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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梳理1996~2022年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的现状，分析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

通过CiteSpace对CNKI中的529篇核心期刊文献可视化分析，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题的年度高频关键

词、关键词聚类、突变词等方面分别绘制知识图谱。通过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整体呈现持续性、深

入性和多样化的趋势，在我国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广泛研究中其中部分之间有一定联系，但目前暂未形成

较强和紧密的合作网络。社区养老服务研究发展至今，也基本形成该领域独有的理论体系，各种社区养

老服务模式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现实问题。但对于与此同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困境，在现

有研究的基础上仍然不能忽略，并应该受到持续关注，以期能从社区养老服务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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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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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996 to 2022, and analyzes the hot 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Through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529 core journal literatures in CNKI, 
knowledge maps were drawn in terms of annual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keyword clustering 
and mutant words with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as the theme. Through th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research in this field presents a trend of continuity, depth and diversifica-
tion, and there is a certain connection between some of them in the extensive research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but a strong and close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not been 
formed at present. Up to now, the research on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has basically formed a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in this field, and various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models have 
emerged, which has solved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he inevitable di-
lemma at the same time can not be ignor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should be paid 
continuous attention to,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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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发布，“十四五”时期

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也更加明确，即要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养老服务体系

高质量发展[1]。同时，《规划》中部署的九方面具体工作任务中，“强化居家养老服务能力”也成为其

中不可获取的一部分，从养老服务供给、养老服务机构等九个主要指标出发，以期全面推动全社会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的初步形成，老年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以显著提升。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等现实因素的加深，在社区养老服务领域和现实生活中也凸显了许多问

题与挑战，这些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涉及到社区养老需求状况、不同地区社区养老服务的

差异与现状、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等。但是现阶段学术界仍然比较缺乏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研究进展

的分析，特别是运用知识图谱软件方法开展的回顾性研究。相比于现有的关于养老服务或公共服务领域

的可视化研究，社区养老服务研究视角更加聚焦，因此试图通过 CiteSpace 软件，借助知识图谱可视化视

角，以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中 1996~2022 年所出现的来源于核心期刊的 529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梳理

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以期对当前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现状、热点与发展前沿有可参考的把握。 

2.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为了保障文献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将 CNKI 数据库作为检索源，设置检索词为“社区养老服务”，

期刊来源在此选择核心期刊，年份为 1996~2022 年进行高级检索，检索得到共 529 篇“社区养老服务”

相关文献。 
(二) 研究方法 
将检索的得到的 529 篇文献题录以 CNKI 中的“Refworks”格式导出，导出的信息包括题目、作者、研

究机构、期刊、关键词、发表年份等。将题录导入 CiteSpace 中，以其内置 Data Import/Export 功能进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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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以“download_***.txt”命名。确定关键词、作者、机构 3 个主要维度，通过对 CiteSpace5.8.R3 软件进

行参数设置，可以得到相应的可视化知识图谱，从而对当前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前沿有大致的把握。 

3. 社区养老服务研究领域时间与空间分布 

(一) 文献发文量时序分析 
通过对文献年发文量的统计，可以揭示从 1996 年到 2022 年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和

变化趋势。从图 1 可知，此领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6~2010 年的社区养老服务研究处于起

步探索阶段，相关文献及研究较少；2011~2018 年的社区养老服务研究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许多学者对社

区养老服务领域开始关注并对此展开研究；而 2018~2022 年的社区养老文献数量整体略有些下降的趋势。

具体到年份来说，分别在 2011 年和 2015 年，该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通过对该

领域政策演变的梳理可得知，分别在 2006 年和 2008 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和

《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因此居家养老服务领域逐渐受到社会甚至学界的广泛关注。

随后，2011 年 3 月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更是确定了社区养老服务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2011 年该领域文献急剧增长的现象便与之相符。随之，2015 年初

公布的 2014 年末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及占比相比上年都有大幅度增加，65 周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

也首次突破 10%，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因此，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面对的一个重大

挑战，养老及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研究得到蓬勃上升的发展，也是现实社会亟需解决的一重要问题。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chart of community care service research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22 
图 1. 1996~2022 年我国社区养服务研究年度发文图 

 
(二) 研究主体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对社区养老服务领域发文作者的知识图谱分析，可以呈现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如图 2，在社

区养老服务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是西南大学的吴宗辉(6 篇)和西南大学医院的胡永国(6 篇)。同时，发文量

较多的夏辛萍(4 篇)、向平评(4 篇)、丁建定(4 篇)、丁志宏(4 篇)、向运华(3 篇)、王颖(3 篇)、胡善菊(3
篇)、吴江(3 篇)等学者也都对社区养老服务展开了研究。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整体比较稀薄的作者合作网络中，也形成了少数比较紧密

的合作网络，例如王颖、李水静、方律颖和万和平；张小丽、靳岩鹏、汪凤兰、刑凤梅；李斌与李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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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研究。同时还有以吴宗辉、胡永国和吴江为主的合作网络尤为突出，这与上述作者文献数量分析中，

吴宗辉(6 篇)和胡永国(6 篇)是发文量最多的两位研究者的结论相对应。 
由图 4 可以看出，关于社区养老服务领域，既有高校也有研究所，但整体也呈现出机构和高校之间

并不存在太强紧密联系的局面，其中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也只有 4 篇，分别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武汉大

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在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研究中，不管是核心作者的

发文量、还是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网络、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联系都显得比较稀薄。 
 

 
Figure 2. Visual picture of distribution of core authors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earch 
图 2. 社区养老服务研究核心作者分布可视图 

 

 
Figure 3. Network diagram of core authors’ cooperation i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earch 
图 3. 社区养老服务研究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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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occurrence chart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earch published by institutions 
图 4. 社区养老服务研究发文机构合作共现图 

4. 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热点分析 

(一) 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 
关键词作为一篇文文献中极具代表性的表述，虽然在文献中所占的篇幅微乎其微，但却是研究主题

及主旨的高度凝练与总结，所以关键词在一篇文献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因此，通过对关键词共现频次、

中介中心性等的考察，可以知悉该领域内的研究者的研究热点主题和热点演进趋势。由表 1 可知，在社

区养老服务研究领域，“居家养老”、“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成为共现频次最高的三个关键词，

同时“医养结合”、“老龄化”、“老龄人”、“养老模式”这几个关键词的频次也比较高，仅次于前

列的几个关键词。其中频次和中心性都最高的关键词是“居家养老”，其中心性为 0.25，与其他的关键

词有共现关系。在我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针政策下，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也与

之契合，即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社区养老服务的重点，国家、养老服务行业、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服务团

体也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展开多元多样化参与[2]。 

 
Table 1. Frequency table of keywords i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field 
表 1. 社区养老服务领域关键词频次表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居家养老 84 0.25 智慧养老 13 0.02 

养老服务 71 0.42 养老需求 13 0.02 

社区养老 68 0.21 影响因素 12 0.03 

医养结合 37 0.08 社区服务 12 0.06 

老龄化 33 0.11 需求 10 0.05 

老年人 31 0.21 社区照顾 8 0.04 

养老模式 26 0.16 农村 7 0.05 

社区 22 0.06 养老机构 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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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机构养老 19 0.03 养老社区 7 0.03 

家庭养老 15 0.06 政府购买 6 0.06 

城市社区 15 0.05 互联网+ 6 0.02 

 
(二) 关键词聚类 
通过采用关键词聚类分析，利用 CiteSpace5.8R3 软件进行社区养老服务相关研究热点的进一步分析，

将参数设置为：Years Per Slice = 1，Node Types = Keyword，TopN = 50，Pruning sliced networks，Pathfinder，
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进而绘制出 1996~2022 年关键词的聚类可视化图谱。并且 Q 值 = 0.8202 (大
于 0.3)，S 值 = 0.9545 (大于 0.5)，由此数据可知聚类图谱是合理的，并且效果显著。从图 5 和表 2 可知，

共形成了如下 13 个聚类群：#0 需求、#1 社区养老、#2 养老服务、#3 乡村社区服务、#4 失能老人、#5
养老需求、#6 老年人、#7 养老社区、#8 家庭养老、#9 智慧养老、#10 居家养老、#11 人工智能、#12 互

联网+、#13 借鉴。通过对现有关键词聚类的分析，当前社区养老服务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主要集中

在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与影响因素、社区养老服务的模式、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社区养老服务的革新

与困境这四个聚类，此结果与对现有文献梳理所得结论基本吻合。 
 

 
Figure 5. Clustering distribution map of keywords i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field 
图 5. 社区养老服务领域关键词聚类分布图 

 
Table 2. Cluster analysis table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表 2. 社区养老服务聚类群分析表 

聚类号 紧密度 LLR 对数似然值最大的三个聚类标签词 

0 0.925 需求(14.91)；城市(14.9)；社区(10.83) 

1 0.977 社区养老(38.04)；老年人口(9.54)；上海(9.2) 

2 0.944 养老服务(25.91)；社区居家(11.72)；社区照顾(10.96) 

3 0.971 社区服务(20.15)；生活照料(7.49)；影响因素(5.89) 

4 1 失能老人(17.56)；城市社区(13.17)；为老服务(11.66) 

5 0.952 养老需求(18.95)；政策(14.17)；签约服务(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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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6 0.95 老年人(26.79)；政府补贴(5.32)；机构养老服务设施(5.32) 

7 0.906 养老社区(27.84)；老龄化(15.3)；社会工作(11.01) 

8 0.991 家庭养老(21.53)；养老模式(18.1)；养老保障(10.61) 

9 0.947 智慧养老(29.11)；医养结合(16.71)；健康养老(9.84,) 

10 0.944 居家养老(56.5)；服务需求(13.75) 政府责任(9.14, 

11 0.922 人工智能(13.38)；养老(13.38)；未来发展方向(6.65) 

12 0.964 互联网+ (17.63)；医养融合(8.71)；健康档案(8.71) 

13 1 借鉴(19.27)；制度困境(9.47)；医养康护一体化(9.47) 

说明：紧密度代表聚类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数值越高代表聚类成员间的相似程度越高；LLR 为对数似然，LLR 越

大的词越具有对这个聚类的代表性。 

 
1) 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我国学者现多数是从实证分析角度展开，老年

人对社区养老服务具有较为普遍的需求，以生活照料、医疗照顾、精神文娱等方面为主，其中影响老年

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也存在差异，主要分为老年人自身状况、家庭类型、地区等为主要影响因素。

胡宏伟通过 Logit 模型分析了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保障需求的因素，得出在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和社

会经济特征这几个影响因素中，老人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城乡和居住方式对养老需求较为显著[3]。
蔡中华则是通过对吉林市离退休职工的调查分析，得出城市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程度、管理

制度、资金投入等有较高的需求，以及在社区医疗和精神文化有强烈关注的结论[4]。杨望则是结合不同

老年人群体的特征，分析其不同的需求，得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也给该研究领域

以启示，即要充分考虑影响因素以及结合服务对象的多样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多样化的服务[5]。
许琳从特殊的老年人群体——残障老年人群体展开实证分析，认为老年人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状

况、社区服务完善程度等都是影响残障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6]。 
2) 社区养老服务的模式的研究 
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研究，我国学者对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产生的不同的创新模

式展开分析，目前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有“驿站式养老”、“嵌入式养老”、“六化”社区居家养老这三

种典型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其中周悦对“驿站式养老”模式是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基础性设置做出理论

阐释，认为这一模式在全国多地展开的试点实施，是有助于满足城乡社区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的。同时

也指出，此模式在北京市的开展存在着盈利与风险、服务与管理、人员与设施等多种发展困境，针对此

类困境，对“驿站式养老”模式在社区内的有效开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以期更加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

老龄化人口增长的态势[7]。章萍通过对上海养老服务创新模式——“长者照护之家”的分析，从创新特

点、面临的问题对嵌入式养老模式分析，区别于机构养老，此模式在规模、地理位置、养老功能、多样

服务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针对嵌入式养老模式在社会资本参与、规模效应、专业护理人才方面的

问题，提出完善当前问题的主要举措，为老年人提供便利多样的养老服务供给[8]。第三种模式为广州试

推行的“六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系统，在 4 个区 17 个街道建立服务网络，以日托和上门服务为主

[9]。项目运作时由服务站和指定的机构共同合作，以广州天河区为例，其依托的机构为“星光老年之

家”，机构提供日托、全托照料和面向整个社区老人定期开放免费服务，服务站主要安排登记上门服

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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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的研究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是将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角度展开

分析，从公共服务角度出发，认为在供给主体上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供给方式也应该多

样多元化。王圣和通过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功能定位和模式的分析，对不同供给主体的供给模式进行总结，

分为政府的行政供给、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供给以及社会力量的市场供给，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建

议[11]。姜玉贞则从多元供给主体治理的角度，对政府、市场、养服务社会组织三者，在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多元供给主体治理中分别面临的多重困境展开深度剖析，进而积极寻求这三类主体在承担职能过程中，

如何构建和提升相互间关系的建议和思考[12]。王震则是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后，

针对政府出台政策措施、各地的模式创新后但效果不明显的现象，对其背后的原因总结后，对当前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的供给特征部分，与治理模式产生的冲突进行分析，其中主要涉及到供给的成本、人力

投入、稳定合作关系这几个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最后在此分析基础上试图重构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治理模式[13]。 
4) 社区养老服务的改革路径与困境的研究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路径和困境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建立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发

展背景之下，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也产生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大数据驱动等类似路径。齐城指出大数

据成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支撑条件，同时针对大数据的驱动，分析对社区养老服务改革采取的几个重点领

域，其中涉及到“互联网+”智慧养老、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转型合作机制等路径，同时对于改革路径也

从推动机制、运营模式、资金支持、舆论引导、考核评估等角度对改革路径提出共性建议[14]。张歌认为

社区养老服务资金方面的困境和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即政府资金、社会资金和家庭资金。其中政府财政

对社区养老服务资金的总量、构成、规模等都有一定影响；社会资金中的市场组织因资金问题产生了自

身局限性；以及家庭资金中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及家庭规模的大小都会导致社区养老服务的困境出现[15]。
吴玉韶对于居家养老服务亟需破解的四个难题作出分析，其中难题最首即是政府的角色问题，政府从明

确好自身的职责定位，再到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以及最后的建立并事实严格好的质量监督评估体系，都

是社区养老服务及居家养老服务中政府的权责体现，也是当前困境之所在[16]。胡亚东则认为当前该领域

困境之一是专业人员的资质和水平问题，养护人员作为影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中的关键因素，此类

群体的素质、上岗条件、专业水平等都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需求是否满足[17]。 
(三) 关键词突变率及研究趋势分析 
通过关键词突现度的呈现和突发性探测的功能，可以反映在短期内某一研究领域受到关注变化很大

的关键词，同时可以呈现出该关键词变化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跨度，即随着突变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表明

该关键词的在该领域收到越高的关注度，探测结果有助于明晰对该领域研究文献的突现式增长和学界的

关注点。因此，本文通过 CiteSpace 中突变词分析的方式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识别，以此可以更好了解

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变迁。通过在 Citespace5.8.R3 软件中绘制出突变率前 16 位的关键

词图谱，如图 6，可以选择排序方式为“Year”或者“Strength”在此选择按照“Year”，即按照年份排

序关键词的突现顺序，根据图谱分析可知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趋势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97~2006 年。该阶段研究的关键词是老年人口、家庭养老、社区服务等，这一时期人

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便逐渐引起社会

各界关注，以及该领域学者的广泛重视。在这一时期，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的还有居民家庭结构

变化，这些因素都使得家庭养老和社区服务模式等的提出，由于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但家庭结构却逐渐

趋向核心化、小型化，引发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于家庭养老和社区服务等的关注，同时也是这一阶段试图

有效缓解养老问题的一有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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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为 2007~2014 年。该阶段的关键词是城市社区、社区、养老社区、社区照顾、社会养老等。

相比于上一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并且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更是居高不下，同时“四二一”

家庭结构的逐渐形成也使得学者开始逐渐关注城市养老模式。就城市中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来说，由国

家及政府投入资金的社会养老机构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广泛且庞大的养老需求，因此民办养老机构等等的

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问题，但是此类养老服务模式碍于资金、管理、公益、人员等种种因素，导

致机构养老也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问题。于是，社区养老、社区服务、社区养老服务这类以社区为中心的

养老模式的出现，也引起了学者在内的社会广泛关注。 
第三阶段为 2015 到至今。该阶段的关键词是农村社区、医养结合、互联网+、服务需求、老年人、

高校社区、智慧养老、影响因素等。这一时期以来，全国各大城市都大力鼓励和推动社区养老服务的建

设和发展，同时学者对此的研究范围和视角也逐渐多样化，同时也形成了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独有的理论

体系。研究范围从概念界定、服务内容、服务供给的主题及方式，扩大到优势研究、意义研究、存在问

题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研究、对策研究等多方面[18]。 
 

 
Figure 6. Analysis chart of mutation rate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图 6. 社区养老服务研究关键词突变率分析图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 CiteSpace.5.R3 软件对从 1996 年~2022 年 CNKI 中的“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 529 篇核心文章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研究整体呈现出持续性、深入性和多

样化的趋势。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都展开广泛的研究，并且部分学者和研

究机构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是现阶段暂未形成较强和紧密的合作网络。其次，社区养老服务研究自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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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 1997~2006 年的第一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学者对老

年人口、家庭养老开始关注，并开始将视角聚焦到社区服务；从 2007~2014 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社

区和城市社区等成为不同养老模式出现的研究单位，各类养老模式在此阶段也开始崭露头角；从 2015 年

至今的第三阶段，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独有的理论体系逐渐形成，范围和方式也逐渐多元多样化，并随着

时间的推进，研究逐渐扩大和加深。最后，也需要指出，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中研究者和机构之

间的合作联系不够紧密，这对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制约的作用，但是随着

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研究发展至今，也基本形成该领域独有的理论体系，各种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现实问题。但对于与此同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困境，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仍然不

能忽略，并应该受到持续关注，以期能从社区养老服务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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