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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湖北省十堰市社区居家老年人对“网约护理服务”的需求现状及影响。方法：对189名十堰

市60岁以上社区居民采用“互联网 + 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使用意愿调查表进行调查。结果：

十堰市社区老年人“互联网 + 网约护理服务”使用意愿总分为(97.09 ± 20.36)分。社区居家老年人的

网约护理服务使用意愿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P < 0.01)；其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患慢性

病是社区老年人“互联网 + 网约护理服务”使用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 < 0.01)。结论：社区居家老

年人对“互联网 + 网约护理服务”使用意愿呈中等偏上水平，根据问卷分析和老年人口医疗支出比列

分析，尤其应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慢性病老年人群的使用意愿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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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residents Internet service in Hubei City, Shiyan Province, to in-
vestigate the needs and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care service for elderly people. 
Methods: 200 residents aged 60 and over in Shiyan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made community 
residents’ questionnaire on willingness to use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care service. Results: The 
community service of the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home care network was effective. The total 
gender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level, the medical insurance level, the chronic diseases, the medi-
cal expenses on chronic diseases, and the Internet users’ willingness to use the Internet plus 
nursing servic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P < 0.01). Among them, age, education level, 
chronic diseases, and Internet + community care were 102.881. Whether or not is the main in-
fluencing factor of use intention (all P < 0.01). Conclusion: The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for elderly residents in Shiyan has a higher level of willingness to use.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analysis and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willingness and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 and low in-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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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如何使老年人得到适当照顾和提高生活质量

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和挑战。2019 年 1 月，国务院出台《“互联网 + 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

多省开展“网约护理”工作，为长期居家、活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慢病管理、康复护理、专项护理、健

康教育等方面的护理服务[1]。“互联网 + 护理服务”是依托互联网技术，使在医疗机构注册的护理人

员，通过医疗机构特设的手机 APP、小程序或网络平台等途径，在收到用户线上申请后，提供线下护理

服务。2020 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比 18.7%，65 岁及以

上人口数为 1.91 亿人，占比达 13.5%。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导致人们的健康服务需求增加，加上我

国经济的发展，养老产业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放开的护士多点执业、互联网的普及等，都为“网约护士”

服务提供了条件，所以，未来我国“网约护士”服务的前景广阔[3]。总的来说，我国的“互联网 + 护
理服务”发展至今仅有 10 余年，虽有一定的成果，但还处于探索和推广阶段，各项制度有待完善。此次

研究拟通过对我国“互联网 + 护理服务”可查阅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参考我国已有的“互

联网 + 护理服务”新兴模式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十堰市社区居家老年人对“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需

求，为“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推行提供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在遵循伦理原则的基础上，选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吉祥社区、郑家沟社区和富康社区符合标准

的居家老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年龄 ≥ 60 岁；② 能自主完成量表填写或在研究者协助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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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③ 被调查者自愿参与，在对本研究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 意识不清

或不合作；② 伴有认知障碍、精神障碍者。 

2.2. 方法 

2.2.1. 研究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设计，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居住地、是否空巢或独居、受教育程

度、医保形式、是否患慢病、照护方式、月平均医疗费用占支出比例、对网约护理服务的了解情况、是

否接受网约护理服务等。 
2) 网约护理服务需求量表[4]：此量表用于测量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由侯赛宁编制完成。

共 30 个条目，4 个维度(非治疗性护理、治疗性护理、心理护理与情感支持、预防及康复护理)。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法，非常需要 = 5 分、需要 = 4 分、不确定 = 3 分、不需要 = 2 分、非常不需要 = 1 分。量表的

总分在 30~150 分区间内，对于居家老年人来说，对网约护理服务需求越大，那么得到的分数就越高，反

之则越低。此量表的总体及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6~0.972。 

2.2.2. 资料收集 
研究者在调查前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在社区集中健康教育期间发放问卷。在征

求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后，研究者使用一致性的指导用语讲解问卷的填写要求，若对问卷的内容存在疑

问，如不理解专业词汇，研究者需要使用统一性的语言进行解释说明，防止一个问题多种答案；问卷填

写完毕后，立即回收问卷并进行细致的检查，如有漏填的项目和明显的前后不一致的逻辑错误，请调查

对象对问题处进行修改或将空缺补充完整，再次核查无误后由研究者对问卷进行回收，其填写时间为 15 
min 左右，共发放问卷 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份 189 份。有效回收率 94.5%。 

2.2.3. 统计学方法 
在本研究中，采取的是双人双录法，利用 Epidata3.0 软件来进行数据信息的录入，并运用社会科学

统计软件包 SPSS22.0、单因素方差分析、t 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不同人口学特征网约护理服务需求现状得分比较 

采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现状得分进行比较。结果表

明：十堰市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使用意愿总分(97.09 ± 20.36)分。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

需求在文化程度、月收入、是否患慢性病、月医疗支出费用、医保形势因素上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 0.05) 
(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the demand for online nursing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communitie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现状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总分 T/F P 

性别     

男 97 97.96 ± 19.09 0.601 0.548 

女 92 96.17 ± 21.69   

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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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小学及以下 69 102.72 ± 2.50 4.315 0.015 
初高中及中专 98 93.95 ± 20.03   
大专及以上 22 93.41 ± 17.28   

婚姻     
已婚 153 95.82 ± 20.60 1.739 0.179 
离婚 15 98.43 ± 16.32   
丧偶 21 103.45 ± 19.25   
职业     

事业单位 42 92.83 ± 19.43 1.246 0.293 
公务员 15 96.20 ± 24.93   
企业 71 96.08 ± 19.41   
个体商 31 97.19 ± 20.04   
无工作 30 102.15 ± 20.65   

子女数量     
1 个 53 94.72 ± 17.53 0.835 0.476 
2 个 84 98.57 ± 22.41   

3 个以上 42 98.71 ± 18.02   
无子女 10 90.40 ± 25.62   
月收入     

1~2000 元 58 102.24 ± 19.02 2.896 0.037 
2001~4000 元 95 97.85 ± 19.63   
4001~6000 元 26 91.83 ± 21.79   
6001 元及以上 10 91.11 ± 20.30   

居住方式     
独居 35 93.14 ± 23.32 2.417 0.068 

与配偶、子女一起 54 93.89 ± 17.95   
与配偶一起 75 101.91 ± 19.63   
与子女一起 25 95.08 ± 21.32   
患慢性病     

是 80 100.55 ± 19.21 2.776 0.006 
否 109 92.38 ± 21.04   

月医疗支出费用     
0~500 元 102 89.58 ± 20.12 3.310 0.021 

500~1000 元 51 96.06 ± 19.11   
1000~2000 元 31 102.76 ± 21.82   
2000 元以上 5 106.80 ± 16.93   

医保形式   2.249 0.026 

城镇职工 110 91.95 ± 23.35   

城乡居民 79 99.20 ± 18.69   

3.2. 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 5 个变量，即是

否患慢性病、医保形式、月医疗支出费用、文化程度、月收入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多元逐步回归结果显示，月收入、医保形式、是否患慢性病对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产生影

响(P < 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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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ursing service demand of community home-based elderly 
表 2. 回归分析社区居家老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SE β t P 
常数 102.881 7.807 - 13.179 0.000 

月收入 −4.241 1.508 −0.200 −2.813 0.005 
医保形式 6.839 3.200 0.153 2.137 0.034 
患慢性病 −5.943 2.958 −0.145 −2.009 0.046 

4. 讨论 

4.1. 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十堰市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的使用意愿总分为(97.09 ± 20.36)分，处于中等水平。

原因可能为患慢性病的老年人数偏多，60 岁及以上人群中 1.8 亿人患有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

4000 万人[5]，这些老年人的身体机能状况较差，长期需要医疗支持，而国家将一部分慢性病纳入了医保，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人及子女的经济负担。一般情况下，农村老年人较城镇老年人收入低，但随着国家

医保政策的改进，新农合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各类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使农村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需

求得到充分释放，提高了对“网约护理服务”的需求量；长期需要支出医疗费用的老年人数量多，而上

门服务更能切实解决其“看病难”的问题，因此，对网约护理的需求逐渐增加；随着全民教育的普及，

居民的文化及受教育程度逐渐提升，而互联网的传播也具有快捷性，易检索，广大居民对网约护理的认

识程度与接纳程度逐渐提高；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居民月收入逐年提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使

得他们在患病后有能力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网约护理的包容性也逐渐广阔，有益于医护惠及四方。

然而，十堰市属于四线城市，经济发展日渐缓慢，居民收入及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受地理环境影响十

堰市居民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较低，因此，想要提高十堰市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的使用意愿，政

府相关部门及医院各方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知晓度，出台配套政策，加强行业规范，完善医保政

策及就医流程，减轻居民就医负担。 

4.2. 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4.2.1. 是否患慢性病 
本次调查发现，是否患有慢性病对社区居家老年人的网约护理服务需求影响极大(P < 0.01)，对于大

多数居家老年人来说，身体各器官退行性变以及生活自理能力逐年下降都是因为患慢性病所导致的，因

此，对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随之增加。网约护理服务可以减少患者反复到医院就诊或住院次数，减

轻患者家庭和社会负担[6]，让高龄、罹患疾病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到专业护理、预

防保健、康复护理等一体化服务[7]。相应的，慢性病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其因为疾病

原因需长期用药、且病情的持续变化需要受到长期监管，网约护理服务的一对一模式在照顾患者的同时

也能更好为其提供人文关怀，使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主生存能力和人格尊严，极大程度的促进了患病老

人的心理健康，提高了其生活质量。因此排除其他如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影响，慢性病患者对网约护

理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2.2. 医保形式 
本次调查发现，是否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社区居家老年人的网约护理服务

需求影响极大(P < 0.03)。对于医疗保险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对居家护理服务的了解程度相对

较深的群体也就是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老年群体，他们更能接受网约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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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形式对他们的影响更大[8]。本次调查对象中，大部分为城镇职工医保，而根据 2022 年最新十堰医保

报销比例：在医院的门诊、急诊就诊后，医疗费用达到 1800 元以上，按 50%的比例报销。同时以 70 周

岁为界限，未达到 70 周岁的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达到 1300 元以上，按 70%的比例报销。年龄达到 70
周岁的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超过 1300 元，按 80%的比例报销。对于住院费用，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无

论你是否为退休人员，每年首次使用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时，最低付款额度不低于 1300 元。支付

过一次后，第二次以及以后住院所产生的医疗费用，起付标准为 650 元，是按照首次支付的最低额度的

50%来算的。而一整年内基本住院费用的累积最高支付金额目前不超过 7 万元。住院报销的比例标准与

所参保人员所住的医院等级相挂钩。于县城内一、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持有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村人

群，在医疗保险相关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分别给予 90%、80%、70%的报销比例；按政策所规定的流

程转诊到县城外地级市内定点医疗机构的，按县城内相同层级的医院所规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是转诊到

十堰市外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按政策内普通城乡居民相关标准执行。现如今医保的覆盖范围有一定的限

制，部分的民营医疗机构并不具备医保定点报销服务的资质[9]。若老年人居家网约护理服务持续发展，

后期能够将更多服务内容纳入医疗保险范围，无论是城镇职工医保还是城乡居民医保，都将能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老年人及其子女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可以降低其进行居家网约护理服务的额外支出。 

4.2.3. 月医疗支出费用 
本次调查发现，长期需要支出医疗费用的老人对网约护理服务需求更大(P < 0.03)。因为他们大多都

是身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的老年人群，因其疾病原因需要长期服药，或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及疾病的复

查，因此每月需要支出一定数量的医疗费用，而在社区进行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在个人意愿与家庭支持

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他们希望能够接受上门的护理服务，安全性、便捷性、报销比例是影响他们是否

选择护理服务的重大要素[10]。且在调查的过程中，大部分老年人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他们仅依靠子女支

付部分医疗费用，比起经济上的支持老人更需要子女的照顾，但长期照顾身患慢性病的老人的生活起居，

会对子女的心理、生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严重的负担，照顾老人的压力大，会对其日常生活、工

作造成影响[11]。同时，比起医护人员，子女的照护知识及技能缺乏专业性[12]，而养老机构的规模也相

对较小，市场供需之间存在矛盾，缺乏配套措施及基础设施建设，金额也相对较贵，即使调查研究中大

部分老人有 2001~4000 元的收入，也无法持续支付高额养老机构的费用。这与张汝金[8]等老年人子女对

老年人家庭护理服务支付意愿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综上所述，老年人及其子女急需家庭护理服务，而网

约护理服务模式正好贴合这一需求。 

4.2.4. 文化程度 
本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其“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越强烈(P < 0.01)，这与

王艺蓉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老年群体在学习、理解能力上会相对较差，使用的智能设施也落后于时代，

他们往往使用的是智能功能较少的老年按键手机。这种情况导致老年人很难从医院的智慧医疗服务系统

中获取便利。通常，受教育程度越高，即学历在初中及以上的老人，对如何使用智能设备的掌握程度也

会越高，从而更易获取信息，对新事物比如各类 APP 及公众号的包容性与接受能力就相对更高。提示对

于“网约护士”这一新的事物，虽然公众存在着两极分化的情感态度，但大部分对其展现出积极的看法。

有学者指出，“网约护士”是在国家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适应诊疗制度的变革和医联体逐渐发

展的需求下，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经济、应用等交叉融合并有了稳固的基础下的产物，“网约护士”的

发展客观上可以满足老龄化社会对医疗、护理、康复、生活照料等服务存在的庞大刚性需求[14]。整体来

讲，社区老年人对此模式表现出积极情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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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月收入 
本调查结果显示，月收入越高的居民，对“网约护理”的选择与接受程度相对较高(P < 0.03)。对比

互联网护理服项目价格，都比社区、医院诊所的就医花费较高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患病以后是否愿意

选择互联网护理服务具有积极的、正向的影响。老年人得到的经济上的支持越少，患病以后选择线下就

医及“网约护理”的概率就越低，反之，就越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医疗服务是一种有偿商品，需要

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享受，一般认为，老年群体是否选择医疗服务直接受家庭月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15]，
因此大部分社区居家老年人不会选择价钱较高的“互联网 + 护理服务”，认为这类服务将会给家庭带来

一笔额外的支出。目前，“网约护士”还是新兴事物，处在起始阶段，各项服务的价格没有得到妥善的

监管，所以出现了定价不合理的现象。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让“网约护士”的费用在合理的、

正确的、规范的轨道上运行[16]。因此，家庭的月收入是推动“网约护理”的重要因素之一[17]。 

5. 发展对策 

5.1. 加强政府支持，出台配套政策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具体到十堰市，

截至 2021 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610,589 人，占 19.03%，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有 8.53 万，占总人口

的 13.97%。因此，网约护理服务对居家老年人的重要性应当受到政府的重视。目前，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设施尚未完善，政府部门应该加大资金投入，使社区医疗机构的设施条件得到逐年改善，不断提高老年

人居家护理服务质量。同时，也应在网约护理服务发展的过程中出台配套资格审核政策，规范“网约护

士”注册及服务流程。本次调查中，居家老年人对网约护理服务的接受程度受月收入及月医疗支出费用

的限制，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主动在诸如保健、社会保障、民政等各方面，汇

集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资金，为需要上门服务的居家老人设立家庭护理绿色专项基金，减轻居家老年

人网约护理服务的经济负担。 

5.2. 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关注热度 

政府相关部门及医院各方可借助平台拓展宣传，借助医院官方网站，发挥其权威、安全可靠的优点，

实施网约护理服务政策及服务方式解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借助 QQ、微信公众号及微信小程序、

医院 LED 显示屏播放宣传，发挥传播快、影响广的特点，打造“互联网 + 宣传”模式，同时加强线下

宣传，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在报刊、杂志社等渠道及其他老年人聚集的地方[9]，充分宣传国家关于网约

护理服务的相关政策、网约护理服务工作的发展历程及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优秀事迹，让公众理解网约

护理的重要性，营造出有利于网约护理服务发展的良好氛围，提高民众的接受能力，减少民众对网约护

理服务的疑虑和误解，从而转变传统思想观念，使更多人能够接受与支持，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多元化

发展。 

5.3. 加大专业护理人员队伍建设 

在我国，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的老年人数高达 1.5 亿，而根据 2021 年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来

看，我国注册护士达到 501.8 万人，每千人拥有护士数量仅 3.56，这显示出我国专业护理人才短缺，存

在着巨大的供需矛盾。在此背景下，“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发展大势所趋，护士队伍建设在护理工作

发展中至关重要。一方面，当地政府可以以点带面，将加强医院、社区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纳入短期目

标，参考候淑肖等人在《“网约护士”准入标准和审核机制的探讨》一文中所提到的，对有意向参与“网

约护理”的护理人员职业资质、专科护理能力、基护能力、工作经验及人文关怀各方面进行审核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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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从而选拔出专业本领过硬的护理人员，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岗前培训，贴合现实需求，提

高护理服务水平。 

5.4. 规范平台，完善制度 

目前国家首批“互联网 + 护理服务”在江苏、上海、浙江等 6 省的试点工作已初见成效，涌现出了

大批上门服务 APP，用户可以在线上进行寻医问诊，预约上门护理服务[1]。医疗卫生机构运用互联网信

息技术自行创设一个 App 平台或者与合法且具备线上运营资质的第三方信息技术平台创建合作关系时，

应注意医疗机构需要严格把控第三方所运营的相关信息技术平台，加强平台监管[9]，提前明确划分各自

权责，且平台应当具备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所需要的相关器械与设备、专业信息技术水平、以及安全信

息保护程序等，并且平台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私自透露患者的个人信息或将信息进行非法商业交易以获取

利益。同时，也需要加强对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监管，保证护理人员的护理服务水平及质量，卫生健康

相关行政部门可向群众公布试点医疗机构详细名单、地址、监督电话或其他监督方式，强化平台认证[19]，
使医疗机构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化，增加安全性和可靠性。 

6. 小结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十堰市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目前处于中等水平，通过数据分析的

结果可以看出影响社区居家老年人网约护理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有文化程度、月收入、是否患慢性病以

及月医疗费用支出。总而言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速和推进，社区居家老人对家庭护理服

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因此各级医院及各种养老机构有必要依据老年人的具体经济状况、消费水平以

及身体健康程度，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专项化护理服务。由于时间、人力和研究小组能力的限

制，本次调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进一步完善，建议未来研究中采用分层抽样方法，进行多地域、

多层次的调查以扩大样本量，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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