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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农村老年人数据，研究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供

求现状，并对影响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显示：1)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且需求增速远大于供给，供需矛盾突出。同时，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满足率较

低，供给效果不佳，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完善。2) 农村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主要受老年人的经

济水平、是否有社会保险、健康状况、行为限制、社交活动、与老年人同住人数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养老服务，居家养老，供求现状，影响因素 

 
 

Analysis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Cheng Li, Yihan Li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 22nd, 2023; accepted: Mar. 30th, 2023; published: Apr. 27th, 2023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the “China Elderly Health Influencing Factors Track-
ing Survey (CLHLS)” to study the current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conduct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mand for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rural elderly. The research shows: 1) The supply of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in short supply, the growth rate of demand is much faster than the supply,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s promin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satisfaction rate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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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low, the supply effect is not go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not perfect. 2) The demand for rur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main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economic level of the elderly, whether they have 
social insurance, health status, behavior restrictions,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liv-
ing with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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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我国 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 18.70%，

而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 13.50%。预计 2025 年前，高龄老年人口将保持年均 100 万

的增长态势，中国已逐渐进入深度老龄化时期。一方面，老龄人口基数大，比重高，老龄化速度加快，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加上我国工业化、城

市化的发展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甚至空巢化，这就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为

继。而机构养老一来不符合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二来养老机构当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因

此，2008 年，全国老龄办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居家养老服务在养

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真正摆上了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所谓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

护理和精神慰藉等的一种服务形式，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的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精神文化服务等内容。

在我国，由于在家庭中居住更加符合老年人的传统心理和情感需求，同时居家养老既能降低养老成本，

又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大力发展居家养老被看作是破解我国养老难题的重要举措。然而，

从现实来看，尽管当前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方面下了大工夫，居家养老服务供给项目逐年增加，但

在供需满意度上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预期目的。因此，了解居家养老服务的供求现状，摸清老年需求类型

及其影响因素，有的放矢地提供相应数量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十分重要，这将有效解决居家养老服务供

需问题，真正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水平。 

2. 文献综述 

有关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主要兴起于 2000 年以后，学者们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可行性、供需问题、影

响因素、体系构建、国际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褚湜婧等(2015) [1]以美国、德国、瑞典、英国和日本

为例，比较不同福利类型下居家养老服务地点、服务责任主体、服务内容上的差异和共同点，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保障老年人住房、整合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四位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责任体系、转

变居家养老服务理念等来完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童星(2015) [2]认为，应将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落脚点设

置在社区，以“社区居家养老”的形式来实现家庭与机构的有机衔接。赵曼等(2021) [3]研究发现，以综

合信息平台作为技术载体，贯通养老资源、服务及监管，对于探索构建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为基点，

链接居家和机构的养老模式具有优势和可行性。童峰(2021) [4]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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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养老服务智能化的趋势不可逆转。需要明确智慧养老的功能角色，充分考虑老年

人的技术接纳度与伦理问题，树立“人文型智慧养老”的理念，厘清老年人与智能技术间的博弈关系。 
王琼(2016) [5]利用 201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城市老年人数据，研究得出，当前

城市的养老服务供给难以适应老年人的需求，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观念抑制了老年人的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边恕等(2016) [6]分析了养老服务供需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用 Logistic 模型对影

响养老需求的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提出了以社区养老为主体、以服务链理论为指导、明确政府定位等

解决对策，以期进一步推动社会化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有效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石铮(2019) [7]
从老年人、家庭、政策及其互动的视角构建了“两理三维”的居家养老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发现老年人

自身的特点及其需要结构的变化、家庭成员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动机与阻力及政策调节效应、居家养老

的政策体系分别是影响居家养老优越性、可行性、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王永梅等(2020) [8]利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使用居家

养老服务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但是在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总效应呈增高趋势下却出现了在农村

干预效应一路攀升而城市持续下降的现象。建议按照城乡有别的思路推进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入

研究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规律性，对比并以此为抓手完善其发展路径和评估体系。郑吉友(2019) [9]认为，

现有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抗老龄化风险能力较弱，应该从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完善资源与信息共享

机制、创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入手构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多元协同保障机制。 
目前，学术界虽然对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

然存在不足：第一，对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独立研究较多，而综合性研究相对有限。其次，现

有研究大多基于地区性的调查数据，这些研究虽有助于了解各地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求现状以及老年

人的服务需求，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差异，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千差万别，因而基于地区性

的调查数据研究所得的结论难以推广到全国，无法全面把握居家养老服务整体的供求情况。最后，学

者们的目光大多集中在城市老年人，而对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的研究相对不足。李放等(2013) [10]
从个体特征、经济条件、观念及认知程度、保障状况等 4 方面对农村老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地的发达程度、对居家养老的了解程度及家庭总收入会对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产生正相关性影响，而年龄会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产生负相关性影响。基于上诉不足，本

文采用 CLHLS 农村老年人数据，研究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供求现状，并对影响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3.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

查(CLHLS)”。该调查始于 1998 年，随后分别在 2000 年、2002 年、2005 年、2008 年、2011 年、2014
年及 2017~2018 年进行了七次跟踪调查。CLHLS 的基线调查和跟踪调查覆盖了中国大陆 31 个省中的 23
个，样本包含这些省份的近 50%的县(市、区)的 60~110 岁的城乡老年人。1998 年基线调查覆盖区域的总

人口为 9.85 亿，2014 年全国总人口为 13.6072 亿，约占全国总人数的 72%。调研从 23 个省份中随机选

择一般的市/县作为调研点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了老人及家庭基本状况、社会经济背景及家庭结构、经济

来源和经济状况、健康和生活质量自评、认知功能、性格心理特征、日常活动能力、生活方式、生活照

料疾病治疗和医疗费承担等共 180 多项问题。样本涉及面广、数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信性及代表性。 
本文采用 2014 年的调查数据，在 2014 年的数据中共有样本数 7192 个，其中户籍来自农村的为 3980

个，占总样本的 55.3%，本文选取了这 3980 个农村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在 3980 个有效样本数据中，样

本分布信息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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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表 1. 样本信息 

样本类别 样本类别 人数/人 比率/% 

性别 男 1824 45.8 

女 2156 54.2 

年龄段 65 岁以下 60 1.5 

65~79 岁 1256 31.6 

80~89 岁 1211 30.4 

90~99 岁 900 22.6 

100 岁及其以上 553 13.9 

婚姻状况 未婚，丧偶，离异 2292 57.6 

已婚，配偶在世 1520 38.2 

遗漏 168 4.2 

同住人数 0 人 252 6.3 

1~5 人 2763 69.4 

6~10 人 205 5.2 

10 人以上 7 0.2 

遗漏 753 18.9 

教育年限 从未受过教育 2423 60.9 

1~5 年 879 22.1 

6~10 年 557 14.0 

11~15 年 63 1.6 

16~20 年 8 0.2 

遗漏 50 1.2 

居住方式 与家人同住 2998 75.3 

独居 827 20.8 

养老机构 52 1.3 

遗漏 103 2.6 

居住意愿 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子女在不在附近无所谓 477 12.0 

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子女最好居住在附近 1162 29.2 

与子女居住 1844 46.3 

敬老院、老年公寓与福利院等 66 1.7 

遗漏 431 10.8 

 
在 2014 年的追踪调查中，涉及到了老人的居住方式与居住意愿。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老人

还是与家人同住，独居的也有一部分，而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人占比不到 2%。就居住意愿来看，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居住或者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但子女最好居住在附近，真正

希望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占比不超过 2%。同时，在这些老人当中，他们通常会和配偶、儿子或者女儿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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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事或者想法。由此可见，在可以预见到的相当长时期内，绝大多数老人还会以“居家”的形式

养老，子女还要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这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决定的。 

4.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求现状 

在 2014 年的追踪调查中，涉及到了起居照料服务、上门医疗服务、聊天解闷服务、日常购物服务、

社交娱乐服务、法律援助服务、医疗保健教育、社区关系服务等八项居家养老服务。将这八项具体的居

家养老服务划分为生活照料服务、医疗保健服务、情感慰藉服务、法律援助服务和关系维护服务五大类。

老年人回答当地有该项养老服务则认为存在该项服务的供给，回答需要该项养老服务则认为有该项服务

的需求，供给的利用率为在该地区提供某项居家养老服务的情况下使用过该项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比例，

而需求的满足率则是在有某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又使用了该项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比例。供给的

利用率可以考察该项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状况，是否存在资源浪费现象，而需求的满足率更侧重于考察

需求的满足程度。根据数据得出了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供求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表 2.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求现状 

 供给 需求 供求差 供给利用率 需求满足率 

起居照料服务 3.4% 56.7% −53.3% 89.6% 5.4% 

上门医疗服务 34.6% 81.4% −46.8% 94% 39.9% 

聊天解闷服务 6.2% 61.6% −55.4% 86.7% 8.6% 

日常购物服务 11.9% 54.5% −42.6% 85.5% 18.6% 

社交娱乐服务 14% 59.5% −45.5% 87% 20.2% 

法律援助服务 10% 57.3% −47.3% 85.5% 14,5% 

医疗保健教育 36.6% 73.9% −37.3% 90% 44.1% 

社区关系服务 20% 60.8% −40.8% 86.8% 28.5%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从供给来看，只有医

疗保健教育、上门医疗服务以及社区关系服务这三项的供给量相对较多，分别为 36.6%、34.6%和 20%，

但是都不超过 50%，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老人都没有获得足够的居家养老服务，而起居照料的供给比率

仅有 3.4%，聊天解闷服务的供给比率只有 6.2%。而相比于供给而言，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则普

遍较高，在所列的每一项居家养老服务中，表示对该项服务有需求的老人均超过了 50%，需求率最高的

三项服务是上门医疗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服务和聊天解闷服务，分别占 81.4%、73.9%和 61.6%。同时，

从数据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呈多样化的趋势，其中医疗护理保健服务

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 
从供给利用率来看，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利用率普遍较高，都在 85%以上，特别是上门医疗服务和

医疗保健教育服务高达 90%以上。而相比于供给的利用率而言，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满足率则相对较低，

没有一项超过了 50%，需求满足率最高的是医疗保健教育服务，也只有 44.1%，最低的两项起居照料服

务和聊天解闷服务，只有 5.4%和 8.6%，说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无法真正获得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 
图 1 反映了三次追踪调查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求差的变化，可以看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求差在

逐渐扩大。2014 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各项居家养老服务的供求差均超过了 40%，其中起居照料服务

和聊天解闷服务的供求差甚至超过了 50%。这一方面说明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增速远远落后于需求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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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另一方面也表示居家养老服务供不应求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是常态。 
综上所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供求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远大于供

给，供求矛盾突出，面临较大的现实与潜在缺口；其次，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呈浪涌式的增长，供给增长

却相对滞后，供求失衡状况进一步加重；再次，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多样化，服务供给相对单一；最后，

需求满足程度低，供给效果不佳，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完善。 
 

 
Figure 1.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图 1.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求差 

 
从供给角度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以服务为导向”而非“以需求为导向”的观念。目前，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在推行中“以计划性的服务为导向”的观念还比较明显，服务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服务资源的多少，而非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来制定，服务内容等带有较为明显的“政府计划性质”的

特点；第二，居家养老服务投入不足，服务对象的群体化。长期以来，我国重经济保障轻服务保障，相

比于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待遇的不断提高，投在老年服务上的财政支出明显偏少。与此同时，

老年人获得居家养老服务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那些生活特困的“弱势老年群体”和家庭经济条件良好

的“优势老年群体”获得居家养老服务的机会大，而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老年群体”往往既不是政府的

服务对象，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服务；第三，协同供给主体发展不协调。目前，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主要还是由政府买单，政府担负

着较多的居家养老服务责任，而农村市场化的居家养老服务非常滞后，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同时，

社会组织力量也相对薄弱，难以承担过多的服务责任，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合作网络还未建立，

主体间的良性伙伴关系也尚未生成。 

5.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5.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首先是农村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婚姻情况及受教育年限等基本的个人信息。不同性别的人可能对

不同的养老服务有不同的需求，年龄也可能会对他们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产生影响。其次，由于衰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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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日常生活功能或身体机能受损是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产生的根源。因此，老人的

身体状况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分析时主要选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行为限制这两个方面作为自变

量来考察这些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再次，如果老年人无法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

难时，他就会向他人寻求支持来解决困难，而在农村，多数老年人选择和家人同住，只有少部分是独居

或者住在养老院，于是家庭成员成为了养老服务的一个重要提供方，如果家庭成员无法给予充足的帮助

和支持，那么他就会向其他社会成员求助。因而与老人同住的人数、子女的支持也可能影响着老年人对

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最后，除了机体方面，还有精种方面的因素，如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参与社会活

动的情况。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人的一般消费需求产生影响，同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成为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了老年人是否拥有社会保险、经济水平等自变量来考察这

些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综合现有关于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本

文将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身体因素和社交活

动五大类共 12 个变量。具体如表 3 所示。 
 

Table 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表 3.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影响因素 

变量 变量赋值 

个体因素 性别 1 = 男，0 = 女 

年龄 1 = 65 岁以下，2 = 65~79 岁，3 = 80~89 岁，4 = 90~99 岁，5 = 100 岁及其以上 

婚姻状况 1 = 已婚，0 = 未婚、离异 

教育年限 0 = 从未受过教育，1 = 1~5 年，2 = 6~10 年，3 = 11~15 年，4 = 16~20 年 

家庭因素 同住人数 0 = 0 人，1 = 1~5 人，2 = 6~10 人，3 = 10 人以上 

子女支持 1 = 是，0 = 否 

经济因素 生活资金是否够用 1 = 是，0 = 否 

经济水平 1 = 非常贫困，2 = 贫困，3 = 一般，4 = 富裕，5 = 非常富裕 

是否有社会保险 1 = 是，0 = 否 

身体因素 健康状况 1 = 很糟糕，2 = 糟糕，3 = 一般，4 = 好，5 = 很好 

行为限制 1 = 没有受限，2 = 受限，3 = 受很大限制 

社交活动 社交活动 1 = 从不，2 = 不是每个月，偶尔，3 = 不是每个周，但至少一月一次， 
4 = 不是每天，但至少一周一次，5 = 每天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是否需要某种居家养老服务，包括需要和不需要两种结果，属于二分

类变量。因此，本文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老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

计量模型为： 

( )
( )

( )

0 1 1 2 2

0 1 1 2 21 2
e1 ,

1 e

k k

k k

x x x

k x x x
P Y x x x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1) 

其中，Y 表示因变量，通常取值 0 或者 1，0 表示事件没有发生，1 表示事件发生了，P 表示模型中发生

的概率。Logistic 回归模型的误差项服从二项分布，因此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 
本研究中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是否需要某种居家养老服务，0 和 1 分别表示为没有和有需求意愿。P

表示需要某种居家养老服务意愿的概率；XK 是自变量，分别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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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平、社交活动等，βK 是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其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 

5.2. 回归分析结果 

选择表 3 的变量作为农村老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对式(1)的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mand for rur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表 4.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生活照料 
服务需求 

医疗保健 
服务需求 

情感慰藉 
服务需求 

法律援助 
服务需求 

关系维护 
服务需求 

个体因素 

性别 0.008 
(0.860) 

−0.016 
(−0.710) 

0.025 
(0.880) 

0.061 
(1.100) 

0.020 
(0.890) 

年龄 0.048 
(0.045) 

0.144* 
(1.620) 

0.065 
(0.460) 

−0.019 
(−0.450) 

−0.087* 
(−1.460) 

婚姻状况 −0.132 
(−0.980) 

0.059 
(1.330) 

0.057 
(0.100) 

0.062 
(0.990) 

0.050 
(0.110) 

教育年限 −0.010 
(0.970) 

0.016 
(0.780) 

−0.019 
(0.250) 

−0.020 
(0.300) 

−0.016 
(0.280) 

家庭因素 
同住人数 −0.031* 

(−2.100) 
−0.059* 
(−2.800) 

−0.036* 
(−1.220) 

−0.020* 
(−1.820) 

−0.027* 
(−1.670) 

子女支持 −0.006 
(3.270) 

0.131 
(2.940) 

−0.061 
(1.490) 

0.107 
(1.340) 

0.218* 
(1.090) 

经济因素 

生活资金是否够用 0.377*** 
(−4.060) 

−0.128 
(−1.170) 

−0.162 
(−2.460) 

−0.274* 
(−1.110) 

−0.162 
(−1.840) 

经济水平 −0.036* 
(2.900) 

−0.026 
(−1.080) 

−0.075 
(−0.590) 

−0.095 
(−0.600) 

−0.049 
(−0.610) 

是否有社会保险 0.279*** 
(1.580) 

0.333* 
(1.250) 

0.484*** 
(1.630) 

0.423*** 
(1.850) 

0.239* 
(1.900) 

身体因素 
健康状况 −0.096*** 

(−2.900) 
−0.016* 
(−2.520) 

−0.061* 
(−3.000) 

−0.087** 
(−2.500) 

−0.120*** 
(−2.690) 

行为限制 −0.046 
(−0.630) 

−0.069 
(−0.880) 

−0.012 
(−0.64) 

−0.052* 
(−1.890) 

−0.104* 
(−2.640) 

社交活动 社交活动 0.143** 
(1.560) 

0.043 
(0.750) 

0.198*** 
(−1.600) 

0.178** 
(−1.590) 

0.108** 
(1.580)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在个体因素方面，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教育年限在这五种居家养老服务上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对医疗保健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低龄老年人，高龄老年人对医

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意愿更高。一般来说，年龄越大，老年人的身体机能相对较差，需要更多的医疗健康

方面的服务，从而对这方面的服务存在更高的需求意愿。但是年龄对生活照料服务的需求以及情感慰藉

服务需求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对法律援助服务方面也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年龄对关系维护服务具有

显著负向的影响，即年龄越大，越不需要关系维护方面的服务需求。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受限，

与别人交流的机会较少，因而也较少可能与邻里产生纠纷，对关系维护服务的需求也就相应减少。 
在家庭因素方面，同住人数对五种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与老年人同住的人

数越多，老年人就越不需要这些居家养老服务。在农村，家庭仍旧是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家人

也首先承担了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如果说在家庭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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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转向社区、社会机构等寻求养老服务。 
在经济因素方面，经济水平对生活照料服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其他居家养老服务不具有显

著的影响。老年人经济状况越糟糕，他们越需要生活照料服务。生活照料服务是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的

一种养老服务，是基础性质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生理需求被满足的前提之下，才会有

其它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老年人的经济越困难，他们越需要这种保障类的养老服务满足最基本的需

要，而对于其他方面的养老服务则没有明显的需要。就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来看，有社会保险的农村老

人对五种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有社会保险的老年人有了一定的养老保障，所

以会对老年生活有着更高的期望，希望获得更多的居家养老服务；同时，有社会保险也提高了老年人应

对年老带来的疾病风险的能力，有相应的支付能力，因此他们会有更高的医疗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如

上门医疗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服务等等。 
在身体因素方面，健康状况对五种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

态越不好，他们就越需要相关的养老服务，反之则越不需要。但是行为限制情况只在法律援助服务需求

和关系维护服务需求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因为老年人行为越受到限制，他们的日常活动就

越少，生活的范围可能越局限在家中，因而也就越不需要法律援助服务和关系维护服务。 
社会活动参与情况对生活照料服务、情感慰藉服务、法律援助服务以及关系维护服务都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社会活动参与程度越高的农村老人，他们的活动范围就越广，接触到的人也多，并且参加社

会活动较多的老人，思想也更为开放，生活层次可能也更高一些，因而他们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可能

更多。另外，在情感慰藉服务需求上，社会活动参与程度高的老人也就越希望能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第一，在农村地区，大部分老人与家人同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老人希望与子女同住或

者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但子女最好居住在附近，真正希望入住养老机构进行养老的老人比例较小。因

此，在可以预见到的相当长时期内，绝大多数老人还会以“居家”的形式养老，子女还要承担赡养老人

的义务。 
第二，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且需求增速远大于供给，供需矛盾突出。同时，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化，对医护保健服务的需求最高。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利用率较高，但需求的满足率

低，供给效果不佳，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无法真正获得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完

善。 
第三，在影响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方面，计量结果表明：年龄对医疗保健服务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关系维护服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住人数对五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均具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经济水平只对生活照料服务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社会保险对五项居家养老服务均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对五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为限制对法律援助服

务和关系维护服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活动参与情况除了对医疗健康服务需求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外，对其余居家养老服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6.2. 对策建议 

第一，从“自上而下”、“以服务为中心”的思路向“自下而上”、“以需求为中心”过渡。在开

展相关居家养老服务内容时，应在摸清老年人需求的基础上制定供给计划，做好需求调查和评估，力求

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角度进行服务供给，提高服务利用效率，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和供给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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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好地满足老人的服务需求。同时，突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重点，在既定预算约束下，应根据项

目的重要性与老年人的迫切程度稳步有序地推进居家养老工作，重点优先提供上门护理、医疗保健教育

等服务，有效缩小需求、供给与利用之间的缺口。 
第二，培育居家养老服务多元协同供给主体[11]。首先，政府是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应

当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加大购买力度，在条件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和发展居家养老的

市场化服务。通过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努力调动各方力量，引入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农村老年人长期

照护、心理咨询、法律维权等居家养老服务，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织密农村居家养老服

务协同供给网络。同时，形成以政府为核心的权责分配机制，实现多供给主体间有机联动[12]。政府、市

场和社会组织等通过权力与资源共享建立相互信任的协同关系，充分利用各自资源生产并提供不同类型

的居家养老服务，有效整合各供给主体的功能优势，形成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合力。 
第三，以社区为依托，搭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构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首先，

在社区平台之上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起需求者(社区老人)和供给者(政府、社区人员、社会

组织、志愿者等)之间稳定的联系。同时，建设配套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支撑体系，完善养老设施建设、

资金运作和组织管理，同时将信息化手段运用于社区居家养老体系的全过程控制当中，建立关于社区老

人、养老服务和服务供给三者的信息数据操作平台，实现从服务供给、输送、输出利用以及反馈全过程

的高效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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