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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由老年人根据自身生活状况设定评价标准，并基于此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所进行

的主观评价，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人口老龄化的大环境下，社区养老服务成为了居家

养老服务之外最为普遍的养老服务提供方式，与老年人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也影响着老年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本文利用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

年学研究所联合设计、执行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研究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及其对

生活满意度带来的影响，并试图就如何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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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s a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set by the elderl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living conditions, and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population,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ve become the most common way of pro-
viding elderly care services other than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which also influences a 
person’s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ir own quality of life.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China 
Elderly Social Tracking Survey jointly designed and executed by th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to study the cur-
rent status of the elderly’s use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their impact on life satisfac-
tion, and try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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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人社部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 3 亿，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现

阶段我国老龄化呈现出高龄化和空巢化的特征，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都在增加，需

要社会提供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据此，“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在以核心家庭为主流家庭结构背景的当下，家庭养老肩负着

基础性养老的作用，但随着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老年人往往会退而求其次，

在社区中寻找养老服务的替代，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会逐渐地向社会化过渡，老年人对以家庭为基础、

向社区外延的养老服务需求也随之增加，除去最基本的生活照料、医疗服务需求，对文化娱乐、精神慰

藉服务的需求也较为突出，呈现出需求多元化、个性化、阶段化的特点，这就使得社区所提供的养老服

务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

下，研究社区提供养老服务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哪些影响具有必要性，能够得知社区提供哪些服

务能够增加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利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与优化。 

2. 文献综述 

社区养老服务，又称社区助老服务、社区老龄服务、社区老年服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等，是我国

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以老人为需求主体、以社区为依托和供给主体，由社区为居家老

人提供直接照料服务的一种养老服务方式。学界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探讨开始于对社区服务的研究，早期

的社区服务带有福利性质，社区所提供的各项福利事业往往是人们积极争取、积极享有的服务，社区养

老服务正是在社区福利服务兴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前学界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研究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供给，包括对养老资源的界定、供给主体、供给方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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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宇红(2012)对社区养老服务资源进行划分，认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包括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人力资源

和组织资源四大类，社区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往往通过向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娱乐设施、

医疗服务、举办社区文化娱乐活动等方式达成服务供给的目的[1]。其次是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多通过实证研究对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贾云竹(2002)使用北京市实证调查

数据，针对性别、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等老年人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因素对社区助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进行考察[2]；张志雄、谭桔华(2020)则从需求发展、需求转化和需求利用三个维度切入，研究养老服务

需求的内容和特点，并且得出了养老服务需求具有动态性特点，而不是单一的、静止的结论[3]。第三类

研究是针对养老服务的供需适配问题，关于养老服务供需适配的含义问题，郭丽娜(2020)认为是指养老服

务的供给和需求具有一致性，并从需求内部的适配、供给内部的适配以及供需之间的适配三个维度进行

了分析[4]。 
当前研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文献有很多，其中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将健康状况、

经济状况、养老方式等视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对于社区养老如何影响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相关的文献却较少，涉及社区养老的大多倾向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少有人直接研究社区养老服务。张文玉、杨静、张丽(2015)对北京市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状况进

行了抽样调查，得出老年人经济状况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5]。刘昊、郑潇雨(2017)运用

ISM-AHP 方法研究不同因素对社区居家养老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并且建立了由表层直接

因素、中层间接因素、深层根源因素构成的分析模型[6]。李军松、李小凤(2014)对天津市滨海新区进行

了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分层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讨论了养老模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指出老人选

择适合自身养老需求的养老模式能够提高生活满意度，并提出相应建议[7]。 
因此，本文将以 2018 年全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为蓝本，对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状况如何影响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养老服务因素，试图弥补学界在这方面研究

的缺失。 

3. 基于 CLASS2018 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假设 

长期以来，有关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往往将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

颜秉秋、高晓路、袁海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建立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理论模型，指出

老年人基本属性因子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直接与间接效应都十分显著[8]。侯志阳在以福建省厦门、福州

和泉州三城市为例的抽样调查研究中表明，老年人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生活自理能力、居住情况、婚

姻情况这些个体特征都会影响到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而居家养老服务又能侧面体现生活满意度[9]。从

国内外老年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来看，老年人自身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等方面一般为满意度的

主要影响因子，而性别、年龄则会影响健康状况，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个人特征会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假设 1.1：性别会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假设 1.2：年龄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1.3：年收入水平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1.4：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姚兴安的研究表明，社区向老年人提供家政照料服务能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家政照料便

捷程度越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10]。马文静在基于健康水平与闲暇活动的中介效应研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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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包括基本生活支持服务和扩展生活支持服务，其中基本生活支持服务指的是起居照

顾、精神慰藉、日常购物等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关联度较高的服务，它们能够通过影响老年人健康水平和

闲暇活动，进而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满意度[11]。该研究中提到的基本生活支持服务内涵与本文所用的社

区日常照料服务相同，故笔者认为老年人使用社区提供的日常照料服务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针对

这一点，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社区日常照料服务使用状况会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假设 2.1：使用上门探访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2.2：使用老年人服务热线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2.3：使用陪同看病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2.4：使用帮助日常购物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2.5：使用法律援助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2.6：使用上门做家务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2.7：使用老年饭桌或送饭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2.8：使用日托站或托老所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2.9：使用心理咨询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钱雪飞在对江苏南通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社区养老社会环境因素的问卷调查中发现，社区医疗

卫生服务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老年人对村居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仅能影

响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12]。另一项以上海市典型社区为例的研究中表明，老年服务设施利用频率对

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社区医疗服务设施是社区服务设施的一种，能够针对老年人提供上门

看护、开设健康讲座等服务，因此，社区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也能反映出老人的生活满意程度[13]。基于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社区医疗服务使用状况会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假设 3.1：使用上门护理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3.2：使用上门看病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3.3：使用康复训练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3.4：使用康复辅具租用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3.5：使用免费体检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3.6：使用建立健康档案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假设 3.7：使用健康讲座服务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3.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联合设计、执行的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该项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与照料需求、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就业情况、家庭养老资源、社区的养老设施、社区服务、养老

规划与养老方式选择以及老化态度，目的是为积极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些思路和基础数据参考。

本次调查于 2018 年进行，通过对全国各地数百个社区的一万多户家庭进行严格的科学抽样后发放调查问

卷进行数据收集，具体数据及问卷详情由笔者通过 CLASS 官网申请下载所得。 
数据经过清理后，所得的有效样本数为 11,148 个，满足大样本特征，可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定代表

性。研究对象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其中参与调查的男性有 5620 人，女性 5528 人，性别比例基本

平衡。当问及“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时，表示满意(包括“很满意”、“比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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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共有 7195 人，约占总体比例的 64.5%，但仍有约三分之一老人对当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影响其生

活满意度的因素值得探究。 

3.3.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是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

对应问卷编号为 B17，其中包含了六个不同的评价维度，分别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

“比较不满意”、“很不满意”与“无法回答”，为保证模型的准确性，笔者将回答“无法回答”的样

本作为缺失值，进行删减处理，保留另外五个评价维度，并将其归纳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对

应数值为 1 和 0，具体划分情况见表 1。 
从已有研究中发现，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主要包括日常照料服务和医疗服务两种类型。参照已有学

者研究文献，结合问卷调研情况，本文选取了社区日常照料服务使用状况、社区医疗服务使用状况两个

核心变量，作为衡量老人生活满意度的两个一级指标，对应的一级指标下分别列举具体的服务类型作为

二级衡量指标，即具体的自变量。同时，参考其他文献将人口学特征设置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及解释

变量的具体情况见表 1。 

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分析软件为 Stata14.0，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以上假设做出检验(见表 2)。二元

logistic 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展现出各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为更好地展现出不同变量对老

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首先引入控制变量，对“社区日常照料服务使用状况”这一变量进行了单

独检验，结果如模型 a1；模型 a2 是在引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对“社区医疗服务使用状况”这一变量进行

的单独检验。通过模型 a1 和模型 a2，可以看出老年人使用社区日常照料服务和社区医疗服务分别对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产生什么影响。模型 a3 是在模型 a2 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社区日常照料服务”这一变量来

做出嵌套 logistic 模型，判断各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变量名 赋值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因变量 

satis 生活满意度 

很满意 = 1 
比较满意 = 1 

一般 = 0 
比较不满意 = 0 
很不满意 = 0 

0.660 0.470 0 1 11,148 

解释变量 

社区日常照料服务使用状况 

d12 2  1 是否使用上门 
探访服务 是 = 1 否 = 0 0.0700 0.250 0 1 11,148 

d12 2  2 是否使用老年人 
服务热线服务 是 = 1 否 = 0 0.0200 0.130 0 1 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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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d12 2  3 是否使用陪同 
看病服务 是 = 1 否 = 0 0.0100 0.110 0 1 11,148 

d12 2  4 是否使用帮助 
日常购物服 是 = 1 否 = 0 0.0100 0.110 0 1 11,148 

d12 2  5 是否使用法律 
援助服务 是 = 1 否 = 0 0.0100 0.100 0 1 11,148 

d12 2  6 是否使用上门 
做家务服务 是 = 1 否 = 0 0.0200 0.140 0 1 11,148 

d12 2  7 是否使用老年餐 
桌或送饭服务 是 = 1 否 = 0 0.0200 0.150 0 1 11,148 

d12 2  8 是否使用日托站 
或托老所服务 是 = 1 否 = 0 0.0100 0.110 0 1 11,148 

d12 2  9 是否使用心理 
咨询服务 是 = 1 否 = 0 0.0100 0.100 0 1 11,148 

社区医疗服务使用状况 

b13 2  1 是否使用上门 
护理服务 是 = 1 否 = 0 0.0200 0.150 0 1 11,148 

b13 2  2 是否使用上门 
看病服务 是 = 1 否 = 0 0.0300 0.170 0 1 11,148 

b13 2  3 是否使用康复 
训练服务 是 = 1 否 = 0 0.0100 0.0900 0 1 11,148 

b13 2  4 是否使用康复 
辅具租用服务 是 = 1 否 = 0 0.0100 0.0800 0 1 11,148 

b13 2  5 是否使用免费 
体检服务 是 = 1 否 = 0 0.300 0.460 0 1 11,148 

b13 2  6 是否使用建立 
健康档案服务 是 = 1 否 = 0 0.120 0.320 0 1 11,148 

b13 2  7 是否使用健康 
讲座服务 是 = 1 否 = 0 0.0600 0.240 0 1 11,148 

控制变量 

gender 性别 男 = 1 女 = 2 1.500 0.500 1 2 11,148 

income 年收入  1.800e+06 3.800e+06 60 1.000e+07 11,148 

age 年龄  71.59 7.290 61 108 11,148 

health 健康状况 

很健康 = 1 
比较健康 = 1 

一般 = 0 
比较不健康 = 0 
很不健康 = 0 

0.440 0.500 0 1 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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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ndowment service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表 2. 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服务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EQUATION VARIABLES 变量名 

(1) (2) (3) 

a1 a2 a3 

satis satis satis 

社区日常照料服务使用状况 

SINGLE SINGLE:satis:d12_2__1 是否使用上门探访服务 0.886*** 
(0.111)   

 SINGLE:satis:d12_2__2 是否使用老年人服务热线服务 0.685*** 
(0.230)   

 SINGLE:satis:d12_2__3 是否使用陪同看病服务 0.556* 
(0.302)   

 SINGLE:satis:d12_2__4 是否使用帮助日常购物服务 0.306 
(0.280)   

 SINGLE:satis:d12_2__5 是否使用法律援助服务 −0.620** 
(0.267)   

 SINGLE:satis:d12_2__6 是否使用上门做家务服务 −0.333* 
(0.199)   

 SINGLE:satis:d12_2__7 是否使用老年饭桌或送饭服务 −0.524*** 
(0.170)   

 SINGLE:satis:d12_2__8 是否使用日托站或托老所服务 0.222 
(0.267)   

 SINGLE:satis:d12_2__9 是否使用心理咨询服务 0.245 
(0.295)   

控制变量 

satis gender 性别 0.0572 
(0.0425) 

0.0429 
(0.0425) 

0.0457 
(0.0427) 

 income 年收入 7.38e−09 
(5.55e−09) 

7.98e−09 
(5.56e−09) 

7.86e−09 
(5.59e−09) 

 age 年龄 0.00205 
(0.00294) 

0.00214 
(0.00293) 

0.000675 
(0.00295) 

 health 健康状况 1.459*** 
(0.0464) 

1.457*** 
(0.0465) 

1.446*** 
(0.0467) 

社区医疗服务使用状况 

 b13_2__1 是否使用上门护理服务  0.291 
(0.190) 

0.190 
(0.201) 

 b13_2__2 是否使用上门看病服务  0.158 
(0.148) 

−0.0515 
(0.156) 

 b13_2__3 是否使用康复训练服务  −0.0235 
(0.338) 

−0.00285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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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b13_2__4 是否使用康复辅具租用服务  0.206 
(0.382) 

0.230 
(0.395) 

 b13_2__5 是否使用免费体检服务  0.374*** 
(0.0577) 

0.337*** 
(0.0586) 

 b13_2__6 是否使用建立健康档案服务  0.262*** 
(0.0898) 

0.248*** 
(0.0903) 

 b13_2__7 是否使用健康讲座服务  −0.171 
(0.105) 

−0.206* 
(0.106) 

社区日常照料服务使用状况 

 d12_2__1 是否使用上门探访服务   0.749*** 
(0.115) 

 d12_2__2 是否使用老年人服务热线服务   0.643*** 
(0.231) 

 d12_2__3 是否使用陪同看病服务   0.528* 
(0.307) 

 d12_2__4 是否使用帮助日常购物服务   0.265 
(0.283) 

 d12_2__5 是否使用法律援助服务   −0.635** 
(0.269) 

 d12_2__6 是否使用上门做家务服务   −0.388* 
(0.202) 

 d12_2__7 是否使用老年饭桌或送饭服务   −0.587*** 
(0.170) 

 d12_2__8 是否使用日托站或托老所服务   0.254 
(0.270) 

 d12_2__9 是否使用心理咨询服务   0.239 
(0.298) 

 Constant  −0.171 
(0.222) 

−0.246 
(0.222) 

−0.153 
(0.223) 

 Observations  11,148 11,148 11,148 

注：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首先关注控制变量的模型检验情况，在本文选取的四个控制变量中，仅有“健康状况”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且为正向显著，由此可知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显著高于身体机能较差老年人。

年龄、年收入状况、性别在三个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大众常识结论相左，一方面可能是样

本特征所导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新时代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多

样性、复杂性趋势，年龄、收入等个人特征并不能改变其对养老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不是影响生活满意

度的关键特征。 
模型 a1 部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使用上门探访服务、老年人服务热线服务、陪同看病服务都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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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社区工作人员定期登门探访有利于社区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状况等，

便于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精细化服务，老年人腿脚不便，遇到困难可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对外求助，有就医

需求时也可以由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就医，这三类服务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息息相关，社区向老

年人提供此类服务能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便捷，使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假设 1.1、假设 1.2、假

设 1.3 得到验证。从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使用法律援助服务、上门做家务服务、老年饭桌或送饭服务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效应，这几类服务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少，许多老年人没有相关的服务需

求，假设 1.5、假设 1.6、假设 1.7 均未得到验证。 
模型 a2 部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社区提供的医疗服务中，仅有使用免费体检服务和使用建立健康

档案服务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只有假设 1.5、假设 1.6 得到检验。从模型结果可

以得知，社区的免费体检服务与建立健康档案服务是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且使用频次较高的两

项服务。老年人是各种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群体，需要社会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大部分社区都

会对社区内的常住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服务，帮助老年人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同时，建立健康档案也能

够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快速掌握常住老年人的信息，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必要时可及时提供相应的救

治服务。在模型 a3 引入了“社区日常照料服务使用状况”的变量之后，“使用健康讲座服务”呈现负显

著，这一结果可能与社区所举办的健康讲座的形式与质量有关。许多社区的健康讲座流于形式，讲座内

容陈旧枯燥、实用性很低，老人对此类讲座热情不高，参与此类讲座无法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3.5. 研究结论及不足 

本文基于 CLASS2018 的数据，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社区养老服务

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均值为 0.66，说明大多数老人对当前生活持满

意状态，但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老人对当前生活感到不满意，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仍有提升空间。2) 在
社区提供的诸多养老服务中，使用上门探访服务、老年人服务热线服务、陪同看病服务、免费体检服务

和建立健康档案服务均会正向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而使用法律援助服务、上门做家务服务、老年饭

桌或送饭服务、健康讲座服务则会负向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此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正向影响其

生活满意度，年龄、性别、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本文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因使用 CLASS2018 公开数据，所选取的指标受限于原问卷，仅列举了

“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和“医疗服务”两类核心变量，而对于社区养老服务中的其他服务类型，譬如组

织娱乐活动等并未提及。第二，社区养老服务包括供、需、使用三个环节，本文仅针对社区养老服务的

使用状况进行了研究，未讨论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状况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带来何种影响。第三，本

文未区分城乡因素，城市老年人所享有的养老服务种类、使用频率往往和农村老年人有较大差距，本文

未将城乡特征纳入控制变量，有一定的局限性。 

4. 启示与建议 

结合前文实证分析所得结论，本部分主要针对如何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来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提出建议。 

4.1. 构建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社区养老服务是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应采取措施充分发挥社区养老对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作用。社区应提供种类更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扩大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面，增加养老服务供给规

模，确保老年人的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其次应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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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设施，并增加适老化器材，为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带来便利。 

4.2. 推进服务供需适配，提高服务水平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依据，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是养老服务发展的宗旨。社区

养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平衡是实现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具有多样化、动态性和

复杂性的特点，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提供服务，既能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又能防止服务资源

被浪费。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评估机制的方式了解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

增加老年人的需求表达渠道，以便服务的提供方能够更好地针对老人的需求进行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

社区也可以引入专业机构和社会力量，鼓励其参与到养老服务提供过程中来，把养老机构专业化的养老

服务延伸到老人身边，促进服务资源配置优化，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 

4.3. 提高社区医疗服务种类和质量 

社区医疗机构是老年人身边的医疗服务机构，在提供常规疾病的相关服务的同时还应增加有关老年

病和康复护理的服务，强化各种疾病的应急抗压能力；其次应加强健康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多种

形式的健康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健康讲座质量，吸引老年人参与；另外还可以在社区医疗机构中设置老

年护理床位、开展上门看病配药等服务，通过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保健服务，加快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的医疗养护一体化建设。 

4.4. 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社区参与养老服务提供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够处理相应的突发情况或紧急问题，

因此，可以通过岗前培训、招聘专业人士等方式强化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化队伍。其次，大力

发展社区养老志愿服务队伍，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到为老服务中来，有利于培养敬老尊老的社会环境，使

老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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