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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不断适应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七普数据显示出我国人口老龄

化加剧，高龄、空巢、失能是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基于2014年的CLASS数据分析得出，我

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出扩大化与多元化趋势。为弥补传统养老方式的不足和回应时代的养老需

求，在借鉴国外经验以及结合本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国发展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以及“医养结合”、

“互联网+”等新兴的养老服务模式。几种养老服务模式结合成多元养老服务模式，与时代发展紧密结

合，能够完善我国整个社会的养老体系、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权利、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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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service mode in our country has 
constantly adapted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background. Qipu data show that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intensifies, old age, empty nest and disability ar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elderly group, 
and the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shows a trend of expans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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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ways of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and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age,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China has developed new ser-
vice models for the elderly such as family care, community car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Internet+”. The combination of several pension service models into multiple pension service 
models, and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an improve the pension sys-
tem of the whole society,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elderly in the later years of lif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is also a way of pension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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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已有数据资料显示 2000 年中国内地已步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同时也

是我国人口变化的一项重要特征。而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数据显示我

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1.9 亿，占全国总人口数 13.50%，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我国进入深度老龄

化之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老年人口抚养压力大。同时老龄人口

的高龄化趋势明显，且失能、患病、独居、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意味着老年群体需要的养老

资源在不断增加。医疗及社会福利资源供需紧张，社会保险费用支出增大，养老照料及护理需求激增。

急剧增加的养老需求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供的养老资源陷入困境，而我国大部分老年人又面临着

“未富先老”“未备而老”的窘境，大部分老年人对于昂贵的私人养老院没有资金支持；同时由于资金

等限制公立养老院设立数量较少且提供的养老服务单一，已经不能满足当前老龄化趋势下急剧增长的多

元养老需求。因此，面对扩大化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寻找发展适合我国老年人的多元养老服务模式迫

在眉睫。本文欲采用国内外养老服务模式的对比分析，基于我国老年人不断增长变化的养老需求，利用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来分析我国突破传统养老方式局限的方式与途径。以实现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多元发

展，使得我国养老服务体系走向完善。 
1987 年我国学者张敏杰[1]首先提出了“养老模式”一词，但其文章更强调“家庭养老”的名词性特

征。到 90 年代前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使得农村家庭结构出现变化，学者们对于养老模式的研究点转移

到农村上来。2000 年后，开始出现“传统养老模式”一词，学者们开始分析传统养老模式的利弊，并认

为社会化养老势在必行，提出“以房养老”、“售房养老”的养老新思路。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社会的老

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关于“养老模式”的探讨在与日俱增。关于“养老模式”与“养老方式”的区别，

姚金海[2] (2011)认为“养老模式”即为“养老过程中长期沿用并流传下来的样板，包括养老思想、价值

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穆光宗[3] (1999)等学者将养老模式基于养老支持力或养老资源的提供者划分为

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及自我养老三种模式。另有一部分学者以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地点划分为了家庭养老、

居家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养老服务模式。学者们所持观点也不尽相同，划分标准也有养老来源、养

老地点、养老资金来源等多种。随着养老需求的扩大及多元化，养老的特点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

的养老模式分类方法也不再适应当前养老需求的特点及方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苏长春 
 

 

DOI: 10.12677/ass.2023.1212979 7187 社会科学前沿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源于西方，当时社会沉重的福利负担及社会危机催生了该理论，经济学家罗斯提

出应该由国家、市场和家庭三方提供社会福利。多方社会福利供给力量的参与使得福利收益者有更多的

选择权，将社会福利提供责任分担给社会，减轻了政府的福利负担。我国当前的社会及市场环境，驱使

社会福利政策应该由国家在承担社会福利的基本责任，同时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方力量也应该通

过市场机制来发挥提供社会福利的作用。我国学者姜腊、李运华[4] (2021)通过对比国内外社区照顾服务

提供主体，发现我国社区照顾服务存在明显“偏科”，政府做好主导责任并积极鼓励和扶持非营利组织

参与到社区照顾服务中来。李静、沈丽婷[5] (2020)指出政府社会福利主体地位作用发挥不佳，导致该市

养老服务供需“脱嵌”，可重整社会、家庭、市场、政府资源以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还有学者以福利

多元主义理论探讨长期护理服务的责任主体及社会福利多元化的发展路径等。根据已有研究发现，多数

学者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我国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应趋于多元发展，较少研究以养老服务需

求为导向来分析服务供给多元化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2. 我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分析 

本文利用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有关问题包括生活自理程度、社会参与情况、孤

独感等来分析我国老年人养老的突出需求及特点。2014 年开展的调查共包含了 28 个省份的 134 个县，

通过多层分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共获得个人有效问卷 11,000 多份及社区调查问卷 460 余份，其中样本

构成中老年人的平均年龄约为 70 岁，性别及年龄构成差别较小。通过问卷数据结果分析发现老年群体的

养老需求是多方面的，数据分析过程中将老年养老需求分为身体与心理健康、社会参与、养老期望几个

方面。 

2.1. 我国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不同程度的群体比重较大，生活照料需求增加 

根据问卷中关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六项指标(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的评估，

调查结果中 87%的老年人六项功能指标达到完全自理，剩下接近 13%的老年人部分失能或重度失能，需

要日常生活照料。而根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学者 2021 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人口老龄化速

度加快及人口趋势的波动，中国人口健康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该研究对 2015 年至 2050 年中国人口趋势

进行了预测，其中一项指标提到 2030 年我国失能老龄人口在总失能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 57%，在不施加

预防和控制措施的前提下在 2050 年增长至 70%以上，而预期寿命也预计达到 80 岁以上。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我国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约占四分之三，且不同慢性病的患病率城乡差异较大。这显示出老年群

体中重度失能、高龄老人及患慢性病老年人占比增加将扩大对于长期照护的需求。 
失能老年人的孤独感与农村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问题突出，心理健康需求增加。根据 2014 年 CLASS

调查中对于测量老年人孤独感的三项孤独感量表的调查数据显示，孤独感不强烈的老年人占调查人数

75%，剩下接近 25%的老年人有着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其中 1.4%的老年人会常常感觉没有人陪伴，孤独

感表现为较强烈。同时通过分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孤独感也在随之上升，且孤独感和老

年人健康状况有着密切关系。生活完全自理的老年群体感受到孤独感占比低于重度失能的老年群体，重

度失能的老年人不但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而且也有对于精神慰藉方面如陪伴、聊天等的需求。另外，调

查结果也显示农村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很大程度上低于城市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倒退给农村老年人生活自

理带来了障碍，使得老年人照护难度和成本上升。因此，关注老年人的孤独感问题和认知能力倒退问题，

解决其心理需求也是提供养老服务过程不可忽视的。 

2.2. 老年人社会参与愿望强烈，但健康及年龄问题是制约因素 

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在实现生活能够自理、精神状况良好的前提下愿意进行社会参与，老年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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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进行社会参与是全社会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老年人社会参与主要包括经济活动(就业)、公

益活动、政治活动等。CLASS 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社会占 19.25%的老年人仍在参与工作或劳动，在城

乡老年人在业比例对比当中发现，农村老年人在业比例是城市老年人在业比例的两倍。公益活动是老年

人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调查中老年人参与的公益活动主要有社区治安巡逻、照看小孩、照料其他老人、

环境卫生保护、陪同聊天解闷等。由于公益活动对参与主体的体力要求等相对较低，灵活性较大，因此

在了解公益活动内容和自身身体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大部分老年人愿意通过参与公益活动进行社会参与。

调查过程中发现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活动种类较农村老年人更加多元，途径更多，因此参与比例也就

更高。造成老年人退出社会参与或者从未进行过社会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健康水平下降和年龄增加。因此，

基于健康老年人社会参与需求，应为其提供适宜的公益活动，畅通其参与途径，满足其社会参与需求。 

2.3. 居家养老在我国老年人期望的养老方式占据大部分，且希望子女承担主要照料责任 

2014 年 CLASS 调查数据表明，高达 94%的老年人选择在自己家或者子女家进行养老，选择其他方

式进行养老的仅占 6%。尽管比例较小，城市老年人中仍有一部分老年人选择到养老院或者日托站养老。

但是由于我国家庭结构逐渐小规模化，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且家庭小规模化也意

味着家庭所拥有的养老资源难以支撑扩大化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因此除居家养老以外的养老方式也应

得到发展，来满足部分老年人群体的需求。调查问题“您认为老年人的照料责任应该由谁承担”，69.5%
的老年人期望由子女或亲属提供照料，18.9%认为应该由政府、家庭、个人共同承担，另外 10%的认为应

该由政府主要承担。城乡对比中，农村老年人期望子女承担照料责任的想法更为强烈，而城市老年人则

认为由自己或配偶承担主要的照料。 

3. 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实践 

根据我国养老服务发展历程来看，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在受到国家宏观制度结构的影响之外，也在

主动回应我国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总的来看，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这个阶段的养老服务在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绝大

部分的中国老年人选择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同时国家会通过公社组织提供一部分的福利保障，对于

孤寡老人也建立起五保户制度，由集体保障其生活。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 2000 年新世纪之初，受大

环境的影响，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家庭养老的负担变重，国家开始探索更多的养老服务方式，养老机构

成为这一阶段的发展重点。90 年代国家也出台一系列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相关的政策与文件，但是这一

时期中城乡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差距较大。第三个阶段是 2000 年之后，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进入老龄化

社会，对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养老服务的发展朝着更加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实践探索出了社区养老、“医养结合”等新的养老服务方式，成为大众选择养老方式的重要途径。 

3.1. 养老院的养老服务模式 

主要分为日托养老院和传统全托养老院。日托养老院的资金来源包括个体、社区和政府上三方，主

要的目标对象是身心较为健康的老年人。服务形式是老年人白天以养老院为活动中心，接受养老院提供

的照顾服务、参加各种活动等，晚上又回到自己家中，可与亲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从实际运行上来看，

日托型的养老院需求空间不大，大部分老年人会将其视为不必要的开支。全托养老院的目标对象则以高

龄及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为主，它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照顾和护理服务。但是其长期与家庭的分离，会造

成老年人的情感缺失，因此养老院对于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也需要更加重视。从养老院的发展情况来看，

我国民营养老院发展要慢于公立养老院的发展，公立养老院不存在资金压力且价格亲民等使得大部分老

年人选择到公立养老院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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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区居家的养老服务模式 

“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并引入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

的社会化养老模式，可称之为‘社区居家养老’”。在我国的实际实践中，存在两种形式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形式，第一种是以家庭为主要养老场所、社区给予辅助养老资源比如上门看病等，这些服务由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第二种是以社区老年公寓作为主要养老场所，由社区养老服务护理人员提供照料

及护理服务，家属可经常探望老人。两种形式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都基于社区将家庭和机构有效链接起

来，有效整合社区内的养老资源[6]。这种养老服务模式属于较为理想的养老方式，它不仅能够提供机构

中专业化的养老照料和护理服务，还能够保证老年人对于亲情的情感需求以及较为稳定的生活环境。但

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比如资金支持较少，专业化护理人员队伍短缺，且还未建立

起比较健全的规章制度，因此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还存在阻碍。 

3.3. 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 

在“健康老龄化”理念的助推下，我国提出“医养结合”的策略。“医养结合是新型的将医疗资源

与养老资源有效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需求为目标，推行的一种以医养结合、养老为主为

核心，集医疗、康复、护理、养老等为一体的服务模式”[7]。2016 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确定第一批

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的通知》，将北京、天津等地作为试点地区。全国各省份逐渐进入试点。“医

养结合”的养老服务通过延伸医疗服务到社区、机构或家庭的形式，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

健康评估、提供医疗咨询检查和治疗等服务。已有的实践经验表明，“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因其

便利的就诊条件、体系化的运作，将养老与医疗有效衔接起来，改变以往自成体系的格局。对于老年人

来说，也能够及时关注其身体状况和有效预防潜在病等，极大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3.4. “互联网+”形式的养老服务模式 

“互联网+”养老服务作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新兴形式，是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科技平台而建立起

便于养老服务运作的信息平台，它以网络形式将家庭养老资源、社区养老资源、机构养老资源紧密联结

起来，有效整合了各种养老资源，将“互联网”与养老紧密结合了起来。具体来说，“互联网+”形式的

养老服务有以下几种模式，“互联网+”机构养老服务、“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互联网+”社区养

老服务以及互联网养老院，几种模式都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搭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老年

人生活状况及身体状态，从而实现远程提醒、检测等功能，为老年人提供数据医疗、紧急救援等服务[8]。
与科技相融合的养老服务，使得养老搭上科技的时代快车，与时俱进，提高了养老服务供给的实时性和

快捷性，形成了具有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为一体的养老服务模式。 

4. 我国发展多元养老服务模式的建议 

4.1. 以老年人养老需求为导向，建立多元养老服务模式 

通过分析发现，我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以下特点：高龄、失能化趋势加剧使得老年群体对长期

护理需求增加；新时期下，身体较为健康或生活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群体对社会参与、精神需求等具有

时代化的养老需求增加；城乡差距仍然在，城乡不同老年群体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等差异加大，因此养

老需求不同，养老需求城乡差异明显；养老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层次化特征[9]。基于以上老年人养老需

求，我国应该改变以往传统单一的养老服务模式，建立由市场、政府、家庭和社会联合推动的多元养老

服务模式，构建多元并且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美国的市场化特征、英国的政府主导形式都有其利弊，

瑞典的“包办”形式也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以本国国情为基本前提，借鉴国外经验，发展并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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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适合我国社会的养老服务模式。 

4.2. 以专业养老服务人员为支撑，加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在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日本在强调建立老年福利设施之外，

也注重对于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和管理。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需要经过专业养老服务人

员向老年群体进行实施，养老机构及养老服务人员提供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的质

量，从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其是养老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建立专业化的养老服

务人员队伍，来辅助养老服务机构的建立，以期实现养老服务提供的高质量化。 

4.3. 以科技发展为动力，提供多元养老服务内容 

养老与时代不能割离开，养老要与科技紧密融合，科技无疑是助力社会养老服务事业蓬勃发展的新

动力。我国养老服务事业发展起步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而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经济和互联

网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技条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我国

养老服务类型、丰富养老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也更新了提供养老服务的途径。同时也将互联网、物联网

等技术来锁定明确的目标群体，提高了养老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互联网+”形式的养老服务如雨后春笋

般正在蓬勃发展，与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医养结合等服务形式相互结合，构建起了高效便捷、针对性

强、普适性好的多元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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