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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影响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长期有效发展的因素，不仅有助于高效应对当前我国各地区养老服务可及

性不足的问题，而且能够助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构建影响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长期有效发展的

基础要素、采用解释结构模型对要素进行分层，建立影响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性的作用机制。结

果表明：主要存在16个因素对我国社区嵌入式养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背景为我国社

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契机；最后，结合各影响因素对促进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

续性的作用机理，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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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ng-term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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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care model not only helps to efficiently cope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access 
to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but also help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The basic elements that affect the long-term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embedded elderly care model are constructed, and the explanatory structure model 
is used to stratify the elements, and the mechanism affect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mmuni-
ty-embedded elderly care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6 main factors 
that had an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embedded farming in China.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unity-embedded elderly care model. Finally,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community-embedded elderly care model, rele-
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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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设计与方法 

依据研究问题，本文的研究过程及使用研究方法分别为：1) 使用文献检索和专家咨询等方法对社区

嵌入式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收集与确定；2) 使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对确定的影响因素结构进

行层级划分；3) 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嵌入式养老可持续性的影响强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以

推动嵌入式养老模式的长效发展。 
本文主要运用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影响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因素，从而针对性地提出推动我国

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运行机制长效发展的建议。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分析

方法广泛应用于现代系统工程之中，主要是指依据经验和理论认知寻找影响研究对象产生某种现象的因

素，理清各因素的相互作用，通过矩阵将各有关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划分层次，从而建立清晰的多层

递阶结构模型。依据解释结构模型的建模过程，首先需要确定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

然后开始构建 ISM 模型，先建立邻接矩阵、计算可达矩阵，并对可达矩阵进行层次化处理，最后构造解

释结构模型分析各层次因素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性的影响。 

2. 影响因素确认及因素结构层级划分 

2.1. 影响因素搜集与确定 

运用文献检索法对近年来主题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典型文献(CSSCI 来源期刊文章、中文核

心期刊文章)进行搜集与整理，初步确定 22 个影响因素，在筛选过程中，发现部分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共

性，需要进行归类合并整理，同时，部分影响因素出现频率较低，需要做剔除处理。其中，将“就医频

率”、“失能程度”和“健康水平”统一划入“健康状况”因素之内；同时，将“是否有照料者”和“居

住方式”统一划入“居住情况”的范畴之内，剔除掉“相关政策了解程度”和“对现阶段养老方式的满

意程度”这两个因素。经过筛选、合并后，最终确定 16 个影响因素。各因素的代码及相关说明、文献来

源说明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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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embedded elderly care models 
表 1. 影响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因素说明 

方面 因素及代码 文献来源 

个人与家庭 

年龄(S1) [1] [2] [3] 

文化程度(S2) [2] [4] [5] [6] [7] 

健康状况(S3) [1]-[8] 

收入(S4) [1] [2] [3] [4] [5] [7] [9] 

居住方式(S5) [3] [4] [5] [8] [10] 

对社区和志愿组织的信任度(S6) [1] [5] [11] 

嵌入式养老机构 

地理位置和用地供给(S7) [3] [12] [13] 

规模(S8) [8] [9] [11] [14] 

人力资源配置和人员专业化程度(S9) [7] [9] [10] [11] [13] [15] [16] 

服务项目(S10) [3] [7] [11] [12] [15] 

照顾者服务质量(S11) [10] [12] [14] 

社会环境 

老年人口密度(S12) [8] [12] [17] 

养老服务资源配置(S13) [1] [12] [13] [17] 

社会认同(S14) [11] [13] [16] 

政府 
政策支持和机制建设(S15) [1] [7] [9] [11] [13] [16] 

政府买单和财政补贴(S16) [11] [12] [13] [17] 

2.2. ISM 模型建立 

通过对近年来重要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

影响，并且各因素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些影响因素都直接或者间接地

影响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发展，导致难以清晰准确地判定哪些因素是根本因素以及应该考虑的重点

因素，从而无法根据重要原因提出有针对性解决策略以促进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为解决这一问题，借助 ISM 方法分析各因素对我国社区嵌入式模式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程度，为我国

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基于 ISM 方法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影响因素分

析步骤如下： 
1) 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情况为 S0，其影响因素为 S1，S2，……，S16。 
2) 建立邻接矩阵。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0，1 分别表示因素 Si 对因素 Sj“无影响”

和“有影响”。为了保证对上述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采用专家咨询法向 15 位专家征询

意见：7 名研究养老服务的学术专家、5 名从事社区工作的管理人员、3 名政府部门民政局工作人员。所

选专家均在社区养老模式的领域有所建树或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研究经验。经过对上述 16 个影响因素

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过滤和甄选，最终获得各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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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1 0 0 0 1 1 1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A =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1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1 0 0 1

 
 
 
 
 
 
 
 
 
 
 
 
 
 
 
 
 
 
 
 
 
 
 
 
 
  

 

3) 计算可达矩阵。运用布尔运算法则，将上述邻接矩阵 A 转化为最终不产生新的要素影响关系的可

达矩阵，表示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各影响因素间所有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因此，当邻接矩阵

A 满足 ( ) ( ) ( )1 1k k kA I A I A I− ++ ≠ + = + 时，得到可达矩阵 A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1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1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A =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4) 可达矩阵层次化处理。在上述可达矩阵基础上，获得集合 B(Si)和集合 C(Si)。其中集合 B(Si)为可

达集，表示可达矩阵中要素 Si 所在的那一行中包含有“1”所对应的列元素的集合，如 B(S1) = {0, 1, 3, 5, 
7, 8, 9, 10, 11, 12, 13, 16}；集合 C(Si)为前因集，表示可达矩阵中要素 Si 所在的那一列中包含有“1”所

对应的行元素的集合，如 C(S1) = {1}。共同集合 D(Si)表示集合 B(Si)和集合 C(Si)之间的交集所组成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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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如 D(S1) = B(S1) ∩ C(S1) = {1}。 
5) 构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

影响因素的层次分级是依据 D(Si) = B(Si) ∩ C(Si)进行逐级抽取。如第一层次处理化之后，满足 D(Si) = 
B(Si) ∩ C(Si)的结果有 4、5、6、11、14，因此{4, 5, 6, 11, 14}为第一层。随后，将列表中含有 4、5、6、
11、14 的元素去掉，发现满足条件的有 2，那么{2}为第二层。以此类推直到找到所有的层级。最终得到

的层级结果如下：L1 = {S4, S5, S6, S11, S14}；L2 = {S2}；L3 = {S7, S8, S9, S10, S12, S13, S16}；L4 = {S3, 
S15}；L5 = {S1}。依据邻接矩阵 A、可达矩阵 A1 以及层次化分析结果，将变量符号转变为其所对应的

元素，构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 ISM 模型，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Explanatory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embedded el-
derly care model 
图 1. 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由图 1 可知，老年人的年龄是最底层的影响因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文化程度、老年人口密度、

政府政策支持等是中层影响因素，老年人收入水平和居住方式、社会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认同、养

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质量等是表层影响因素。 

3. ISM 模型结果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发现老年人的年龄是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随着国内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同时，在养老服务领域，多样化需求

特征逐渐显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不断下降，这是顺应自然的体现，也是不可更改的

事实。影响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 16 项影响因素构成了 5 阶层次结构模型各阶层的影响

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化。 
首先，最底层的影响因素是老年人的年龄，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因素，

也就是说，老年人的年龄不直接作用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长期高效持续发展，但是能够通过作用于

其他影响因素进而对我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持续性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中层影响因素包括第二层、第三层和第四层的 10 个影响因

素，老年人的文化程度会影响老年人对社区的信任度以及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认同感，从而影响老

年人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需求，影响嵌入式养老模式的长效发展；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地理位置、规

模、服务项目、人力资源配置以及政府财政补贴和社区周边养老资源的配置会直接影响机构提供社区养

老服务的成本，因而从供给层面直接决定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政府关于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的政策机制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发挥效能的上层建筑，这些因素都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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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最后，第一层的老年人收入水平、居住方式、对社区和志愿组织的信任度、养老机构的照护者服务

质量和社会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认同是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表层影响因素，也是其直接影

响因素，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决定老年人“需不需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决定其“有

没有能力”享受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老年人对社区和志愿组织的信任度和养老机构的照顾者服务质量

决定其“愿不愿意”将自己的养老托付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社会认同影响老年人享受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时“能不能得到社会支持”。综上所述，以上 16 个因素都在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影响着我国社

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持续性发展，要促进嵌入式养老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就要通过调整以上影响因

素对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发挥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 ISM 模型识别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建立了社区嵌入式

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理论贡献在于：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确定分级的框架，可帮助政府识别社区嵌入式养老的实施壁垒。针对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发展的长

效性，本研究有以下建议： 
首先，在供需层面有所改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自身的改变，通过早期适度的体育锻炼

增强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使得老年人的健康寿命不断延长。其次，以点的形式在各地区试行社区嵌入式

养老模式，通过不断解决试点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来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试行规则，探索适合

各地区的嵌入式养老模式运行机制，从而由点至面进行推广，推动我国嵌入式养老服务的长期发展。同

时，实施个性化、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项目，对健康老年人提供体育运动设施、定期体检等预防性项目，

对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推行照护服务、护理服务，并提供其所需要的医疗器械等。再次，根据嵌入式

养老机构所服务的老年人的数量、床位或者服务项目对其进行适度补贴，也可以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直

接对嵌入式养老机构进行房租补贴，以缩小养老机构的运行成本。另外，鼓励小规模多功能的嵌入式养

老机构以连锁经营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根据社区老年人的人口密度及街道的交通情况对养老服务

设施和养老服务资源进行配置和分配，分担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运营压力。除此之外，鼓励高校设置

养老护理专业，培养专业化的养老护理人员，为养老机构储备专业化人力资源。最后，对特别需要帮助

的老年人给予一定补贴，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同住，鼓励养老机构在入驻社区前做好市场调研，使之能够

有针对性地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入住服务等，同时，加大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宣传力度，增

强社会对社区嵌入式养老的认同感，提高老年人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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