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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养老压力不断增加，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扩张。本文利用DEA模型对山

东省养老服务效率进行评价与分析，发现其存在效率水平较低、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进而提出了调整

资金分配结构、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的对策建议。期望可以为提高养老服

务效率水平、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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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ging process, the pressure of China’s social pension is increasing, and 
the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expanding. This paper uses the DEA model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of low-efficiency level and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adjust the fund allocation structure, build a multi-level elderly care service 
pattern, and improve the standard system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certain 
help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level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mproving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nd actively coping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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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据卫生健康委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056 万人，占人口总量

的 14.2%，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与少子化趋势的发展使得我国

社会养老压力不断增加，养老服务供需呈现失衡状态。提高养老服务效率水平成为解决供需不均，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山东省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2021 年山东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 15.9%，高于我国老龄人口占比，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对其养老服务质量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

养老服务进展状况对我国老龄化研究与养老服务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养老服务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将当前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研究视角：一是养老服务需

求的相关分析[1]。由于人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进而将

影响养老服务的有效性。周建芳(2022)对南京市 988 位居家养老老人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城市老人居家养

老服务的有效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2]。二是养老服务供给的相关分析。王立剑，邸晓东(2022)从养老

服务资源供给乱象背景出发，探究养老服务政策的根本性问题，从养老服务政策组合角度着手提出解决

方案以提高养老服务资源的利用率[3]。三是养老服务模式的相关分析。李凯，董金权(2022)对家庭养老、

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互助养老等主要养老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通过 2W2H 四维度对比模型研究我

国养老服务的现状与困境，进而提出了推进我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建议[4]。 
尽管我国诸多学者对养老服务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其研究大多集中于

养老供给、需求与服务模式等领域，存在养老服务效率研究较少，区域性研究不足，针对性薄弱的问题。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山东省养老服务效率进行实证研究，期望通过对山东省养老服务效率状况

的实证分析，探讨养老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推进山东省养老服务效率水平的提

高。 

2. 研究方法 

2.1. 构建原理 

本文利用 DEA 模型对山东省养老服务效率进行评价与分析。DEA 模型最早由 Charnes，Copper 和

Rhodes 于 1978 年提出，是评价一组同质决策单元效率的数据导向方法[5]。由于 DEA 模型具有可用于评

价多输入与多输出决策单元生产性能、单位不变量、不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等优点，与养老服务的效率

评价有着较强的适配性，故本文选择采用 DEA 模型进行评价与分析。其具体构建思路如下： 
设有 n 个决策单元 DMU，每个决策单元有 m 种输入和 s 种输出，则 DMUj 输出、输入向量分别为

( )T
1 2, , ,j j j mjx x x x=  ， ( )T

1 2, , ,j j j sjy y y y=  ， 1,2, ,j n= 
。 

设
0

DMU j 的输入、输出为 ( )0 0
,j jx y ，记作 ( )0 0,x y ，则其 CCR 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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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2C R
P 的最优解 0 0,w µ 满足 T

0 0 1yµ = ，则称
0

DMU j 为弱 DEA 有效。 
若 ( )2C R

P 的最优解 0 0,w µ 满足 T
0 0 1yµ = ，且 0 00, 0w µ> > ，则称

0
DMU j 为 DEA 有效。 

若 ( )2C R
D 的最优值 0 1θ = ，且每一个最优解 s− ，s+ ， 0θ ， 0 jλ ， 1,2, ,j n= 

都满足 0 0s − = ， 0 0s + = ，

则称
0

DMU j 为 DEA 有效。 
Charnes 和 Cooper 进一步给出 ( )2C R

D 相应的具有非 Archimedes 无穷小量 ε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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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T1,1, ,1 mê E+= ∈ ， ( )T1,1, ,1 se E+= ∈ 。 
若 ( )2C R

Dε 的最优解 0θ ， 0 jλ ， 1,2, ,j n= 
， s− ， s+ 满足 0 1θ = ， 0s− = ， 0s+ = ，则称

0j
DMU 为

DEA 有效[6]。 

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经过相关文献阅读整理，结合数据实际查找情况，本文以山东省级养老服务业发展预拨资金和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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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作为投入指标，以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数量、养老床位数量及年末收养总人数作为

产出指标，如表 1 所示。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21》和山东省财政厅官网。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efficiency in Shandong Province 
表 1. 山东省养老服务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 

投入 省级养老服务业发展预拨资金 
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 

产出 
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数量 

养老床位数量 
年末收养总人数 

2.3. 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DEAP2.1对山东省 15个地区(青岛市除外)进行处理，测算出山东省各地区的养老服务效率，

包括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规模收益四项指标，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Initial efficiency value of DEA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 expenditure in Shandong 
表 2. 山东各地区养老服务效率评估分析 

地区 综合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济南市 0.401 1 0.401 drs 

淄博市 0.453 0.503 0.901 irs 

枣庄市 0.603 0.626 0.963 irs 

东营市 0.899 1 0.899 irs 

烟台市 0.533 1 0.533 drs 

潍坊市 0.418 0.431 0.971 drs 

济宁市 0.805 1 0.805 drs 

泰安市 0.737 0.739 0.997 irs 

威海市 0.801 1 0.801 drs 

日照市 1 1 1 - 

临沂市 0.534 0.57 0.937 drs 

德州市 0.506 0.524 0.967 irs 

聊城市 0.768 0.913 0.841 irs 

滨州市 1 1 1 - 

菏泽市 1 1 1 - 

平均值 0.697 0.820 0.868  

注：irs 为规模报酬递增，drs 为规模报酬递减，-为规模报酬不变。 
 

总体来看，山东省养老服务效率偏低，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由表 2 可知，山东省养老服务综合技

术效率均值仅为 0.697，未能实现 DEA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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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技术效率来看，山东省 15 个地区中，仅有 3 地实现了 DEA 有效，占比 20%。日照市、菏泽

市以及滨州市的综合效率值为 1，视为 DEA 有效，说明这三个地区的养老服务投入产出达到相对最优。

而另外 13 个地区的养老服务综合技术效率均小于 1，被视为 DEA 无效，说明其投入产出比尚未达到相

对最优水平。 
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来看，山东省各地养老服务纯技术效率水平较高，但规模效率较低。在山

东省 15 地中，有 8 个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值为 1，即纯技术效率有效，表明这 8 个地区的投入要素得到了

充分利用，在给定投入组合的情况下，实现了产出最大化。但只有 3 地最终达到了综合技术效率最优，

表明其规模效益存在较大问题。 
从规模报酬来看，在未达到 DEA 有效的 12 个地区中，各有 6 地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和规模收益递减，

说明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现象并存，进而表明了山东省养老服务存在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 

3. 对策建议 

3.1. 增加养老服务财政支出，合理调整养老服务资金分配结构 

山东省作为老年人口大省，现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约 2400 万，老年人口居于全国首位，养老服务压

力不断增加，养老服务需求也在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作为养老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其支出总量与

分配结构对全省养老服务效率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适当增加养老服务财政支出[7]，合理

调整养老服务资金分配结构。首先，通过省市县多级财政补贴，保障养老服务支出总量。其次，完善资

金分配结构。实施老年人口与养老服务设施的追踪调查，根据实际数据及时调整各地区的养老服务业发

展资金支出额度与结构。同时，加强对各地区养老服务业发展资金的监督管理，以实际使用情况为依据

调整次年的资金分配结构。 

3.2. 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提高养老服务综合效率 

推广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格局不仅能满足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还将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推进养老服务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从而实现养老服务效率水平的提高。首先，

可通过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引入激发养老服务活力。由于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以营利性为目的，往往具有

较强的导向性及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可有效推进养老效率水平的提高。其次，给予新型社会养老服务机

构一定的政策支持与资金鼓励，使之成为社会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柱，完善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3. 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提升养老服务综合质量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建设与相关研究大多以养老机构床位数、机构从业人员数为硬指标，而忽视养

老服务质量评价的软标准，从而造成了养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故应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促进养老

服务硬指标与软标准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养老服务供给的综合质量。首先，培育高质量、多样化的养

老服务人才，可通过统一养老服务人员考核体系、开展养老服务人员心理知识培训等措施提升专业技能。

其次，实施养老服务追踪考察机制，及时关注老年人的评价与需求变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养老服务，

在提高老年人服务满意度的同时，有效避免不必要的养老服务资源浪费。 

4. 总结 

本文利用 DEA 模型对山东省养老服务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具体分析，发现山东省养老服务综合效

率水平总体偏低，规模效率问题突出，资源分布不均，进而导致投入产出结构未能达到相对最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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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现象并存。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加大养老服务财政支持、合理调整资金分配结构、

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等对策建议，期望可以为提高养老服务效率，推进养

老服务健康发展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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