通过对某个养老院的个案研究指出从服务专业化角度看 ， 缺乏社会工作的

专业理念和专业手法是造成入院老人需求满足方面问题的主要根源 。 上海的养老机构

除特定机构外 ，

一

般的社会福利院 、 敬老院均未进行功能定位 ， 其收养的老人涵盖从

基本生活能 自理的
一

直到长期卧床不起 、 甚至需要
“

临终关怀
”

的 （焦亚波 ， ２００９ ） 。

可见 ， 我国 的养老机构在专业化水平上还需要不断提升 ， 并对机构的功能进行明确定

位 ， 以提高养老机构服务的利用效率 ， 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

第二 ， 机构养老发展对策

周云等 （ ２００７ ） 认为机构养老的发展不能仅仅追求数量上的增长 ， 养老机构的设

备与服务水平的提高也是非常关键的 。 徐英姿 （ ２００ ８ ） 认为政府在机构养老事业的发

展中要发挥其主导作用 ， 强化行政规划职能和营造宣传氛围 ， 并增加对机构养老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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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 同时 ， 加强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管理 ， 建立和完善质量控制标

准 （吴敏 ， ２０ １ １ ） 。 桂世勋 （ ２００ １ ） 指出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养老机构未进行功能定位 ，

未来可将其分三类 ， 即重度护理养老院 、 中度护理养老院和轻度护理养老院 。 根据我

国的实际状况及海外的经验教训 ， ２ １ 世纪上半叶我国应重点发展重度护理养老院和床

位 。 根据近年来国际社会提出 了
“

持续照顾
”

的新理念 ， 未来我国城乡大多数养老机

构应逐渐归为复合型养老机构和单
一

型的重度护理养老机构两类 。 穆光宗 （ ２０ １ ２ ） 提

出 了化解机构养老化解机构养老困境的五大应对策略 ， 即建立老年生命质量和生活品

质并重的机构养老观 ； 机构养老的专业化 、 标准化、 规范化和职业化是发展的方向 ，

重点突出发展老年护理院 ； 鼓励多元投资 ， 扩大机构养老规模 ， 发展旗舰企业 ， 延长

养老产业链 ； 政府和机构要共同探索双红利导 向型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 ； 养老的机构

支持 、 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要
“

三结合
”

， 机构养老的亲情化 、 福利化 、 专业化和社

会化是
“

品质养老
”

的可靠保障 。

２ ．３ 研究述评

纵观现有文献 ， 笔者发现 目前关于机构养老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 主要集

中在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 、 机构养老供给现状 ， 以及机构养老存在的

问题和发展建议等方面 。 但 目前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 ， 老年群体内部也发生
一

些分化 ，

且对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 目 的仍是促进养老事业的长远发展 ， 所以现有的研究还存在

一

定的局限性 ，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 １ ）
一

般而言 ， 高龄 、 重度失能老人对

综合化 、 专业化的机构照料需求最为迫切 ， 现有研究大多将 ６０ 岁及 以上老人作为整

体来研究其机构养老意愿 ， 未考虑低龄 、 中龄 、 高龄老人的不同特征对机构养老意愿

的影响 。 （ ２ ） 现有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 ， 在家庭特征方面往往忽视了对老

年人精神慰藉的考量 ， 此外对老年人机构养老认知状况也考虑不足 。 （ ３ ） 现有研究

大多从宏观层面研究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 缺乏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偏好的进
一

步

研究 。 因此 ， 本文利用苏州市相城区老年人情况调查数据 ， 充分考虑老年人群的 内部

分化 ， 将老年人按年龄段分为低龄 、 中龄 、 高龄三个群体 ， 分别研究对比他们的机构

养老意愿以及影响因素 ， 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

步研究老年人对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的偏

好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 为机构养老政策的最后落地提供决策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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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１ 数据来源

３ ． １ ． １ 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苏州市相城区政府 ２０ １４ 年组织的
“

相城区老年人情况调查
”

。

苏州市相城区地处长三角城市群腹地 ， 位居苏州大市中心 。 ２０ １ ４ 年底 ， 相城区总人 口

数为 ４００ １ ５ ８ 人 ， 其中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９ １２７８ 人 ， 占相城区总人 口数的 ２２ ． ８ １％ ，

该比例与苏州市 ６０ 周岁 以上老年人 口 占总人 口 比例 ２４ ．０８％相近 ， 在苏州各区县中具

有代表性 。 这次调查在相城区下辖的 ４ 个镇、 ４ 个街道、 １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 １ 个高

铁新城和 １ 个旅游度假区展开 ， 共获得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有效样本 ６４４２４ 个。

调查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 ：

一

是老年人基本情况 ， 包括性别 、 年龄 、 户籍 、 文化

程度 、 退休前工作情况、 婚姻状况 、 居住状况 、 月收入状况 、 与家人关系等 ；
二是健

康状况 ， 包括慢性病情况、 日常生活能力等 ； 三是养老需求调查 ， 包括生活中的主要

困难、 最需要的养老服务 、 希望选择哪种方式养老等 。 以上三部分的调査为研究老年

人晚年生活现状及养老需求意愿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 。 本文的研究即是利用 以上调

查数据为基础展开 。

３ ． １ ．２ 苏州市相城区养老服务机构现状

截止 ２０ １ ４ 年 ９ 月 ， 苏州市相城区 目 前有公办养老机构 、 社会力量办的养老机构

以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１ ５ 家 ， 其中公办养老机构 ５ 家 ， 分别为北桥盛北老年公

寓 、 度假区老年公寓 、 太平幸福公寓 、 苏州灵峰康福院 、 元和怡康园 ， 公办养老机构

的总床位数为 １ ０９７ 张 ， 其中护理床位数有 １ ５０ 张 （仅灵峰福利院有护理床位 ） ， 总

体入住老人数为 ２４４ 人 ， 公办养老机构共有服务人员 ２４ 人 ， 其中执业医师 ２ 人 、 执

业护士 ２ 人 ， 持证护理员 ８ 名 。 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共计 ４ 家 ， 分别为望亭御亭家园

护理院 、 苏州华相护理院 、 苏州康宁护理院 、 爱得康护理院 ， 床位数共计 １ ０２０ 张 ，

护理床位数 １ ０２０ 张 ， 入住老人人数为 ３ ５ ８ 位 ， 共有服务人员 １ ９５ 人 ， 其中执业医师

１ ９ 人、 执业护士４７ 人 ， 持证护理员 ５７ 人 。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共 ６ 家 ， 分别为相

城区社会福利院 、 望亭镇敬老院 、 北桥街道敬老院 、 渭塘镇养老中心 、 阳澄湖镇敬老

院 、 黄埭镇敬老院 ， 床位数共计 ７２３ 家 ， 其中仅有渭塘镇养老中心具有护理床位 １ ０ １

张 ， 总共入住老人人数为 ３ １ ５ 人 。 共有服务人员 １ １ ０ 人 ， 其中执业医师 ７ 人 （其中 ６

人为渭塘养老中心 ） 、 执业护士６ 人 （全部来 自渭塘养老中心 ） ， 持证护理员 ６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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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 ， 相城区 目前养老机构共有床位总数 ２８４０ 张 ， 其中护理床位数为 １ １ ７０

张 ， 入住老人总数为 ９ １ ７ 人 。 目前相城区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共有 ９ １ ２７８ 人 ， 床位

数占总人 口数的 比例为 ３ ． １ １％ ， 护理床位数占总人 口数的 比例仅为 １ ．２８％ 。 此外 ， 老

年人入住的比例相对来说较低仅为 ３２ ．２９％ 。

分析 目前苏州市相城区养老服务机构现状 ， 我们发现每百人仅有床位数 ３ ． １ １ 张 ，

其中护理型床位仅有 １ ．２８ 张 。 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养老机构的总体入住率并不高 ， 很

多养老机构还有大量的床位空置 ， 没有老人入住 。 调查中我们发现 ， 目前相城区 １ ５

家养老机构中有 ８ 家养老机构是 ２０ １ ０ 年后才建成运营 ， 运营时间短 ， 老年人对其还

不了解是其中的原因之
一

。 另
一

方面 ， 对于老人入住需求较高的护理院比例还较低 。

在同相关护理院负责人交谈中 ， 我们了解到 目前办养老机构尤其是医养结合型的

养老机构主要面临三大难题 。 第
一

个难题就是招人难 。 很多护理院面临招不到医生跟

护士的困境 ， 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愿意去 ， 有工作经验的医生护士又觉得工资低 ， 总结

起来护理院的工作工资低、 没地位、 不体面是很多 民办护理院招不到人的主要原因 。

而公办养老机构 ， 通常都是按照医院的福利待遇甚至略高于医院的福利待遇招聘医生

护士 。 第二个难题是民办养老机构进医保难 。 目前 ， 苏州市对新办护理院入医保的标

准是每张床位需配备护士０ ．２ 名 、 护工 ０ ． ８ 名 ， 同时床位数也要申报 ， 很多护理院达

不到 申请医保的核定标准 ，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老年人的入住 。 第三个难题是多

头管理的难题。 养老机构不仅需要管理好医生 、 护士 ， 管理监督他们的服务质量 ， 还

得管理入住的老年人 ， 很多老年人岁数大、 不能 自理 ， 入住之后养老机构得定期跟老

人家属沟通老年人的情况 。 此外 ， 养老机构还要在医疗安全、 食品安全 、 用 电安全等

各个方面做出管理。 有养老机构测算 ， 至少入住 １ ００ 位老年人才能达到盈亏平衡 。 且

养老机构前期投入资金量巨大 ， 回报周期时间长 ， 也提高了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的门

ｎｎ〇

３ ．２ 描述性统计

３ ．２ ． １ 样本基本特征

３ ．２ ． １ ． １ 老年人个人基本情况

从样本个人特征来看 ， 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６９ ．９ 岁 ， 最大年龄为 １ ０４ 岁 ， 从年龄

段分布来看 ， ６０
？

６９ 岁老人占 ５７ ．７５％ ；７０
？

７９ 岁老人占 ２７ ．８３％ ；８０ 岁及以上老人

占 １４ ．４２％ ， ７０ 岁及以上的中高龄老人占比已经超过了４０％且总体的平均年龄也将近

７０ 岁 ， 这
一

数据说明 了 目前不仅是老龄化问题突出 ， 在经济发达地区高龄化问题更为

凸显 。 在性别比例方面 ， 女性样本比例 （ ５ １ ．５４％ ） 略高于男性 （ ４８ ．４６％ ） ， 总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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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样本比例相对均衡接近于 １ ： １ 。 从年龄段分布来看 ， ６０
？

６９ 岁老人男女比例相对

均衡 ；
７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 ， 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 ， 其中 ８０ 岁及以上女性老人占比

（ ６３ ．３２％ ） 是男性老人 （ ３６ ．６８％ ） 的将近 ２ 倍。 这
一

数据说明 了 ， 大多数高龄老人在

晚年没有老伴的陪护 ， 倘若子女不在身边 ， 这些老人只能独居或者去养老机构养老 ，

也说明 了 目前当下的养老形势还面临独居化、 空巢化的挑战 。 在户籍方面 ， ９０％以上

的老人都是农村户籍 ， 且退休前 ８２ ．３ １％的老人从事的是农业相关工作 。 在文化水平

方面 ， 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的仅占 １ ３ ．０ １％ ， 具有小学文化的老人占 ３９ ．２３％ ， 绝大多数

（ ４７ ．７５％ ） 老人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及以下 ， 从年龄层看 ， 年龄越大的老人文化程度

越低 。 在婚姻状况方面 ， 有将近 ２０％的老年人没有配偶 。 在参与社会保险方面 ， ９０％

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保险 ， 不同年龄层的老年人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区别不大 。

各年龄层老年人的个人主要特征具体状况见表 ３
－

１ 。

表 ３－

１ 调查对象个人特征 ％



Ｔａｂｌｅ３
－

１Ｉｎｄ 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 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特征分类 

６０
？

６９ 岁 ７０
？

７９ 岁ｒｆ８０ 岁及以上

性别男 ５ １ ．３ １ ４８ ．７ ３６ ．６８

女 ４８ ．６９ ５ １ ．３ ６３ ．３２

户籍农村 ９ １ ．３ ５ ９ １ ．３４ ９２ ．５ ５

城镇 ８ ．６５ ８ ．６６ ７ ．４５

文化程度小学以下 ３９ ． １ ８ ５３ ． ５７ ７０ ．８７

小学 ４４ ．８８ ３４ ．７７ ２５ ．２

初中及以上 １ ５ ．９３ １ １ ．６６ ３ ．９３

婚姻状况无配偶 ９ ．０４ ２３ ．５７ ５０ ． ８７

有配偶 ９０ ．９６ ７６ ．４３ ４９ ． １ ３

是否有养老金无 ７ ． １ ４ ９ ．６４ ８ ．９７

有 ９２ ． ８６ ９０ ． ３６ ９ １ ．０３

３ ．２ ． １ ．２ 老年人家庭基本情况

从样本家庭特征来看 ， 老年人 目前平均健在子女数量为 ２ ．２ 个 。 从年龄分布来看 ，

６０
？

６９ 岁 的低龄老人 目前平均健在子女数为 １ ．７３ 人 ；
７０
？

７９ 岁的中龄老人 目 前平均

健在子女数为 ２ ． ５９ 人 ； ８０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 目前平均健在子女数为 ３ ．３ ３ 人 。 子女

数量上来看现如今的家庭结构 已经不是以往的大家庭结构 ， 以往家庭子女数量多 ， 子

女可以轮流照顾赡养老人 。 现今从家庭人员数量来看 ， 家庭的照料资源十分缺乏 。 从

居住状况来看 ， 与配偶 、 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比例为 ４４ ．６４％ ， 与配偶
一

起居住的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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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 占 比为 ３ ０ ． ３ ２％ ， 与子女
一

起居住的老年人 占 比为 １ ４ ．２２％ ， 其中
一

个人居住的

老人 占 比为 １ ０ ． ３ ６％ 。 通过分析可 以发现 ， 不与子女
一

起居住的独居老人 占 比达到

４ １ ． １ ５％ 。 从年龄段分布来看 ， 年龄越大的老年人 ， 独居 的 比例越高 ， 空巢化趋势明显 。

这
一

数据也说明 了现今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照料老人 ， 老年人的养老或者靠 自 己 ， 或

者靠来 自 家庭之外的照料资源 。 从老年人居住的房屋来源看 ， 绝大多数 （ ９５ ． ４４％ ） 老

人的住房是 自 有住房 ， 但也有小部分 （ ３ ． ３ ６％ ） 老人的住房是租住的 。 从对居住环境

的评价来看 ， 比较满意的老人 占 ６３ ． ５ ０％ ， 满意的老人 占 ３ ０ ．４０％ ， 不满意 的老人占

６ ． １ ０％ 。

从收入状况来看 ， 收入在 ９００ 元 以下的老人 占 比为 ６７ ． ５ ５％ ， 收入在 ９００
？

１ ５００

元之间的老年人 占 比为 １ ４ ． ９ １％ ， 收入在 １ ５ ００
？

２ ５ ００ 元之间 的老年人 占比为 １ １ ． ５ ３％ ，

收入达到 ２ ５ ００ 元以上的老年人仅 占 ６ ． ０ １％ 。 从总体来看 ， 老年人的家庭平均月 收入

在 １ ０００ 元左右 。 从不 同年龄层来看 ， 年龄越大的老年人收入越低 ， ８ ０ 岁及 以上的老

人中有将近 ９０％收入都在 ９ ００ 元以下 。 从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看 （ 图 ３
－ ０ ， 排名前四

的收入来源分别为征地保养金 （ ６２ ．２ １％ ） 、 养老保险金 （ ２ ５ ． ５２％ ） 、 退休金 （ １ １ ． ２ ７％ ）

以及 自 己打零工 （ １ ０ ． ２６％ ） 。 值得注意的是 ， 老人的收入来源中 ， 来 自子女 、 亲属方

面的 比例并不高 ， 这说明老人往往不愿意给 自 己增加负担 ， 即便是平均年龄将近 ７０

岁也还有相 当
一

部分老人靠 自 己打零工的方式来获取经济收入 。

６ ２ ． ２ １％

ＳＯ ．Ｗ％園

ｓｏｍ％■

４０ ．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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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國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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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０９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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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ＣＩ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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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 征地保 房屋租 以 前枳 政府钕 自 己经 商让保
险金 养金金收入蓄助营创收 险

＊
百分卡匕１ １ ． ２ ７％２５ ． ５ ２％６２ ． ２ １％２ ． Ｓ ３ ３４ ２ ． ２ ３％２ ． Ｓ ７％１ ． ０５％１ ０ ． ２ ６％１ ． ７敕０ ．０５％

图 ３ －

１ 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 （ ％ ）

Ｆ ｉｇｕｒｅ３
－

１Ｔｈｅｍａ 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

ｙ（
％

）

从老年人 日 常开销主要项 目 来看 （ 图 ３
－２ ） ， 排名前四的 日 常开销项 目分别为饮

食开销 （ ９３ ．７ ３％ ） 、 医药费支出 （ ８０ ． ５ ９％ ） 、 住房水电支出 （ ７ ５ ． ８ ７％ ） 以及服装等生

活用 品支出 （ ６２ ． ５ ７％ ） 。 从金额上看 ， 老年人平均每月 开支大约 ９ １ ９ ． ３ １ 元 ， 其中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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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支出约 ４８５ ． ３ ３ 元 ， 水电支 出约 ９７ ． ５７ 元 ， 医药费支出约 １ ７６ ． ５ ８ 元 ， 服装等生活用 品

支出约 １ ２０ ． ５ ３ 元 ， 子女及小辈花销约 １ ７７ ． ７８ 元 ， 旅游花费约 １ ０９ ．４７ 元 ， 个人爱好约

７９ ．４ ８ 元 ， 养老服务约 １ ７２ ．４２ 元 ， 其他支出约 １ ７７ ．４８ 元 。 从数据上看 ， 老年人的绝大

多数开支都在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的支 出方面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下降 ， 医药费也是老年人的主要支出项 目 。 目 前大部分医疗费用可 以通过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来报销 ， 调查中 自 费的老人仅 占 ９ ． ５２％ ， 但是医疗费除了报销

的部分外 ， 老年人 自 己每年大约需要支出 １ ６００ 元左右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老年人的

开销中给子女和小辈的支 出也 占 了相当
一

部分比例 ， 而老人用在旅游 、 个人爱好方面

的支 出则很少 。 从金额上看老人的养老服务费用支出相对较高 ， 但总体来说 ， 老人的

晚年生活质量并不高 。

ｍｍ％３１
． ７ ３％

９０ ．舰 圍３
＇ｓｏ ．５ｇ％

ｒ ＞ ｎ涵７５ ．Ｓ７ ５勿

ＢＯ ．Ｗ％ｅｓ＝＝ｇ

ｇ＝＝ ＝５

７０ ？概＿＿議６２ ．５７％

６０ ．００％Ｈ圍麵圍
２５ ｗ



ｆ

奶權％＾５
ｙ

？ ■ …

ｆ
ｖｒｒ ｒ ｒ ｒ＾ －

ｆ 产
？ Ｌ— ＞  ｙ ｔ ｌ

ｐ
ｓＳａＨ

，ＩＳ９ Ｓ％
２〇 ．纖圓

？ ’

，圍

ｌＯ ．ｍ％圓 ２ ． １２％ １ ． ２４％

汶食 住房水电 医药费 ｍ 个人窘好 养老朋务 ＿他

Ｂ
Ｓ

＇

分比９３ ７ ３％７ ５ ． ８７％Ｂ０ ． ５９％６２ ． ５ ７％１ ６ ． ９８％２ ． １ ２％７ 、 ８７％１ ． ２４％２ ３ ． １５％

图 ３
－

２ 老年人 日 常主要开销项 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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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支平衡來看 ， 大多数 （ ４ ８ ． １ ４％ ） 老人能够刚好够用 ， 还有 ２ ８ ． ７７％的老人有

些剩余 ， 觉得钱不够用 的老人仅 占到 ２０ ． １ ２％ 。 当 问到
“

如果钱不够用 ， 您最希望得到

谁资助的时候 ？
”

， 回答最多 的是政府 ， 这部分老人 占到 了１ ３ ． ９７％ ， 其次是儿子 （媳

妇 ） ， 这部分老人 占到 了１ ２ ． ９０％ ， 排名第三是女儿 （ 女婿 ） ， 这部分老人仅占 ４ ．２ １％ 。

从数据上看 ， 老人在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最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 ， 紧接着就是儿子 （媳

妇 ） 的支持 。 这
一

方面说明 了
“

养儿防老
”

的观念在老年人心 目 中还有相 当大的分量 ，

希望 自 己在生活无法 自足的情况下获得子女尤其是儿子的帮助 ， 另
一

方面我们也看到

老人对政府帮助的渴望 ， 这对国家 目 前正在推行的社会化集中养老的合法性 、 可行性

奠定了 思想基础 。

从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获得现状来看 ， 在与家人关系方面 ， ８ ６ ． ５６％的老人与家人关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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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睦 ， 与家人关系
一

般或者不太和睦的老人仅占到 １ ３ ．４４％ 。 从不同年龄段分布情

况来看 ， 年龄越大的老人与家人的关系越不和睦 。 可能因为年龄越大的老年人身体健

康状况越差 ， 久病床前无孝子 ， 子女照顾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些不耐烦 、 不细致 ， 另
一

方面 ， 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家庭代数越多家庭结构越复杂 ， 子女 、 家人往往将更多的精

力花在刚 出生的小辈身上 。 在经常联系的朋友人数方面 ５９ ．４ １％的老人常联系的朋友

人数在 ３ 个以 内 ， 经常联系朋友数在 ４ 人及以上的占 １ ３ ．９ １％ ， 而 日常没有经常联系

的朋友的老人也占到了２６ ．６８％ 。 在参加社区活动方面 ， 经常参加的老人仅有 ３ ．９０％ ，

偶尔参加的老年人占 ３ ０ ．９７％ ， 绝大多数 （ ６５ ． １ ３％ ） 老年人不参加社区活动 。 调查中

我们发现 ， 苏州市相城区在社区活动组织方面还是开展了很有形式多样的活动 ， 例如 ：

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每年都有棋牌活动 、 书法绘画活动 、 养生讲座 ， 提供喝茶聊天场

所 、 健身场所 ， 有的街道社区还每周都邀请专业的苏州评弹人员表演 、 定期播放戏曲

电影 ，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 走访中我们发现老年人参与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

从总体统计数据来看 ， 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 比例不高 ， 更多的原因可能是街道社区

的老年活动中心容纳不了太多的老年人 ， 其次 ，

一些老年人家距离老年活动中心较远

的也就不愿意跑 。 在平时是否感到孤独方面 ， 不感到孤独的老年人占 比为 ６５ ．４３％ ，

偶尔感到孤独和经常感到孤独的老年人也 占到了３４ ． ５７％ 。 这
一

数据也说明 了老年人

的精神慰藉还相当缺乏 。 不过老年人对 目前生活满意度来看 ， 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

老年人占到了９５ ．４３％ ， 不太满意的老年人仅占到 ４ ． １ ８％。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 ， 在家庭特征中与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息息相关的因素主要体现

在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资源上 ， 主要体现在家庭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 ， 具体就包括老

年人 目前健在的子女数量、 目前的居住方式和每月 的收入状况 。 除此之外 ， 老年人的

精神慰藉状况也是影响老人选择养老方式的关键因素 ，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老年人

与家人的关系 。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具体情况见表 ３
－２ ．

表 ３－２ 调查对象家庭特征 ％

Ｔａｂ ｌｅ３
－２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ａｍ ｉ 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ｓ

（
％

）

６０
？

６９ 岁 ７０
？

７９ 岁 ８０ 岁及以上

健在子女数 Ｌ７３ ２ ＾５９ ３３ ３

居住方式非独居 ６３ ．３６ ５２ ．２ ５ ３ ．６７

独居 ３６ ．６４ ４７ ．８ ４６ ．３３

月 收入状况９００ 以下 ５ ５ ．６６ ８ １ ．６２ ８ ８ ．０２

９００－

１ ５００ ２ １ ．５ １ ６ ． ８８ ３ ．９８

１ ５００－２５００ １ ６ ．３９ ５ ．７５ ３ ．２３

２５００以上 ６ ．４４ ５ ．７５ ４ ．７７

与家人关系和睦 ８８ ．０２ ８５ ．３４ ８３ ．０７

一

般 １ １ ．６ １４ ．２４ １ ６ ．２９

不太和睦 ０ ．３９ ０ ．４２ ０ ．６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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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 １ ． ３ 老年人健康状况

从健康状况方面来看 ， 调查样本总体中 ８ ５ ． ０ ８％的老人都患有慢性病 ， 没有患慢

性病的老年人仅 占 １ ４ ．９ ５％ ， 其中至少患有
一

种慢性病的老年人 占到 了５ ０ ． ９９％ 。 从各

年龄层来看 ， ６０
？

６９ 岁老年人中没有患慢性病的老人 占 １ ７ ． ３ ０％ ， ７０
？

７９ 岁岁老年人

中没有患慢性病的老人 占 １ ２ ．２ ５％ ， ８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没有患慢性病的老人仅 占

１ ０ ． ７６％ 。 而从低到高各年龄层老年人至少患 ３ 种及 以上慢性病的 比例分别为 ６ ． ５４％ 、

９ ． ９７％和 １ １ ．４ ５％ 。 具体各年龄段老年人患慢性病情况见下 图 ３
－

３ ．从直观数据上看 ， 年

龄越高的老年人患病 比例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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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患慢性病数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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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 ， 根据 巴 氏量表 （ Ｂ ａｒｔｈｅ ｌ ） 设置 了 穿衣 、 进食 、 仪表修饰等十个项 目 来衡

量老年人的从老年人的 日 常生活能力 （ ＡＤＬ ）
，
从调查数据来看 ， ６０

？

６９ 岁 的低龄老

人整体 自理能力还较高 ， 能达到 ９ ５％以上 。 ７０
？

７９ 岁 的老年人生活能够 自 理的 比例

只有 ８ ７ ． ０ ８％ 。 而 ８ ０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生活能够 自 理的仅 占 ６５ ．２ ８％ 。 总体而言 ， 老年

人生活 自理比较困难的主要集中在上下楼梯 、 室 内走动 、 沐浴等方面 ， 穿衣饮食等基

本生活技能出现困难的老人仅在 ８ ０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中 出现的 比例较高 ， 具体各

项 目 见表 ３
－

３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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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３ 调查对象 日 常生活能 力 （ ＡＤＬ ）％

Ｔａｂ ｌｅ３
－

３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ｔｈ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ｏｆ ｄａ ｉ ｌｙ
ｌ ｉｆｅ

（
％

）

年龄段
项 目分类 

６０
？

６９ 岁 ７０
？

７９ 岁８ ０ 岁及 以上

自 理 ９ ８ ． ９ ５ ９６ ． ６９ ８９ ． ５６

穿衣 （ 扣纽扣 、 拉拉链 、

穿鞋 ）介助 ０ ． ７６ ２ ． ５ ５ ７ ． ７５

介护 ０ ． ２９ ０ ． ７ ６ ２ ．６９

自 理 ９９ ． １ ９ ９７ ． ３ ５ ９ １ ．７９

进食介助 ０ ． ６２ ２ ．０ １ ６ ．０３

介护 ０ ． １ ９ ０ ． ６４ ２ ． １ ８

自 理 ９ ８ ． ８ ９６ ． ２６ ８ ７ ．０ ８

仪表修饰 （洗脸 、 梳头 、

人叫

剃须 ）＾ ０ ． ９ ２ ． ９ １ ９ ． ８４

介护 ０ ． ３ ０ ． ８ ３ ３ ． ０ ８

自 理 ９ ８ ． ９ ９６ ． ６ ８ ８ ． ７

如厕介助 ０ ． ７９ ２ ． ５ ５ ８ ． ３ ５

介护 ０ ． ３ ０ ． ８５ ２ ． ９４

Ｑ理 ９ ８ ． ５ １ ９ ５ ． １ ８ ８３ ． ３ ５

沐浴介助 １ ． １ １ ３ ． ７６ １ ３ ． ０６

介护 ０ ． ３ ８ １ ．０ ５ ３ ． ５ ９

自理 ９ ８ ．４ ９４ ． ８ ５ ８ ５ ． １ ５

变换座位或卧位介助 １ ．２３ ４ ． ０ ８ １ １ ． １ １

介护 ０ ． ３ ６ １ ．０７ ３ ． ７ ５

自理 ９ ８ ． ０９ ９４ ． ２ １ ８ ３ ． ０ ６

室 内走动介助 １ ． ５ ５ ４ ． ５ ８ １ ３ ． ０３

介护 ０ ． ３ ６ １ ．２ １ ３ ． ９２

０理 ９ ６ ． ７ １ ８ ８ ． １ ６ ６７ ．４ ３

上下楼梯介助 ２ ． ６２ ９ ． ５ ５ ２ ５ ． ０４

介护 ０ ． ６７ ２ ． ２ ９ ７ ． ５ ２

Ｑ 理 ９９ ． １ ９７ ． ２ ６ ９ １ ． ０４

大便控制介助 ０ ． ６４ １ ．９ ５ ６ ． ４９

介护 ０ ． ２７ ０ ． ７９ ２ ．４ ８

自 理 ９９ ． ０６ ９７ ． ０５ ９０ ． ６ ３

小便控制介助 ０ ． ６ ８ ２ ． １ ６ ６ ． ８ ７

介护 ０ ． ２７ ０ ． ７９ ２ ． ５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跟老人的医疗需求直接相关 ， 而健康状况的好坏直接反映

就是老年人是否患病 、 患病的数量 ， 此外 ， 对于老年人而言 ， 尤其是上 了年纪的高龄

老人而言 ， 其 日 常生活能力逐渐减弱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生活 自 理出现问题 ， 日 常

生活需要他人帮助 ， 当家庭的照料资源不足的时候 ， 老人只能寻求社会化的照料资源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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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患病的老人以及高龄老人不仅需要 日 常的生活照护而且还需要专业化的医疗护

理 。 这时 ， 兼具 日常照护和医疗护理的养老机构就能够特别吸引老年人 。 对于不同年

龄段老年人健康状况具体见表 ３ －４ 。

表 ３４ 调查对象健康特征 ％



Ｔａｂｌｅ３
－４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特征分类



６０
？

６９ 岁


７０
？

７９ 岁８０ 岁及 以上

且木 电古概讲住无 丨 ７ ．３ １ ２ －２５ １ ０ ． ７６

是否患有慢性病一

有 ８２ ．７ ８７ ． ７５ ８９ ．２４

完全 自理 ９６ ． １ ６ ８７ ．０８ ６５ ．２８

日 常生活能力轻度失能 ３ １ ０ ．２５ ２５ ．６６

（ＡＤＬ ）中度失能 ０ ．４８ １ ．６ ５ ． ５ １



重度失能


０３ ７



１

￡
７



３ ．５５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 目前老龄人 口呈现出高龄化空巢化趋势 ， 且生活 自理出

现困难的老人比例在扩大 ， 从家庭照料资源来看 ， 健在子女数量较少 ， 老年人收入偏

低 ， 仅靠家庭养老显然难以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

３ ．２ ． １ ．４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从老年人 目前的生活起居现状来看 ， 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仅占 ８ ．５９％ ， 偶尔需要

别人照顾的老年人比例为 １ ０ ．７２％ ， 不需要别人照顾的老年人占 ８０ ．６９％ 。 从不同年龄

段来看 ， 年龄越髙的老年人需要别人照顾的比例越高 。 从 目前 日 常生活起居照顾人来

看 ， 大多数 （ ６８ ．６５％ ） 老人 目前的生活起居是 自 己照顾 自 己 ， 有 ２０ ． １ ７％的老年人的

生活起居 由老伴照顾 ， 而 目 前生活起居 由子女 、 孙辈或保姆等外界照护的 比例仅 占

１ １ ． １ ８％ 。 ６０
？

６９ 岁 的低龄老人 目 前主要由 自 己或老伴照顾 ， 需要子女 、 孙辈或保姆

等外界照护的 比例仅占 ５ ．３２％ 。 ７０
？

７９ 岁 的中龄老人需要子女 、 孙辈或保姆等外界照

护的比例上升到 １ １ ．３４％ 。 而 ８０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生活照料 ， 能 由 自 己照顾 自 己的

老人比例仅为 ５０ ． １ ６％ ， 由老伴照顾的比例为 １ ５ ．４４％ ， 而需要子女 、 孙辈或保姆等外

界照护的比例仅占 ３４ ．４％ 。

当 问到
“

生病时 ， 谁最有可能照顾您 ？
”

时 ， ５９ ．４ １％的老年人回答是由老伴照顾 ，

回答 由儿子 （媳妇 ） 照顾的老人占 比为 ３ １ ．０８％ ， 由女儿 （女婿 ） 照顾的老人 占比为

７ ．７３％ ， 而回答由孙辈 、 其他亲属或者保姆等外界照护的老年人比例仅为 ９ ．５ １％ 。 从

不同年龄层来看 ， ６０
？

６９ 岁 的低龄老人生病时主要 由老伴 （ ７０ ．４ １％ ） 和儿子 、 媳妇

（ ２ １ ．７７％ ） 照料 ， 由女儿、 女婿照料的 比例为 ６ ．４６％ ， ７０
？

７９ 岁 的 中龄老人生病时由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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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照料的比例为 ５３ ．２０％ ， 由儿子 、 媳妇照料的 比例为 ３ ７ ．２５％ ， 由女儿、 女婿照料

的 比例为 ７ ． ８７％ 。 ８０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生病时由老伴照顾的比例仅为 ２７ ． １ ８％ ， 而

由儿子 、 媳妇照顾的比例上升到 ５６ ．６２％ ， 有女儿、 女婿照顾的比例为 １ ２ ．５６％ 。

从上述数据来看 ， 目 前在家庭中 ， 配偶是家庭的主要照顾力量 ， 其次是儿子 、 媳

妇 ， 最后是女儿 、 女婿 。

一

方面说明 ， 配偶是影响家庭照料能力的主要因素 ， 从而直

接会影响到老年人养老模式的选择 ； 另
一

方面也说明 ， 在老年人群体尤其是高龄老人

群体中传统养儿防老 ， 养老责任主要在儿子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 事实上 目前老人的

生活照料也主要是儿子承担 。

从 目 前最让老人感到烦恼的事项来看 ， 总体排名在前五的事项分别为 自 己／老伴

身体不好、 经济困难 、 外出不便、 为后代的事情操心 、 医疗康复不方便 。 从各年龄层

来看 ， 老年人 目前感到烦恼的事项如表 ３ －５ 所示 。 从表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出 ， 目前老

年人共同烦恼的事情集中在 自 己／老伴身体不好 、 经济困难、 外 出不便 、 医疗康复不

方便 。 此外 ， 低龄和中龄的老年人还再为后代的事情操心而烦恼 ， 而高龄老人则面临

生活起居无人照料的烦恼 。 表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

自 己／老伴身体不好
”

和
“

医疗康复

不方便
”

这两项数据 。 ６０
？

６９ 岁 的低龄老人 、 ７０
？

７９ 岁的中龄老人以及 ８０ 岁及以上

的高龄老人烦恼 自 己或老伴身体不好的比例分别为 ２７ ． ５９％、 ３ １ ／３ １％、 ３４ ． ３７％ ， 而烦

恼医疗康复不方便的比例分别为 ８ ． １％、 １ ０ ． ５３％ 、 １ ４ ． １ ３％ 。 我们注意到这两项数据之

间有很大的差异 ， 这其中不排除
一

部分老年人身体不好但尚且不需要医治 ， 可能也存

在相当大比例的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 。 这跟老年人这
一

特殊群体的身体状况

也有关系 ， 老年人上了年纪身体上的疾病
一

般是慢性的 ， 需要常年用药 ， 这样就排除

了经常去医院门诊或住院的可能性 。 比较可能的就是医院买药 自 己在家服用 。

表 ３－５ 老年人 目前烦恼的主要事项 ％

Ｆ ｉｇｕｒｅ３
－

５Ｔｈｅｍａｉｎ ｉ ｓｓｕｅｓｏｆ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ｏｕｂ 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
ｙ（
％

）

项 目 



６０
？

６９ 岁


７０
？

７９ 岁


８０ 岁及以上

经济困难 １ ７ ．４８ ２０ ． １ ４ ２０ ．４２

生活起居无人照料 ６ ．２７ ８ ．６９ １ ４ ．５ ８

自 己 ／老伴身体不好 ２７ ． ５９ ３ １ ．３ １ ３４ ．３ ７

和子女关系不好 １ ．２３ １ ．２７ １ ．５３

文娱活动太少 ， 常感觉寂寞无聊 ８ ． １ ８ ．７５ ７ ．７

家务事情繁重 ７ ． ８ １ ４ ．９３ ３ ．２４

为后代的事情操心 １ ６ ．６９ １ ３ ．６４ ９ ．７５

住房困难 １ ．６６ ２ ．０８ １ ．７９

外出不便 １ １ ． ８６ １ ８ ．７８ ３０ ．４４



医疗康复不方便


８

＾
１０５３



１ ４ ． １ 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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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目前老年人生活中主要 困难来看 ， ３４ ． ３ ２％的老年人外 出活动有困难 ， ２２ ． ３ ５％的

老年人打扫卫生有困难 ， １ ５ ． ７％的老年人做饭有困难 ， 从各年龄层来看 ， 不同年龄段

老年人 目 前生活中 的面临的主要困难相似 。

从老年人最需要的养老服务来看 （见图 ３
－４ ）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集中在生活

照料 、 健康指导和医疗康复三个方面 。 对于 ８ ０ 岁及 以上的高龄老人来讲 ， 目 前最急

迫的需求就是基本的生活照料问题 。 从调查数据来看 ， 年龄达到 ８ ０ 岁 的老年人 ， 其

最大的子女也 己经满 ６０ 岁 ， 这样就意味着 ８０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其子女也 已经迈入

老年 ， 可能子女 自 身 的照料都需要别人帮助 ， 所 以很难照顾到 ８０ 岁 以上的老年人的

生活 。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可 以看 出 ， ８０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独居 比例是最高的 ， 高龄

老人通常只有 自 己照顾 自 己或者将就着过 日 子 ， 跟本谈不上生活质量 。 对这部分老年

人来讲 ， 传统的家庭养老难 以照顾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 居家养老模式的上 门服务模

式也不太方便 ， 因为这部分老年人通常需要长时间 的陪护而不是简单的
一

日三餐 。

６０
？

６９ 岁 的低龄老人和 ７０
？

７９ 岁 的 中龄老人 目 前最需要的养老服务是健康指导 ， 这

部分老年人年龄不是很高 ， 身体有些疾病但尚且不需要住院治疗 ， 还可 以 自 己照顾 自

己 ， 满足这部分老人健康指导的需求也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的 自我保健 。

４５ ．臟

４Ｑ ． ００５４＼

ｉＳ ． ＯＯ％＼＊

＝ １
＝ ＼^
５ ． ００％ １｜

^

〇 ．〇〇％

生活照料医疗康夏文体活动健康指导陪同谈心其他

—？—＾
？

６９＾２７ ．４０％ １４ ． ２ ３％ ６ ． ２５％ ３４ ． ７０％４ ． ７ １％ １２ ． ７０％

—？ ■— ７ Ｃ
？

７ ９岁３ ２ ． １７％ １ ６ ． ０ ５％４ ７７％ ３ １ ． ６４％ ５ ．４热 ９ ． Ｓ９％

沉岁及以上４ １ ． ０７％ １ ６ ． １ ９％ ２ ． ５４＾ ２５ ． ７０％ ５ ． ７５％ ８ ． ７５％

６０
？

６９岁 －
７ ９岁 Ｓ０岁及以上

图 ３
￣４ 老年人最需要的养老服务 （ ％ ）

Ｆ ｉｇｕｒｅ３
－４Ｔｈｅｏ ｌ ｄ

ｐ
ｅｏｐ

ｌ ｅｎｅｅｄｔｈｅ
ｐｅｎｓ ｉｏｎｓｅ ｒｖ ｉ ｃｅｓ

（
％

）

３ ．２ ．２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从老年人整体来看 ， 家庭养老仍是绝大多数 （ ８ ９ ．２％ ） 老年人的第
一

选择 ， 选择

居家社区养老的老年人 占 ８ ．４ ８％ ， 只有 ２ ． ３ ２％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 。 表 ３
－

６ 的统计

结果表明 ， ６０
？

６９ 岁 、 ７０
？

７９ 岁 、 ８０ 岁及 以上各年龄层老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比

例分别为 ２ ． ０ ５％ 、 ２ ． ３ ５％和 ３ ． ５ １％ 。 绝大多数老人老人选择非机构养老 ， 说明家庭仍然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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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目前养老的主要资源 ， 传统的养老观念也使得大多数老年人青睐家庭养老的方式 ，

也说明 目 前国家
“

９０６４
”

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

表 ３名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

Ｔａｂ ｌｅ３
－６Ｏ ｌ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ｐｅ
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
％

）

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因素 特征

６０
￣６９ 岁 ７０

－

７９ 岁８０ 及 以上

老年人整体 ２ ．０５ ２ ．２５ ３ ． ５ １

女 １ ．７６ １ ． ６５ ３ ．０３

性别
男 ２ ． ３３ ２ ． ８９ ４ ．３４

农村 １ ． １ １ ． ３ １ ２ ．４

户籍
城镇 １ ２ ． １ ９ １ ２ ．３ １ ７ ．２４

小学以下 １ ．３４ １ ．４ １ ２ ．９

文化程度小学 １ ． ５３ ２ ． １ ５ ３ ．８５

个人特征 初中及以上 ５ ．２９ ６ ．４９ １ ２ ．２６

农业 １ ．０３ １ ．２４ ２ ． １ ８

退休前职业
非农 ６ ． １ ７ ．９６ １ ２ ． ８８

无配偶 ４ ．６７ ３ ． １４ ３ ．９３

婚姻状况
有配偶 １ ．７９ １ ．９８ ３ ．０７

无 ０ ． ８６ ０ ． ６４ ２ ． ０３

是否有养老金
有 ２ ． １ ５ ２ ．４３ ３ ． ６６

非独居 １ ． ３６ １ ．２ １ １ ．４９

居住状况
独居 ３ ．２５ ３ ．４ ５ ．８４

９００以下 １ ．２４ １ ．２５ ２ ． ３４

９００
－

１ ５００ １ ．４５ ２ ． ８２ ２ ． １ ６

月 收入状况
家庭特征 １ 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３ ． １ ４ ５ ． ８５ １ ３ ．９ １

２５００以上 ８ ．４ １ ２ ． ３ ７ １ ９ ． １

和睦 １ ．９６ ２ ． １ １ ３ ． ０３

与家人关系一般 ２ ．４６ ２ ．９ ５ ． ５ １

不太和睦 １ ０ ．４９ ９ ． ２ １ １ ５ ．２５

无 １ ．８ １ １ ．９ １ ３ ．４ １

有无慢性病
有 ２ ． １ ２ ．３ ３ ． ５２

完全 自理 ２ ２ ．０７ ２ ．３６

健康状况

日 常生活能力轻度失能 ２ ． ３ ３ ２ ． ９５ ４ ． ４ １

（ＡＤＬ ）中度失能 ５ ．０３ ３ ． １ １ ７ ．０９

重度失能 １ １ ． １ ９ ８ ． ８５ １ ２ ． ７７

完全不了解 １ ． ３２ １ ．３ １ １ ． ８８

对养老机构对养老机构了解较少 １ ．４２ １ ． ７ １ ２ ． ５２

认知了解程度 基本了解 ４ ．４９ ５ ． ８３ ９ ．８９

非常了解 １ ８ ．３ １ １ ０ ． １ １ ６６ ．６７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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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 从性别上看 ， 男性的机构养老意愿普遍大于女

性的机构养老意愿 ， 对于这
一

点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都是如此 。 这说明性别是影响老

年人机构养老的重要因素之
一

。 从户籍方面看 ， 城镇老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远大于农村

老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 从城镇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具体比例来看 ， 由低到高各年龄

层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 比例分别为 １ ２ ． １ ９％ 、 １ ２ ． ３ ０％和 １ ７ ．２４％ ， 这三个数据都远大于

整体 ２ ． ３２％的机构养老意愿比例 ， 说明城镇的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接受度更高 、 机构养

老意愿更强 。 从文化程度方面来看 ， 文化程度在小学 以下的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普遍

较低 ， 而文化程度在初中及 以上的老年人 ， 其机构养老意愿普遍较高 ， 从具体数据看 ，

文化程度在初中及 以上 ， 由低到高各年龄层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 比例分别为 ５ ．２９％ 、

６ ．４９％和 １ ２ ．２６％ 。 从退休前职业来看 ， 从事非农职业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意愿远大于

退休前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老年人 ， 从具体数据看 ， 退休前从事非农相关工作的老年

人 ， 由低到高各年龄层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 比例分别为 ６ ． １ ０％ 、 ７ ． ９６％和 １ ２ ． ８ ８％ 。 从

婚姻状况来看 ， 无配偶的老年人 比有配偶的老年人更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 但这
一

数

据在 ８ ０ 岁及 以上老年人群体中并不明显 ， 可能因为 ８０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配偶 已经

不在 了或者老伴的身体也不好 ， 不能 由老伴照顾 自 己 。 从是否有养老金方面看 ， 有养

老金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意愿普遍大于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 入住养老机构需要
一

定

的经济基础 ， 而养老金收入是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

从居住状况看 ， 独居老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远大于非独居老人的机构养老意愿 ， 其

中 ８０ 岁 以上独居老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 比例为 ５ ． ８４％ ， 远大于 ４％的养老机构建设

规划 。 非独居老人可能习惯跟家人包括子女配偶
一

起生活不愿意选择离开家庭去养老

院养老 ， 独居老人原本就是跟子女分开居住 ， 所 以在选择机构养老方面的意愿更高 。

在收入状况方面 ， 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表现出得都是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意

愿越高 ， 尤其是收入达到 ２５００ 元 以上的老年人 ， 其平均机构养老意愿超过 了１ ０％ ，

从具体数据来看 ， 由低到高各年龄层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 比例分别为 ８ ．４０％ 、 １ ２ ． ３ ７％

和 １ ９ ． １ ０％ 。 这说明机构养老以其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还是受到相 当
一

部分老年人的青

睐的 ， 目 前机构养老意愿低可能是机构养老服务的价格偏高 ， 老年人虽有相关的意愿

但却没有实际的支付能力 。 在与家人的关系方面 ， 同家人关系和睦的老年人机构养老

意愿较低 ， 而同家人关系不太和睦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意愿很高 ， 这
一

指标反映 了老

年人的精神慰藉状况 ， 当老年人无法从家庭 内部获得精神慰藉 ， 通常会转 向家庭以外

的渠道来满足 自 身 的需求 。

从老年人有无慢性病方面看 ， 有无慢性病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影响不是特别 明

显 ， 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意愿略高于没有慢性病的老年人 ， 可能的原因是老

年人上 了年纪之后通常都会患有慢性病 。 在 日 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 方面 ， 失能程度越

高 、 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更高 。 从具体数据看 ， 日 常生活能力评定为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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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失能 、 重度失能的老人 ， 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都远远超过 ４％ ， 其中重度失

能老人 ， 由低到高各年龄层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分别为 １ １ ． １ ９％ 、 ８ ． ８５％和 １ ２ ．７７％ 。

一

般而言 ， 重度失能老人通常需要全天候的专人陪护 ， 单靠家里人照顾很难实现 ， 除

了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家庭能够雇佣保姆等社会力量照护外 ， 大多数重度失能老人家庭

都会选择将老年人送入性价比较高的专业护理院 。

在对养老机构的了解程度方面 ， 对养老机构了解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意

愿越高 。 目前从总体上看 ， 对包括养老院 、 福利院 、 护理院等养老机构的了解程度方

面 ， ２７ ．９６％的老年人完全不了解养老机构 ， ５５ ．０７％的老年人了解较少 ， 基本了解和非

常了解的老年人占 比仅为 １ ６ ．９７％ 。 ８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 ３ ８ ．４３％的人完全不了解养

老机构 ， 了解较少的有 ４９ ．２３％ ， 而基本了解和非常了解的老年人仅占 １ ２ ．４３％ 。 对养

老机构的认知也是影响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之
一

。 从调查数据上看 目前老

年人对养老机构的认知普遍较低 ， 也说明 国家在大力推进包括机构养老在内 的社会化

养老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对老年人的宣传和教育 。

调查中 ， 当问到
“

您为什么不选择去养老机构的主要原因是 ？
”

时 （表 ３
－７ ） ， ５２ ．０４％

的老年人认为
“

在家比较舒服 ， 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

， １ ８ ．２４％的老年人认为
“

自 己身体

很好 ， 完全可以照顾 自 己 ， 没必要去养老院
”

， １ ８ ．４６％的老年人认为
“

子女很孝顺 ， 家

里人能照顾 ， 没必要去
”

， 认为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很好 、 很合适
”

而不愿意去养老机

构的老年人仅占 ２ ．２％ ， 认为
“

住在养老机构里不 自 由 ， 不想去的
”

老年人占到了２ ．９７％ ，

认为
“

住在养老机构里不 自 由 ， 不想去
”

的老年人仅占 ０ ．６３％ ，

“

自 己想去 ， 家庭不支持
”

的老人仅 占 ０ ．３ ３％ ， 认为
“

经济不能承受
”

的老年人占比为 ５ ． １ ３％．

表 ３－

７ 老年人不去养老机构的主要原因 ％

Ｔａｂ ｌｅ３
－７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ｏ 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ｄｏｎ
＇

ｔ
ｇｏ ｔｏｔｈｅ ｏ ｌｄ ａｇｅ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

（
％

）

原因 ６０
？

６９ 岁７０
？

７９ 岁８０ 岁及 以上总体

在家比较舒服 ， 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５２ ．４ ５２ ．０５ ５０ ．５４ ５２ ．０４

身体很好 ， 能够 自 己照顾 自 己 ， 不需要２ １ ．２３ １ ５ ．８３ １ ０ ． ８３ １ ８ ．２４

子女很孝顺 ， 家里人能照顾 ， 没必要去 １ ６ ． ８３ １ ９ ． ５６ ２２ ．９２ １ ８ ．４６

社区 （村 ） 居家养老服务很好 ， 很合适２ ．０４２ ．４ ２ ．４７ ２ ．２

住在养老机构里不 自 由 ， 不想去 ２ ．３３ ３ ．６４ ．３ ５ ２ ．９７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差 ， 不愿意去 ０ ． ５６ ０ ．６３ ０ ．８８ ０ ．６３

自 己想去 ， 但家庭不支持 ０ ．２０ ．４２０ ．７０ ．３ ３

经济不能承受 ４ ．４ ５ ．５ １ ７ ． ３２ ５ ． １ 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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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年龄段来看 ， 老年人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 ， 子

女孝顺 、 在家舒服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 持这样的观念的老年人 占 了绝大多数 。 还有
一

点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年人 自 身 的身体健康状况 良好 ， 能够 自 己照顾 自 己 。 家庭亲

情的牵挂 ， 在家的心理满足感跟 自 身 的健康状况构成了老年人愿意留在家中养老的主

要原因 。 表 ６ 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数据是不同年龄段老年人选择不去养老机构的原因是

“

社区 （村 ） 居家养老服务很好 ， 很合适
”

的 比例分别仅为 ２ ． ０４％ 、 ２ ．４０％和 ２ ．４７％ ， 说

明 目 前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中 的社区养老 、 居家养老同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之间并没

有产生太大的矛盾关系 ， 此外也说明 ， 同家庭养老相 比老年人对包括机构养老 、 居家

养老和社区养老在 内 的社会化养老接受程度普遍都还不高 。 以上数据表明 ， 国家 目 前

推进社会化养老还需要
一

个循序渐进 ， 让老年人慢慢接受的过程 。 从数据上看 ， 部分

老年人认为养老机构里不 自 由 ， 所 以不想去 。 笔者在对 已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访

谈中也注意到有老年人反映这个问题 。 养老院为 了老人的安全等方面考虑 ， 入住养老

机构的老年人是不可 以随意外 出 的 ， 如需要外出还得 向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请假 ， 并 由

子女陪同 ， 随着养老机构的发展 ， 今后的趋势是越来越多非失能的老人也会入住 ， 所

以养老机构在管理模式上还需要创新 ， 不能让入住的老人有压迫感 。 从统计数据上来

看 ， 仅有不到 １％的老年人认为不去养老机构的主要原因是养老机构条件不好 ， 这
一

方面可能说明很多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没有 了解 ， 不知道养老机构的具体环境如何 ， 另

一

方面也可能因为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硬件设施要求不高 ， 目 前养老机构的环境能够

符合心理预期 。 调查中我们发现 ， 老年人 自 己想去 ， 但家里不支持的也仅占 了很小部

门 比例 。 这
一

方面可能说明迫于传统道德的
“

孝
”

观念 ， 绝大多数家庭都还不愿意将父

母送入养老机构养老 ， 另
一

方面也可能说明老年人 自 己想去养老机构养老绝大多数家

庭还是尊重老人的决定的 。 我们也注意到经济不能承受也是老年人不选择养老机构的

一

个主要原因 。 从统计数据来看 ， 从低到高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因为经济不能承受而不

选择机构养老的 比例分别为 ４ ．４％ 、 ５ ． ５ １％和 ７ ． ３２
°
／。 ， 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

的负担越重 ，

一

方面可能因 为年龄越高的老年人收入来源越少 ， 另
一

方面可能的原因

是高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 ， 除 了需要交纳入住养老机构的基本费用外还需交纳其

他护理费 、 医药费等其他费用 。

综上所述 ， 我们发现 ４％的机构养老指标还难 以满足特定老年人群的养老需求 。

城镇老人可能因为家中子女较少 ， 无人照护 ， 所 以相 当
一

部分老人愿意选择去养老机

构 ；
８０ 岁 以上的独居老人 ， 可能 由于没有老伴照护 、 加上年龄高身体健康较差 ， 更需

要专业化的机构照护 ； 月 收入在 ２５００ 元以上的老人有能力支付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 ，

所以可能选择医疗 、 照护等各方面条件较好的机构养老服务 ； 日 常生活能力差 ， 自 理

能力欠缺的老人更需要专业化的生活 、 医疗照护服务 。 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主要 同

老年人的个人基本特征和健康状况 、 家庭状况以及收入相关 ， 此外老年人对养老机构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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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也与其机构养老意愿密切相关 ， 但具体影响还需要做进
一

步的计量分析 。

３ ．２ ．３ 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

目 前 ， 相城区专门的养老机构主要有镇 （街道 ） 敬老院 、 区福利院和专业护理院

三种类型 。 敬老院主要收住的对象主要为农村的五保老人也接收 自 费入住的老人 ， 敬

老院的服务 内容主要包括 日常生活照料 ， 例如供餐 、 洗衣 、 帮助老人理发 、 提醒老人

吃药 ， 也为可以 自理的老人提供健身 、 打牌等娱乐活动 。 福利院主要收养市区的
“

三

无
”

老人 ， 较敬老院相 比 ， 福利院设有起居生活、 文化娱乐 、 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设

施 ， 服务更加完善 。 护理院是集疾病预防 、 治疗护理和临终关怀为
一

体的养老服务机

构 ， 属医疗和养老的结合 ， 是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机构 ， 其主要为身患疾病而又缺人

照顾的老年人服务 。 护理院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长期卧床患者 、 晚期姑息治疗患者 、

慢性病患者 、 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以及其他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 ， 它既可以

为老年人提供 日常的养生保健、 康复治疗 、 生活照顾、 健身娱乐等养老服务 ， 它还可

随时提供医疗救助和临终关怀 。 敬老院和福利院以公办为主 ， 专业护理院以民办为主 。

在收费方面敬老院收费最低 （ ７００
？

９００ 元／月 ） ， 福利院收费居中 （ １ ２００
？

１ ４００

元／月 ） ， 专业护理院收费最高 （职工医保 １ ８００ 元／月 、 居民医保 ２ １ ００ 元／月 、 自 费 ２９８０

元／月 ） ， 收费不包括护工的护理费用 。 从养老机构环境 、 硬件 、 服务上来看 ， 收费

越高各方面条件越好 。 从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总体来看 ， 选择敬老院的老人占

５６ ．９５％ ， 选择福利院的老人占 ２２ ． ８２％ ， 选择专业护理院的老人占 ２０ ．２３％ 。

选择何种类型的养老机构 ， 除了受个体特征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以外 ， 最主要的影

响因素是老人 自 身的支付能力和子女的经济支持 ， 此外还有养老机构的区域要求也影

响老人的选择。 从表 ３
－

８ 可以看出 ， 支付能力越高的老人在养老机构的选择范围上越

广泛 。

表 ３－８ 支付能力与养老机构选择的交互分析 （ ％ ）

Ｔａｂ ｌｅ３
－

８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ｖｅ 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ｔｏ
ｐａｙ

ａｎｄ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

）

养老机构麵 
． —

９００ 以下 ９００
？

１ ８００ １ ８００ 以上

敬老院 ５６ ．３４ ４０ ． ５３ ３ ． １ ３

福利院 １ ２ ．８９ ６９ ．９２ １ ７ ． １ ９

专业护理院 １ ８ ．５０ １ ２ ．３ ３ ６９ ． １ ６

从表 ３
－９ 所列数据来看 ， 子女补贴费用对老人选择何种养老机构的影响不大 ， 即

便是子女可以全额补贴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老人也并非更愿意选择各方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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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更好的护理院 ， 相反子女补贴在 １ ０００ 元以 内 的老人愿意选择更好的养老机构

比例更高 。 这说明 了 ，

一

方面老人不愿意给子女太多经济上的负担 ； 另
一

方面 ， 对老

人来说可能从心理上更愿意接受子女适当的补贴 ， 子女适当的补贴加上 自 己的收入 ，

老人在选择不同收费标准的养老机构上 自 由度更高 。

表 ３－

９ 子女补貼与养老机构选择的交互分析 （％ ）

Ｔａｂｌｅ３
－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ｃｈｉ ｌｄｓｕｂｓ ｉｄｉｅｓａｎｄ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ｉｏｎｓ
（
％

）

子女愿意补贴的费用 （元／月 ）

养老机构类型



不愿意补贴补贴 １ ０００ 月元以 内补贴全额
一

半全额补贴

敬老院 １ ４ ．２４ ３ ８ ．６５ ３ ０ ．５２ １ ６ ．５９

福利院 ７ ．０３ ５３ ． １ ３ ２７ ．７３ １ ２ ． １ １

专业护理院 １ ０ ．５ ７ ３６ ．５６ ２２ ．９ １ ２９ ．９６

从表 ３ －

１ ０ 所列数据来看 ， 对敬老院的选择上 ， 绝大多数老人都倾向于在本镇范

围 ， 浓厚的血亲价值观以及
“

差序格局
”

形成的亲疏关系让老人更愿意选择在熟悉的环

境中生活 。 但是 ， 对养老机构条件要求更高的老人 ， 区域要求的影响就不再明显了 。

表 ３
－

１ ０ 区域要求与养老机构选择的交互分析 （％ ）

Ｔａｂｌｅ３ －

１ ０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

）

ｚｉｒｚｚ养老机构的区域要求
养老机构类型



本镇范围


本区范围


附近几个区

敬老院 ９２ ．３３ ５ ． １ ６
＇

２ ．５０

福利院 ５０ ．００ ３４ ．７７ １ ５ ．２３

专业护理院 ２９ ． ０７ ４２ ．７３ ２８ ． １ ９

综上所述 ， 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主要同老年人的个人特征 、 健康状

况以及经济特征有关 。 此外 ， 老年人 自 身 的 自理能力也影响着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选

择 。 对养老机构的认知 以及对养老机构的区域要求也与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

偏好有关 。 但具体影响还需在计量模型中进
一

步检验。

３ ．３ 本章小结

本章对分析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说明 ， 对样本的个人基本情况、 家庭特征 、 健康状

况以及养老需求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 并按不同年龄段对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进行描

述 ， 在此基础上进
一

步分析了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 。 总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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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老年人的平均年龄很高 ， 将近 ７０ 岁 ， 总体来看 ， 没有配偶的老年人占比达

到 ２０％ ， 平均健在子女数仅为 ２ ．２ 个 。不与子女
一

起居住的独居老人占比达到 ４ １ ． １ ５％ 。

从收入状况来看 ， 老年人的家庭平均月 收入在 １ ０００ 元左右 ， 日 常开销主要在饮食开

销和医药费支出 。 从精神慰藉来看 ， 大多数老年人同家人关系和睦 ， 但也有将近 １ ５％

的老人与家人关系不太和睦 ， 此外 ， 老人在参与社区活动方面也不太积极 ， 偶尔会感

到孤独的老人占到 ３４ ．５７％ 。 从健康状况来看 ， 绝大多数老人有慢性病 ， 在 日常生活

能力方面 ， ６０
？

６９ 岁 的低龄老人整体 自理能力还较高 ， 能达到 ９５％以上 。 ７０
？

７９ 岁

的老年人生活能够 自理的 比例只有 ８７ ．０８％ 。 而 ８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生活能够 自理的

仅占 ６５ ．２８％ 。 老年人 目前的养老需求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 、 健康指导和医疗康复三

个方面 。

（ ２ ） 从老年人整体来看 ， 家庭养老 目 前仍然是老年人的第
一选择 ， 从低龄到高

龄各年龄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分别为 ２ ．０５％ 、 ２ ．３ ５％和 ３ ． ５ １％ 。从具体指标上来看 ，

性别 、 户籍 、 文化程度 、 退休前职业 、 有无配偶 、 月收入状况、 居住状况、 精神慰藉

状况、 日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 以及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程度对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有

影响 。 分析老年人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意愿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 ， 子女孝顺 、

在家舒服能享受天伦之乐 ， 还有
一

方面原因就是老年人 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 良好 ， 能

够 自 己照顾 自 己 。

（ ３ ） 选择何种类型的养老机构 ， 除了受个体特征和健康状况影响 以外 ， 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是老人 自 身 的支付能力和子女的经济支持 ， 此外还有养老机构的区域要求

也影响老人的选择 。 支付能力越高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的选择范围上越广泛 。 子女补

贴对老人选择何种类型的养老机构影响不大 ， 但对养老机构的区位对老年人选择何种

类型养老机构有较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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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主要同老年人的个人特征、 健康状况以及经济

特征有关 。 此外 ， 老年人 自身 的 自理能力也影响着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选择 。 对养老

机构的认知以及对养老机构的区域要求也与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有关 。

但具体影响还需在计量模型中进
一

步检验 。

４ ． １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

４ ． １ ． １ 模型设定

是否选择机构养老是
一

个二元选择问题 ， 因此 ， 本文采用成熟的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 。

令 ｝＾ 

＝
０表示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 

＝
／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老年人愿意选择

机构养老方式的概率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可写为 ：

ｉ
ｆ

Ｐ
（Ｙｉ 

＝ 
—

） 

＝
ａ＋ ＰＸ ｊ⑴

Ｘ
ｉ

ｌｎ
（
Ｐ

） 

＝
ｌｎ

［
Ｐ／

（
ｌ
— Ｐ

） ］ 

＝
ａ＋

ｐ
ｉ

Ｘ
ｉ （ ２ ）

其中Ｐ
＝ （ ３ ）

ｌ ＋ ｅｘｐ ［

－

（
ａ＋ Ｐ ｘ ｉ） ］

（ ２ ） 式中 ， Ｐ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 ， Ｐ／
（
ｌ
－

Ｐ
）
表示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

老的概率与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之比 ， 定义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养老的意愿机

会比率 。 自变量 Ｘ 的含义为老年人机构养老偏好的影响因素 ， 各个系数 凡 表示 自变

量对老年人机构养老偏好的影响程度 ， 其取值等于意愿机会比率的变化率 ， 正的系数

表示该 自变量有利于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模式养老 ， 并且系数越大表示他们愿意选择

机构养老模式养老的概率就越大 。

４ ． １ ．２ 变量选择

（ １ ） 因变量

．本文研究不同年龄层老人机构养老偏好的影响 ， 因变量为
“

是否愿意选择机构养

老
”

， 愿意为 １ ， 不愿意为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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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自变量

养老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为高龄 、 失能以及生活缺乏照护的老人 。 所以 ， 老年人

的机构养老偏好与老人的健康状况、 生活 自理能力与家庭的照料资源息息相关 。 此外 ，

老人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的养老观念也与是否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相关 。 结合以往研究 ，

本文从老年人的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健康状况和对养老机构的认知四个方面来研究

其对老年人机构养老偏好的影响 。

在个人特征方面 ， 具体包括性别 、 户籍 、 文化程度 、 退休前职业、 婚姻状况、 是

否有养老金。

一

般而言 ， 城镇老人 、 退休前从事非农工作的老人 、 文化程度越高的老

人 ， 其思想观念越开放且收入上越高 ， 越倾向选择机构养老。 在家庭特征方面 ， 具体

包括居住方式 、 健在子女数量、 月 收入状况、 与家人的关系 。 居住方式和健在子女数

量反映了老人的家庭照料能力 ， 月收入状况反映了老人的经济能力 。

一

般而言 ， 家庭

照料能力不足 ， 经济能力较好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与家人关系反映了老人的

精神慰藉状况 ， 与家人关系越不和睦的老人越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在健康状况方面 ，

具体包括有无慢性病和 日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 ， 其中 日常生活能力采用 Ｂａｒｔｈｅ ｌ 指数

评定法 ， 包括进食、 洗澡 、 修饰、 穿衣 、 控制大便 、 控制小便、 上厕所 、 床椅转移 、

行走、 上下楼梯十项指标 ， 每项指标 自理赋 １ ０ 分 ， 需要帮助赋 ５ 分 ， 完全依赖赋 ０

分 ， 总分 １ ００ 分 ， 总得分为 １ ００ 分的老人评定为完全 自理 ， ６０ 分以上为轻度失能 ， ６０
？

４ １ 分为 中度失能 ， ４０ 分以下为重度失能 。

一

般而言 ， 自理能力越低的老人越倾向于

选择机构养老 。 在养老机构的认知方面 ， 具体包括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程度 。

一

般而言 ，

对养老机构的了解程度越高越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 各变量定义的详细情况见表 ４－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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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１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变量名称与赋值

Ｔａｂ ｌｅ４ －

１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 ｉａｂ ｌｅａｇｅｅ ｌｄｅｒ ｌｙｐｅｎｓ ｉ ｏｎ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ｓ ｉｇｎｍ ｅｎｔ



变量类型及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６０－６９７０－７９ ８ ０＋
＾

因变量

是否愿意选择机构 ０ ．０２ １０ ．０２３０ ．０３ ５

养老方式 （ 〇， ４２ ）（ 〇， ４８ ） （ 〇， ８４ ）

０变量

Ａ心 ， ０ ． ５ １ ３０ ．４ ８６０ ． ３ ６ ７

个人特征性别女性＝

０
； 男性 ．

ｃ

．．

 ｒ ｎＡ

．

（ ０ ． ５ ００ ）（ ０ ． ５ ００ ） （ ０ ． ４ ８２ ）

ａ ｍ ０ ． ０ ８ ６０ ． ０ ８６０ ． ０ ７ ５

户籍农村＝

〇
； 城镇＝

１

（ ０ ． ２ ８０ ）（ ０ ．２ ８０ ） （ ０ ． ２６３ ）

＿小学 以下＝

丨
； 小学＝

２
； １ ． ７６ ７ １ ． ５ ８０ １ ． ３ ３ １

王 又

初中及以上＝

３ （ ０ ． ７ ０５ ）（ ０ ． ６ ９０ ） （ ０ ． ５４８ ）

＾ ０ ． ２０ １０ ． １ ５ １０ ． １ ２ ５

退休＿业 （ 〇 ．４〇 ， ）（ ０ ． ３ ５ ８ ） （ ０ ． ３ ３ ０ ）

綱状况没有配偶＝

〇
； 冇配偶＝

１＝二 二：
（ ０ ． ２ ８ ７ ）（ ０ ． ４２５ ） （ ０ ． ５００ ）

＃
０ － ９２ ８０ －９０４０ ． ９ １ ０

疋否有养名金无－

０
； 有－

１

 （ ０ ．２５ ８ ）（ ０ ． ２９５ ）（ ０ ．２ ８６ ）

＋■

，丁ｘ
？ ０ ．３ ６７０ ．４７７０ ．４６５

家挺特征居住方式非独居＝

０
； 独居＝

１

（ ０ ． ４ ８２ ）（ ０ ．４９９ ） （ ０ ．４９９ ）

… … ｍ １ ．７３４２ ．６０ １ ３ ． ３ ３２

健在子女数量 ０￣９

（ ０ ． ８２８ ）（ １ ．２ １ ９ ） （ １ ． ６９２ ）

０
？９００元＝

１
；９０ １ 

？

１ ５００元＝
２

；

１ ．７３ ４ １ ． ３ ５４ １ ．２４９

月 收入状况 １ ５０ １
？２ ５００ 兀

＝
３ ；２ ５ ０ １ 兀及^

， ， ， （ ０ ． ９５２ ）（ ０ ． ８２ ７ ） （ ０ ． ７３ ４ ）

以上＝
４

上 人 戈 卒和睦＝
１

；
一

般＝

２ ； １ ． １ ２４ １ ． １ ５ １ １ ． １ ７ ５

一 人夭矛、

不太和睦＝
３ （ ０ ． ３ ４ １ ） （ ０ ． ３ ６９ ） （ ０ ． ３ ９６ ）

健康状况 低慢性病无＝
〇

； 有＝

１
°

ｎ ｆ

７

＾^
（ ０ ． ３ ７８ ） （ ０ ． ３ ２ ８ ） （ ０ ． ３ １ ０ ）

，
完全 Ｇ 理＝

１
； 轻度失能＝

２
； １ ． ０５ ０ １ ． １ ６７ １ ．４７２

５ ＇＾＿１力ＡＤ＞

中度火能＝
３

； 意度火能＝
４ （ ０ ． ２ ８ １ ） （ ０ ． ４ ８ ５ ） （ ０ ． ７ ５ ６ ）

养老机构 完全不 了解＝
１

；了解较少＝
２

； １ ． ９４９ １ ． ８ ６３ １ ． ７４ ５

认知
＃养老机―度

赫 了解＝
３

； 非常 了解＝
４（ 〇 ．６６９ ） （ 〇 ．６７〇 ） （ 〇 ． ６ ７８ ）

４ ．２ 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及影响因素

本文研究的养老机构类型有镇 （街道 ） 敬老院 、 区福利院和专业护理院三种类型 。

敬老院和福利院 以公办为主 ， 专业护理院 以 民办为主 。 在收费方面敬老院收 费最低

（ ７００
？

９００ 元／月 ） ， 福利院收费居 中 （ １ ２００
？

１ ４００ 元／月 ） ， 专业护理院收费最高 （职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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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医保 １ ８００ 元／月 、 居民医保 ２ １ ００ 元／月 、 自 费 ２９８０ 元／月 ） 。 由于因变量有三个分

类 ， 且其中存在明显的高低 、 序次关系 ， 所以本文采用 Ｏ ｌｏｇｉｔ 模型 （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 ）〇

本文研究老年人对不 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是基于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前提条

件下 ， 所以 自变量设定为与选择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相关的个人特征 、 经济特征 、 养老

机构认知和养老机构区域要求四个方面 。

个人特征具体包括 ， 性别 、 年龄段 、 文化程度 、 退休前职业以及 日 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 。 这些变量主要反映老人的思想观念和 自理能力 ，

一

般而言 ， 年龄越低 、 思

想观念越开放 、 自理能力越差的老人在养老机构的选择范围上越广 。 经济特征具体包

括 ， 支付能力和子女补贴 。 老人 自身 的支付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对养老机构类型的选择 ，

支付能力差的老人在养老机构的选择上范围较窄 ， 支付能力强的老人往往有更广泛的

选择 。 子女补贴在上文描述性分析当中 ， 对老人的养老机构选择影响不明显 ， 需在计

量模型中做进
一

步检验 。 养老机构的认知具体为对养老机构的了解程度 ，

一

般而言 ，

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了解程度越高 ， 选择范围越广 。 养老机构区域要求具体为不同

类型养老机构的地点离家远近 ，

一

般而言 ， 老年人更愿意选择离家更近的养老机构 。

各变量定义的详细情况见表 ４－２ 。

表 ４－２ 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偏好的变量名称与赋值

Ｔａｂ Ｉｅ４
－２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ｏｆ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ｏｆ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 ｎａｍｅａｎｄ

ａｓｓ ｉｇｎｍｅｎｔ

变量类型及名称变量含义与赋值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选择何种类型养老机构 敬老院＝ １ ； 福利院＝
２

； 护理院＝
３

￣￣

Ｌ６３３

￣￣

０ ． ７９８

性别女性＝
０

； 男性＝
１ ０ ．５ ５９０ ．４９７

年龄段６０
？

６９
＝

１
；７０

？

７９
＝
２

；８０及以上＝
３１ ．７２３０ ．８０６

小学以下＝
１ ； 小学＝

２
；

 ，〇８２５

个人特征文化私度初中及以上＝
３

１ ．９５ ３０ ． ８２５

退休前职业农业＝
０

； 非农＝ １ ０ ．５４５０ ．４９８

完全 自理＝
１

； 轻度失能＝
２

；ｎ ｎｎ Ａ

日 吊 活动能力 （ＡＤＬ ）＾ １ ．３ ７００ ．７９４

自＃ 中度失能＝
３ ； 重度失能＝

４

ｍ
． ９００元以下＝ １

；９００
？

１ ８００元＝
２

； ，

量支付能力 １ ． ８０９０ ．７４ １

１ ８００ 兀以上＝
３

养

；ｒ 对养老机构了解程度
完

ｒ了ｓ：
； ：這 隱

区域要求 对养老机构区域要＊ １ ．４０７０ ．６７４



附近几个区＝
３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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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计量结果分析

４ ．３ ． １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实证分析如表 ４ －

３ 所列 。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 ， 各变量之间无高度的相关

性 ，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 问题 。 统计检验结果表明 ， 本回归模型拟合度 良好 ， 整个模

型在百分之
一

水平上显著 ，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 下面按照对不 同解释变量的分组对模

型结果进行说明 ：

（ １ ） 个人特征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

从性别上看 ， 性别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影响方 向不确定 。 低龄 、

中龄的男性老人 比女性更倾 向 于选择机构养老 ， 且在 中龄老人样本 中通过显著性检

验 。 而在 ８０ 岁 以上高龄老人样本中 ， 女性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可能的原 因与

女性老人的寿命比男性长有关 ， 不过这
一

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从文化程度上看 ，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人 ， 机构养老意愿越低 ， 这
一

结论与之前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不符 ，

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既可能较多地接受现代文化观念 ， 也可能较多地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 不过这
一

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个人特征中户籍 、 退休

前职业和婚姻状况对不 同年龄段老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都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 了显

著性检验 。 同农村老人相 比城镇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 同退休前从事农业相关工

作的老人相 比 ， 从事非农工作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这
一

方面可能 由于城镇老

人 、 从事非农工作的老人在收入方面更高 ， 更能接受养老机构的收费服务 ； 另
一

方面

可能 由于城镇养老设施较农村来说更为完善 ， 城镇老人可以更方便地享受机构养老服

务 。 在婚姻状况方面 ， 相 比于无配偶的老人来看 ， 有配偶的老人更不愿意选择机构养

老 。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 以发现 ， 老伴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主要陪伴对象 ， 也是老

人在家中 的主要照料人 ， 是家庭中主要的照料资源 ， 没有老伴的老年人几乎失去的所

有的家庭照料资源 ， 所 以这部 门老年人对家的
“

留恋
”

更低 ， 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在

是否有养老金方面 ， 有养老金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通过上文分析 ， 我们注意

到养老金是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
一

，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跟有无养老金息息相关 ，

养老机构的入住需要交纳
一

定的费用 ， 部分老年人虽然有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 ， 但 由

于 自 身 的支付能力不足 ， 这部分需求就无法实现 ， 无法变成有效需求 。 所以 ， 有养老

金的老年人更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 不过这
一

相关关系在 ８ ０ 岁 以上高龄老人样本中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可能的原因是高龄老人健康状况较差 ， 不得不需要养老机构专

业化的照护 。

（ ２ ） 家庭特征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

相 比于非独居的老人来说 ， 独居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这
一

结论在 １％的水

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 可能的原因是
一

方面独居老人的家庭照料资源相对不足 ， 难 以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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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老人的照料需求 ； 另
一

方面 ， 独居老人也并未同子女共同居住对家庭的依赖更小 ，

所 以独居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从健在子女数量来看 ， 子女数越多 的老人越不愿

意选择机构养老 ， 可能的原因是子女数量越多 ， 家庭的照料能力越强 ， 老人寻求家庭

以外照料资源的意愿就会越低 。 不过这
一

相关关系在 ８０ 岁 以上高龄老人中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 ， 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 ， 老人的子女年龄也越大 ， 高龄老人从其老年子女

方面获得的照护就相对有限 。 在收入状况方面 ， 从 ６０
？

６９ 岁低龄老人样本看 ， 收入

在 ２５００ 元以下的老人其机构养老意愿越低 ， 但收入在 ２ ５ ００ 元以上其机构养老意愿越

高 ，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 可能的原因 ，

一

方面因为低龄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 生

活可 以 自理 ， 不需要去养老机构 ； 另
一

方面原因是收入低的老人无能力支付养老机构

费用 ， 但收入在 ２５ ００ 元 以上有能力支付养老机构费用 的老人 ， 其机构养老意愿就越

高 。 对中高龄老人老人来说 ， 收入越高其机构养老意愿越高 ，

一

般而言 ， 年龄越高 自

理能力越差 ， 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在同家人关系方面 ， 相

比于 同家人关系和睦的老年人相 比与家人关系
一

般和不太和睦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机

构养老 ， 这
一

结论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 老年人同家人的关系直接反映 了

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状况 ， 老年人同家人相处和睦 自 然就更愿意留在家 中享受天伦之

乐 ， 但如果老年人同家人关系不太和睦 ， 朝夕相处中更容易 闹 出矛盾 。

一

般而言 ， 老

人从家里得不到精神慰藉就会寻求家庭以外的精神支持 。

（ ３ ） 健康状况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

从回 归结果看 ， 慢性病对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影响方 向 不确定 ， 且相关关系也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 对于低龄老人而言 ， 有慢性病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对于

中 、 高龄老人而言 ， 有慢性病的老人更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可能的原因是 ：

一

方面

机构养老更多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 自 理状况 ， 同是否患有慢性病影响不大 ； 另
一

方面 ，

可能因为 当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普遍都会患有慢性病 ， 所 以慢性病这
一

因素对老年人

的机构养老意愿就没有太大影响 。 从 日 常生活能力 （ ＡＤＬ ） 来看 ， 生活 自理能力越差

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意愿越高 ， 尤其对于 中度失能 、 重度失能的老人 ， 可能需要长期

卧床护理 ， 这对于 目 前普遍的小家庭结构来说家庭照料的负担太重 ， 更需要能够为老

人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专业化照护 。

（ ４ ） 对养老机构的认知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

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 ， 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愿意选择机构养

老 。 从现有的统计结果来看 ， 大多数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是完全不 了解或者了解较少 ，

这就使得老人对养老机构的认知上产生偏差 ， 大多数老年人思想上还认为只有无儿无

女的五保老人才会入住养老机构 ， 入住养老机构会被别人指指点点 ， 这些观念都是因

为老人对养老机构不 了解所致 。 所 以在当下养老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 ， 推行社会化

养老要加强对老人的宣传 ， 让其 了解机构养老 ， 这样在老人有需求入住养老机构的时

候可 以帮助老人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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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３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 Ｌｏｇ ｉ ｔ 回 归结果

Ｔａｂ Ｉｅ４
－

３Ｔｈｅｒｅｇｒｅ ｓｓ ｉ ｏｎｒｅｓｕ ｌ ｔｓｏｆ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ａｇｅｏｆ ｅ ｌ ｄｅｒ ｌｙｐｅｎｓ ｉ ｏｎ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 ｓｗ ｉ ｌ ｌＬｏｇ ｉ ｔ

ｉｇ ｗ ｊ ｉ ｉｇ ｊｆ
ｉ

ｊ２模型 －

３

影帽素 ６０
？ｆ９ 岁样本 ７９

？ 样本
８０ 岁

￥
以上样

个人特征ｍ＼ （＾ ）

男０ ． ０ ８４
（
０ ．０８４

）０ ．２７３

＊ ＊

（
０ ． １ ２０

）－

０ ． ０ ０ ７
（
０ ． １ ４ ７

）

户籍 （农村 ）

城镇 １ ． ８ ７７

…

（
０ ＿  １ ３ ０

） １ ． ３２７

…

（
０ ．２ １ ２

）０ ．７７４

…

（
０ ．２６４

）

文化程度小学 以下

小学－０ ． １ ０６
（
０ ． １ ０２

）０ ． １ ３ １

（
０ ． １ ３ ５

）－０ ． ２ ５６
（
０ ． １ ６０

）

初 中及 以上－０ ． １ ６９
（
０ ． １ ２ ５

）－０ ．０７６
（
０ ． １ ７６

）－０ ．０ ８０
（
０ ． ２４６

）

退休前职业农业

非农 ０ ． ５ ２０

…

（
０ ． １ ２ ５

）０ ．４７０

＊ ＊

（
０ ． ２０ ５

）０ ． ６３ ４

＊ ＊

（
０ ．２６３

）

婚姻状况无配偶

有配偶－

１ ． １ ７４

…

（
０ ． １ ０ １

）－

０ ． ８７２

…

（
０ ． １ ２ １

）－０ ． ５ ５ ０

…

（
０ ． １ ３ ７

）

是否有养老金无

有 ０ ． ５ ６２

“

（
０ ＿ ２２４

）０ ． ９００

…

（
０ ． ３ １ ４

）０ ．４２ １

（
０ ．２ ７７

）

家庭特征居住状况非独居

独居０ ．６０ １ 

…

（
０ ． ０７９

）０ ． ８２９

， ， ，

（
０ ． １ １ ７

） １ ．２７ １

＂ ＊

（
０ ＿ １ ４４

）

健在子女数 ０
？

９－０ ． ３ ８２

＊ ＊ ＊

（
０ ．０４ ８

）－０ ． １ ６６

＊ ＊ ＊

（
０ ．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
０ ． ０３ ８

）

月 收入状况９００ 以下

９００
－

１ ５ ００－０ ．０２６
（
０ ． １ １ ９

）０ ． ５ ５ １

＊ ＊ ＊

（
０ ． １ ９９

）－０ ． ４２０
（
０ ．４０６

）

１ ５００
？

２５ ００－０ ． １ １ ２
（
０ ． １ ２５

）０ ． ３ ７３

＊

（
０ ． ２ １ ９

）０ ． ７ １ ５

＊ ＊

（
０ ． ３ ０２

）

２５ ００以上０ ．２ ８６

”

（
０ ＿ １ ４２

）０ ．６５ ５

＊ ＊ ＊

（
０ ． ２２５

）０ ．６３２

＊ ＊

（
０ ． ３０２

）

与家人关系和睦
一

般０ ． ３ ９３ 

…

（
０ ． １ １ ５

）０ ． ５ ２２

…

（
０ ． １ ４２

）０ ． ７３ ４

…

（
０ ． １ ４９

）

不太和睦 １ ． ８ １ ５

…

（
０ ． ３ １ １

） １ ． ５ ６４

’＂

（
０ ．４４ ］

）２ ． ０４５

…

（
０ ．４０３

）

健康状况有无慢性病无

有 ０ ． ０５ ８
（
０ ． １ ０７

）－０ ．０３ ３
（
０ ． １ ７４

）－０ ． ２７７
（
０ ．２０ ８

）

曰 常生活能力＃全
（ ＡＤＬ ）

％±眺

轻度失能０ ． ３ ２ ８
（
０ ．２ １ ５

）０ ． ５４ ８

＊ ＊ ＊

（
０ ． １ ６０

）０ ． ７ １ ２

＊ ＊ ＊

（
０ ． １ ４６

）

中度失能 １ ． ０００

＂ ＊

（
０ ． ３ ７５

）０ ． ６０５
（
０ ． ３ ７０

） １ ． ０ ５７

…

（
０ ． ２３ ５

）

重度失能 １ ． ６ ８ １ 

…

（
０ ． ３ ３ ３

） １ ． ６９３

…

（
０ ．２９７

） １ ． ９ ８２

＇ ＊ ＊

（
０ ． ２ ２ １

）

对养老机对养老机构

构认知的 了解程度 ｊ 胃＇

了 解较少－０ ． ０９０
（
０ ． Ｕ ４

）０ ． １ ６７
（
０ ． １ ５ １

）０ ． ３ ３２

＊ ，

（
０ ． １ ６６

）

基本 了解０ ． ７ ５ ６

＿ ＂

（
０ ． １ １ ９

） １ ．０７９

…

（
０ ． １ ６０

） １ ． ６３ ７

…

（
０ ． １ ８ １

）

非常 了解２ ． ２６５

…

（
０ ． ２３ １

） １ ． ５ ５０

…

（
０ ．４０９

）４ ． ０ １ ９

＊ ＊ ＊

（
０ ． ３ ７３

）

常数－４ ． ０７０

…

（
０ ．２８０

）－５ ．４６４

…

（
０ ．４０３

）－

５ ．４ １ ２

＊ ＊ ＊

（
０ ． ３ ９４

）

样本量 ３ ７２０６ １ ７９３ １ ９２ ８７

Ｐｒｏｂ
＞

ｃｈ ｉ２ ０ ．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 ００００

－２ＬＬ


５９３７ ．０９ ５


３ １ ２６ ．６９９


２０ ８ ７ ．２２ ７

注 ：

＊ ＊ ＊
、

＊ ＊和 ＊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 ０％水平上统计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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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及影响 因素分析 ——以苏州市相城区为例


４ ． ３ ．２ 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及影响 因素分析

实证分析如表 ４ －４ 所列 。 从模型统计检验结果看 ， 本回归模型拟合度 良好 ， 整个

模型在百分之
一

水平上显著 ，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 下面按照对不同解释变量的分组对

模型结果进行说明 ：

（ １ ） 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偏好的影响

在个人特征方面 ， 性别 、 年龄段 、 文化程度 、 退休前职业 以及 日 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

均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同女性相 比男性更愿意选择条件

和服务更好但价格也更高的福利院和护理院 。 同低龄老人相 比 ， 中 、 高龄老人更愿意

选择福利院和护理院 ， 可能的原因是老人的年龄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差 ， 需要护理的

等级越高 ， 普通的敬老院在条件和服务上都难 以满足中 、 高龄老人的需求 。 在文化程

度方面 ， 文化程度越高的老人越愿意选择福利院和护理院 ， 不过这
一

相关关系仅在文

化程度达到初中及 以上才通过显著性检验 。 同退休前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老人相 比 ，

从事非农工作的老人更愿意选择福利院和护理院 ， 可能的原因是从事非农工作的老人

经济条件更好 ， 能承受更高价格的服务 。 在 日 常生活能力 （ ＡＤＬ ） 方面 ， 同完全 自 理

的老人相 比 ， 自理能力越差的老人越倾 向选择福利院和护理院 。 可能的原因是 自 理能

力越差 的老年人对医疗照护等服务的需求越高 ， 普通的敬老院只具有生活照顾的功

能 ， 无法提供医疗照护等相应的服务 。 同敬老院相 比 ， 福利院和专业的护理院在医疗

资源 、 康复保健方面具有更好的服务 ， 所 以 自 理能力越差的老人越倾 向选择福利院和

护理院 。

（ ２ ） 老年人的经济特征对不 同类型养老机构偏好的影响

老年人的机构养老需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

一

是有机构养老意愿 ；
二是有支付

能力 ， 这样才能构成有效的机构养老需求 。 对于选择何种类型的养老机构来说 ， 老年

人的支付能力是关键因素 。 同支付能力在 ９００ 元 以下的老人相 比 ， 支付能力越高的老

人越倾 向选择条件 、 服务更好的福利院和护理院 。 支付能力在 ９００ 元 以下的老人更多

会选择价格较低的敬老院 。 此外 ， 子女对老人入住养老机构费用 的补贴也会影响老人

的选择 ， 从回归结果来看 ， 子女补贴金额越高 ， 老人越倾 向选择条件较好的福利院和

护理院 ， 不过这
一

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从上文的描述性分析看 ， 老人通常

不愿意用子女的钱来满足 自 己更高的需求 ， 不愿意在经济上给子女负担 。 所 以 ， 老年

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选择主要取决于 自 身 的支付能力 。

（ ３ ） 对养老机构的认知与老年人对不 同类型养老机构偏好的影响

相 比于对养老机构完全不 了解的老人而言 ， 了解较少和基本 了解的老人更倾 向选

择福利院和敬老院 。 可能的原因是 ， 老人对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 了解不多 ， 对不 同类

型养老机构提供的环境和服务不 了解 ， 在选择上仅看价格 ， 所 以对养老机构 了解较少

和基本 了解的老人更愿意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福利院和敬老院 ， 不过这
一

相关关系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对养老机构非常 了解的老人 ， 更倾 向选择各方面条件和服务更加

完备的福利院和护理院 。 对不 同类型的养老机构有充分的 了解 ， 老人在综合各方面考

虑的情况下会更愿意选择福利院和护理院 。

４４





第四章 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 ４ ） 区域要求与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偏好的影响

同要求养老机构在本镇范围的老人相比 ， 要求在本区范围或附近几个区的老人更

倾向于选择福利院和护理院 。 因为在数量上来说 ， 基本每个镇都会有敬老院 ， 而福利

院是
一

个区才有
一

家福利院 ，

一

个区也只有几家护理院并且床位数量有限 ， 当老人有

入住护理院的需求而较近的护理院又无床位时 ， 就只能选择附近几个区的护理院 。

表 ４
－

４ 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偏好的 Ｏ ｌ ｏｇ ｉ ｔ 回归结果



Ｔａｂ ｌｅ４
－４Ｔｈｅ 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ｏｆ ｄｉｆｉ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ｏｆ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Ｏ ｌｏｇｉ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ｒｅｓｕ ｌｔｓ



影响因素


ｍ


标准误


ｚ 值

性别 （女性 ）

男性 ０ ．２８５

＊

 ０ ． １ ５４ １ ． ８４

年龄段 （ ６０
￣

６９ 岁 ）

７０
－

７９ 岁 ０ ．３９５

“

 ０ ． １ ７３ ２ ．２８

８０ 岁及以上 ０ ．３９广 ０ ．２２０ １ ． ７８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

小学 ０ ．００２ ０ ．２０ １ ０ ．０ １

个人特征
初中及以上 ０ ．４０６

’

 ０ ．２２３ １ ．８２

退休前职业 （农业 ）

非农 １ ． １ ０３

…

 ０ ． １ ９ １
＇

 ５ ．７６

ＡＤＬ（完全能 自理 ）

轻度失能 ０ ．４５ ３

＊

 ０ ．２４３ １ ． ８６

中度失能 ０ ．４ １ ２ ０ ．４３ ２ ０ ． ９５

重度失能 １ ． ０００

…

 ０ ． ３ ５０ ２ ． ８６

支付能力 （ ９００ 以下 ）

９０ １ 

？

１ ７９９ 元 ０ ．７９６

？“

 ０ ． １ ８６ ４ ．２９

１ ８００元及 以上 ３ ． １ ２Ｖ ０ ．２４７ １ ２ ．６４

经济特征子女补贴 （不愿补贴 ）
；

补贴 丨 ０００ 元以 内 ０ ． １０９ ０ ．２５９ ０ ．４２

补贴全额
一

半 ０ ．２２７ ０ ． ２７５ ０ ． ８２

全额补贴 ０ ． ４３５ ０ ．２８９ １ ． ５ １

对养老机构 了解程度 （完全不 了解 ）

养老机构认知
－０ ０２４ ０ ２３ ８－〇 ｉ °

基本了解－０ ．０９ １ ０ ．２４２－０ ．３８

非常了解 ０ ．８８６

“

 ０ ．３６４ ２ ．４４

对养老机构区域要求 （本镇范围 ）

区域要求本区范围 １ ． ８７３

…

 ０ ． １ ７９ １ ０ ．４９

附近几个区 ２ ．０７３

…

 ０ ．２３ ９ ８ ．６６

Ｃｕｔ ｌ ３ ． １ ９４

＊ ＊ ＊

 ０ ．３４０

Ｃｕｔ２ ５ ．３４２

…

 ０ ． ３ ７ １

样本量 １ １ ２２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２ＬＬ １ ４２５ ． １ ９７

注 ：

＊ ＊ ＊
、

＊ ？和 ＊分别表示在 ］％ 、 ５％和 ７〇％水平上统计显著 。 ［

４５





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以苏州市相城区为例


４ ．４ 本章小结

本章运用计量模型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以及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

好做了进
一

步分析 ， 得出 的主要结论如下 ：

（ １ ） 不 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分析 ： 年龄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

响方向不确定 ， 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越低 。 同农村老年人相比 ， 城镇

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相 比于无配偶的老人 ， 有配偶的老人更不愿意选择机构

养老 。 有养老金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同非独居老人相比 ， 独居老人更愿意选

择机构养老 。 子女数越多的老人其机构养老意愿越低 。 从总体来看 ， 收入越高的老年

人机构养老意愿越高 ， 不过这
一

相关关系受老年人年龄结构的影响 。 相比于同家人关

系和睦的老人 ， 与家人关系不太和睦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从老年人的健康状

况来看 ， 慢性病对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影响方向不确定 ， 但从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能

力 （ＡＤＬ ） 来看 ， 生活 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意愿越高 。 此外 ， 对养老机

构的了解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 ２ ） 老年人对不 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 ： 性别 、 年龄段、 文化程度 、 退休前职

业以及 日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 均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对

于选择何种类型的养老机构 ， 老年人的支付能力是关键因素 。 支付能力越高的老年人

越倾向于选择条件、 服务更好的福利院和护理院 ， 支付能力不足的老人只能选择收费

最低的敬老院 。 值得注意的是 ， 子女补贴金额对老年人具体选择何种类型的养老机构

没有显著影响 ， 通常来讲 ， 老年人不愿意用子女的钱来满足 自 己的更高需求 ， 不愿意

在经济上给子女负担 。 相比于对养老机构完全不了解的老人而言 ， 了解较少和基本了

解的老人更倾向于选择福利院和敬老院 。 对养老机构非常 了解的 ； 老人更倾向于选择

各方面条件和服务更加完备的福利院和护理院 。 此外 ， 区域要求也对老年人选择何种

类型的养老机构产生影响 ， 同要求养老机构在本镇范围 的老人相 比 ， 要求在本区范围

或附近几个区的老人更倾向于选择福利院和护理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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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５ ． １ 主要结论

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重 ，

一

方面独居老人 、 高龄老人以及生活不能 自理的失能

老人在整个人 口 结构中所占的 比例越来越高 ， 另
一

方面 ，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 核心化也削弱

了家庭的照料能力 。 如何保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失能 、 独居 、 高龄这部分特殊老人的

晚年生活已经是摆在全社会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 养老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目 的就是为 了满足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而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首先必须解决的 问题便是当家庭不再是老年人

晚年养老的合适场所时老年人去哪里养老的 问题 。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在对现有与养

老相关的理论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 ， 通过对苏州市相城区老年人情况调查数据的分析 ， 研究

当前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现状与影响因素 ， 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

步分析了老年人

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 。 本文得出 的主要结论有 ：

（ １ ） 目前 ， 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是老年人的主要选择 ， 老年人对包括机构养老 、 居家养老

和社区养老在 内 的社会化养老需求不高 。 我们分析的可能原因是社会化养去才刚刚起步 ， 老

年人对社会化养老的了解程度还很低 ， 此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 ， 对家

庭有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寄托 。 社会化养老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 包括机构养老在 内 的社

会化养老需要
一

个建设与完善的过程 ， 同时 ， 老年人的接受也需要
一

个渐进的过程 。

（ ２ ） 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具体主要同老年人的户籍 、 退休前职业、 婚姻状况 、 是否有

养老金 、 居住方式 、 健在子女数量 、 月 收入状况 、 同家人关系 、 日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 ） 和对

养老机构的认知密切相关 。 对上述具体影响因素进行整合可以发现 ， 婚姻＆况 、 居住方式 、

健在子女数量主要同家庭照料资源有关 ， 是否有养老金 、 月收入状况主要跟经济条件有关 。

老人同家人的关系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老人的精神慰藉状况与其机构养老意愿有关 ， 精神慰

藉越差的老人机构养老意愿越高 。 综合上述分析 ， 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主要同家庭照料资源 、

经济状况 、 老年人的 自理能力 以及精神慰藉状况有关 。

（ ３ ） 老年人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主要取决于老人的支付能力和 自理程度 ， 支付能

力越高 ， 自理程度越差的老人越倾向于选择条件更好但收费更高的福利院和护理院 。 此外 ，

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 了解和位置远近要求也影响其对养老院的选择 。 从总体来看 ， 老年人对

具有医疗和康复保健功能的护理院需求越来越多 ， 也有
一

部分老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或

者是有入住具有医疗照护条件的福利院和护理院的需求 ， 但因为支付能力不足等原因而无法

入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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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政策建议

目 前 ，

一

方面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不高 ， 另
一

方面 ， 养老机构在总量 、 不 同养老机构

类型的配置 、 服务质量上 、 区位和收费价格等方面也存在不足 ， 这些因素都显示未来我国养

老院的发展需要兼顾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入住意愿和对养老机构类型的偏好 ， 进
一

步加强养老

机构发展的制度和政策设计 ， 仔细规划 、 全面统筹 ， 有效引 导未来养老机构的发展 。

（ １ ） 明确机构养老功能与定位

机构养老事业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养老机构定位和具体 目 标 。 机构养老 已经不仅仅是居

家养老的
一

种补充方式 ， 应该在家庭养老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 承担更多 的养老功能 。 机构养

老主要为缺乏家庭照顾的老人提供集中性的养老场所并提供相应的照护服务 ， 对不能 自 理的

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 ， 对健康较差需长期就医用药的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医疗服务 ， 所 以养

老机构的发展需加强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建设 ， 加大对传统类型养老院的升级改造 ， 提升

其医疗服务功能 。

（ ２ ） 加强对养老机构扶持力度 ，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机构养老作为
一

项重要的社会民生事业 ， 政府需要加强规划建设 ， 建立政府主导的扶持

机制 ， 形成制度化的财力投入机制 ， 主要从加大对高龄困难老人的补助 、 加大对民办养老机

构的补贴 、 加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等方面进行 。 老年人不愿意入住养老机构很大
一

部分原因

是 由于养老院的收费过高 ， 老人很难承受 ，

一

些无人照顾的老人因经济原因无法入住养老院

或不能 自理的老人有需求入住护理院因收费价格过高而无法入住 。 政府应该重点照顾失能老

人 、 高龄老人 、 孤寡老人 、 独居老人 ， 从分发挥政府兜底保障作用 。

养老服务的供给主要 由非政府机构来提供 ， 市场在配置资源的 时候 比政府的效率更高 ，

所 以在机构养老服务领域 ， 政府应加大购买服务的形式来 向老人提供服务 ， 形成市场主导的

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 ， 满足不 同老年人差异化 、 个性化 、 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 机

构养老的潜在需求群体是 巨大的 ， 其 中不乏很多完全 自 理的老人为追求晚年生活质量而选择

机构养老 。 民办养老机构对市场更加敏锐 ， 经营更加灵活多元 ， 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针对不同

老年人提供更加个性化 、 专业化 、 人性化的服务 。 同 时 ， 政府要加大对民营养老机构的政策

扶持 ， 在土地使用 ， 税收优惠 、 水 电补助等方面给予支持 ， 提高收养老人的补贴额度 。

（ ３ ） 制定养老机构服务标准 ， 提升服务品质

老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 ， 对他们的照护耐心细致 ， 作为老年人集中居住的养老机构更应

如此 ， 必须重视为老服务的细节 。 科学 、 严谨 、 规范的为老服务才能让老年人信任和放心 。

养老服务的标准是保证养老服务市场长远发展的核心 ， 更是保证机构养老事业长远发展的关

键 。 所 以 ， 在对养老服务的项 目 、 流程 、 标准方面要制定统
一

、 细致 、 可具操作性的规范和

标准 ， 为养老机构在提供时提供参照依据 ， 提升为老服务的 品质 ， 老年人也能够根据具体的

标准来评价养老机构服务的优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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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相比 ， 机构养老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 以提供
一

套专业化的养老服

务 ， 这也是机构养老的根本职能所在 。 提供专业性的养老服务离不开专业性程度和志愿性程

度较高的养老机构服务人员 。 对 目前各类型养老机构存在的服务人员不足、 服务质量不高的

问题 ， 必须加强专业护理人员队伍建设 ， 加大培训力度 ， 扩大培训范围 ， 完善社工职称评级

制度 。 政府需出台相关鼓励政策 ， 鼓励医学院校大学生和社会人才进入养老机构就业 ， 定期

对医护人员进行考核 ， 表彰 、 鼓励优秀护理人员 ， 通过他们带动 ， 提升整体养老服务水平 。

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作为带有志愿性质的特殊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 ， 政府可将其作为公益岗

位购买其服务 ， 予 以适当的政府补贴 ， 保障护理人员五险
一

金足额缴纳 ， 提高护理人员 的收

入水平和生活待遇 ， 使护理工作成为
一

项体面的 、 受人尊重和认可的职业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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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苏州市相城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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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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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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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相城区老年人情况调查表

评估 曰 期 ：


年
＿

月
＿

曰评估人 ：


联系 电话 ：

老人姓名 ：


性别 ：

＿

年龄 ：

＿

民族 ：



宗教信仰 ：

家庭住址 ：
身份证号码 ：

电话 号码 ：

（ 在相应栏 目 下面的 空格内打
“

Ｖ
”

， 选
“

其他
”

的需简要填写相 关 内容 ；

“



”

部分需

根据老人实际情况填写 。 ）

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调查，

１ 、 户籍情况 ：

户 籍 出 生地类别现居住地类别

农村 Ｉ城镇 农村 Ｉ

城镇社 区

＾

农村城镇社区

２ 、 文化程度 ：

小学 以下
｜

小学
｜

初 中
｜

高 中 （ 中 专 、 中技 ）

｜

大专
｜

本科
｜

研究生及 以上

３ 、 工作情况 ：

①现工作 （ 劳动 ） 情况
，



，



无工作 （ 劳动 ）

｜

返聘
丨

打短工
｜

务农
｜

帮子女操持家务
｜帮子女带小孩

￣̄

②退休前工作单位性质 ：

国 营企业
｜

集体企业
｜

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 户
｜

机关事业单位
丨

社会团体
｜

务农
｜

其他

③退休前职
今

：



企 理 企

ｇ
通 个

医务人员 教职 员 工 公务人胃 农 民 其他

５５





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以苏州市相城区为例


４ ． 婚姻状况 ：



未婚已婚 ｜再婚 ｜离异
丨丧偶

—

子女情况 ： 有 ）１
＿

女 ， 目 前健在的有 Ａ
＿

女 ， 最大的
＿

岁 ， 最小 的
＿

岁 ， 居

住在本镇 （ 街道 ）


人 ， 本市其他地方


人 ， 外省市


人 。

５ ． 居住情况 ：



与 酉己偶 、 子女一起


与 酉己偶一起


与 子女一起


独居


其他


①如果同子女居住在一起 ， 其他非共同居住子女来看望的次数 ：

每天
丨

每周 ３ 次 以上
｜

每周 １
－

２ 次
丨

每月 １
－

２ 次
丨

每年 ３
－

６ 次
丨

每年 １
－

２ 次或更少

②如果同子女不在一起居住 ， 则子女平时来看望的次数 ：

每天
丨

每周 ３ 次 以上
｜

每周 １
－

２ 次
｜

每月 １
－

２ 次
｜

每年 ３
－

６ 次
｜

每年 １
－

２ 次或更少

６ ． 住房情况 ：

①房屋产权 ：



自 有 租住
^

住房面积


ｎｆ ， 人均面积 ：


虻。

②房屋类型 ：

楼房 ｜平房 ｜车库
丨其他

如是楼房 ， 楼层
＿

层 ，
＿

电梯 （ 有或无 ） ？

③居住环境 ：

逐凤 ｜采光 ｜电扇 ｜空调 ｜卫生 间公共厕所

是□ 否 □ 丨

是□ 否□ 丨

有□无口 丨

有□ 无□ 丨

有□无口 ｜

有口无口

④居住环境满意度 ：

满意 比较满 意不满 意

７ ． 主要生活来源 （ 最多 限选 ２ 项 ） ：



退休金


养老保险金


征地保养金


政府救助


打零工

自 己经营创 收

￣

７ｉＴ女 、 亲属赡养房屋租金收又
￣￣

以前积蓄商业保區
̄

８ ． 月 收入状况 ：

＂

１＾
￣

－

５ ９ ０
元 ｜

５ ９ １
－＿元 ｜

９ Ｑ １
－

１ ２ ０ Ｑ
元 ｜

１ ２ ０ １
－

１ ５ ０ 。 元 ｜
１ ５ ０ １

－

１ ８ ０ ０元

１ ８ ０ １
－

２ １ ０ ０ 元 丨

２ １ ０ １
－

２ ５ ０ ０ 元 ｜
２ ５ ０ １

－

３ ０ ０ ０ 元 丨

３ ０ ０ ０ 元 以上 丨

无收入来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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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子女经济支持 （ 可多选 ） ：
＾ ^

定期给钱 ｜

定期给物 ｜

不定期给钱 ｜

不定期给物 ｜

钱 、 物都不给

①如果子女平时定期 、 不定期给钱或物 ， 则每年大约给您


元 （ 实物换算成金韈 ）

②子女定期 、 不定期给钱或物 品 的 ， 钱或物是否 由子女平均分擔 ： 是口 否 口

③您觉得子女的平均收入在当地 ：



非 常高比较高一般比较低非常低

１ ０ ． 参加养老保险状况 ：



职工养老保险
｜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

城缜居 民养老保险
｜

商业养老保险
｜

未参加养老保ｆ

１ １ ． 日 常开销主要项 目 （ 可 以多选 ） ：



饮食 ｜

住房 （ 含水电费 ）医药 费 ｜

服装等生活用 品
｜

子女及小 辈花销

旅游个人爱好养老服务其他

您每月 曰 常开销大约多少


元 ， 其中 （ 与上表勾选項 目
一致 ） ： 口饮食约


元 ；

口

住房 （含水电费 ） 约


元 ；
口 医药费约元 ；

□服装等生活用 品约


元 ；
□子女及

小辈花销约


元 ；
□旅游约


元 ；
□个人爱好约


元 ；

□养老服务约


元 ； 其

他约


元．

１ ２ ． 医疗费支付方式 ：



自 费 ｜

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
｜居 民 医疗保险商业 医疗保险

医疗费除医保报销外 ， 自 己每年大约需要支出


元

１ ３ ？ 收支平衡 ：

不够用刚好够用有一些剩佘剩佘很多

如果不够用 ， 您最希望得到谁的资助 ： 口配偶 ；
□儿子淡） ；

口女儿＃） ；□邻居 ；
□ 亲

戚或朋友 ；
□村集体 ；

□玫府 ？

１ ４ ． 生活 习惯 ：

①喝酒 ：



经常 偶尔 不喝酒

５７





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及影响 因素分析 一以苏州市相城区 为例


如经常喝酒 ， 每天平均 白 酒
＿

两 ， 或者啤酒
＿

瓶 ， 或者黄酒 ／红酒
＿

瓶 ．

②抽烟 ：

经 常 偶 尔 不抽烟

如经常抽烟 ， 每天平均
＿

根。

③身体锻炼 ：

经 常 偶尔从来不

１ ５ ． 家人、 朋友关系 ：

①与家人关系 ：





和 睦


一般


不太和 陸


②经常联系 的朋友人数 ：

无 １
－

３ 人 ４ 人及 以上

③朋友相聚頻率 ：

每天
｜

每周 ３ 次 以上
丨

每周 １
－

２ 次
丨

每月 １
－

２ 次
丨

每年 ３
－

６ 次
｜

每年 １
－

２ 次或更少

④平时是否感到孤独 ：

非 常孤独不是 非 常孤独不孤独

１ ６ ． 给子女提供帮助

①平时是否给子女领小孩

经 常 偶 尔 不领

②是否给成年子女提供生活费

定期 偶尔 不提供

１ ７ ． 是否参加社会或村 （ 社区 ） 活动 ：





经 常参力口


偶 尔参力口


不参力口



１ ８ ． 参加的社会活动类型 ：

公园老年活 动 室
｜

居家养老服务站
｜

Ｂ 间 照料 中 心
｜

老年大学
｜

其他

１ ９ ． 对 目 前生活满意度 ：

极其满 意非 常满 意比较满 意不太满 意 ｜
一

点也不满 意

５ ８





附录


第二部分 健康状况调查

（

一

） 慢性病情况 （ 可多选 ） ：



，



＇



高血压糖尿病脑 中风冠心病恶性肺瘤

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关节疾病白 内 障 ／青光眼
＾

其他

（ 二 ） 日 常生活詭力 （分数越高 ， 说明越有 自 理能力 ） ：



项目 Ｉ

自 理 （ １ ０ 分 ）

丨

需要帮 助 （ ５ 分 ）

｜

全靠他人 （ ｏ ｆＦ

穿衣 （ 扣纽扣 、 拉拉链 、 穿鞋 ）




进食


仪表 （ 洗脸 、 梳头 、 剃须 ）
^




沐浴




变换座位或 卧位


走动
—

上楼梯
一一

外



大便
丨 丨 丨

－

总分 ：评价结果 ：

（评价标准 ： 炉 １ ００
－

９ ０ 分一般＝
８ ５
－

４ ０ 分差 ＜＝３５ 分 ）

（ 三 ） 自 我护理能力 （分数越低 ， 说明 鎗力越强 ） ：
̄

１ ． 使用 电话 ：

能 自 己打电话
￣￣

能拨熟悉 的 电话
￣￣

｜

能接但不 能打电话
■＂＂＂

不 能使用 电话

￣̄

（ １分 ）



（ ２
分 ）



（ ３
分 ）



（ ４
分 ）

２ ． 姆物 ：

￣￣

能购买所需物 品

￣￣￣￣

能独立买小东西

￣￣￣￣

购物 时需陪伴

￣￣￣￣

不 能 自 行购买



（ １
分 ）


（２分 ）


（３分 ）



（４分 ）



３ ． 食物准备 ：

能独立烹调
￣￣

有原料则 能烹调

￣￣

｜

对做熟 的食物 能加热
￣￣

需别人提供食物

（ １分 ）


（ ２
分 ）


（ ３
分 ）


（ ４分 ）

４ ． 家务料理 ：

能独立完成所有家务

￣￣

完成较轻的家务
￣￣

｜

完成部分较轻的家务
｜

所有家务均需帮助

（ １
分 ）



（ ２分 ）



（ ３
分 ）



（ ４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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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洗衣 ：

能洗 自 己所有衣物 Ｕ 分 ）能 洗小衣物 （ ２ 分 ）不 能洗衣 （ ３ 分 ）

６ ． 交通出行 ：

能 独 自 使用 交通工具 （ １ 分 ）

｜

在别人帮 助 下 能乘车 （ ２ 分 ）

｜不 能 出 外旅行 （
３ 分 ）

７ ． 厫药能力 ：

能主 动准确服药 （ １ 分 ）

｜

能服用 事先准备好的 药物 （ ２ 分 ）

｜不 能 正确服药 （ ３ 分 ）

８ ． 经济理财 ：

能 自 行理财 （
１ 分 ） ｜

储蓄及消 费 时 需 帮 助 （ ２ 分 ）

｜不 能 自 行理财 （ ３ 分 ）

总分 ：
评价结果 ：

（ 评价标准 ： 好＝

８ 分 一般＝
１ ０

－

１ ９ 分 差 ＞
＝

２ ０ 分 ）

（ 四 ） 认知 能力 ：

①意识状况 ：

清醒 ｜嗜 睡 ｜模糊 ｜浅 昏迷深 昏 迷

②情绪表现 ：

平静不安急躁激动忧虑冷漠

③决断与认知 ：

ｉ独 立 、 合理做决定需要他人提示或指 引不 能做任何决定
^

综合评估结果 ：

自 理半护理 （ 介助 ）全护理 （介护 ）

第三部分 养老需求调查

１ ． 您觉得 自 己 的 曰 常生活起居是否需要别人照顾 ：

需要 不需要 偶 尔 需要

２ ． 您现在的 日 常生活起居主要 由谁来照顾 ：

ＡＰ 丨 本後 Ｉ

儿子
Ｉ

女儿
Ｉ

孙子
｜

其他亲
｜

保姆或钟
丨

邻居 帮

￣

＾
^

＾ （ 媳 ） （ 婿 ） （ 女 ）属点 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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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是 由儿女子孙照厣的 ， 照顾是否 由他们轮流进行 ： 是 口 否 口

②如果是别人照顾 ， 则每个星期大约需要别人照模


小 时 。

３ ． 如果您生病或者其它情况需
－
照頋时 ，

，
觉得谁最

，
可能 照頋您 ：



老伴 儿子 （ 媳 ） 女儿 （ 婿 ）

（ｆ）
钟 点

邻居 帮 助 其他

４ ． 目 前 ， 让您感到最烦恼的是下列哪些方面的 问题 （ 可多选 ） ：

经济 困难生活起居 无人照料
｜

自 己 ／老伴身体不好和子女关 系 不ｆ

家务事情繁重为 后代 的 事情操心住房 困难

外 出 不便
＋

医疗康复不方便其他
－

无

５ ． 您 生活 中 的主要困难是 （ 可多选 ） ：

进食
｜

做饭
丨

打扫 卫 生
丨

购物
｜

洗衣物
｜

洗澡
｜

起床
丨

穿衣服
丨

上厕所
｜

外 出 活ｆ

６ ． 你最需要的养老服务是 ：

生活 照料
丨

医疗康复
｜

文体活 动
｜健康指导陪 同谈心其他

７ ． 您对养老机构 （ 养老院 、 护理院等 ） 是否 了解 ：

完全不 了 解了 解较少 ｜基本 了 解非 常 了 解
—

８ ． 您对社 区 （ 居家 ） 养老的方 式 （ 白 天到社 区活动 、 就餐 ， 傍晚 回家 ； 或 由社 区 、 服务机

构提供上门服务 ） 是否 了解 ：

完全不 了 解了 解较少基本 了 解非 常 了 解

９ ． 您将来希望选择哪种养老方式进行养老 ：



家庭养老 ， 由 子女等 照顾


社 区 （ 居家 ） 养老


到 养老机构养老


１ ０ ． 如果您选择在家里养老 ， 将会选择由谁来照顾 ：

自 己 （ 老伴 ） 照料
｜

儿女子孙照料
｜

保姆 ／钟 点工 照料
｜

社 区服务人员 照料
｜

亲属 ／邻居 照 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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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 如果选择社区 （ 居家 ） 养老

①您会选择 ：

到社 区 日 间 照料 中 心 （ 托老所 ） 养老由 社 区 （ 村 ） 提供居家养老上 门 服务

②您需要社区 （ 服务机构 ） 提供哪些服务 （ 可多选 ） ：

买菜购物洗衣做饭打扫 卫生
Ｉ

洗澡理发
Ｉ陪 同 外 出 Ｉ

聊天解 闷

助餐送餐唱歌跳舞苏 州评弹戏 曲 电 影棋牌活动１育健身

书 法绘 画书 报 阅 览外 出旅游知 识 心理辅＾
￣￣

康复护

… 他 士 认 预防保健 、 疾病 法律咨询 、 维护老年人合
＋人

疋期 上 门体检 组织老人开展志愿活 动 、 服务社会

１ ２ ． 如果社 区提供老年人助餐 、 送餐服务 ：

①根据 目 前的物价水平 ， 您可 以接受的收费标准是 ．

？


３ 元 ／顿


４ 元 ／顿


５ 元 ／顿


６ 元 ／顿


７ 元 ／顿

８ 元 ／顿
—

９ 元 ／顿

￣

 １ ０ 元 ／顿 １ １ 元 ／顿
￣￣

１ ２ 元 ／顿

②如果收费合理的话 ， 您将会选择 ：

自 己 到社 区 （ 村 ） 的老年人助餐点 去 吃饭让社 区 （ 村 ） 送餐上 门

１ ３ ． 如果您选择去专 门 的养老机构养老

①养老机构您会选择 ：

镇 （ 街道 ） 敬老院区福利 院专 业 护理院 （ 职工 医保 １ ８ ０ ０ 元 ／ 月 ，

（７ ０ ０
－

９ ０ ０ 元 ／月 ） （１ ２ ０ ０
－

１ ４ ０ ０ 元 ／月 ） 居 民 医保 ２ １ ０ ０ 元 ／月 ， 自 费 ２ ９ ８ ０ 元 ／ 月 ）

②去养老机构 ， 您 的经济承受能力是 ：




３ ０ 。 元 以 下 ３ ０ ０
－

４ ９ ９元 ５ ０ ０
－

６ ９ ９元 ７ ０ ０
－

９ ０ ０元 ９ ０ １
－

１ １ ９ ９元

一

一

『２ ０ ０
－

１ ４ ９ ９元

—

１ ５ ０ ０
－

１ ７ ９ ９元
￣

１ ８ ０ ０
－

２ ０ ９ ９元

一

２ １ ０ ０
－

２ ４ ９ ９元

—
￣

２ ５ ０ ０
＿

２ ９ ９ ９元

一

③入住养老机构 ， 您 的儿女子孙愿意补贴多少 费用 ：

全额 ５ ０％ １ ０ ０ ０ 元 ｜５ ０ ０ 元其他金额不愿 意

④您对养老机构的 区域要求是 ：

最好在本镇 （ 街道 ）在相城 区 范 围 内都 可 以考虑

服务好的话 ， 附近几个 区 的养老机构也可 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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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 您不选择去养老机构的主要原 因是 ：

在家 比较舒服 ， 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身体很好 ， 完全能 自 己 照顾 ， 不需要
^

子女很孝顺 ， 家里人能 照顾 ， 没必要去
￣

社 区 （ 村 ） 居家养老服务好 ， 很合适

住在养老机构里不 自 由 ， 不想去

—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差 ， 不愿意去
^

自 己想去 ， 但家庭不支持 经济不 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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