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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related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has shown a trend of rapid increase. Especially, as the core and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 
pension service system, Home Pension Service not only mobilizes the resources of all aspects of 
society, but also improves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pension services, and it is also a successful ex-
plo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of pension service supply mod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f home-based care service in CNKI from 2009 to 2019, and uses the bib-
liometric research method of knowledge map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Home Pension Service in China, hoping to provide certain research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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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我国在养老服务领域相关的文献研究数量呈现不断快速递增的趋势，尤其是作为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核心和基础的居家养老服务，不仅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提高了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而

且也是对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创新的成功探索。基于此，文章对CNKI中2009年~2019年的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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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利用知识图谱这一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对我国当前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热点及

研究趋势进行整理，以期能够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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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了总人口高达 11.9%的比重，0~14 岁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口的比例

下降到 16.9%，加速的老龄化成为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1]。而且更为严峻的是，

老年人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因此从短期来看，在“十四五”时期必须要将提高人员数量、改进人口素质、

推进家庭能力建设、强化养老保障等作为各地区重点重视并解决的任务和工作。此外，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愈发严峻的情况，主张在家庭和社区建立“医养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主张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的确，在养

老方式的选择上，老年人更加倾向于选择居住在自己的家庭中，居家在自己所熟悉的社区中，尤其是现

在仍需要对疫情进行防控的阶段，如何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构建一种介于家庭、社会和机构之间的包含

护理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家政服务、应急救援服务等的综合服务网络是非常重要的。 
针对上面所提出的，本研究计划采用可视化分析方法和文献计量法，通过搜集整理 2009~2019 年国

内 CNKI 数据库中收录的 1242 篇居家养老服务研究主题的学术刊物论文，重点分析国内十年居家养老服

务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发展过程、热点话题主题等，并且借助知识网络分析工具 CiteSpace III 软件，

绘制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发展图像和关键词共享网络形象，目的在于可以全面展示国内十年来居家养老

服务研究动态发展过程和脉络，进一步识别和探讨研究热点主题，最后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

未来展望。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为了能够全面获得数据而又使原始数据更加可信，作者研究数据来源选择为中国知网专业数据库，

设置过程具体操作为：在中国知网中选择高级搜索，搜索“居家养老服务”这六个关键字、文献来源选

择“期刊”、文献检索年限设置于“2009~2019”，最后获取有效文献 1242 篇，本研究将这些期刊文献

作为研究和探讨“居家养老服务”进展和现状的样本来源。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之所以没有专门选取

SSCI 核心期刊文献，主要是因为 CSSCI 期刊文献收录的居家养老服务研究论文量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

上难以全面把握研究的整体趋向和发展特点，因此本研究特选取了 CNKI 中的所有期刊文献。 
文献计量分析法是当前进行文献梳理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选择此方法来进行后续的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需要运用到统计学等计量方法，通过把搜集整理好的系列文献和文献计量特征作为论文的

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等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这一研究对象的结构、

特征和规律[2]。本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研究时空分布与高被引文献来进行分析，

对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以及高被引文献内容信息等进行统计汇总，通过关键词的共词分析法对研究趋势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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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以及热点主题来进行分析。共词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在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其目的在于统

计在同一阶段文献中两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在进行聚类整合之后，对共同出现的这些关键词的关系的

亲疏进行分析探讨，最后可以得出关键词所在研究领域中有哪些热点主题、演变路径、演变趋势等。目

前来看，共词分析方法在科学计量学学科中应用较为广泛，通过在软件上绘制出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

演进、前沿等科学知识图谱，使得学者对该领域的状况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和把握，将该领域的研究

状况实现清晰美观的可视化效果[3]。 

3. 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现状概述 

3.1. 载文数量与发展趋势 

根据从知网库中所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用 excel 来进行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发文量的年代分布图的绘

制，图 1 描绘了从 2009 年~2019 年来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及整体变化趋势。从发展阶

段来看，2009 年至 2012 年间，关于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共计 259 篇，期刊的年度发文数量基本上呈现

持续稳定地增长的趋势，十年间总计增长了 200 余篇，从 2012 年开始，研究文献数量出现跳跃式增长，

学界已经有 1000 余篇关于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在 2012~2019 年间，各年度的发文数量在快速增长的曲

线，且后续发文数量仍然呈现上涨趋势，总体数量仍保持较高水平。综上所述，2009~2019 年这十年间

的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年度发文数量以及变化趋势表明，我国学者自进入 21 世纪初便开始逐步关注居家养

老服务的问题，并随着经济发展、老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研究热度也在不断提升。 
 

 
Figure 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Home Pension Service in 
2009-2019 
图 1. 2009~2019 年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期刊数量变化态势 

3.2. 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文献的作者分布 

在分析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文献的作者分布时，运行 CiteSpace，得到了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作者共现

知识图谱，从图 2 以及表 1 中看出李放(8 篇)、胡宏伟(7 篇)、张国平(6 篇)、邢凤梅(6 篇)等人是居家养老

服务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统计出 2009~2019 国内对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发文量前 10 的作者，其中作者李

放的发文量为 8 篇，是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其余作者的发文量基本在 5 篇及其以上，这说明这样

的发文量情况总体偏高。同时大多数作者多为独立研究，该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较少，且皆为两人之间

的小规模合作，研究主体跨机构合作率不高。 

3.3. 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文献机构分布 

通过运行 CiteSpace，构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在图谱中，节点所代表的含义为

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文献机构，节点越大说明机构发文量越多，反之则越少，从图 3 我们可以看出，部

分节点之间存在连线，这说明存在连线的节点及研究机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联系情况[4]。此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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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可以从图谱中可以发现，显示的节点很多，共有 33 个，但节点连线却很少，只有 5 条，这说明对居

家养老服务的研究得到学术团体的广泛关注，但这些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联系不够紧密，主要以独立研

究为主。同时通过该图谱列举出发文量前 10 的研究机构见表 2。其中华北电力大学发文量为 25 篇，为

发文量最高的研究机构，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家机构发文量为 21 篇，这表明现阶段研究居家

养老服务研究比较多的行业主要积聚在高校，而且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Table 1. Top 10 authors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Home Pension Service in 2009-2019 
表 1. 2009~2019 国内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发文量前 10 的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数 序号 作者 发文数 

1 李放 8 6 张歌 6 

2 胡宏伟 7 7 汪凤兰 6 

3 张国平 6 8 张旭升 5 

4 邢凤梅 6 9 侯志阳 5 

5 张小丽 6 10 卢子敏 5 

 

 
Figure 2. Cooperation of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Home 
Pension Service from 2009 to 2019 
图 2. 2009~2019 年居家养老服务领域作者的合作情

况 
 

 
Figure 3. Cooperation of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Home Pension Service from 2009 to 2019 
图 3. 2009~2019 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发文机构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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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op 10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Home Pension Service in 2009-2019 
表 2. 2009~2019 年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发文量前 10 位的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数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数 

1 华北电力大学 26 6 长春工业大学 13 

2 南京农业大学 21 7 复旦大学 12 

3 中国人民大学 21 8 安徽大学 11 

4 武汉大学 18 9 北京大学 11 

5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7 10 浙江工业大学 10 

4. 热点与前沿分析 

4.1. 高被引文献分析 

高被引文献存在的意义在于其能反映出某个研究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与核心，2009 年至 2019 年居家

养老服务研究领域中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 篇研究文献如图 4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献主要集

中在 2010 至 2013 年间，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是发表于在 2013 年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

主要是对居家养老服务内涵进行界定并提出完善对策。从文献发表刊物层级来看，高被引文献均来自国

内的重要核心刊物，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刊等，在国内具有享有较高的影响力

和权威性。在研究内容上，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居家养老服务质量、需求、绩效评价以及政府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等，其中有 3 篇关于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文章，说明在这段时期学界的视野已经慢慢从

单一的养老模式解脱出来，开始逐渐探索一种新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式来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而且从协作视角看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管理创新，也说明了在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中更加注

重多方力量的参与和介入。同时我们通过对被引频次排名第二的一篇文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模型

研究-以上海市为例进行分析，发现这段时期学者也逐渐以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对所提供的居

家养老服务进行科学的评价。此外，这些高被引文献大多剖析了居家养老服务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

意见，这说明学者们迫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同时也体现出理论界对于“如何实施和推进居家养老服务”

这一现实议题的积极回应。 
 

 
Figure 4. Top 10 studi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citations in 2009-2019 
图 4. 2009~2019 年间文献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 篇研究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8172


商存慧 等 
 

 

DOI: 10.12677/ass.2020.98172 1229 社会科学前沿 
 

4.2. 文献关键词分析 

文献的关键字分析是通过文献知识信息标签对文献的整体内容进行提炼和归纳，通过文献关键字的

知识集中分析，更能快速、更深入地了解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整体现状。 

4.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我们需要首先构建关键词知识图谱共现图，将知网数据库中的文献数据导入 CiteSpace 进行文献数据

转化后，选择时间节点为 2009~2019 年，将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其他选项根据研究情况进行适当的

调整，运行 CiteSpace，最后软件会直接生成居家养老服务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 5)。在关键词知识图

谱共现图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圆形节点，一个圆形节点即代表了一个关键词，圆形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

词在整个居家养老研究体系中所出现的频率越高，节点向连线的粗细程度则表示关键词之间共现频率系

数的高低。在综合考虑节点的大小、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及节点密度三个因素的基础上。从图 6 中我们

可以发现，出现了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等一系列的圆形节点，

其中“居家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社区”、“政府购买”“养老需求”等关键词节点不仅处于

图谱的中心位置，而且节点所占的比重较大及节点之间的连线比较密集，这些都说明这些关键词是学界

在研究整个居家养老服务时比较关注的重点且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关联都较为紧密，在后续研究中要注意

关注这些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此外，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出结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领域集中度较

高，现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术研究网络。 
 

 
Figure 5. Sharing knowledge graph with the key 
words of Home Pension Service 
图 5. 居家养老服务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6. Automatic clustering label view 
图 6. 自动聚类标签视图 

4.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聚类建构完成关键词的知识图谱，以不同类型呈现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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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视化分类，研究人员可以有效地整理复杂的数据信息，通过居家养老服务领域的自动聚类标签视图，

最终分析出排名靠前的 5 个聚类，分别为养老服务社会化、居家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等，这些聚类标签表征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4.2.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分析整理得到下表 3，从表中可以发现，2009~2012 年，学界多从老年人的视角对

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与服务体系构建来进行探究，探讨在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如何充分体现以人为

本的理念，如何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2012~2014 年，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热点逐渐向居家养

老服务的供给转变，即如何更好的借助社区和社会的力量来推动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的提高，2015 年至

今，政府购买服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怎么在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中更加明确政府的责任，发挥政府的力

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Table 3. Key word burst intensity sequence 
表 3. 关键词突现强度排序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老人 2009 2.6628 2009 2010 

为老服务 2009 4.1594 2009 2012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2009 3.2018 2009 2011 

社区服务 2009 3.3494 2011 2012 

社会工作 2009 3.2246 2012 2014 

农村 2009 4.31 2014 2015 

服务 2009 2.8466 2015 2016 

政府购买 2009 2.5247 2015 2018 

4.3. 热点主题分析 

在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基础上，运行 CiteSpace，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表 4)。 
 
Tabl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clustering table 
表 4.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 

聚类号 聚类大小 标识词(选取前 4 个) 

1 10 社区居家养老、老龄化、服务、社会工作 

3 6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社会组织、政府购买、养老问题 

2 7 居家养老、城市社区、多元供给主体、服务内容 

0 10 居家养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4 4 养老服务社会化、空巢老人、社会化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 

 
通过文献梳理以及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的分析，将现阶段的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以

下三个方面： 
1、对居家养老内涵与外延研究 
共现标识词为：社区、居家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精确区分了居家养老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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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养老的不同的根基之上，对居家养老的含义才能有所把握。石铮(2018)主要从养老责任主体和服务来源

来对其进行区分，他认为家庭养老的责任主体和服务来源是家庭，不限制居住地点，既可以选择在家居

住，也可以选择在机构居住，但是居家养老它属于家庭和社会两种模式的组合[5]。夏敬(2017)认为居家

养老虽然和家庭养老虽然都涉及到“家”，但是其两者要表达的含义南辕北辙，传统的家庭养老是以家

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责任形式的反哺，老人主要依赖的是其家庭，而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

老的结合，以复杂的社会关系为纽带，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6]。由此可见，居家养老具备很好地弥补家

庭养老不足的条件，在养老资源的选择上更加具有优势。 
国内学者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内涵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类代表观点：第一种观点极力倡导居家养老

服务不等同于社区的养老服务，以生活照料为主的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的一种明显特征。第二类观点居

家养老服务应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结合起来，使老年人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保障下安享晚年。第三个

观点居家养老服务应该包含老年人的全部服务需求。比如丁建定(2013)认为不管何种模式都要保障老年人

生活质量为目的，这不仅指“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质量，还包括老年人在精神慰藉、自我意识与尊严、相

关权益的维护与实现等方面的内容”[7]。丁志宏(2011)认为居家养老服务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老年人居

住在自己家庭中，为其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服务的是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和家庭

等多个组合体[8]。 
2、对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研究 
对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与供给能力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居家养老人才队伍

以及问题和对策研究四个方面。共现标识词为：政府购买、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社区服务、老年

人、养老服务社会化。 
一是供给主体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居家养老服务的供应应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家庭

协作提供已经成为学者的共同认识，在对供应责任主体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养老福利的供应者

者，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对于这一认识学界已达成了共识。比如，陈友华(2012)认为居家养老服务可以

分为福利性和市场性两个基本部分，具备福利性类型的居家养老服务应含纳到政府的基本责任范畴之内，

政府的基本责任中包含对为经济生活条件恶劣的孤寡、独居老人提供一定的居家养老服务，同时，政府

来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财政补助或直接采购服务[9]。周湘莲(2011)认为居家养老服务这一性质的

服务归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社会福利特征，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化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表现，

这需要政府理性地决定自己的角色，在居家养老服务中，要完善政策和法规，加强财政支持，继续科学

的管理，彻底履行责任[10]。王琼(2016)认为根据养老服务产业的倡导，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越

来越市场化，但是目前中国市场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十分滞后，应加速养老服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促进

养老服务的改善[11]。童星(2015)认为社区居家养老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访问服务和社区

日托为主要形式，同时也要引入外部力量，如引入可以提供专业服务的养老机构，从而完善社会化养老

模式，社区发挥平台和链接的作用将家庭和机构可以有机地连接，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落地点只是社区[12]。
周敏(2015)则认为家庭应为老人提供舒适的家庭环境，并根据一定的经济支持和时间反馈老年人的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和效果，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在居家养老服务中所占据的重要性，大家都有了普遍的认

识，如何将其融合在一起是今后研究的中心[13]。刘晓静(2013)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作为视角，强调福利

责任分担，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由政府转变为多元化的方式，在多供给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将政府从

完全的养老承担责任中部分解脱出来，对多样的养老服务资源进行积极整合，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质量，

以便更快地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将多重主体纳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应，加

强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形成良好的养老服务供应的交互网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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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供给方式的研究。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把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方式还是把焦点集中在政府购买

服务上。陈宁(2017)认为政府在社区购买养老服务是中国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的最重要的方式，社会居

家养老服务机构和提供的服务绝大多数资金都来自政府采购，基本上提供免费服务和商品券服务项目

[15]。 
三是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研究。马三津(2013)通过分析目前中国老年服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由

高校层次人才培养、政府、教育部门、老年服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建立科学、系统人才培养体系[16]。
童玉林、楽文敬(2014)通过调研分析发现，具有较高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的养老服务人员为老年人提供服

务，老年人更加认可支持养老服务，此外，也可以使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得以提升[17]。 
四是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黄少宽(2013)认为目前中国的居家养老服务供应存在

以下问题：例如，提供的养老服务资源和政府或社会的资金供应不足，服务内容单一，服务对象的传播

范围相对较小，服务市场整体环境不好，服务网络薄弱，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数量欠缺且专业素质急需提

高，这些都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18]。刘晓红、胡善菊(2015)在老年人的晚年幸福感的角度考虑的

基础上，对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有资金短缺、缺乏严格的规范和监管、

医疗护理服务少、社会支援网络弱等问题[19]。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研究主要体现在下几个方面：第一，服务层面，主

要存在提供的服务区域有限、服务内容单调、服务专业性有待提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源于在居家

养老服务中存在需求和供应失衡的问题；二是资金层次，主要是资金吸收和配置不足、来源复杂、全面

规划、缺乏福利、存在水平低、持续性差的问题，原因在于居家养老服务市场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第

三，是政策层面，问题在于重视程度不足，制定的政策法规不够完善、政策执行力度也不到位等问题存

在，关键在于政府的功能无法有效发挥，第四，系统层面，组织参与度低，老年人参与度低，存在社区

服务功能不能进行充分开发的情况、行业发展没有秩序，源头是在于没有建成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改进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对策建议。王莉莉(2013)通过“服务链”理论在家居养老

服务领域应用的研究，认为养老服务供应者可以提供精细化养老服务，不断地对养老服务市场进行细化，

对养老服务模式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提高养老服务水平，提高行业自律等责任，为促进居家养老服

务的供应，政府应提供资金支持、市场开放、税收减免等有效需求基础，同时机构负责技术、产品、服

务开发、提供和保障[20]。 
3、对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的研究 
共现标识词为：服务、需求、养老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不仅要适应

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充分予以考虑，在供给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上，

国内学者的学术研究大多是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提供上门看病服务、上门做家务服务和康复护理

服务是目前需求排在前三位的居家养老服务，所占的比重分别是 38.1%、12.1%、11.3% [21]。针对老年

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居家养老服务包括四个方面，生活照料、家政服

务、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 

4.4. 研究前沿分析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行 CiteSpace，选择节点类型“keyword”，术语类型设置为“Brust terms”
生成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前沿时区图(图 7)。 

通过图 7 我们可以看到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在 2009 年~2019 年间的发展趋势： 
第一个阶段是在 2009~2011 年，在这三年里有很多的学者涉入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领域，而且此时

的研究焦点主要聚焦在居家养老、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养老保障等，此外也有学者重点研究对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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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建设及功能发挥问题。 
 

 
Figure 7. Time zone map of Home Pension Service 
图 7. 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前沿时区图 

 
第二个阶段是 2011 年到 2015 年，在这四年里我们可以从图中非常直观地看到关键词数量呈明显增

长的趋势，通过整理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问题

探索和创新方面，如政府购买服务及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政府购买服务会向着更加聚焦基

本养老服务的方向发展，根据养老服务对象的特点及实际情况，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将着眼于满足老年人

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合理匹配养老服务资源，政府会面向企业和社会组织进行公开招标，按照公平、

公开、公正的原则，吸引有一定经营资质和经营条件的组织参与，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承接政府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的优秀社会力量，提供包括医疗护理、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精神慰藉等服务在内的基

本养老服务。 
第三个阶段是 2016 年开始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阶段，在这一时期“互联网+”、供给侧改革、智

慧养老等关键词出现，说明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变为注重养老信息平台的建设，注重在居家养

老服务中体现科技的力量。具体来讲，从居家养老服务支撑技术手段来看，这一时期呈现出线上平台、

线下服务和智能产品运用一体化的趋势，居家养老服务仅仅依靠传统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

求，必须要充分依托信息技术，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化数据平台，比如通过信息化数据平台进行

老年人的信息整理汇总、实时公布辖区的膳食服务、生活照料、家政服务、文化娱乐的信息，方便老年

人根据自己的养老需求就近选择适合自己的居家养老服务。 

5. 研究趋势展望 

通过对上述的分析，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对有关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做更深入的探讨。 
(1) 在人口老龄化高速迅猛发展的年代，必须要重视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养老

信息平台，如现在大家逐渐熟悉且呼声比较高的“智慧 + 养老”虚拟养老院模式，老年人不需要出门，

只要打个电话就有工作人员上门帮助解决“医疗、保洁、餐食”等方面的问题，在加强居家养老服务能

力的基础上，更快捷更方便地为居家老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 
(2)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学者对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焦点过于狭隘，主要从社区

内部的建设来剖析问题，较少考虑到影响居家养老服务的外部因素，居家养老能否充分发挥对养老的支

撑功能不只是依靠资金、人才和技术，更需要来自于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因此，为了提供更好地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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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学者们可以把关注点放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制度保障等方面。 
(3)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挖掘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现阶段我国居家养老服务更多的是围绕着老人的需求

展开的，在服务的内容上局限性较大，更深层次的内容涉及不多。因此，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不仅要

加强对现有服务内容的研究，更应努力探索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的创新。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19FKSB05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14YJC710032)、西北工业大学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项目等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经济日报. 国家统计局: 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EB/OL].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
22news_9378467617879565678%22%7D, 2019-08-22. 

[2] 伍若梅, 孔悦凡. 共词分析与共引分析方法比较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10, 31(1): 25-27.  
[3] Chen, C., et al. (2010)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o-Citation Clusters: A Multiple-Perspective Co-Cit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1, 1386-1409. 
[4] 肖明, 陈嘉勇, 李国俊. 基于 Citespace 研究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6): 91-95.  

[5] 石琤. 居家养老概念辨析、热点议题与研究趋势[J]. 社会保障研究, 2018(5): 56-63.  

[6] 夏敬, 张向达. 完善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对症下药” [J]. 人民论坛, 2017(31): 51-53.  

[7] 丁建定. 居家养老服务: 认识误区、理性原则及完善对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 27(2): 20-26.  

[8] 丁志宏, 王莉莉.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5): 83-88.  

[9] 陈友华. 居家养老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J]. 人口学刊, 2012(4): 51-59.  

[10] 周湘莲. 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责任[J]. 学海, 2011(6): 96-100.  

[11] 王琼.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城市老年人口调查数据[J]. 人口研究, 2016, 
40(1): 98-112.  

[12] 童星. 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应对老龄化[J]. 探索与争鸣, 2015(8): 69-72.  

[13] 周敏. 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产业化之路——兼谈政府、市场及家庭的职能定位[J]. 社会保障研究, 2015(1): 
40-44.  

[14] 刘晓静, 徐宏波. 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6(5): 123-127.  

[15] 陈宁. 健康战略下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 瓶颈与破解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 2017, 39(2): 50-54.  

[16] 马三津, 范耕新. 老年服务人才培养问题及对策研究[J]. 人民论坛, 2013(32): 232-233.  

[17] 童玉林, 栾文敬.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基于城乡老年人调查的实证分析[J]. 
宏观质量研究, 2014, 2(2): 94-101.  

[18] 黄少宽. 国外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特点[J]. 城市问题, 2013(8): 83-88.  

[19] 刘晓红, 胡善菊. 从提高老年人幸福感角度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5, 
35(21): 59-63.  

[20] 王莉莉. 基于“服务链”理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供给与利用研究[J]. 人口学刊, 2013, 35(2): 49-59.  

[21] 民政部.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R]. 201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8172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378467617879565678%22%7D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378467617879565678%22%7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Home Pension Service Based on CiteSpace
	Abstract
	Keywords
	基于CiteSpace的居家养老服务可视化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3. 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现状概述
	3.1. 载文数量与发展趋势
	3.2. 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文献的作者分布
	3.3. 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的文献机构分布

	4. 热点与前沿分析
	4.1. 高被引文献分析
	4.2. 文献关键词分析
	4.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4.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4.2.3. 关键词突现分析

	4.3. 热点主题分析
	4.4. 研究前沿分析

	5. 研究趋势展望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