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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red pension [1] is a new pension [2] model. Because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shared 
economy [3]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security, it has recent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ed pension model,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workers, uses grounded 
theory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 data obtained from the Crown Community Survey in Yanliang Dis-
trict of Xi'an City. Through three codes, 45 relevant factors in five aspects, namely, the elderly, vo-
lunteer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ies, are obtained. It finds out the predicament of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shared pension work, and the strong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main bodies. Ba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paper gives sug-
gestions on how to better perform their functions and build a good relationship in the shared 
pension model, which will play a substantive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hared 
pension model from the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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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养老[1]是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2]，由于其与共享经济[3]的理念相契合，又是社会保障领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来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了深入研究影响共享养老模式发展的各个因素，本文从

社区工作者角度出发，利用扎根理论对从西安市阎良区皇冠社区调研获取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经过三

次编码得出了老人、志愿者、政府、企业、社区5个方面的45个相关因素。发现了企业、社区在推进共

享养老工作进程中存在的困境，以及各主体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本文从影响因素出发，

针对各主体在共享养老模式中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能和构建良好关系给出建议，这将对从根源上解决共享

养老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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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享单车[4]、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各种共享模式使得“共享”在现阶段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

语，“共享”的范围也被逐步拓宽，花式共享频现。在我国老龄化趋势逐步增强的当下，共享这一新兴

理念也被运用到养老这一传统的行业中，“共享养老”由此应运而生。在 2018 年召开的两会上，政府的

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发展社区、居家和互助式养老，共享养老由于其并

未改变老人的居住大环境、同时调动了社会养老资源的整合优化，有效净化了社区文化环境等优点而显

得更加人性化与常态化，受到人大代表们的支持。在共享经济新时代的浪潮中催生出的共享养老模式必

将推动养老问题的有效解决。 
自共享养老这一理念产生后，各方学者都对此展开了各方面的讨论与研究，其对共享养老的认识主

要是从“互联网+”[5]、“时间银行”[6]、“共享经济”[7]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共享养老要实现共享

就要重视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共享养老就是通过互联网把社区、志愿者、老人、企业各个主体联系起来，

把养老资源进行整合。 
同时针对共享养老模式目前存在的问题[8]，传统观念的影响、财政的扶持力度不够、基础设施不健

全等字眼在相关研究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各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对于产生问题的根源即影

响共享养老模式发展的各个因素，在这些研究中很少出现，仅有少数学者如易婧[9]等人从老人的参与意

愿角度出发，发现感知共享养老服务有效性对共享养老服务的参与意愿与推荐意愿均有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则从社区角度出发，由此牵连出老人、志愿者、政府、企业等各主体，比较全面地分析影响共享养

老模式发展的各因素，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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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享养老”影响因素分析 

(一)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前期已完成调研工作，在调研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访谈资料，由于资料涉及的数量信息较

少，所以本次研究选取定性分析方法——扎根理论[10]来对共享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扎根理论

是建立在大量真实资料基础之上，对资料内容进行分析整理，把访谈者的日常语言通过主轴式编码概念

化，然后通过开放性编码范畴化，最后把不同的概念和观点整合、浓缩构成选择性编码的核心范畴[11]。
这三级编码存在联系，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分析需要不断学习有关共享养老模式的专业

术语和理念，不断比较收集到的资料之间的差异，找到访谈资料与理论之间的契合点，及资料与资料之

间的相关性。 
(二)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在陕西省阎良区皇冠社区进行，我们对社区老人发放了问卷并对皇冠社区的工作人员 7 人

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社区主任的介绍，我们对与皇冠社区合作的家政公司经理也进行了访谈。为了增

加访谈的准确性和内容的丰富性，我们又走访了与该家政公司合作过的蓝天社区的工作者 8 人。在这些

访谈对象中年龄为 25~35 岁 7 人，36~45 岁 9 人；女性 11 人，男性 5 人。受访者多为阎良区本地人，高

中以上学历为主，工作经验 5 年以上为主，其中主要领导者 3 人。这些受访者拥有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

全部参与过养老活动，从事过相关的工作，在访谈过程中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很高，回答问题时都是以自

身经历的事情举例，因此对他们进行访谈获取的资料是真实可靠的。我们的成员分别对社区工作者进行

30~40 分钟的访谈，在争取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录音。我们对录音文件进行整理后，将家政公司

经理的访谈资料和随机抽取了 22 份社区工作者样本用于扎根理论分析，将其他样本用于饱和度检验。 
(三) 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 
首先，我们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开放式编码[11]，逐行逐句分析了原始资料中的语言，思考相关的短语、

句子力图用精准的词句对相应的事件和行动进行概念化，最终获得了 45 个概念。随后我们对概念类属进

行主轴式编码，也就是第二级编码。对一级编码中的概念进行分析，寻找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将具有

联系的概念写在一起，推敲其间的因果关系、语义关系、结构关系、情景关系等，分析主范畴，思考合

适的词句将概念范畴化，以获得概念与范畴之间的联系[7]。最终 17 个主范畴。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

如表 1 所示： 
 

Table 1. Open coding and spindle coding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ole in shared pension model 
表 1. 共享养老模式中社区作用影响因素的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概念化)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资料整理(定义现象) 
老人家庭情况 家庭成员构成 都是孤寡老人；子女常年不回家；孤单 

身体状况 老人看起来健康得很；不需要志愿者的帮助 

收入水平 退休工资；国家补贴，子女也会定期给他们汇钱。 

老人体验感知 服务范围 共享养老对象只是针对孤寡、空巢和行动不便的老人； 
还没有向全部 65 岁以上的老人开放 

服务内容 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局限于做饭、打扫等 

服务质量 家政公司的志愿者参差不齐，自觉 VS 敷衍 

评价反馈 不值得；浪费钱 

老人思想观念 接受程度 老人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不愿意接受帮助 

警惕性 城镇的老人防备心是很重的；不愿意让志愿者进门 

信任度 愿意信任社区；企业要通过社区在中间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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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家政公司管理机制 互联网技术 引进了互联网技术；已经有专门的 APP 平台来管理志愿者 

员工培训 每个月都会开展培训；知识技能培训；现在比较注重护理 

家政公司监督机制 公司理念 把剩余劳动力、志愿者集合在一起，给失能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后台监管 志愿者登记，后台派单，志愿者接单，在老人家扫描开始服务， 
期间上传活动照片到微信群，结束再扫描 

用户反馈 定期回访；他们大多数都觉得满意 

员工筛选 大多是附近的农村妇女；家庭也有老人；对她们进行培训 

家政公司领导机制 管理沟通 助手员工支持和理解；帮助宣传；组织志愿活动 

员工认同感 热爱家乡；奉献力量 

社区工作安排 持续性 任务繁多；被搁置 

普及度 老人根本就不懂；很难开展共享的工作 

专业化 需要有专门的人马；专门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社区工作者报酬 工资水平 基层留不住人；工资低；家庭负担重 

居民认可度 信任；朝夕相处；支持；积极性很高 

自我实现需要 可以帮助别人，心里也是很开心的；得到信任，心里很暖 

社区工作者构成 工作者年龄 年纪大一点的没有精力；年轻一点的愿意去尝试，去学习 

工作者数量 多派点人手；手里都有很多工作；没有人专门负责 

工作者质量 考试拿证上岗的；党员 

相关支持 土地资源 城里的地寸土寸金；没地方；农村有地没钱 

政策认可 需要政府出台一个政策，承认时间银行的存在 

专项经费 有专项经费，没去领；没人干这事 

组织机构 专业组织 需要正规的第三方组织来负责；社区就负责辅助和监督 

监督机构 政府也可以成立一个机构，来监督企业的行为 

志愿者工作报酬 精神报酬 居民志愿者；能帮助邻里乡亲的，心里很满足 

物质报酬 和家政公司合作，派专门的志愿者，每人每次 25 块钱 

志愿者队伍构成 志愿者结构 大多数还是家政公司的工作者；少数的居民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这一块还没有 

志愿者数量 希望大学生志愿者和居民志愿者的数量能增加 

志愿者服务质量 专业技能 基本服务，做饭打扫，陪老人聊天；但医疗明显不行 

自我效能 他们觉得自己能为老人做点什么，并且能做得很好 

老人对其他主体 
信任关系 

不信任企业 防备心比较重；不信任；不愿意给陌生人开门 

对志愿者评价差异化 有些志愿者扫个地过五分钟就走了，或者就待着玩手机；有些志愿者就很亲切，

会和他们聊天 

信任社区 我们要提前跟老人交涉，那老人才愿意让志愿者进门 

志愿者与其他主体 
信任关系 

信任社区 我们的居民志愿者愿意把时间存在社区，社区永远都在，但是企业是可能会倒闭 

不信任企业 

企业与社区信任关系 不信任企业 志愿者质量参差不齐的；没办法监管不如自己组织志愿者 

不信任社区 社区拖欠工人的工资；拿钱不办事；建好场地又被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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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选择性编码 
本阶段对二级编码中得到的 17 个主范畴进行选择性编码，进一步挖掘核心范畴。核心范畴应比其他

的类属要更加集中，并且要与其他类属存在意义关联。通过对主范畴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老人家庭

情况、老人体验感知、老人思想观念这三个概念都是共享养老模式中服务对象方面的因素；志愿者报酬、

志愿者队伍构成、志愿者质量属于志愿者方面的因素；社区工作安排、社区工作者报酬、社区工作者构

成属于社区工作者方面的因素；家政公司管理机制、家政公司监督机制、家政公司领导机制属于企业方

面的因素；相关支持、组织机构属于政府方面的因素；并且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也是一个影响

因素。由此我们根据不同的主体对主范畴进行归纳总结，确定了 6 个核心范畴即服务对象端、志愿者端、

社区工作者端、企业端、政府端、各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关系。对这六个核心范畴进行逐层分析可以比较

全面的找到在共享养老模式中影响社区发挥作用的因素有哪些，得出结论，并对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反

思，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选择性编码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elective coding and core categori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ole in shared pension model 
表 2. 共享养老模式中社区作用影响因素的选择性编码和核心范畴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关系内涵 

服务对象端 老人家庭情况 老人的家庭情况决定了其是否需要志愿者帮助 

老人体验感知 老人评价反馈是社区、企业开展工作应重视的重要信息 

老人思想观念 老人对陌生人的警惕性、对新理念的可接受度、对社区的信任度影响了共享养老

工作开展的难度 

志愿者端 工作报酬 志愿者能否得到响应的物质报酬和精神报酬决定了她们是否愿意提供志愿服务 

队伍构成 志愿者的数量和构成是共享养老的服务源泉，缺少大学生志愿者是一个重要问题 

服务质量 志愿者的服务质量，从而影响老人的评价反馈，影响共享养老模式在老人中的 
认同感 

社区工作者端 工作安排 社区能否持续开展工作，是否具有专业的人员开展专门的工作，都将影响社区能

否能发挥出作用 

工作者报酬 社区工作者的报酬影响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 

工作者构成 社区工作者的数量、质量、年龄影响其工作的效率 

企业端 志愿者培训 家政公司引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员工培训等措施加强了共享养老模式中对志愿者

的监管 

志愿者监督 家政公司监督的有效性对志愿者服务质量造成直接影响 

志愿者沟通 家政公司领导者的理念能否下达到员工会影响公司的整体工作效率 

政府端 政策资金支持 政府给社区提供专项资金、土地资源、和政策支持是共享养老模式中社区、企业

开展工作的保障 

专门的监管部门 专门的组织和监督机构是共享养老模式中重要的一环，也是缺少的一环 

主体之间 
相互信任关系 

老人对其他主体 
信任关系 

老人对社区的信任和对企业的不信任，说明共享养老的推广需要发挥社区在中间

搭桥的作用 

志愿者与其他主体 
信任关系 

志愿者对社区的信任和企业的不信任，说明共享养老中社区能发挥时间银行的 
作用 

企业与社区信任关系 企业与社区之间相互不信任，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五) 理论饱和度 
为了确保研究范畴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我们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检验，将事先预留的 10 份访谈资料按

照相同的流程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的编码，最终得到的主范畴和核心范畴都能与我们之前的范畴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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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表 3： 
 

Table 3. Data saturation tes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ole in shared pension model 
表 3. 共享养老模式中社区作用影响因素的数据饱和度检验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开发式范畴 资料整理 

服务对象端 家庭情况 收入水平 老人不怎么花钱，手头比较宽裕 

身体状况 爱锻炼；聊天下棋；身体硬朗 

体验感知 服务质量 有好有坏；无法保证能否得到真正帮助；没有实质性作用 

服务内容 除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外需要陪伴；找人聊天 

思想观念 警惕性 没有安全感，不容易相信别人，害怕受骗 

志愿者端 队伍构成 志愿者结构 考虑与各大学合作，非常愿意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志愿者数量 阎良区大学比较少，距离这里也比较远 

工作报酬 物质报酬 按小时计算；偷懒的人和勤快的人同酬 

服务质量 专业技能 简单的培训；与医科大学合作 

自我效能 服务精神；自觉；尽力 

企业端 志愿者管理机制 互联网技术 引进大数据；追赶时代的潮流 

员工培训 定期听讲座；分享到微信；专门的微信群；共同学习 

志愿者监督机制 用户反馈 近的家纺，远的电话回访；进行录音达到宣传目的；与志愿者有深厚

感情 

员工筛选 本地人；对老人有爱心；会做 13 项基本服务 

志愿者领导机制 管理沟通 公司规模不大；可直接沟通；微信群沟通 

社区工作者端 工作安排 持续性 每个星期都在开会，每个会议上都有不同的任务，很难把一项任务坚

持到底 

专业化 我们就这一波人，什么都在干，每天都很忙 

工作报酬 居民认可度 社区认同的东西，居民一般会支持；需要社区把关 

工资水平 没有人愿意留在基层；工资低；想各种方法离开 

工作队伍构成 社区工作者数量 本来标配是 14 人，这儿就 6、7 个人；每人负责几栋楼，手里都有很

多工作 

政府端 相关支持 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少；分配楼层高，地方偏，老人不愿去 

政策认可 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志愿者相信我们 

专项经费 我要是有政府的资金支持一定扎扎实实的把这块搞好了，他们就一直

等着政府的文件，停留在原地。 

组织机构 专业组织 政府需要重视，成立专门的机构，分配人员 

各主体 
相互关系 

老人与其他主体关系 老人对志愿者 
评价差异化 

有的志愿者很用心，相处比较愉快；有的志愿者敷衍一下，到老人家

里玩手机 

老人信任社区 有社区工作者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企业与社区关系 社区不信任企业 家政公司志愿者质量参差不齐，不如居民志愿者 

企业不信任社区 与社区存在矛盾；社区给的服务对象名单没有经过审核，导致志愿者

频频碰壁 

 
没有发现新的范畴和关联关系，因此我们停止了采样，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理论是完整的、全面的。

最后我们为了增强理论的可视性，根据主范畴和核心范畴的内容，做出了共享养老模式中社区作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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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扎根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Grounded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ole in shared pension 
model 
图 1. 共享养老模式中社区作用影响因素的扎根理论模型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扎根理论，从共享养老模式中社区作用影响因素[12]的多个方面进行实地研究分

析，得出如下结论：1) 当前影响社区作用的主要因素端口是服务对象端、志愿者端、社区工作者端、企

业端、政府者端以及各主体间的信任关系。2) 由于共享养老是在“互联网+”新时期下出现的一种创新

性的养老服务模式，人们对它的了解需要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13]，且大多数老年人对新技术手段的接受

和掌握程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减弱了老人对共享养老的感知度与信任度，加大了社区发挥作用的

难度。3) 志愿者的数量和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从而影响了社区对老人具体信息情况的采集，减缓了共

享养老的推进。4) 社区服务人员对共享养老了解程度不足，人员相对缺乏[14]，组织构成不尽合理，这

是影响社区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5) 家政公司的服务理念以及后期保障的时效性不足，技术手段是否紧

跟时代，这都影响了其与社区的合作是否高效。6) 由于共享养老的新兴性，政府对其支持力度不足，相

关法律法规的模糊甚至缺失，这使得共享养老缺乏法律保障和约束，社区工作者在遇到问题时难以有效

解决。7) 服务对象端、志愿者端、社区工作者端、企业端以及政府端的相互不信任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尤其企业与社区间的不信任极大的影响了社区作用的有效发挥。 
(二) 政策建议 
在对来自西安阎良的 12 位社区工作者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采用严格的扎根理论定性研究方法，对共

享养老中社区作用影响因素进行了编码分析，建构了共享养老中社区作用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为如何

更好的推动共享养老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依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通过公益宣传片、报纸杂志公益广告刊登等多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积极推广共享养老的

概念，使得更多老年人及其子女了解、认识到共享养老，加快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时选择老人最容

易接受和接触到的学习形式，让老人在一定程度上更好更快地学习新兴技术[15]，从而提高对共享养老的

接受度和参与度，减小社区开展共享养老工作的难度； 
2) 加大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质量，切实解决养老队伍建设问题，可在大

学开设社会工作、医疗护理、老年人心理学等选修课程，为养老专业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积极开展下

社区走访老人的公益活动[16]，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实践能力，可适当发放补贴或与学分相挂钩，激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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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的积极性； 
3) 在信息大爆炸的新时期，社区工作者应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主动地学习共享养老的相关知识，加

强自身对共享养老的了解；同时在社区设立专门的部门，安排专门的人员开展共享养老的相关工作，有

效做到“专人办专事”，更好地发挥社区在共享养老中应有的作用； 
4) 家政公司等相关的养老服务企业应制定符合自身的公司理念，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与心理培训，

真正做到服务为老人；紧跟时代发展，积极采用新型的技术手段，有效地对本企业的员工以及服务后台

进行监管[17]，提高管理效率与服务水平，减轻社区工作者对企业员工进社区的监管负担，提高社区与企

业的合作意愿度与信任度； 
5) 构建以政府为中枢的多元化共享养老服务体系，政府一方面要加大资金投入，将共享养老的资金

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形成专款专用，其次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联营、参股等

多种形式参与共享养老服务中来[15]；同时建立健全共享养老服务的法律政策体系[18]，出台相关的政策、

法规，为共享养老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6) 建立透明化、网络化的信息交流平台，将志愿者资源库、老年人需求库、养老事务信息库三者结

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服务信息体系，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与流动性，有效解决志愿者、社区与企业间

的信任问题，使共享养老真正实现“共享”。 
(三) 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在样本选取方面，本文选取了家政公司经理的访谈资料和随机抽取了 12

份社区工作者样本用于扎根理论分析，将其他样本用于饱和度检验，其个人的经历尚不能代表目前我国

其他地区的社区与养老企业工作者，存在一定的缺陷性，故在今后的调查研究中我们会增加访问样本的

多元化与多样性，尽可能走访更多不同地区、不同生活环境的社区工作者，从而丰富调查数据，提高本

文理论模型的效用性，使结论建议更具有推广性与应用性；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大量的文本资料存在，

扎根理论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因此在后期的调查分析中，我们将更多的采集、处理调研数据，运

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深度拓展研究，从而进一步分析共享养老的影响因素；在明确共享养老的主要影响

因素后，各个因素对共享养老的影响程度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关于这方面还未有相关理论出现，

故此研究方向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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