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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老龄化主要是指老龄群体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的过程。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

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评估2018年数据，从深层次研究了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多项Logistic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都存在显著的影响，一方面随着老

年人所享受的社区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越多，相较于家庭养老，其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意愿越低，

另一方面老年人所享受到的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服务越丰富，相较于家庭养老服务，其选择机构养老

的可能性越大，并且社区支持对男性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模式偏好影响更为显著，对女性老年群体的影

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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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tive aging mainly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extending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mong the elderly. The data source of this paper is the 2018 data of the China Ge-
riatric Social Tracking Survey, which deeply studied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support on the pre-
ferences of elderly pension model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of multinomial logistic re-
gression show that social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hoice of elderly care methods 
for the elderly. Compared with family pensions, on the one hand, as the elderly enjoy more medi-
cal and health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community, they are less willing to choose community 
pensions and institutional pension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y enjoy more living c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community support,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choose institutional care, Moreover,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support on the preference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of the male 
elderly group is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impact on the female elderly group is relatively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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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呈现

出上升的趋势。尽管大家对老龄化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国际上老龄化这一概念早已被赋予了清晰

的定义，根据定义我国早在 2000 年就已经正式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此之后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也是在不

断的加深。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1 显示，我国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但第一次突破 10%，达

到了 13.5%这一惊人的数字，而且增幅提高了 4.63 个百分点，确切的数据也证实了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不

容乐观，而 2020 年由中国发展基金会所公开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和政策》2预测 2022 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突破 14%，预测结果与现实呈现出了一定的重合。同时该报

告还预测，如果把老年人定义为 60 岁及以上的群体的话，那么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将呈现出大幅上升的

趋势，预计到 2050 年老年人口的数量将会接近 5 亿。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这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国际社会积极老龄化理念的丰富与发展。 
在 2002 年，世卫组织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主要关注的是全球人口的

预期寿命以及身体机能等情况。在此之后，人们通常认为“积极老龄化”是“健康老龄化”概念的一种

与时俱进的扩展与延伸。 
在我国，针对“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我们普遍是把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当作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来进行研究和解决，这一理念强调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应该是一个正向的、充满积极的过程，即使在老年

时期，人们也拥有健康生活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因此“积极老龄化”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全社

会老龄群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过程。“积极老龄化”的目的是不断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使得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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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 
2《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https://www.cdrf.org.cn/laolinghua/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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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人在进入老年后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从而有尊严的度过老年生活，在实现我国的积极老龄化之

后，老年群体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自由自主地进行社会参与，包括参加社会事务、文化塑造、政治生活

和经济建设，于是老年群体在得到社会所提供的充足的支持的基础上，自身也会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反向的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而社会支持通常是以社会、亲友、政府为主体，内容是主体所提供的

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慰藉和帮助。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机能不断下降，同时学习能力和身体素

质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来自社会层面的支持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而言，起到了

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成为了保障老年人养老

权益的重要力量。 
面对这一情况，如何在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的指导下，研究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影

响对于缓解我国的老龄化压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对老年人对于养老方式选择的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在养老保险与养老方式

的关系方面，程令国等(2013)发现，新农保提高了参保的老年人单独居住的养老意愿，这一研究结论表明

养老保险因素对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产生重大冲击[1]。尚青松和赵一夫(2022)经过实证研究发

现，新农合和新农保减轻了成年子女赡养负担，使得农村居民对家庭养老有更多期待[2]。经济因素与养

老方式的关系方面，艾小青等(2017)指出，经济状况对城市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相较于农村居民更为显著，

家庭内部的经济状况越好，居民选择社会养老的意愿越高[3]。程亮(2014)基于 CGSS2010 年的数据进行

了深入探究，提出相较于老年人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所生育的子女数量，实际的家庭经济状况对老年

人养老模式的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4]。在家庭结构与养老方式的关系方面，杨帆和杨成钢(2016)运用实

证方法分析得出结论：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换会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5]。胡冬

梅和冯晓敏(2019)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在经过模型研究后发现：子女数量以及子女性别都会对老年人选

择何种养老方式产生显著的影响[6]。在生活状况与养老方式的关系方面，聂爱霞等(2015)指出当老年人

认为自己可以生活自理时，其通常更期待老年人独居的养老方式，而当其预期自己无法自理生活时，其

选择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的意愿会更加强烈[7]。 
在社会支持与养老方式的关系方面，王明英(2015)以河南省居民的养老调查数据为基础，指出政府承

担更多的责任能够对居民的养老方式选择产生显著影响[8]。刘金华和谭静(2016)提出，社会支持与社会

养老存在反向关系，即老年人所得到的来自社会上的支持越少，其选择社会养老的意愿反而更加强烈[9]。
除此之外，吴海盛和邓明(2010)提出血缘支持以外的社会支持，如村民之间的互助程度、邻里帮扶资源也

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的意愿[10]。廖楚晖(2014)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政府的行为角

度出发，认为政府行为在推动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1]。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发现，社会支持对老年人选择何种养老模式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张文宏和阮丹青

(1999)提出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接收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其他人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帮助。社

会支持涵盖了各方面的内容，社会支持的主体有政府、社会、家庭等，他们共同构成了老年人所接收到

的社会支持，而社区作为基层组织中的基本单元，其所提供的支持对老年人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2]。程

翔宇(2016)指出，随着家庭结构变得越来越小型化，家庭内部养老功用不断的弱化，而社区拥有便利的医

疗设备、全面的生活照料，对老年人的重要性逐渐增强[13]。辛宝英和杨真(2021)通过 logit 模型得出结论：

社区支持对老年人选择互助养老这一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14]。张冲和兰想(2021)基于 CLHLS 数据，提

出社区支持对能够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15]。 
鉴于此，本文根据 CLASS2018 年的截面数据，通过回归模型检验的方法来探究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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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模式偏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检验社区支持对不同性别老年群体选择养老模式的影响所存在的差异性。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基于上文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一：享受医疗养老模式更多的老年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这一服务模式。 
假设二：如果老年人在社区中享受了更多的生活照料服务，那么在养老模式选择方面他们会更加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模式或社区养老模式。 
假设三：社区支持对男性老年群体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更大。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是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以

下简称 CLASS)。这是一项由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联合设计、执行的覆盖到全国各地的，调查持续时间很

长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这一调查项目的研究对象是面向全国各地数百个社区的一万多户家庭中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通过实行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来对老年人的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及服务、

社会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社会支持与未来规划、家庭代际状况这六方面的内容进行的综合调查。这一

项追踪调查项目的研究覆盖面非常的广泛，而数据样本又具有典型代表性，因此能够充分的满足本文的

研究需要。 
本文使用 CLASS 最新公开发布的 2018 年的截面数据。在数据的处理方面，首先剔除了样本中拒绝

回答、不知道、不清楚等无效数据；其次把研究中涉及到的变量中存在的确实值进行了删除处理；最后

为了避免由于变量中的存在的一些极端值而可能导致的结论估计偏差，因此本文对涉及到部分变量进行

了 winsor2 缩尾处理，设定比例为上下 1%水平，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 8239 个。 
(三)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偏好，具体使用问卷中的“今后您打算主要在哪

里养老？”为了方便后续的研究，本文将答案选项中的“自己家”、“子女家”进行合并，统称为“家

庭养老”模式。选项中的“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成为“社区养老”模式，而选项重大“养老院”则

称为“机构养老”模式，再给这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1、2、3。 
2)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老年人所在社区的支持情况。社区支持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内容来进行衡

量：医疗卫生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在问卷中的问题是“过去一年，您是否使用过这些服

务？”内容包括：上门护理、上门看病等七项服务。如果受访者使用过该项服务，则赋值为 1，没有使

用过则赋值为 0，最后将所有的总分进行加总，数字越大，代表受访者与社区医疗服务之间的关系越紧

密。生活照料服务在问卷中的问题是“您是否使用过下列服务？”，内容包括上门探访、老年人服务热

线等九项服务，如果受访者使用过该项服务，则赋值为 1，没有使用过则赋值为 0，最后将所有的总分进

行加总，数字越大，代表受访者与社区生活服务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3) 控制变量：除社区支持外，一般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偏好还会受到如个人特征变量和社会经济状况

变量的影响，将这两类特征变量整理为养老保险、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健康状况等五个具

体变量并加以控制，同时将老年人性别引入模型，控制可能由性别差异导致的养老偏好差异。 
养老保险：由于本文探讨的是老年人的养老偏好，因此本文选用与老年人养老息息相关的养老保险

来作为控制变量。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影响着个体在家庭中的生活安排以及养

老安排，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老年人的养老偏好也会

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本研究将受访者是否参加过养老保险作为控制变量，将“参加过”的选项定义为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7481


杨菲 
 

 

DOI: 10.12677/aam.2022.117481 4547 应用数学进展 
 

1，“没参加过”的选项定义为 0。 
年龄：虽然都处于老年，但是对于不同老年阶段的受访者来说，由于其所生活时期的经济社会政策、

家庭情况、自身思想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他们对养老偏好也有着一定的差异。 
受教育程度：关于受教育程度对个体养老偏好的影响，专家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尽管他们

所得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同，但是不管哪位学者得出的哪种结论，都表明随着国家的繁荣强大，教育

对人们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即从“未上过学”到“本科

及以上”进行排序，同时依次赋值为 1~7，与此同时在本文的研究模型里，决定控制受教育程度对老年

人养老服务偏好产生的影响，从而检验社区支持是否会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产生影响。 
个人年收入：相对于其他客观变量来说，收入情况无疑是所有影响养老偏好的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

因素之一。本研究中调查过去一年受访者的个人收入情况作为控制变量来进行探究，为了去除答案中的

极端值，对个人年收入进行上下 1%水平的缩尾处理。 
健康状况：通常情况下，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也会对其选择何种养老方式产生影响。本文中关于健康

状况的问卷答案设置为了五分类量表，按照受访者所回答的健康状况的程度由好到坏进行排序，同时对

选项分别赋值 1~5，即健康状况越好，数字越小。 

4. 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因变量为养老方式偏好，具体以受访者所选择的养老方式来作为衡量标准，而这

一变量属于多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来探究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社区支持对养老方

式偏好的影响。具体的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 )
( )

π |
ln ln , 1,2,3, ,

π |
ij i

i j
ib i

P y j x
x j n

P y b x
β

=
=

  
′= = =       

  

其中，b 为模型选定的基准组，在本文中则指代因变量中的家庭养老这一模式。设定 j 为本文所选定的类

别变量中所包含的种类总数。模型运用 STATA16.0 软件进行计算，多项 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1 对本文分析中主要使用的变量进行了定义，表 2 则是对本文研究中所需要涉及到的主要变量进

行了统计性描述。 
 

Table 1. Definitions of primary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测量描述 

因变量 养老方式偏好 家庭养老 = 1；社区养老 = 2；机构养老 = 3 

自变量 医疗卫生服务 老年人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加总而得 

 生活照料服务 老年人所享受的生活照料服务加总而得 

控制变量 养老保险 是否享受养老保险，是 = 1；否 = 0 

 年龄 根据受访者回答填写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 1；私塾/扫盲班 = 2；小学 = 3；初中 = 4；高中/中专 = 5； 
大专 = 6；本科及以上 = 7 

 个人年收入 根据受访者回答填写 

 健康状况 很健康 = 1；比较健康 = 2；一般 = 3；比较不健康 = 4；很不健康 = 5 

数据来源：根据 2018 年 CLASS 调查数据整理而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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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养老方式偏好 8239 1.15 0.62 1 4 

医疗卫生服务 8239 0.55 0.96 0 7 

生活照料服务 8239 0.21 0.71 0 9 

养老保险 8239 0.79 0.41 0 1 

年龄 8239 71.55 7.36 60 101 

受教育程度 8239 2.93 1.36 1 7 

个人年收入 8239 9365.45 13227.07 100 60,000 

健康状况 8239 2.66 0.87 1 5 

 
Table 3. Full-sample estimates of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support on preferences for older adults 
表 3. 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方式偏好影响的全样本估计结果 

 β 
社区养老 

β 
机构养老 

Exp(β) P Exp(β) P 

医疗卫生服务 −0.528 0.590 0.000 0.367 0.693 0.008 

生活照料服务 0.048 1.049 0.788 0.263 1.301 0.007 

养老保险 1.043 2.838 0.003 0.499 1.647 0.060 

年龄 −0.000 0.100 0.986 −0.034 0.967 0.001 

受教育程度 0.222 2.448 0.006 0.349 1.418 0.000 

个人年收入 0.000 0.100 0.015 0.000 0.100 0.000 

健康状况 0.165 1.249 0.153 0.396 1.486 0.007 

似然比检验显著性 p 值：0.000 伪决定系数：0.068 

注：在本模型中，因变量“养老方式偏好”是以“家庭养老”来作为参照组。 

5. 实证分析结果 

(一) 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研究的全样本估计结果 
1) 社区支持对全体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选择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社区支持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对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有着显著的影响，

并且可以看出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医疗卫生服务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老年人所享受的社区提供的医

疗卫生服务越多，相较于家庭养老，其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意愿越低，用数据描述就是变量医疗

卫生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方式的意愿相对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就会降低 0.528 个

单位，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相对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就会降低 0.367 个单位。这与以往的研

究结论有所出入。一般来说，老年人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越多，说明其对医疗卫生服务这块的需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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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在能够得到社区提供的丰富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上，老年人处于心理和精神上对情感的的需求，

所以会降低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意愿，这也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一。 
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服务则对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有着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出机构养老的生活照

料服务的系数为正，说明老年人所享受到生活照料服务越丰富，相较于家庭养老服务，其选择机构养老

的可能性越大。用数据解释为变量生活照料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相对

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就会提高 0.263 个单位，这也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 
2) 其他因素对全体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有着显著性影响。与家庭养老模式相比，参加养老保

险的会更倾向于选择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且他们选择这两种模式的机率分别是没有参加养老

保险的老年人的 2.838 倍和 1.647 倍，因此可以说明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偏好是机构养老

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这可能是由于参加养老保险的居民的收入来源相较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

来说比较稳定，因此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可以达到比较充分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可以自主选

择更加多样化的养老模式方式。 
年纪的变化对于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模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是指当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加，

相较于家庭养老模式，他们并不会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用数据解释就是老年人的年龄每增长一岁，

他们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就会下降 0.034 个单位。当老年人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机能

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物质条件对老年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处于这种阶段的老年

人更倾向于和家人相处，以满足精神需求，因此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受教育程度对于老年人

选择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老年人自身的教育水平越高，相较

于家庭养老模式他们选择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偏好就会更加强烈。老年人的个人经济状况即年收入这

一社会经济因素也对其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老年人的年收入水平不断

提高时，相较于家庭养老这一模式，他们更倾向于会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两种养老模式。除此以

外，老年人的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评结果也会显著影响到其选择机构养老这一模式。 
(二) 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影响的性别差异估计结果 
考虑到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存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分别对男性老年群体和女性老年群体

的养老模式偏好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4 为估计结果。 
1) 社区支持对养老模式选择影响的性别差异 
从表 4 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社区支持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对于男性老年群体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这两种养老方式来说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对于男性老年群体来说，随着使用医疗卫生服务数

量的增加，他们选择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意愿都会降低，即男性老年群体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每增加

一个单位，他们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会下降 0.462 和 0.412 个单位。对于女性

老年群体而言，社区支持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其选择社区养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女性老年

群体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他们选择社区养老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会下降 0.463 和

0.604 个单位。但是不管是男性群体还是女性群体，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增加都会显著降低他们选择

社区养老的意愿。 
对于男性老年群体而言，社区支持中的生活照料服务会对其选择机构养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随着男性群体使用的生活照料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方式都

会增加 0.293 个单位。对于女性老年群体而言，社区支持中的生活照料服务会对其选择机构养老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女性群体使用的生活照料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相较

于家庭养老方式都会增加 0.267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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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男性老年群体的养老模式偏好更容易受到社区支持的影响，社区支持对女性老年群体的

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假设三得到证实。 
2) 其他因素对养老模式选择影响的性别差异 
根据模型结果显示，参加养老保险的男性老年群体相较于那些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男性老年群体，

在家庭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年龄也对男性老年群体

选择机构养老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当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

来安度晚年。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养老模式偏好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女性老年群体中，受教

育程度对于女性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群体在选择养老模式的时候，

相较于家庭养老模式会更倾向于选择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个人经济状况即年收入对于男性老

年群体选择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女性老年群体中，这一因素只对

她们选择机构养老模式产生显著影响。相较于家庭养老，男性老年群体面对着健康状况的恶化，更倾向

于选择社区养老的模式，而女性老年群体面对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则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模式。 
 

Table 4. Sample estimates of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support on preferences for older adults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 4. 社区支持对不同性别老年人养老方式偏好影响的样本估计结果 

 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β Exp(β) β Exp(β) 

男性 

医疗卫生服务 −0.462*** 0.630 −0.412** 0.662 

生活照料服务 0.285 1.330 0.293** 1.340 

养老保险 1.513** 4.540 0.724 2.063 

年龄 −0.011 0.989 −0.091*** 0.913 

受教育程度 0.105 1.111 0.183 1.201 

个人年收入 0.000*** 1.000 0.000*** 1.000 

健康状况 0.373** 1.452 0.259 1.296 

女性 

医疗卫生服务 −0.604*** 0.547 −0.202 0.817 

生活照料服务 −0.472 0.624 0.267** 1.306 

养老保险 0.706 2.026 0.351 1.420 

年龄 0.014 1.014 −0.023 0.977 

受教育程度 0.366*** 1.442 0.542*** 1.719 

个人年收入 0.000 1.000 0.000*** 1.000 

健康状况 0.960 1.422 0.295* 1.343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6. 结论与启示 

养老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对的共同问题，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群体对养老服务的需求非常高，

对社会资源的消耗量也与日俱增。尽管在现如今的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还是大部分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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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人会选择的一种主要养老方式，但是伴随着国内老年群体比例的不断膨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

来越高、家庭规模结构不断的缩小，家庭内部养老功用不断的弱化，传统的养老模式的发展举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的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就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家庭养老所带来的不足，

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真正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走“积极老龄化”之路。本文研究也

发现，社区支持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偏好存在显著的影响。 
一方面，社区支持能够对接养老服务的供需双方，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刚性需求。社区提供

的支持能够帮助老年人选择更适合他们的养老模式。社区作为我国社会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影

响着养老服务的提供方式，还涉及到老年人的权益维护。因此政府必须继续夯实社区对养老服务的支持

作用，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实现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全面发展，在最大程度上惠及老龄群体。 
另一方面，除了社会支持，国家还应该从社会保障、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状况等方面着手，首先要

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争取人人都能享受到这一福利制度。其次是大力提倡老年教育，实现老年人的

继续社会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与修养，有利于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两种养老服务模式在我国的推

广发展。最后是要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情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要回到最初说到的提高养老保险的覆

盖率，因为养老保险不仅能够提高老年人的抗风险能力，还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份持续稳定的收入，增

强了其经济独立性，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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