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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由于我国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时间较短，影响因素较多，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率低。推

动城市老年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不仅可以缓解养老服务的巨大压力，同时也可以在社会养老资源相对有

限的状况下，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满足个体多样化需求。方法：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

踪调查数据(CLASS)，选取城市社区居家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

寻影响城市老年人愿意选择社区嵌入式居家养老的因素。结果：个人收入、性别、文化程度、自评健康、

子女情感支持、家人意愿对老年人的养老选择都存在影响(P < 0.1)。结论：在当下众多影响因素中，发

现尤其是子女情感支持程度以及家庭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支持程度，也深深影响城市社区老年人居

家养老的意向。从而为满足当下老年人更加特色和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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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ecause of the short time and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
nity care service, the social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home care service is low. Promoting the ur-
ban elderly to choose community home care can not only relieve the huge pressur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under the relativel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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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ed social pension resources, which is helpful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individuals. M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Elderly Social Survey (CLASS), the elderly living at home in 
urban communiti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urvey objec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urban elderly to 
choose embedded home care in community. Results: Personal incom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self-rated health, children’s emotional support and family intention all had an impact on the el-
derly’s choice of retirement (P < 0.1). Conclusions: Among th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at present, 
it is found that, especially the emotional support of children and the support of family for the el-
derly’s choice of pension mode, also deeply affect the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communi-
ties to care at home. Therefor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meet the more characteristic and diversified service need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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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入深化的程度，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已无法只依靠传统养老模式进行解决，

集合家庭社区机构养老优势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应运而生，社会居家养老服务也成为研究热点，积累了

大量文献资料。在提倡“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学得、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宏观要

求下，全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老人社区服务系统，在部分大中城市初步形成了以老人日常

生活照料、卫生保健和文体娱乐等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居家养老服务格局。将老年人作为养老服务研究的

最直接对象，其本人是否愿意选择居家养老服务是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最关键的依据。而城市交通便利，

对外流通性、灵活性显著，资源集聚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强，人口结构逐渐失衡，少

子化老龄化问题突出，养老服务需求量日渐增加，“在地老化”也将成为大部分老人的新选养老方法。

本文利用 2018 年的 CLASS 数据，分析城市老年人不同个人状况、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家庭支持下对居

家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通过研究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老人的实际照料状况、赡养意愿，并结合开放性、

复杂性的共治体系，在对话、公平竞争、妥协、合作和团体行为的社会制度下，联合管理模型的多元共

建理论，联系构建在政府部门、市场经济、社区三个架构下的多中心联合治理理论，提出相关建议为更

好地满足城市老年人口的多样化养老需求，逐步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超大城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社区居家养老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养老服务的学术研究比较多，居家养老成为主要关注方面，通常与人口学、经济学、

社会学、医学、科技等相联系，从需求、意愿、模式等方面为讨论重点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分析研究。

王丽敏[1]指出目前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已成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提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

在服务供给不足、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差异显著等问题。廖鸿冰等[2]、邬沧萍[3]认为由于我国发展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时间较短，仍存在服务内容单一、服务主体职能模糊等问题。张程川[4]、赵娜[5]等指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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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更加多元化、信息化、模式化，同时存在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王丹

妮[6]提出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覆盖面窄、受益人群少、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高志华等[7]通过

阐述“智慧社区 + 居家养老”模式，针对社区居家养老供需不平衡、需求层次有差异、科技支撑不充分

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陈蔷[8]通过比较物业服务介入社区居家养老的三个典型成功模式，表明居家养老

意愿还受到了老年人思想观念的影响。徐明江[9]等人认为高学历、退休前有工作、有伴侣和孩子或健康

状况较差的老人，更偏向于选择在社区居家养老。张菀煜[10]通过对城镇居民社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因

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发现身体状况、生活费用支付能力和对“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的认知三个因素

是影响城镇居民居家养老意愿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王茂林[11]在对公租房社区中老年人居家养老愿望的主

要影响因素展开调研时，发现老人社会认同感越强、对孩子们的依赖性也越高、对社区养老服务提供的

信息更全面、对居家环境评价也更高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愿望就更强。同时研究还表明，老人的健康状况

与社会养老服务水平相互影响，并通过互动共同影响了老人的居家养老意愿程度。 

2.2. 国外社区居家养老研究 

社区居家养老源于英国的社区照顾。在服务供给上，Carmen Guida 和 Gerardo Carpentieri [12]认为社

区照顾服务应由全社会共同参与，并提出建立基于 GIS 的程序，量化并评估城市对老年人初级卫生保健

提供系统的可及性水平，从而有利于加强服务供给。在保障上，Javier López 和 Cristina Velasco 等人[13]
认为建立组织良好、人性化、足够灵活的卫生系统可以为改善养老服务提供保障。在政策支撑上，Stenphen 
H Conwill [14]认为政府应制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通过保险业支持养老服务业。在需求评估上，Jordana 
Salma 和 Bukola Salami [15]提出利用 CBPR 方法对特殊老年群体的需求进行评估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社

区参与。Janine Stein 等人[16]发现评估老年人未被满足的服务需求时，心理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行

业监管体系方面，Mari Kangasniemi 等人[17]提议建立有效的多层次质量监测系统，重视老年人护理投诉

信息，确保老年人所接受服务的质量。 

2.3. 述评 

我国有关居家养老与思想情感文化观念相联系的相关学术研究仍有缺乏，从对文献的核理总结中发

现，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但目前多项研究已共同证明，个人特征、健康状况、子女

数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18] [19]，根据调查内容和社会支持理论发现家庭因素在劳动力和经济支持外还存

在重要的情感支持因素如子女情感上的支持[20]。国外关于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养老服务相关的研究起步较

早，各层面的研究也较成熟，在证明心理因素影响养老选择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一些新兴的概念

如多元共建有助于我们深处地去探究影响我国老年人居家养老选择的因素以及寻求规范发展居家养老服

务模式的新方法。因此本文试图在基于基本的个人和子女因素变量外加入家庭里的经济支持和情感因素

变量，将居家养老与情感观念相结合进行研究突破，探讨潜层次影响城市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因素，

从而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为进一步针对老年人不同养老需求提供更加特色和多样化的服务给予一定理

论支持。 

3. 数据和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文章的主要研究数据取自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研究计划与数据中心主持开展的中国全国老年社区

追踪调查(CLASS) 2018 年度调查问卷(居民问卷)。其专项调查范围覆盖了我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三十

一个省(市、自治州)的 11,418 个调查对象。CLASS 研究中针对养老意向问题“您今后打算在哪里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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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目的保留选取并合并意愿为在自己家、在孩子家中和在社区或养老院生活的样本，同时剔除了

拒绝完整确定回答模块问题的数据，并针对自变量缺失问题对样本进行了处理和清洗，最后纳入考虑的

样本数为解决有相应养老意向问题的 2025 位 60 周岁或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即为本文的研究目标对象。 

3.2. 变量选择 

根据 CLASS 问卷中 A 部分个人基本信息中的“您的户口属于”的调研结果，提取非农户口的样本

数据合并为城市社区样本。进一步根据 D 中设问者“您今后打算在哪里养老生活”的问题调查结果，从

其中去除缺失项后，将老年人对于新生活形式的意愿问题，大致分为在自己家里、在儿女家里和在社会

机构或健康院中养老生活四种情况。于是将在自己家里、在子女家里和社区养老整合为居家养老，在养

老院养老设为非居家养老，使用是否选择居家养老作为二分类因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和数据特点，本文在选取年龄、个人收入、性别、文化程度、自评健康、子女数六个

主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融入子女经济状况、子女情感支持、家人意愿作为关键自变量，设置

年龄、个人收入、子女数为连续变量，其余变量为虚拟变量。对于年龄取现今的年份减去出生年份所算

出的结果数并取平均数，个人年收人在纳人模型时取对数形式。自评健康部分，将一般及健康设为健康，

否则都为不健康。在家人意愿和子女支持两个部分中：1) 家人意愿：分为赞同和不赞同两类。根据原问

卷中对于“你的家人愿意你去住养老院”这一问去除了非意愿回答项得的结果，将“不愿意”设为赞同，

“愿意”设为不赞同。2) 子女支持：① 经济支持：问卷询问了老人的子女的经济状况，非常宽裕、比

较宽裕、基本够用统一分为经济状况不困难，比较困难和非常困难则并为经济状况困难。② 情感支持：

问卷咨询老人与子女多久见一次面，设置至少一周与老人见面一次，即为高频，否则为低频。 

3.3. 研究方法  

通过描述性数据分析，揭示不同家庭情况、不同个人特征、以及不同健康状况下的城市社区老人口

的居家养老意向，并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了影响城市社区老人选择居家养老方式的主要因素。年龄按照

从小到大，子女数根据问卷中的健在子女数的填写为 1~9、收入分组则根据个人的年收入从低到高，都

定义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其余变量都按二分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以上具体变量设置分布详见表 1。 

4. 结果 

4.1. 基本情况  

此次利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经过大数据筛选后共调查 2025 名回答了养老意

愿问题的全国六十周岁及以上城市社会老年人口。从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来看，基本上无异常数据，

由于所设大多数变量都是虚拟变量，可以从观察值、均值、标准差看出样本各个意见的百分占比。首

先，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有 1915 名城市社区老年人愿意选择居家养老，占 94.57%，剩下 110 名选择

非居家形式——养老院养老，占比 5.43%；其次男性 960 名，占 47.41%，女性 1065 名占 52.59%；文

化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共 1671 名，占 82.52%，初中以上的为 354 名，占 17.48%；自评不健康的

有 1750 人，占 86.42%，健康的有 275 人，占 13.58%。在这些被调查的老人中，有 1684 名的子女支持

其居家养老，占比 83.16%，还有 341 名老人的子女支持其父母养老院养老，占比 16.84%；其中有 70
名老人的子女的经济状况困难，占 3.46%。1955 名老人的子女的经济状况不困难，占 96.54%。在情感

支持方面，有 1297 名老人与子女的见面次数为高频，占 64.05%，还剩 728 名老人与子女的见面次数

为低频，占比为 35.95%。数据平均年龄为 71.83 岁左右，取对数后的平均年收入为 8.93 万元。详情见

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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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 setting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居家选择 是 = 1，否 = 0 0.946 0.227 0 1 

年龄 连续变量(平均数/岁) 71.83802 7.719799 60 100 

个人收入 连续变量(对数/元) 8.93131 1.209906 4.248495 12.89922 

性别 男 = 1，女 = 0 0.4738118 0.4994348 0 1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 0，以上 = 1 0.1745878 0.3797062 0 1 

自评健康 健康 = 1，不健康 = 0 0.1343356 0.3410952 0 1 

家人意愿 赞同 = 1，不赞同 = 0 0.8229874 0.381772 0 1 

子女经济状况 不困难 = 1，困难 = 0 0.9654321 0.1827278 0 1 

子女情感支持 经常 = 1，不经常 = 0 0.6404938 0.4799742 0 1 

子女数 连续变量 2.186173 1.188884 1 9 

4.2. 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二分类回归模型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城市社区老年人是否选择未来居家养老为判定

基准，其基本表达式如下： 

( ) ( )1E Y P Y P= = =  

( )Logit 1P in p p= −  

本次研究中，老年人对社区提供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否有需求作为因量：0、1 分别表示没有或有需

求；P 代表老年人需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概率；p 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从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养老居家选择而言，除了调查者年龄以及子女经济状况对被解释变量居家养老选择

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外，其他变量均对其具有显著性影响。除了年龄以及子女经济状况变量不是虚拟变量外，

其他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且各个变量的对照组在下表回归结果中展示。通过因素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收入对

数、调查者性别、家人意愿至少在 10%显著性水平下对居家养老选择具有负相关显著性影响，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子女情感支持至少在 10%显著性水平下对居家养老选择具有正相关显著性影响，也就是说收入

越高越不倾向性于居家养老选择，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居家养老，家人越是赞同居家养老，而老年人也会

更倾向于居家养老，子女情感支持频率越高、自评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也更趋向于选择居家养老。子女数的

多少在当下对于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差异不具有显著性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1)。见表 2。 
 
Table 2.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me care willingness of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 
表 2. 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居家选择 OR. Std. Err P>|z| 95% Conf. Interval 

年龄 1.011344 0.0149 0.177 −0.00910 0.0494 

个人收入 0.7756628*** 0.0971 0.00900 −0.446 −0.0651 

性别(对照：女性) 1.519592* 0.218 0.0570 −0.844 0.0115 

文化程度(对照：初中及以下) 0.4931674*** 0.238 0.00200 0.280 1.213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616


沈玮璇 
 

 

DOI: 10.12677/aam.2022.118616 5847 应用数学进展 
 

Continued 

自评健康(对照：不健康) 0.5687279* 0.266 0.0530 −0.00665 1.035 

家人意愿(对照：不赞同) 11.96351*** 0.219 0 −2.905 −2.046 

子女经济状况(对照：困难) 1.123569 0.516 0.798 −1.143 0.879 

子女情感支持(对照：低频) 0.6711758* 0.241 0.0720 −0.0390 0.907 

子女数 1.153731 0.13072 0.207 0.9239836 1.440605 

常数项 16.44287 1.356 0.00500 1.159 6.474 

注：*、***分别表示在 0.1、0.0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5. 讨论 

5.1. 受传统养老思想的影响，当前的城市社区老年人口仍比较偏向居家养老 

呆在熟悉环境中养老仍然是当下老年人的主选。一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约 97%的老人选择居家养

老或者社会赡养。其中，7%的老人通过社区的方式养老、医疗等服务。90%的当代老年人与大多数普通业

主共享社区空间。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是曲折的，社会成本高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家庭收入越低的老年

人，需要赡养的比率就越高。研究结果表明，调查地区内 94.57%的六十周岁或以上的都市社会老人更渴望

居家养老，健康状况越差的老年人口更渴望获得家庭的赡养，渴望居家养老的比率也越高。与其他研究结

论相同的结果是，子女经济情况较差、岁数高、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口，更渴望居家养老[21]。所

在家庭人口数量多、可以获得子女帮助或者亲属赡养的老年人比较偏向于居家养老。此外，也有调查表明

相对一部分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并不完全熟悉，这也是导致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主要原因。 

5.2. 家庭因素仍起着重要影响作用，我国应对城市社区老年人养老需求的体系还不够完善 

家庭的支持意愿仍深刻影响着城市老年人口的居家养老意愿，儿女情感上的支持度高和家人对于居

家养老意愿的赞同使得老人更愿意居家养老。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在“三明治阶层”时代下，

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和工作压力，家庭对老年人的赡养功能也在下降。在老龄化居高不下的背

后，不愿“麻烦子女”的顾虑、年轻人日常工作的繁忙和老年人生活中的一些不便正成为许多家庭成员

之间的现实矛盾。当家庭试图在家庭关系之外寻求帮助时，社区服务逐渐成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化

解矛盾的需要。 

6. 对策建议 

6.1. 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相关政策法规 

政府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制度，更好地区分保险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促进缴费缴纳程序实现透

明化。扩大商业保险参保规模，强化商业养老保险机构合作广度，落实税收优惠力度，动态调整商业养

老保险“保本微利”限度，监管其合同规范程度。面对突发事件，应加大定点社区服务机构基金支持力

度，资源照顾贫困弱势群体，规范认定标准认定流程，分类识别常态服务匹配对象。加强各社会部门和

团体的沟通和联系，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社区活动提供服务，建立弹性调配机制、不一刀切也不松

散的管理制度。 

6.2. 加强养老服务管理信息化体系建设 

推进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发挥金融手段作用，联合机构促进服务专业化，提升养老服务水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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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养老服务企业间合作，发挥第三方管理优势，提倡“一城一险”模式，发挥保险市场活力。重点培育

专业护理人员，加强建设特色基层卫生护理机构。提高个人商业保险参保率，扩大规模引入商业保险参

与多样化服务，鼓励捐赠帮扶困难群众，利用多平台合作整合收集养老服务需求信息分类评估，科学整

合调配养老服务资源。 

6.3. 增强社区公共卫生的管理能力 

强调社会“共”的职能，社会内部举办各类活动，增进居民间的沟通与联络，提高市民之间的连带

情感，以及对社会的归属感。创建社区服务站点，具体服务专门化。创建社区服务站点，保证服务专人

负责，设置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保障建言献策途径，提高居民健康生活意识。建立“一站式”需求信息

收集平台，“人找政策”转“政策找人”，加强志愿服务协调管理，广泛动员专业人才参与。 

6.4. 强化个人健康理念，注重家庭责任 

培养个人政策理解能力，加强具体化理解医保政策。积极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强化保险政策了解。

根据需要开展引导教育工作。加强学习基础医护知识，发展家庭之间互助联动，提高参保意愿，促进参

保行为。鼓励居民自发地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家庭社区普及新时代积极的思想文化观念知识和健康生活

理念，将家庭责任融入社区居家养老制度中。 

7. 结论 

社区居家养老有利于弥补机构养老的不足。坚持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石，坚持政府主管与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的有机结合，有助于精准识别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有特色的养

老服务。新常态下，采取促进多元主体深入参与的相关对策对问题加以解决，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居家养

老服务水平。多元共建视角下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全民参与，共同努力，合力推进。该文重

点从系统论的角度入手，实证分析寻求探究了当前新时期城市社区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新的影响因子，

然后从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结合居家养老

意愿影响因素从四个主体维度为优化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供给提供了一些参考建议。各主体所承担的职责

和分工各有不同，但彼此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只有各元主体充分合作，密切联系，多元主体力量联动

参与，由政府把控全局，做好统筹规划，市场为养老服务供给提供动力和支持，社区为多元主体协作搭

建沟通平台，家庭和老年人需积极参与到养老服务的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充分发挥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的最大效能，才能实现“老有所养”的最终目标，有助于实现全部居民获得更加全面服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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