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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和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空巢老人在老年人群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空巢老

人由于缺少交流陪伴，对于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应对，更容易产生焦虑、自卑、多疑、

孤独、失落、敏感等心理问题。居家养老作为最基础的养老方式，是大多数老人的选择。本研究以南京

市社区居家养老老年人为例，试图在了解社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发展现状的基

础上，探索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为提升社区老年人养老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心理健

康服务水平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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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ging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the empty-nest 
elderly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re in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Due to the lack of communica-
tion and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se fo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s, the 
empty nest elderly are more prone to anxiety, inferiority, paranoia, loneliness, loss, sensitivity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s the most basic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at home, it is the 
choic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aged. Taking the elderly living at home in the Nanjing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eeds of empty nest elderl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ing factor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empty 
nest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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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问题提出 

近日，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该报告

预测，到 2022 年左右，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14%，实现由老龄化社会向老龄社会

的转变；到 2050 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峰值，65 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数的 27.9%。老龄化已经成

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我国老龄化趋势中又呈现出空巢化的特征，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当前老

年人中空巢家庭比例 > 30%，城市空巢家庭比例 > 40%，预计到 2030 年，空巢老人的家庭比例将增至

90% (魏建群，程瑛，罗菊英，2015)。同时，生理因素(躯体健康、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婚姻状况

和经济状况以及家庭结构均会影响空巢老人心理健康，使其容易产生抑郁、孤独感、生活满意度低、焦

虑情绪等心理问题，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轻生倾向，影响了空巢老人养老生活的质量(王颖，徐在福，于晓

宇，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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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是我国发展社

区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研究空巢老人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对于

完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体系、推进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水平进而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1.2.1. 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南京市秦淮区及江宁区的 6 个社区，随机选取 60 岁以上的老人 132 位，其

中空巢老人 34 例，非空巢老人 98 例。其中，空巢老人纳入标准为：年龄在 60 岁以上；无子女或有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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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与子女同住，且子女探望频率低于每周 1 次(陶巍巍等，2019)；居住于社区进行居家养老；能够独自

阅读或在调查者的协助下完成调查问卷者；排除标准：① 有意识障碍者；② 有精神疾病或严重沟通障

碍者；③ 患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穆丹，2018)。 

1.2.2.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调查所采用问卷为研究者自己设计，共 37 个问题，问卷内容分为个人基本信息、心理

健康状况评估、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心理健康服务意愿四个方面。研究者进入社区向老人发放问卷，原

则上由老人自主完成问卷，若老人有疑问或不识字，由研究者进行适当解释，但不可透露个人倾向性影

响问卷调查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40份，有效问卷 132份，有效率 94.2%。其中空巢老人占比 25.8%，

非空巢老人占比 74.2%。 
对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者采用 SPSS24.0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了描述统计分析、卡方检验、秩和检

验、斯皮尔曼相关分析法。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进行比较时，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性

分析采用斯皮尔曼相关分析方法。 

2. 社区居家养老心理健康服务政策及需求供给现状 

2.1. 样本基本信息 

空巢老人和非空巢老人基本信息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empty-nest elderly and non-empty-nest elderly 
表 1. 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类别 n 空巢 非空巢 皮尔逊卡方 P 值 

性别 
男 73 20 53 

0.230 0.632 
女 59 14 45 

年龄 

60~65 43 13 30 

4.402 0.354 

66~70 21 8 13 

71~75 20 5 15 

76~80 20 4 16 

80 岁以上 28 4 24 

文化程度 

不识字或很少 50 17 33 

4.824 0.438 

小学 30 5 25 

初中 35 7 28 

中专或高中 15 5 10 

大专 2 0 2 

居住状况 

一人独居 2 0 2 

1.833 0.608 
与老伴两人居住 20 6 14 

与子女居住 20 2 18 

与保姆、亲戚居住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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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退休前从事职业 

种植业、养殖业从业者 70 18 52 

3.534 0.618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14 6 8 

企业职工 30 5 25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0 3 7 

专业技术人员 4 1 3 

其它 4 1 3 

月收入 

0~2000 元 90 27 63 

3.384 0.336 
2000~4000 元 30 4 26 

4000~6000 元 7 2 5 

6000 元以上 5 1 4 

身体健康状况 

很好，体格健朗 37 11 26 

1.194 0.879 

较好 34 9 25 

一般，偶尔生病 32 8 24 

较差，患有长期慢性病 27 6 21 

很差，难以自理 2 0 2 

2.2. 居家养老模式下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供给现状 

2.2.1. 社区居家养老心理健康服务供给状况调查 
目前可实施的对于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服务可分为以预防为目的的辅助性服务和以治疗为目的的专

业性服务两大类。基于此，对南京市社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服务供给情况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心

理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心理健康活动、聊天解闷服务、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健康档案以及娱乐活动。 
调查发现，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以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娱乐活动、心理健康活动为主。心理健

康知识宣传教育是众多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服务中覆盖率最高的一项，为 59.1%，但是其中只有 22.7%的服

务供给主体是社区；心理健康活动和娱乐活动的覆盖率分别为 22.7%和 36.4%，均处于较低水平；而聊天

解闷服务、心理健康档案、心理咨询的覆盖率均不足 10%。 
社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服务存在覆盖率较低、服务质量较差、服务内容单一的特征，难以满足空巢

老人的多样化需求。 

2.2.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心理健康服务 
本次调查走访了南京市玄武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了解到其为社区老人提供的乐龄服务及价格

如表 2 所示。 
调研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以辅助性、预防性的为主，对

于专业性的心理健康服务，例如心理健康档案、心理咨询服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虽然设立了心理咨询室，但是由于老人对于心理咨询的了解程度和需求较少，心理咨询室长期处于闲置

状态，没有配备专业的服务人员，无法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 
根据 2016 年 9 约 18 日起正式实施的《江苏省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实

现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基本实现全覆盖，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400 个，社区老年人助餐点

6000 个。根据 2019 年 1 月 3 日南京市民政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南京市已建成 509 个 AAA 以上等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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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12 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护理中心。但是，目前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仍然不能很好满足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的需求。例如南京市老龄化最严重秦淮区共 12 个街道，112 个社

区，而截至 2019 年 1 月 3 日，共建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47 个，覆盖率仍然不足 50%。 
 

Table 2. Items and prices of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for the aged 
表 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部分项目及价格 

乐龄文化服务 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接受服务 

乐龄文化讲座 免费 

心灵茶吧 免费 

法律咨询 免费 

生日关怀 免费 

棋牌娱乐 免费 

节日关怀 免费 

老年大学 详见招生需知 

旅游 根据路线收取 

资料来源：参观南京市玄武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获取。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未来养老服务的一个重要供给主体，其服务水平逐年提升，服务内容也

不断丰富。但是由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仍处于发展阶段，所辐射的老人范围尚不足，许多社

区空巢老人仍然难以就近享受到符合需求的心理健康服务。且由于空巢老人对于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的

需求市场较为分散，服务成本较高，供需匹配难度较大，大多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以生活照

料和医疗护理为主，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员。 

3. 社区居家养老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3.1. 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比较 

“是否为空巢老人”为分类变量，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对于各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为等级变量，运

用秩和检验比较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结果显示：空巢老人生活压力、孤独感较非空巢老人更强，心理健康状况、与子女关系较非空巢老

人更差，但是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在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上并无显著差异(P > 0.05)。
另外，空巢老人对于各种心理健康服务的偏好不同，在众多心理健康服务中，空巢老人对娱乐活动、心

理健康活动等辅助性、预防性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较大，而对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档案等专业性、治

疗性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小；而在辅助性的心理健康服务中，空巢老人对于娱乐活动的需求最

大，在专业性心理健康服务中，空巢老人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最大。 

3.2. 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3.2.1. 数据分析 
相关性分析： 
以空巢老人对于心理健康活动的需求为例研究对于辅助性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以空巢老

人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为例研究对于专业性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等级变量与等级变

量之间的关系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表 3、表 4 分别研究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可能

影响因素。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7205


李艳 

 

 

DOI: 10.12677/ap.2021.117205 1844 心理学进展 
 

Table 3.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1 
表 3. 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 1 

 年龄 文化程度 您目前月收

入 
您目前月支

出 
您的身体健

康状况如何 
您与子女关

系如何 

您对自己经

济状况满意

度 

您认为自己

心理健康状

况如何 

年龄 1        

文化程度 0.086 1.000       

您目前月收入 0.344 0.329 1.000      

您目前月支出 0.385 0.189 0.348 1.000     

您的身体健康状况

如何 
0.266 0.000 0.248 0.565** 1.000    

您与子女关系如何 0.110 −0.304 0.276 0.121 0.337 1.000   

您对自己经济状况

满意度 
−0.295 −0.299 0.052 0.308 0.206 0.321 1.000  

您认为自己心理健

康状况如何 
0.018 −0.353 0.173 0.352 0.489* 0.723** 0.585** 1.000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Table 4.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2 
表 4. 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 2 

 
您是否愿意参加

更多社区举办的

心理健康活动 

您大约多久参

加一次老年活

动中心的活动 

您觉得参加这

些娱乐活动对

您的心理健康

有益吗 

您希望社区给

自己进行专业

心理咨询吗 
您感觉孤独吗 您感觉生活压

力大吗 

您认为自己

心理健康状

况如何 

您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社区举

办的心理健康活动 
1       

您大约多久参加一次老年活

动中心的活动 
0.312 1      

您觉得参加这些娱乐活动对

您的心理健康有益吗 
0.766** 0.321 1     

您希望社区给自己进行专业

心理咨询吗 
0.620** 0.188 0.635** 1    

您感觉孤独吗 0.092 −0.130 0.013 0.258 1   

您感觉生活压力大吗 0.245 −0.018 −0.075 0.199 0.338 1  

您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状况 
如何 

0.034 0.181 0.195 −0.010 −0.761** −0.425* 1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进行假设检验： 
“性别”为分类变量，“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包括心理健康活动和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健

康状况”均为等级变量，因此对数据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说明： 
• 男性和女性对于娱乐活动的态度有显著差异(Z = −2.400, P = 0.016)。 
• 男性和女性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具有显著差异(Z = −2.026, P = 0.043)。 
• 男性和女性在对心理健康活动的需求、心理健康状况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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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对于心理健康档案、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为分类变量，“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包括

心理健康活动和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健康状况”为等级变量，因此对数据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检

验。检验结果说明： 
• 对于心理健康档案的态度不同的空巢老人在心理健康活动需求方面具有显著差异(Z = 7.955, P = 

0.019)。 
• 对于心理健康服务态度不同的老人在心理健康活动的需求方面具有显著差异(Z = 9.645, P = 0.008)。 
• 对于心理健康服务态度不同的老人在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方面具有显著差异(Z = 10.269, P = 0.006)。 

3.2.2. 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及秩和检验结果发现，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有身体健康状况、

经济状况满意度、与子女关系、孤独感以及生活压力(P <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经济状况满意度越高、与子女关系越好、孤独感及生活压力越低的老人，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3.2.3. 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以及秩和检验的结果，空巢老人对于心理健康活动的需求的影响因素有对

娱乐活动的态度、对于心理健康档案的态度和对老人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P < 0.05)，通过进一步分析发

现，对娱乐活动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持积极态度、对于心理健康档案和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性持肯

定态度的老人，其对于心理健康活动的需求更大。 
空巢老人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对于娱乐活动的态度、对老人心理健康服务

的态度(P < 0.05)，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比男性更大，且对娱乐活动对心

理健康的影响持积极态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的老人，对于心理健康活动的需

求更大。 
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存在易怒、多疑、失落、敏感等情绪的空巢老人对于心理健康的认识不足

甚至存在偏见，否定心理健康服务的积极作用，拒绝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活动，封闭自己。 
这说明空巢老人中存在着一类“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但是不愿意寻求科学的、专

业的心理健康服务的帮助，他们产生的焦虑、自卑、多疑等情绪一般情况下依靠自己进行疏导，对于

心理健康的概念抵触、害怕，认为“心理健康问题”和“精神病”等同，因此害怕正视自己的心理健

康问题，害怕因此受到身边人的歧视和孤立，不愿意表达自己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导致心理问题

逐步加重。这类人群虽然不愿意表达出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但是更加迫切的需要专业心理健康

服务的介入。 

4. 建议及对策 

4.1. 加快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提高其服务专业化 

居家养老是养老体系的基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为居家养老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重要主体。

社区长久以来对于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视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服务人员对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

题进行及时的疏导应对，且一些社区文娱设施老旧破损，缺乏组织老年活动的条件。而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作为居家养老体系中一股新的力量，凭借其场地、人员、资金上的优势，不仅可以为有需求的空

巢老人提供特色的心理健康服务，也可以凭借其完善的健身、娱乐设施吸引社区老年人，增强老年人参

与文娱活动的积极性，进而刺激空巢老人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要加快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的建设，采取场地支持、财政补贴的方法鼓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通过等级评定促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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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中心服务质量的提高，努力实现 3A 级以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老年文化、娱乐、健身

等文体服务覆盖率 100%。 

4.2. 社区充分发挥中介作用，建立心理健康大数据系统 

社区是否发挥其在居家养老中的基本职能对于老年人养老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但是目前许多社区仍

然不具备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的基础，社区掌握的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信息不足。因此，社区应首

先做好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活动，帮助老人树立科学的心理健康观念，提高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

另外，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支持下，为老人提供休闲娱乐、体育锻炼等服务，建立一个有利于老

年人保持心理健康的外部条件。同时，社区应积极引入政府及社会的力量，发挥其在老人与政府和社会

组织之间的中介作用，帮助建立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大数据系统。精准识别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水平是确

定其服务需求并提供针对性服务的前提，建立空巢老人心理健康大数据对于预防、改善空巢老人心理健

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4.3. 重视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 

第一类自身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但抵触心理健康服务的特殊群体，一方面要加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另一方面要依靠心理健康大数据主动对其进行识别，及时进行干预治疗；另一种特殊群体是重点空巢独

居老人(80 周岁以上的空巢独居老人；60~79 周岁之间低保家庭中失能半失能的空巢独居老人)，这些老

人不仅对生活照料、健康护理等服务的需求较大，且由于长期缺乏陪伴，加上身体机能退化，更容易产

生孤独、价值感低等情绪，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社区和政府要给予特别关注。南京市民政局 2018
年出台措施，要求落实社区工作者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高龄、空巢独居老人每周至少上门或

电话联系 2 次，且重点独居空巢老人精神关爱服务签约的覆盖率达 90%。对于重点空巢独居老人，应做

到身体健康护理和精神关爱服务并重。 

4.4. 加快时间银行建设，推进互助式养老模式发展 

时间银行是指志愿者将自己从事公益服务的时间进行存储，待自己需要时换取他人服务的一种互助

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具备有效缓解养老压力、有针对性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以及变革传统的养老观念等

优势。虽然近年来时间银行模式在我国得到重视并在部分地区推行，但仍面临“公众参与度低、服务队

伍建设不力、计量标准不统一跨区兑换受限、政策法规缺失”等问题(陈功，王笑寒，2020)，需要政府宏

观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加紧时间银行模式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4.5. 加强家庭关爱和社会参与 

家庭关爱对于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的促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街道社区应督促子女经常回家看望

空巢老人，维持与老人的良好家庭关系，子女不仅要做到精神上关爱老人，也要做到经济上赡养老人，

提升空巢老人对于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另外，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服务要坚持有偿

服务和志愿服务相结合，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要积极联系社会志愿组织和养老组织，提升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养老服务行业的意识。同时，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引入到社区居家养老实践中，让老年人能够

发挥其特长、施展其兴趣，这对于提升老年人自我价值感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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