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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末，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为分担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大力发展机构养老服务成为热点

之一。但养老机构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专业学科，

在优化机构养老服务方面有其优势，诸多学者都对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社工

介入其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面临的困境及具体的介入路径等。但相关文

献存在研究质量较低、研究对象有局限性以及研究方法不够广泛的问题，需要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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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 has officially entered the aging society. In order to share the 
social pressure brought by aging,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spots to vigorously develop institu-
tional pension service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there ar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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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A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of social services, social work has its ad-
vantages in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pension services. Many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levant stu-
dies on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work in institutional pension services, such a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social work involvement, main service objects and service contents, difficulties faced 
by social work and specific intervention path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related lite-
rature, such as low research quality, limited research objects and not extensive research methods, 
which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by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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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从 2000 年左右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何为老龄化社会？一般来说，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10%以上，或者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达到 7%以上，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

2018 年末我国 60 周岁以上人口的数量约为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17.9%，2019 年末 60 周岁

以上人口比 2018 年末增加了约 439 万人，养老形式日益严峻。 
针对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趋势及老龄化背景下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突出，国家提出以家庭和社区养老为

主，社会养老为辅的战略方针，切实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还是

以家庭养老为首选，但日益增长的家庭压力与逐渐完善的养老政策使得人们开始接受机构养老这一特殊

的社会养老模式。然而目前我国机构养老尚未成熟，其运营机制和服务模式都有待改善。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助人工作，面对棘手的养老问题，也应当积极参与，在其中发挥学术优

势和专业智慧。在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第 19 条提到推动

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打造“三社联动”机制，以社区为平台、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载体、

社会工作者为支撑，大力支持志愿养老服务，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服务。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

老势在必行。 
本文旨在通过检索相关文献，了解和掌握我国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的研究现状，梳理相关研究的

发展脉络，整合现有研究各类成果，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或局限，尝试为今后研究提供方向和意见参考。 

2. 文献基本情况概述 

2021 年 2 月 24 日，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机构养老”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发现自 1989 年起

到笔者检索之日出现“机构养老”字样与“机构养老”相关的文献共有 9816 篇；以“社会工作” + “机

构养老”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发现 830 篇相关文献，以“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范围缩小到了 142 篇，逐篇阅读标题和摘要，排除个人观点、重复文献、专家意见及评论等不符合纳入

标准文献后，最终选择了 92 篇。 
通过利用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可视化分析技术，可以发现在 2000 年之后，我国学者关于“机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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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开始急剧增加。通过网上搜索相关信息，笔者了解到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0 年转发了民政部等 11
部委《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国办发[2000] 19 号)，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发展

迅速，“机构养老”这个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05 民政部年发布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

利机构的意见》，意见中阐述了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重要意义，从政策制定、资金筹集、权益维护三

方面对社会办福利机构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使“机构养老”这一新兴养老模式真正落地生根。由此

可以发现，“机构养老”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使学者们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关注度逐渐提高。 
社会工作领域是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一环，对“机构养老”这一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从政策颁布开

始，学界就开始着手社工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相关性研究，这一趋势在 2008 年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从总

体而言，学术论文较多，学术期刊和会议类文献较少。 

3.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相关研究 

3.1.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机构养老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来自于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加，子女因为工作等原因很难长期照顾父母；

另一方面，机构养老对于失去部分自理能力、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尤其重要，机构中的无障碍设施、

护工专业护理等都是家庭养老所不具备的优势。通过查阅文献，可以发现大部分相关论文都有提及社工

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其中 6 篇文献对社工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展开了具体陈述。 
刘云(2013)等学者指出由于缺失部分身体机能，高龄和失能老人难以适应机构养老，需求的服务也更

加多样性与个体性；不同于居家养老，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还需要适应集体生活，学会处理与子女、室

友、护理人员等多方人际关系[1]。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困扰着目标老人群体及其护理机构，但也为社会

工作的介入提供了机会。莫光辉(2016)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之所以可以介入机构养老服务，主要来自于社

会工作的专业优势[2]，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的宗旨为指导，以综合性学科知识为基础，通过运用专业性

的助人技巧，为老年群体提供全面贴心的专业服务。除了专业优势，政策制度的支持也为社工介入提供

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工队伍的人才培养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老年社会工作领域提供了一批数量

充足、素质过关的专业人才[3]。因此，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2.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的服务对象研究 

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文献都把社工介入机构养老的服务对象定义为机构老年

人，包括失智老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等特殊老龄群体。单从文章标题来看，只有 12 篇左右的文献将

养老护理员同样也当作社工服务对象。 
首先是研究数量最多的机构老年群体。这些老年群体根据年龄因素，可分为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

根据行动能力，可分为半失能老人和失能老人；根据智能减退情况，可分为半失智老人和完全失智老人。

孙文华(2013)结合“低龄老龄化”的形势，以低龄老人为主，提出低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较低[4]。
高龄老人作为机构养老的主要群体，其精神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容易滋生孤独感、无力感和被抛弃感，

迫切需要社会工作、心理学等专业的抚慰[5]。失能与失智老人是老年群体中较为特殊的人群，他们的困

境与需求比一般老人更为复杂，王玉鑫(2016)指出失能老人在机构养老的过程中，除了生活、心理等方面

遇到问题，最关键的身体康复也很难满足，缺乏有效的康复训练[6]。 
其次，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养老护理员这一直接照顾老人的职业群体，对护理员群体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职业认同和心理压力两方面。尉馨美(2014)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两家养老院的护理员普遍对自

身职业的认同感低，希望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7]。与此同时，护理员面临的心理压力也不容小觑，繁重

的工作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负担，使之变得情绪焦虑、精神懈怠，进而影响护理的服务效果[8]。如何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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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这些护理员提高职业认同感、缓解心理压力，是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内容之一，社会工作者

应该也很有必要将养老护理员列为服务对象，间接促进机构养老服务的优化和升级。 

3.3.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的服务内容研究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中去，服务内容会依据入住时间发生变化。对于新入住机构的老人，部

分老人会出现难以适应的情况，赵玲玲(2017)认为这时期的服务内容应当围绕调试情绪、重建支持网络、

挖掘内在潜力这三方面[9]。当老人长期入住到将要去世的时候，梁娟娟(2018)认为社会工作者需要对这

些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内容包括人生历程回顾、生命教育、灵性关怀等六种服务[10]。 
除此之外，服务内容也可以根据老人的健康状况而制定。针对患有机体疾病的老人，郭二帅(2015)

认为社工可以协助机构组织关于身体健康、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讲座和培训，满足老人健康养老的需要。

[11]针对心理、精神面临困扰的老人，项丽萍(2014)认为社工应当及时进行个案辅导，帮助老人解决心理

问题，开设各种兴趣小组和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12]。老年人在生活、心理、精神文化、健康

等方面都有迫切的需求，社会工作者应当对症下药，为每位老人提供合适的服务方案，细化服务内容。 

3.4.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困境研究 

近十几年来，社会工作一直在为介入机构养老服务做努力，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种多样的

困境干扰。其中主要分为伦理困境与工作困境。 
王欣(2020)将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机构养老服务过程中遇到的伦理困境分为四类，价值抉择冲突引发的

困境、需求冲突引发的困境、角色及责任冲突引发的困境、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水平引发的困境[13]。这些

伦理困境的产生原因也比较多样化，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价值观差异、养老机构需求与服务对象

需求的冲突等等。 
与伦理困境不同，工作困境的产生与不同主体间的价值观差异联系不大，更多是由社会工作者在工

作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刘余强(2017)以成都市 A 养老机构为研究对象，指出该机构的社会

工作者遇到了六大类工作困境：工作安排以资金导向为主、收入较低、专业服务难开展、职业晋升困难、

职业期待落差大以及社会认知度较低[14]。 
上述的两种困境，是客观存在着的。一方面源于国内社会工作发展起步较晚，发展道路、服务模式

都在摸索当中，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在实践阶段；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各地发展不一，城

乡之间差距大，社会工作者的就业效果很大程度受社会工作机构运行管理的影响。 

3.5.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路径研究 

社会养老机构作为独立性质的组织，自身的运行和管理大多是由筹办者负责的，而社会工作者隶属

于社会工作机构，社工想要进入养老机构，为老人、护理员等相关对象提供专业服务，就离不开科学的

介入方法。纵观相关的各类文献，很多学者都对介入路径有自己的理解与做法，部分文献还对社会工作

者在养老机构中的角色做了细致的划分。 
李飞虎(2015)以在万州 E 福利院的实习经历为引，提出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路径可分为间

接介入和直接介入，其中间接介入主要通过链接资源、担任沟通桥梁来实现，直接介入则是利用社会工

作三大工作方法服务机构老年人，包括个案服务、小组活动、社区参与等[15]。李飞虎是以城市某养老机

构为例，周桂英等(2014)则是从湖南农村敬老院出发，虽然二者研究的机构有城乡之分，但后者也认为可

以从间接服务和直接服务入手[16]，为社工介入提供多样性的方案参考。 
对于社会工作者在养老机构中扮演的角色，陈娜(2018)认为社会工作者在其中担任活动组织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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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资源整合者，需要社会工作者依据个别化原则开展适合不同老人的活动，帮助老人们在社会交

往、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增能，从老人的需求出发，链接社区、家庭资源，做好相关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17]。栾文敬(2014)则根据老人不同入住阶段，对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做出了更细致的补充，提出社会工作

者还应扮演好营销者、咨询者、研究者、评估者等十种不同角色[18]。这些角色的区分不仅表明了社会工

作者的专业性和多功能性，更是在提醒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职责之重，需要社会工作者投入精力与时间，

不断提升自我的服务意识和技能。 

4. 研究成果述评及展望 

综上可知，目前我国对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相关研究数量充足，内容详实。各位学者从不

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进行了研究，包括：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社会工作介入其中的主要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在介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多种困境，以及

社会工作者如何介入其中的路径建议等。虽然取得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成果，但仍然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具体表现在：第一，部分研究质量较低，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很多观点对策早已老生常谈，尤其是服务

内容的设计，局限于服务老人的健康方面，很少与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等新兴科技联动，缺乏创新性和

实用性；第二，研究对象存在局限性，大多集中在机构老人身上，对养老护理员、机构管理者等与养老

质量相关的工作人员关注较少，上升到养老机构、社工机构层面的研究则更少；第三，研究方法不够广

泛，大多以质性研究为主，缺乏数据量表等客观资料的支持，同时部分论述较为浅显，一般性理论升华

不足，缺乏系统性理论的支持。 
因此，未来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研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空间巨大，具体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4.1. 丰富研究内容 

学术研究的价值就在它的内容。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型学科，相关研究应当针对实践方法、服务技

巧等展开详实细致的描述，为社会工作实务提供资料参考。研究者可以从自身实践经历入手，对自身在

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习得的经验、由此引发的思考用学术语言表达出来；也可以基于社会调查、文

献资料，关注某一区域、某一类型的养老机构，总结它们的发展逻辑、运营模式，为机构发展助力。 

4.2. 拓展研究角度 

目前，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老人个体，对养老机构的其他对象、机

构养老的地区差异性、机构养老的发展性研究都比较欠缺。因此，针对养老机构中与老年服务有关的其

他对象，应当给予关注，了解他们的工作境遇，提出改良方案，间接优化老年服务质量；对于发展水平

不一的地区，尤其是城乡养老机构，更应当注意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结合当地现实经验，提出适合本地

的机构发展战略，更进一步便是提出适合区域、全国的工作模式；如何推动养老机构自身完善、不同机

构之间协同发展是未来最需要考虑的问题，研究应当从微观层面上升到中观层面，社会工作者可以从机

构未来发展趋势入手，或针对某类老年群体，提出一套系统完整的服务体系。 

4.3. 优化研究方法 

研究者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科学性。首先，面对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应选取

合适且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选用比较研究法研究城乡养老机构之间差异性和相似点，运用定量定性

相结合的方法对老年人接受服务前后的心理、身体指标进行资料收集，用可视化的数据和翔实的文字材

料验证社工介入的效力。其次，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研究应当善于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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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机构养老服务改革提供模式参考。例如，美国针对养老机构失智老人家属，研发了慢性悲伤管理

干预项目[19]，给家属普及痴呆症的医学知识，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日本的多元化养老模式，针对不同

类型老人的不同需求，日本都会开设相应的机构予以支持，如康复保健机构、静养关怀、日间托管服务

等[20]。 
机构养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失能与失智老人，专业的护理人员、便利的机构设施都为老

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一定保障。社会工作如何介入机构养老服务，并在其中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服务质

量，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需要学者们的创新研究和社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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