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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社区老年人的用餐问题，则是社区养老服务中的重中之重，社区养老助餐项

目也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但是，相比发达城市的助餐服务，二三线城市还是落后许多。L市是广西第

一大工业城市，是广西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之一，解决社区养老助餐问题更是迫在眉睫。因此，

本文主要运用了问卷调查、无结构访谈等方法采集资料，对L市区养老助餐服务的实施现状展开了调查。

调查发现，L市区的助餐服务存在着资金不足、社区支持力度不大、缺乏监管标准以及服务质量有待提

高等一系列的问题。笔者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原因，并结合L市区的实际情况，分别从政府层面、社区

层面、社会组织层面这三个层面提供了相关的建议，为社区助餐服务项目的开设和发展提供有益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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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aying goes, “fo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people”, the dining problem of the el-
derly in the community is the top priority in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and the commu-
nity elderly care meal assistance project is gradually carried out all over the country.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buffet service in developed cities, the second and third tier cities still lag far 
behind. L city is the largest industrial city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earliest areas in Guangxi to 
enter the aging population.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and meal 
assist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unstruc-
tured interview to collect data,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elderly care buffet 
service in L urban area.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catering ser-
vice in L City, such as insufficient funds, little community support, lack of regulatory standards and 
service quality to be improved.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easons, a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 urban area, provides relevant suggestion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gov-
ernment level, community leve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level, so as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atering servic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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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初，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达到 2.5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1%，我国早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1]。在 L 市，截止 2018 年 4 月，全市户籍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 70.98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8.36%，

其所占比例已经高于全国平均值[2]。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老年人自理能力将会逐渐下降，生活中必不

可缺少的就是日常饮食，社区老年人对日常饮食的需求也会逐渐增大。与此同时，与老龄化相伴的空巢、

独居、失能、失独、失智等问题也逐渐增多，这些群体普遍都面临着“用餐难”的问题[3]。由此可见，

解决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的问题迫在眉睫。 
L 市是广西第一大工业城市，是广西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之一，人口老龄化也是该城市面临

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社区养老问题以及养老助餐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在 L 市的社区中，开展养老助餐

服务大多数都是依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附属项目来进行，专门为社区老年人开设的养老助餐服务

的项目寥寥无几，例如在发达城市地区中，会有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助餐食堂，提供集体就餐服务，但

在该城市社区并没有开设；甚至在一些老龄化较为严重的社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都没有开设，为

老年人提供养老助餐服务的项目更是少之甚少。“需求大，服务少”，这已经成为了 L 市社区养老助餐

服务运营的基本现状。与此同时，在这些开设了养老助餐项目的社区中，对于配餐、送餐上门等多种服

务并没有完全实现，运营过程中也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及弊端。因此，本文深入到 L 市区中对部分已开设

养老助餐服务的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找出其中存在的弊端，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能够帮助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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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其基本的吃饭问题，回应他们的真实需求，希望能够促使老年人真正拥有一个“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2.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笔者主要在 L 市已开设了养老助餐服务项目的 Q 社区、T 社区、H 社区、K 社区中，随机发放问卷

5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468 份，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20 位老人进行专门访谈，并对各社区的项目负

责人进行了上门拜访。通过问卷的发放与一系列访谈，从而客观地分析出 L 市社区中目前助餐服务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2.1. 政府层面 

2.1.1. 缺少完善的法规政策 
社区养老助餐项目本身具有普惠性，是一个具有社会福利性的项目，该项目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后依托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实施运营。任何形式的健康运行都离不开法制的保障，政府是政策

法规的制定者，养老服务若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章程制度，许多问题长期将会得不到解决，行动

力和效果都将会逐渐下降。因此，在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的发达城市，政府纷纷都颁布了社区养老

助餐服务的相关政策，助餐服务无论在财政、人力、物力、资源还是引导社区对其大力支持等方面都得

到了政策的支持与倡导。 
但是，通过查询资料发现，关于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L 市目前只颁布了《建立完善老年养老服务

体系的方案》文献，其中重点提出了要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来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但在

该文献中，社区该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并没有提供具体操作的实施细则，其中关于社区助餐服

务的实施也没有具体的说明，相对发达城市来说，L 市关于社区助餐服务政策不够完善，支持力度不大。

在笔者走访的社区中，各社区负责人谈到： 
“政府对社区养老服务是提有一个整体框架的政策，但其中并没有具体实施的细则。就比方说政府

要促进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的发展，会给予我们一些资金补助，但并没有指导我们该如何去具体落实，例

如助餐服务需要达到什么标准，饭菜的价格该制定多少等都没有提供详细的指导建议。因此，我们只能

因地制宜地为老年人开展助餐服务，饭菜多少钱达到几菜一汤也都是自己根据项目运营情况来制定，前

期有政府的补贴，饭菜价格制定的较低，到后期政府没有继续补贴了，为了维持运营，饭菜价格就会涨

价，这也是一些老人对我们饭菜价格制定不满意的原因。” 
“助餐服务是包含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的，是属于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并不

是政策福利汇集的主体，虽然政府提出了有关促进社区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但是在涉及到助餐服务这

一领域时，政策的支持力度相对来说就变小了，因为政府没有专门为社区养老助餐制定相关的政策，所

以使得助餐服务无论在人力、物力还是财力等各个方面都有限制，缺乏相对应的法律保障。这就导致助

餐服务项目不能单独地运行，只能作为社区养老服务中其中的一部分来运营开展，从而缺少了独立性。” 
“L 市的助餐服务人数受限，场地不足、资金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没有相关法规

政策的大力扶持。如果要促进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的发展，则需要政府定制出相关的法律政策，加大对助

餐服务各方面的支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使得助餐服务的实施拥有基础的法律保障后，才能进一步

促使助餐服务的发展。” 
由此可见，L 市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的政策内容不够完善，政策层面上没有较好的顶层设计，因此在

实施助餐服务的过程中缺少相对应的法律保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助餐服务的发展。 

2.1.2. 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发展的好坏，与资金的多少有着必然的联系，助餐服务资金的充足与否，很大程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47


皮灵敏 
 

 

DOI: 10.12677/ass.2022.114147 1086 社会科学前沿 
 

度上决定着助餐服务质量的高低。经过实地调查，L 市区的助餐服务的运营资金来源单一，其资金支持

主要来自政府、各福利基金会以及社区惠民资金的资助。由此可见，项目运营的生命力较为薄弱，一旦

资助中断，项目就难以维持。在调查的 H 社区中，民政局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投入了 2 万元购买了助

餐服务在 H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包括场地的提供，运营的支出，但是后续并没有持续的项目资

金的支持，导致了养老助餐项目难以维持收支平衡，所以项目运营了一年之后就中断了。这也是 L 市的

养老助餐服务项目运营寿命普遍较短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人口也越来越多社区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将会逐渐下降，饮食作

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老年人们将会对对养老助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调查的 468 位老人中，有 263
位老年人“愿意使用养老助餐服务的”，占总人数的 56.2%；其次，对于“社区是否需要开设助餐服务”

这一选项表示中立态度的老人占调查人数的 29.5%；最后，认为社区不需要开设助餐服务项目的老人共

有 67 人，占总人数的 14.3%。由此可见，大部分的老人是愿意使用助餐服务，他们认为日常饮食是老人

们在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在调查的过程中，老人们也纷纷表示，社区若开设此类服务可以为老年人生

活提供便利，老人集中在一起就餐也是生活中的一份乐趣，希望自己所居住的社区中也能够开展助餐服

务，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有助餐服务的陪伴。 
但是，在 L 市中，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助餐服务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由于地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落后，各方面的发展资金供应不足，资金作为推动项目运营最核心的要素，如果资金有所缺失，项目运

营中的人、力、财、物等各方面都受到限制，这就会导致助餐项目只能为少数老人提供养老助餐服务。

例如在 L 市 Q 社区中，养老助餐项目是依托该社区的老年人照料中心展开的，因为资金和场地有限，每

天中午最多只能供约几十位社区老人用餐，而这远远不能够满足社区老人们的助餐需求。供应无法满足

需求，故而出现了供需矛盾的问题。“需求大，服务少”也就逐渐成为了 L 市社区养老助餐服务运营的

基本现状，这也是由于政府资金供给不足所导致的。T 社区负责人说道：“若政府能够加大对我们的资

金投入与帮助，这将会解决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 

2.2. 社区层面 

2.2.1. 角色定位不清 
在 L 市城市社区中，助餐服务是政府自上而下政策导向推动的产物，依托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或者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里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政府购买服务投放至社区，社区在其中应扮演着管理

者、监督者的角色，发挥着自身的主导作用来促使助餐服务融入到社区中。但是，在本次调查过程中，

恰恰与之相反，社区工作人员这个过程中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项目的运营和执

行中，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也不会去主动帮助助餐服务的开展。他们认为，L 市社区助餐服务的实施，

是由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或者是承接购买服务的项目负责人来执行助餐服务，既然是政府购买

服务，应该由购买方来承担。 
K 社区的工作人员谈到：“社区助餐这一块领域是由政府购买相关的服务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里执

行，主要是由购买服务过来的日间照料中心的项目负责人管理与实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扮演着一个

中介的角色，如果社区中有老人需要助餐的提供，我们将会引介到该机构，其中一系列享受助餐服务相

关的程序则是由那边的工作人员具体说明。” 
T 社区认为：“这是民政局直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投放到我们社区里头，这不用我们评估，也不

用我们花钱，他们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好去指手画脚，既然是政府购买服务，应该由购买方来承担。” 
Q 社区：“他们那边说需要场地，但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场地也很紧张，也没有多余的地给他们做厨

房，来给他们当食堂，只有他们那边的居家服务中心还有场地，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实施服务，我们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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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很繁忙，也没办法参与。至于说要宣传，但是宣传什么的都要经费，但是又没有专门播这一笔钱

给我们，虽然老人与我们很熟，但我们也不可能对着社区的老人天天喊他们去那边吃饭。” 
T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项目负责人也提起过：“项目主要是由我们来运营，如果有社区这边的

帮助，通过他们的大力宣传或者与他们进行合作，助餐服务将会更加容易顺利实行。” 
由此可见，在这些已开展了助餐服务的社区中，社区对自己的职责界定不清晰，助餐服务在社区里

的实施，社区应是扮演着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发挥着自身的主导作用来促使助餐服务融入，而不是

一种“事不关己”的这种态度。社区应该定位好自身的角色，积极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负责人进行合作，

共同促进助餐服务在社区中的开展。 

2.2.2. 支持力度、宣传力度小 
除此之外，在调查的社区中，老年人对于助餐服务的了解程度有限。在调查对“社区助餐的了解程

度中”，其中“听说过有助餐服务，但不了解”的老人所占比例最大，占总比例的 36.1%，这些老人是

通过身边人提起过此类服务，只知道在自己居住的社区中有为老年人提供助餐的服务，但其中提供的具

体服务，是完全不知情的；与此同时，对于开设此类服务“完全不知情”的老人人数占本次调查总人数

的 20.7%，同时，在这 468 名的老人中，只有 205 位老人曾参与过社区养老助餐服务项目，占总人数的

43.8%。 
在社区开展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社区的居民，尤其是社区的老年人因为对新媒体传播的接

触甚少，也很少关注外界的新鲜事物。当我们向老人介绍这个项目后，大多数老人表示自己是愿意参加

的。但由于社区对自身角色定位不清，对助餐服务缺乏重视，因此并没有对社区养老助餐项目加大宣传，

所以老人们对该项目的了解度较低，这也直接导致了有很多老人“愿意参加”但“没有参加”或者“不

知道如何参加”等情况的出现，养老助餐项目也就无法达到更好的项目效果。 
T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项目负责人说道：“我们项目目前还在实施的前期，目前最大的问题就

是社区老人们对于社区设有助餐服务了解程度不深，社区助餐服务的提供在社区内宣传力度不大，没有

达到一定的宣传效果，老人知晓度比较低，因此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少。” 
综上所述，社区自身角色定位不清，对助餐服务没有做到充分的重视，因此对其的支持力度也不是

很大，不仅没有加大宣传力度，也没有提供相应人、力、物的支持，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助餐服务项目的

运营基础十分薄弱，这也是助餐服务现状存在的一大问题。 

2.3. 社会组织层面 

2.3.1. 项目管理标准空白，监管机制不全 
“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行业、项目的运营都需要有相关的监督管理标准。助餐服务项目是一

种较新兴的助老形式，其运营模式在探索阶段时难免会存在一系列运营上的问题。首先，缺乏相应的监

管制度。L 市社区助餐服务的实施，一般是由招募过来的项目负责人根据他们所具备的知识和经验来实

施助餐服务的开展，但随着项目不断地发展和壮大，项目的运营、受助名额筛选、餐食的卫生安全等方

面却没有明确的部门来监管。探究其原因，主要是项目负责人在一开始时没有明确分工，没有制定一套

相关运营的制度去规范，导致各个部分的监管主体不清，因此产生了运营过程中的混乱与失察，也造成

了 L 市养老助餐项目良莠不齐的现象。其次，缺乏统一的收费标准。在不同的社区中，实施社区的助餐

服务会有不同的宗旨，其中的性质也会有虽不同，有的需要掏钱购买，有的则是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服务，

有的助餐服务收费高，有的收费低。因此，是否收费或者如何具体收费，各有其道，不能一概论之。另

外，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助餐收费和补贴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这容易让老年人对此认知不清，从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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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服务费用支付的依从性。 
除此之外，对养老助餐项目的监管缺乏标准，虽然其自主性有所增强，但是项目的质量却难以保证，

老年人难以辨别养老助餐服务的质量，这也是一部分老年人没有参与助餐项目的原因。例如在 H 社区就

出现过有个别老人为了享受助餐福利而谎报自身情况的事例，这也影响了该项目的公平性和社区居民对

项目的信任度。综上所述，尽管 L 市助餐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总体而言，该项目存在管理粗放的现象，急需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解决。 

2.3.2. 忽视专业优势的发挥 
社会工作是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构建社会资本，提供专业的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工作在介

入老年人相关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和充实的实践经验，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促使处于困境的老年人恢复正常的生活。若想让助餐服务能惠及更多老人，

应该加大社工这个角色的引入，社工若参与到助餐服务，必将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L 市经

济落后，资源稀缺，当前助餐服务项目的设施与服务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相对落后，针对目前的状况，

则更需要加大社会工作的投入，才能有助于解决助餐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笔者在访谈

过程中发现，社区在养老助餐服务的过程中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社会工作岗位，没有类似于社会工作的非

营利组织参与养老资源的供给，更没有社会工作者入驻社区，社会工作参与 L 市社区为老服务现在处于

空白的状态。 

3. 建议与决策 

3.1. 政府层面：完善相关政策，加强资金支持 

养老助餐服务是社区居家养老的基本服务内容之一，而养老助餐项目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社区为助餐服务点开设是涉及民政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餐饮服务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中所示，社区为老助餐模式在其均无明确定义，因此将会容易导致在一些

环节上出现监管空白地带[4]。所以，政府首先需制定一系列有关助餐服务的优惠扶持政策，充分调动社

会各组织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助餐服务事业中以促进养老助餐服务的发展。其次，政府还应建立健全

对应的监管制度，监督补贴资金的使用路径，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同时还要监督受益老人的筛选，做好

个人资料的准确核实，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确保帮助到最有需要的老人。最后，资金和场地

是制约该项目开展最大的因素，因而政府应设立针对独立的助餐项目专项补贴政策，加大对助餐服务的

资金支持，建立长效的扶持机制，鼓励更多社区积极开展养老助餐项目，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满足老人们的助餐需求。 

3.2. 社区层面：明确职责范围，加大支持力度 

社区应该定位好自身的角色，积极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负责人进行合作，共同促进助餐服务在社区

中的开展。老年人在居住的社区里享受助餐服务，社区内资源丰富，充分地利用起来有益于助餐服务的

发展。首先，社区可为助餐服务的开展提供相应的场地资源，如链接社区里的餐饮行业来解决场地不足

的问题。目前，餐饮行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运营体制，配送服务也已经相当成熟，不管是老年人到店用

餐还是配送到家都是具有可行性的。这不仅可以解决场地不足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老年人口味不同的问

题，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其次，社区可为助餐服务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源，例如社区内的志愿者。

志愿者是一个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群体，能够不计物质报酬的参与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L 市有许多

已经稳定成熟的志愿者机构，而每个社区也有很多热衷公益的志愿者，可以通过招募社区内的志愿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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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根据“就近原则”为老人提供配餐服务或者上门做饭服务。这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更

重要的还是给予了老年人陪伴，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拥有一个舌尖上的幸福晚年。最后，社

区内的工作人员应该加大对助餐服务的宣传力度，并鼓励老年人参与其中。因为社区的工作人员长时间

与社区的老年人进行接触，老人对此比较熟悉，信任度将会上升，在工作人员的宣传和鼓励下，老人们

将会更愿意参与到其中。 

3.3. 社会组织层面：探索良性运营，提高服务质量 

在 L 市，项目的运营主要是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承接负责人来实施项目的开展，若一个项目想要长

久的运营，则必须学会“自我造血”。因此项目负责人则应该建立一个良性的运营模式，逐步降低对政

府的依赖程度，寻找更多的资金获取点，提高自我生存的能力。例如积极与社区搭建资源的链接，充分

整合利用社区的场地等资源，同时利用社区的各个平台扩大宣传面，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养老助餐项目。

这不仅可以使更多老人了解助餐项目，从而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其中，接受到助餐的服务。最重要

的是可以使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关注到这个项目，吸纳更多的资金注入，维持项目的长久运行。

养老助餐项目发展壮大了，关注的人才会越多，能够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获取到更多的资金，进而使

养老助餐项目又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饮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对服务的专业化要求更高，个性化

的要求也更加凸显。因此，一方面，社会组织需要提高养老助餐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对助餐服务的工作

人员应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和考核，在岗人员必须熟悉老年人的特性以及护理老年人的基础知识，最好

能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提供建议性的饮食搭配，提高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作为承接服

务的社会组织需要尽可能吸引、招募到专业的人才，积极引入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才，做好养老助餐需求

方面的调研，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了解老人对助餐的真实需求，结合实际情况，并链接相关资源，更

好地为老人提供专业化的助餐服务。 

4. 总结 

养老助餐服务是一项综合性的居家养老服务，关系到每一位老人的需求，只有促进养老助餐服务的

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基本的用餐需求，从而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5]。因此，本文主要围

绕 L 市城市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的实施现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调查发现，L 市的养老助餐服务项目在运

营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人力物力不够，服务供不应求；同时助餐项目的管理标准

空白，监管机制不健全；宣传力度不够、社区老年人参与度低以及忽视专业优势对的发挥等问题。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结合 L 市社区的发展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促进养老助餐服务发展的几点建

议：第一，在政府层面，政府财力要加大支持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推动养老助餐服务的发展，同时还

要健全监管制度，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确保能帮助到最有需要的老人；第二，在社区层面，

需要明确自身职责，提高社区内的闲置资源，突破人、财、物限制等问题，同时还需要发动社区的志愿

服务，鼓舞老年人参与其中，享受该服务过程；第三，在社会组织层面，则需要积极创新运营机制，探

索良性的运营模式，除此之外，还需要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做好养老助餐需求调研，提高养

老助餐服务的专业化和个性化，打造多样化服务模式为更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完

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满意的养老需求，最终促进养老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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