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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探索新型养老模式以提升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深入

分析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三种主要养老模式的特点及其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社交活动和社会参与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尽管这些模式各有优势，但也存在显著局限性：居家养老可能缺乏专业护理服务，社区养老面临资源不足的挑战，

而机构养老可能导致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的分离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自助式养老为代表的新型养老模式，强调老年人

的自我管理和服务，鼓励其根据个人兴趣和能力参与社区活动，并提供必要支持以确保生活质量。此外，研究探讨了政策

支持和社区资源整合在推动新型养老模式发展中的作用，旨在为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积极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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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a new pension 

mode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elderl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deep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main elderly care models: home-based care, community 

care, and institutional care,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ocial activitie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se model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they also have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home-based elderly care may lack professional 

nursing services,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es the challenge of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may lead to a sen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elderly people and family member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a new elderly care model represented by self-help elderly care, emphasizing 

self-management and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encouraging them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and providing necessary support to ensure their 

quality of life. In addition, the study explores the role of policy support and community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lderly care model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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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及未来的重要国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

13.50%。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老龄化的加速，提供可靠的养老保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1]。国内外对于养老服务的研究显示了

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在国内，传统家庭养老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变化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

家庭养老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新兴的社区嵌入式居家养老模式结合了机构、社区和居家养老的优点，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实践中的热点。

然而，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服务质量方面仍有待加强。相比之下，国外尤其是日本等国，在信息技术、物联网等方面的应用更为成

熟，形成了包括日间照料、短期入住和上门服务在内的多元化服务体系 [2]。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探索自助养老，即通过政府、社区、机

构等的帮助和老人之间的互助，解决养老服务问题及其他创新养老模式，通过问卷来调查老年人对自助式养老的意愿，帮助提升老年人

群体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交活动的参与度，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实现“老有所养”的愿景 [3]。

一、“自助式养老”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一）“自助式养老”的概念

自助式养老是指在政府的支持和居家养老的基础上对服务者

和老年人双方赋予足够权利，加强养老服务的示范作用，通过引

导老年自己掌握护理知识，积极预防、科学锻炼、合理用药，

从而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的养老保障模式 [4]。老人可以凭借自

己累积的知识和经验（即老人潜在的优势）在生活上能自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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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5]。自助式养老不仅能够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还有助

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二）自助式养老服务理论基础

自助式养老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支持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和

生命周期理论。它通过构建支持网络、增强老年人自信、适应不

同生命周期阶段需求来促进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该模式鼓励

老年人选择适合的养老方式，参与社区活动、实现自我价值，并

依托家庭、社区和政府支持共同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核心在于

“生产”，即保障养老资源的自给自足。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二）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问卷来源于马彐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城镇老年

人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调查问卷，问卷共4个维度，分别是行为

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愿，以及59个条目，该

问卷的三种养老模式信度系数均在0.9以上，不同养老模式的各个

维度均在0.8以上，各量表中提取维度与预设维度数量一致，且累

计方差解释率均大于50%，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最终有效问卷数据将使用 SPSS25.0软件对其进行分析。

（三）问卷发放与回收

我们采取线上发表电子问卷的形式收集信息，为提高问卷数

据的准确性和结果的可靠性，在问卷收回后首先对其中无效的进

行剔除，保留最终有效问卷。无效问卷的判断标准主要有：

1.连续出现多个极端回答；

2.回答的题目出现前后矛盾；

3.问卷作答时间小于4分钟。

最终共发放电子问卷129份，回收电子问卷129份，有效电子

问卷129份。

（四）统计学方法

数据通过线上收集，并使用 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我

们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

析等，揭示不同因素对老年人选择自助式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

结果将为养老服务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三、结果与分析

（一）被调查者特征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次研究的样本量为129名，其中男性

50名，女性79名，性别比例相对均衡；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60

岁至75岁之间，共计87名；教育水平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居住地

区包括城市与农村。

（二）养老模式偏好

调研显示，被调查老年人的中选择居家养老的占总人数的

83.4%，选择社区养老的占总人数的9.3%，而选择机构养老的仅为

7.8%。说明居家养老仍然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

（三）健康状况对选择不同养老方式的影响

在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状况表现

出显著的异质性分布特征。对于健康状况较为优良的老年人群体

而言，居家养老模式更贴合其维持既有生活习惯及家庭关系连续

性的需求；反之，对于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人群体，社区养老或

机构养老所提供的专业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则显得尤为关键。这

些专业服务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其健康保障需求，对维持及改善其

身体状况具有积极作用。

表1 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

养老方式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百（%）

居家养老 健康情况

非常健康 31 23.36

比较健康 47 38.32

一般 37 28.97

比较差 9 6.54

非常差 5 2.8

社区养老 健康情况

非常健康 3 25

比较健康 3 25

一般 3 25

比较差 1 8.33

非常差 2 16.67

机构养老 健康情况

非常健康 3 30

比较健康 3 30

一般 3 30

比较差 1 10

非常差 0 0

（四）教育水平对养老方式的影响

被调查者整体以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为主，这反映出老年人

群体的教育背景现状。教育水平可能影响老年人对养老方式的认

知和接受程度，较低的教育水平可能导致他们在获取养老信息和

理解新型养老模式时存在一定困难，更倾向于传统的居家养老方

式；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老年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和尝试社区养

老等新兴养老模式，并且在养老服务需求上可能更注重精神文化

和个性化服务。

表2 被调查者教育水平

养老方式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居家养老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1 38.32

初中 32 29.91

中专 10 9.35

大专及以上 24 22.43

社区养老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 33.33

初中 4 33.3

中专 1 8.33

大专及以上 3 25

机构养老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 30

初中 4 40

中专 0 0

大专及以上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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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入水平影响养老方式可及性

月收入在不同区间的分布情况显示，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养老方式的选择。低收入老年人（1000  元以下占比

29.91%）可能更倾向于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的居家养老，而经济

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可能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够

考虑社区养老或高端养老机构等提供的多样化服务，但也并非绝

对，还需综合其他因素。

表3  被调查者的收入水平

养老方式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居家养老 收入水平

1000元以下 38 29.91

1001~2000元 29 24.3

2001~3000元 23 17.76

3001~4000元 15 11.21

社区养老 收入水平

1000元以下 3 25

1001~2000元 2 8.33

2001~3000元 3 25

3001~4000元 1 8.3.

机构养老 收入水平

1000元以下 3 30

1001~2000元 1 10

2001~3000元 1 10

3001~4000元 2 20

（六）保险保障提升养老安全感与选择范围

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享有情况也对养老方式产生影响。医

保享有率较高（居家养老89.72%，社区养老75%）。长期护理保

险的覆盖差异（居家养老41.12%，社区养老58.33%）表明，在有

长期护理保险支持的情况下，老年人可能更愿意选择能够提供专

业护理服务的社区养老等方式。

表4 被调查者享有医保和（或）享有长期保险的数据

养老方式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居家养老

是否享有医保
是 114 89.72

否 15 10.28

是否享有长期护理保险
是 58 41.12

否 71 58.88

社区养老

是否享有医保
是 9 75

否 3 25

是否享有长期护理保险
是 7 58.33

否 5 41.67

机构养老

是否享有医保
是 9 90

否 1 10

是否享有长期护理保险
是 7 70

否 3 30

四、自助养老的创新策略建议

（一）以创新基础寻自我晚年

在对养老模式偏好进行的调查研究中，本研究进一步考虑了

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变量，分析后得，居家养老是当前大多数

老年人的首选养老方式。因此，深入理解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

期望和创新需求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婚姻状况、孤独感以及

子女探望频率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改善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互

联网智慧创新方案更作为潜在发展方向，提高自主养老质量，与

尹志刚的研究结构相吻合 [6]。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结合时代特

征进行养老服务创新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针对家庭环境的和谐建

议。在个人层面，本研究提倡增强老年人自我养老的能力，使他

们能够有备无患地安度晚年，拒绝被动的“圈养”模式，实现老

有所为，这与徐小燕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 [7]。

（二）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大多数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会考虑健康状况、自理能力、

经济条件等因素，且大多数认为所选养老方式能提升满足感或健康水

平，这与马彐威的研究结果一致 [8]。自助式养老积极探索多元化、专

业化养老服务架构，为老年人提供更多自主选择，例如按摩理疗、唱

歌跳舞、心理护理等多元方式，这与莫红霞的讨论结果一致 [9]。

针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我们应当提供精准而有效的服务，

以避免养老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10]。同时，需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的顶层设计，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构建多元化、全方

位的养老体系 [11]。

五、结束语

自助式养老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养老服务的品质与效率，满足

老年人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增强其自主性和社会参与度 [12]。该模

式的实施依赖于政府、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的共同协作：政府需

提供政策扶持与监管机制，社区应提供便捷的设施与服务支持，

家庭成员及个人则应给予必要的尊重与支持 [13]。自助式养老模式

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

持续对其进行优化和探索实施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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