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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供需关系是经济社会的基本关系。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养老服务市场中的供需失衡问题也日

益突出，协调供需失衡矛盾是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结合CLHLS2017-2018数据的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关系中，供给对需求有引致作用，而其他两类服务供给：家庭支持和社会保障也

遵循这一结论，并且，部分个人禀赋特征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间的关系基本呈现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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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s the basic relation of economic society. With the aging 
problem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China,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pension service marke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Coordinating the imbalanc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9644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9644
http://www.hanspub.org


刘璐，黄菀芮 

 

 

DOI: 10.12677/aam.2022.119644 6120 应用数学进展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optimize the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nalysis of CLHLS2017-2018 data, supply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and the other two types of 
service supply: family support and social security also follow this conclusion. Moreover,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some individual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home- 
based care services is basically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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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居家养老服务”这一概念[1]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这个概念实践首创于大

连市，大连市政府调动社会力量，将赋闲在家的下岗女职工作为供给方，为那些亟待照护的老人上门提

供养老服务。与单一维度的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不同，居家养老服务指的是不局限于家庭内部，也依靠

社区力量，为生活在其中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医疗保健、心理关爱和生活照料等服务，是家庭和社

区共同助力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养老模式。我国养老体系基本上呈现“9073”“9064”的态势，即 90%的

老年人选择由家庭保障养老问题，6%~7%的老年人享受社区养老服务，3%~4%的老年人则选择机构如养

老院养老 1，可以反映出我国老年人仍然较为依赖家庭养老方式，但目前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日益突出，

单一的居家养老已经不足以满足小型家庭的养老需求，而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却十分有限，因此，在政策

指引和老龄化背景下需要探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供需关系。 
我们从 CLHLS 问卷中八类社区服务项目总结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问题。供给方面，从图

1 中可以发现，尽管当前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项目比较丰富，涵盖了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八类项

目中只有保健类项目和处理家庭、邻里纠纷项目的服务供给较多，其余项目供给极少。需求方面，保健

类项目仍然是体质渐弱的老年人核心服务需求，这与老年人生命周期阶段性变化息息相关。根据这八类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对比可知，八类项目的供需都不匹配，供给平均线处于 0.4 以下，需求平均线则高

于 0.6，说明目前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缺口很大。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例如老年人的自费能力

低，社区养老服务的价格，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队伍的信任度低等，但直观原因仍是供给不足导致

的，随着供给的增加，可以满足部分老年人的有限需求，问题在于需求能够借此得到满足进而减少还是

从供给引致派生出更多需求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见图 1 可以发现，八类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基本上保持一致的趋势，供给少的项目需求也相对

同类项目较少，而供给较多的项目需求也相对较多，由于供给具有滞后性[2]，并且在不考虑价格的前提

下，初步表明了供给对于需求的引致作用，但还需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创新点：不仅仅局限于

老年人的自身特点，兼顾分析老年人自身情况，而且从中观角度，分析社区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对

需求的影响作用；并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老人自身条件越好，对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则越低，

而社区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越多，则老年人的需求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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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various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图 1. 各类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对比图 

 
接下来的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综述研究并提出假设，第三部分为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接下

来是实证分析的结果，最后为总结与建议。 

2. 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研究综述 

居家养老服务属于第三产业，不同于收费的家政服务，也不是纯公共产品，由于居家养老服务部分

项目是以低价来收费的，其中包括了政府和社会力量以及企业各方的参与，因此类似于准公共产品。尽

管养老服务并非简单的商品，但也服从经济市场上的供求定理。研究还发现，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因素不仅相互关联，且呈现出先后次序，但在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排序会产生变化[3]。学者

从个别地区出发，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问题具象化，例如贵州省由于经济较为落后，年轻劳动力流

出大，养老服务供需矛盾较为严重，提倡贵州应在农村地区建立双向反馈机制鼓励互助养老[4]。重庆市

老龄化进程加速，应加速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定量分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学者提

出了相应建议，以促进重庆市养老服务进展[5]。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关系在城市与乡村各具特点，在需求

方面，照料、慰藉服务中，农村老年人的需求相比城镇老年人要低得多，而医疗保健服务则高于城镇老

年人。供给方面，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持有的医疗保健、心理安慰服务更多，服务次数、时长、

项目也更多。供需双方存在的这些城乡差异，政策制定方可以此作为参考[6]。 

除养老服务外，供需问题也是卫生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重点，因为在医疗服务方面，如果供给对于需

求的诱导很大，可能会导致医疗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加重需要政府的介入，但对于医疗供给对于需求的

引致作用，学者们经过理论实证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7]。供给诱导需求理论一直引发争议和讨论，由

于供需协调的目标很难设定，实证分析就无法对目标进行判定[8]我国医疗市场中，医疗服务供给与医疗

服务使用量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显示医疗供方对医疗需求有影响[9]。不同于医疗，回归养老服务市

场，养老服务的供需目标定位应是实现均衡发展，解决当下供需关系的错配问题，即供给对于需求的响

应不足问题。为此，应优化养老服务外部环境，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10]。城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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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而实际供给不足，解决供需匹配问题，需明确政府在服务市场中的核心作用[11]。另外，养老服

务的供需缺口随着老龄化进程而增大，提供供需耦合度，既可以有效应对老龄化，也能够提供老年人对

于养老服务的需求[12]综合养老和医疗市场的供需分析，发现供需不匹配的原因一可能是由于供给不足导

致的，原因二可能是居民本身条件较好，实现了一定的自我满足，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引发的需求弹性较

小。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越多，则能够引致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长。 
假设 2：老年人个人条件越好，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则越低。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3.1. 数据介绍 

本文选用了中国老年健康与家庭幸福调查这一微观数据库，CLHLS 由北京大学负责调查，该数据库

较为全面系统地收集了老年个体数据，有利于总结我国老龄化社会变迁的趋势，探讨居家养老服务这一

议题，为本文进行大样本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经过数据处理后，最终适用 15,874 个老年样本。 

3.2.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社区服务需求，即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CLHLS 数据中将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项目分为具体的八类，学者们在衡量需求时，认为选择其中一类或几类，则认为个体有需求，我们也

延用这一做法。 
解释变量为合并后的四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原本八类项目可根据所属类别归纳为 4 类供给，

分别为照料服务类、保健服务类、娱乐服务类、法律服务类。具体赋值方式见下表 1。 
 

Table 1. Meaning of variabl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assignments 
表 1. 变量含义及赋值解释 

序号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1 社区服务需求 

是否希望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下列社会服务？“起居照料”“上门看病、送药”

“精神慰籍，聊天解闷”“日常购物”“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提供法律援

助(维权)”“提供保健知识”“处理家庭邻里纠纷”，选择其中至少一类， 
则认为该老人有社区服务需求，赋值为“1”；否则为“0” 

2 照料服务供给 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日常购物”两类服务其中一类则认为社区提供了 
照料服务，赋值为“1”；否则为“0” 

3 保健服务供给 社区提供“上门看病、送药”“提供保健知识”两类服务其中一类则认为 
社区提供了保健服务，赋值为“1”；否则为“0” 

4 娱乐服务供给 社区提供“精神慰籍，聊天解闷”“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两类服务其中一类

则认为社区提供了娱乐服务，赋值为“1”；否则为“0” 

5 法律服务供给 社区“提供法律援助(维权)”“处理邻里纠纷”两类项目中一类， 
法律服务供给则赋值为“1”；否则为“0” 

6 性别 男性为“1”，女性为“0” 

7 城乡归属 城镇地区为“1”，农村地区为“0” 

8 是否高龄 老人年龄大于 80 岁则为高龄老人，赋值为“1”，否则为“0” 

9 健康状况 赋值 1~5，分数越高则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否则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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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0 受教育程度 一共上过几年学，缩尾 1%处理，年限越长，则受教育程度越高 

11 经济情况 赋值 1~5，生活与当地相比，分数越高则越富裕 

12 子女照料 孩子是否常来看您？其中一个常来看望，则认为老人获得了子女照料 

13 社会保障 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或社会医疗保险，则认为老人得到社会保障支持 

3.3. 计量模型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是老年个体是否具有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属于二分类变量，选择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

计量模型为： 

0 1 2 3 4 5i i i i i i iNeed Care Health Entertain Legalaid Xα α α α α α ω= + + + + + +  

其中， iNeed 表示为第 i 个老人是否具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有需求则为“1”，否则为“0”； iCare
表示第 i 个人所在社区是否提供照料服务，提供则为“1”，否则为“0”； iHealth 表示第 i 个人是否所

在社区是否提供保健服务，提供则为“1”，否则为“0”； iEntertain 表示第 i 个人是否所在社区是否提

供娱乐服务，提供则为“1”，否则为“0”； iLegalaid 表示第 i 个人是否所在社区是否提供法律服务，

提供则为“1”，否则为“0”； iα 为变量系数； iX 为一系列的个人禀赋变量等； iω ，为服从正态分布

的随机误差项。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区服务需求 15,874 0.874 0.332 0 1 

照料服务供给 15,874 0.151 0.358 0 1 

保健服务供给 15,874 0.527 0.499 0 1 

娱乐服务供给 15,874 0.256 0.436 0 1 

法律服务供给 15,874 0.329 0.47 0 1 

性别 15,874 0.436 0.496 0 1 

城乡归属 15,720 0.275 0.447 0 1 

是否高龄 15,874 0.628 0.483 0 1 

健康状况 14,442 3.429 0.899 1 5 

受教育程度 13,551 5.737 7.1443 0 20 

经济情况 15,584 3.095 0.642 1 5 

子女照料 15,874 0.905 0.293 0 1 

社会保障 15,874 0.909 0.287 0 1 

 
从表 2 可以看出，社区服务需求均值较大，而除保健类服务供给均值超过 0.5 外，其余服务供给均

较低，说明居家养老服务有一定的供需缺口；性别分布相对均匀；农村老人、高龄老年人较多；老年人

的自评健康状况中等偏上；受教育程度年限均值为 5.7，且标准差偏大，说明大多数老年人大多未上过学

或是小学学历；自评经济情况均值中等偏上；子女照料和社会保障均值较高，说明大多数老年人能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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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家庭和社会提供的养老支持。 

4. 实证研究 

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使用回归方法前，首先需要确认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主要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会导致模型预测

失真，检验结果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 3.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1             

2 0.103 1            

3 0.281 0.263 1           

4 0.140 0.431 0.395 1          

5 0.192 0.324 0.466 0.500 1         

6 0.009 0.003 0.015 0.017 0.025 1        

7 −0.070 0.106 0.008 0.199 0.107 0.046 1       

8 −0.024 0.008 −0.016 −0.028 −0.036 −0.102 −0.006 1      

9 −0.031 0.048 0.006 0.042 0.020 0.053 0.043 −0.024 1     

10 −0.034 0.047 0.024 0.092 0.048 0.221 0.279 −0.191 0.029 1    

11 −0.023 0.047 0.032 0.079 0.046 0.057 0.183 −0.003 0.241 0.142 1   

12 0.098 0.005 0.069 0.025 0.055 −0.018 0.011 0.005 0.056 −0.034 0.101 1  

13 0.105 0.000 0.074 0.015 0.047 0.055 0.028 −0.054 −0.001 0.026 0.059 0.136 1 

 
根据表 3 可以看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较小，通过判定，认为模型中多重共线性不严重，可以进行

下面的回归分析。 

4.2. 基本回归分析 

社区服务需求是 0~1 变量，选用 probit 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同时，采用了加入控制变量和替换回归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4。 
 

Table 4. Bas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基本回归结果 

模型 Probit OLS 

社区服务需求 (1) (2) (3) (4) 

照料 
服务供给 

0.100* 0.117* 0.013* 0.019** 

(1.87) (1.92) (1.70) (2.11) 

保健 
服务供给 

0.843*** 0.793*** 0.161*** 0.149*** 

(24.75) (20.35) (27.44)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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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娱乐 
服务供给 

0.020 0.098* 0.001 0.016** 

(0.44) (1.87) (0.15) (1.98) 

法律 
服务供给 

0.408*** 0.411*** 0.052*** 0.053*** 

(9.44) (8.46) (7.90) (7.31) 

性别 
 0.002  0.001 

 (0.05)  (0.13) 

城乡归属 
 −0.267***  −0.053*** 

 (−7.31)  (−7.70) 

是否高龄 
 −0.088***  −0.016*** 

 (−2.61)  (−2.60) 

健康状况 
 −0.070***  −0.014*** 

 (−3.93)  (−4.18) 

受教育程度 
 −0.005*  −0.001* 

 (−1.71)  (−1.67) 

经济情况 
 −0.052**  −0.008* 

 (−2.01)  (−1.75) 

子女照料 
 0.136**  0.028*** 

 (2.56)  (2.76) 

社会保障 
 0.103*  0.024** 

 (1.90)  (2.28) 

_cons 0.719*** 1.067*** 0.770*** 0.824*** 

 (43.49) (9.70) (206.39) (40.68) 

Pseudo R2 0.1216 0.1331 0.083 0.091 

F 值/LR 值 1463.85 1206.23 362.336 102.608 

Prob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15874 12209 15874 12209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0.1、0.05、0.0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第(1)、(3)列为仅加入社区服务供给的回归结果，第(2)、(4)列为加入个人禀赋特征和其余两类供给后

的回归结果。两种模型结果可以看到显著性、系数大小、方向并无二致，说明研究结果较为稳健。首先，

从社区服务供给角度分析，四类服务供给都能较为显著地提升老年人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其

中保健类服务供给对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最大，法律类服务供给次之；根据上文分析，这与保健

类服务供需为各类服务中最高有关，随着身体器官衰弱，老年人可能对于保健服务的需求高，从而拉动

了社区的此类服务供给，同时保健服务又会反过来引致出老年人更多的社区服务需求，形成良好的供需

循环；法律类服务供给的增加也能明显提高居民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增加，说明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

助、化解邻里纠纷，不仅能有效增强老年人的法律意识，而且能够增加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助于

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照料服务作为老年人基本养老要求，社区在为老年人提供起居照料和日常购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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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能够明显地引发老年人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而娱乐类服务供给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前不

显著可能与遗漏变量有关，尽管系数较小，但仍然为正向促进作用。综上，验证了假设 1：社区提供的

居家养老服务越多，则能够引致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长。 
其次，从个人禀赋状态角度分析，老年人性别对于养老服务需求的差异并不明显；农村老年人对于

居家养老服务有更大的需求，这与农村地区提供的养老服务较少有关，也说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

会引致需求的增长，尤其在供给较少的区域中，引致的需求相对其他区域会更大；老龄老年人相对于低

龄老年人而言，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更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则对于社区提供的服务需

求也越少，这是因为越健康，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较强，对一些基本的养老服务例如居家的起居照料、普

通日常购物、以及看病送药等服务需求较少；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状况越高，老年人对于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的需求则越少。以上就验证了假设 2，老年人个人条件越好，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则越低。 
最后，除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外，养老服务供给方的还有家庭层面的子女照料，和社会层面的社会保

障。而这两类养老服务也能够明显地增加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这也说明，无论哪类主体提

供养老服务，老年人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都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增加。并且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4.3. 不同类别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响应分析 

在基本回归分析中，已经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接下来为了进一步明确在不同类别服务的

供给情况下，不同类别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响应程度，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变量赋值与同类别服务供给

赋值方式相同，将需求划分为四类，探讨同类别及不同类别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供需关系。 
见表 5 得，在 16 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交叉供需关系中，只有保健服务的供给明显减少了老年人对

于照料服务的需求，给出如下解释：因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在一定时间内较为稳定，可以认为在

老年人在获得保健服务后，身体健康状况有一定好转，且保健服务能够增加社区服务人员与老年人的互

动交流，因此保健服务的提供可以减少老年人的照料需求，不过这种挤出效应很小。另外，保健服务的

提供对老年人法律需求也呈现负向作用，娱乐服务的提供可能会减少老年人的保健需求，但这两种负向

影响很小，并且在统计上已经不再显著。除此之外，其余供需关系皆为正相关，而控制变量对于四类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方向、影响大小、统计的显著性并无太大改变，再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Table 5. Analysis on demand respons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s 
表 5. 不同类别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响应分析 

模型 Probit 

变量名 照料需求 保健需求 娱乐需求 法律需求 

照料服务供给 
0.839*** 0.131*** 0.227*** 0.089** 

(18.75) (2.58) (5.13) (2.14) 

保健服务供给 
−0.055** 0.635*** 0.118*** −0.022 

(−2.00) (18.73) (4.19) (−0.77) 

娱乐服务供给 
0.137*** −0.006 0.571*** 0.201*** 

(3.98) (−0.13) (14.77) (5.46) 

法律服务供给 
0.176*** 0.307*** 0.270*** 0.809*** 

(5.67) (7.60) (8.22) (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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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性别 
0.021 0.001 0.010 −0.002 

(0.83) (0.04) (0.38) (−0.09) 

城乡归属 
−0.043 −0.224*** −0.122*** −0.114*** 

(−1.46) (−6.69) (−4.00) (−3.79) 

是否高龄 
−0.003 −0.061** −0.093*** −0.150*** 

(−0.13) (−2.01) (−3.49) (−5.71) 

健康状况 
−0.078*** −0.067*** −0.048*** −0.034** 

(−5.65) (−4.09) (−3.36) (−2.41) 

受教育程度 
−0.001 −0.006** 0.000 −0.002 

(−0.36) (−2.13) (0.11) (−0.95) 

经济情况 
−0.119*** −0.026 −0.058*** −0.078*** 

(−5.93) (−1.10) (−2.79) (−3.80) 

子女照料 
−0.027 0.096* 0.019 0.064 

(−0.62) (1.94) (0.41) (1.45) 

社会保障 
0.045 0.095* 0.057 0.036 

(1.03) (1.88) (1.25) (0.81) 

_cons 
0.922*** 0.889*** 0.693*** 0.649*** 

(10.61) (8.84) (7.74) (7.38) 

Pseudo R2 0.0485 0.0873 0.0630 0.0788 

LR 747.88 928.34 892.75 0.0630 

Prob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12,209 12,209 12,209 12,209 

4.4. 异质性分析 

老年人由于社会背景、区域分布、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关系呈现

出不同的特点，我们将从区域分布、生命周期阶段、是否独居三个方面集中分析不同类别老年人的个性

化特征，明确其供需的弹性差异，这有利于为政策部门实行分级分类的差异化服务，提供精准有效的建

议。 
见表 6 结果，首先从区域特征分析，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对于照料服务、娱乐服务和社区居家服务

的供需弹性并无太大差异，且在统计上也不明显；农村老年人对于保健服务和法律服务的供需弹性都高

于城镇老年人，也就是说保健服务和法律服务两类项目的提供对于农村老年人需求的引致作用要大于城

镇老年人，这也与农村地区医疗保健与法律援助服务供给较少有关，政府和社会力量应增加这两类服务

在农村地区的供给，例如增加农村医疗护理站点，开展普法活动等。 
其次，从生命周期阶段性特征分析，照料服务的供给对于需求的影响在高低龄老人之间也无明显差

别。而低龄老年人对于保健服务供给对于需求的敏感程度更高，这是由于低龄老年人在进入老年群体初

期，尤为重视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而高龄老年人相对于低龄老年人来说，在法律服务供给对于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关系中表现得更敏感，关于这一点，可能是由于高于 80 岁的老年人自身健康条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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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情况较好，且对于例如遗产分配类的法律知识较为感兴趣，从而引致出更大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表 6. 不同类别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关系分析 

类别 城镇 乡村 高龄 低龄 独居 非独居 

变量名 社区服务需求 社区服务需求 社区服务需求 

照料服务供给 
0.119 0.116 0.112 0.126 0.213 0.099 

(1.34) (1.38) (1.48) (1.22) (1.34) (1.50) 

保健服务供给 
0.742*** 0.817*** 0.758*** 0.855*** 0.709*** 0.810*** 

(10.23) (17.58) (15.43) (13.31) (7.39) (18.98) 

娱乐服务供给 
0.120 0.099 0.132* 0.046 0.032 0.107* 

(1.54) (1.38) (1.95) (0.56) (0.24) (1.89) 

法律服务供给 
0.360*** 0.451*** 0.425*** 0.383*** 0.463*** 0.398*** 

(4.43) (7.30) (6.83) (4.92) (3.74) (7.53) 

性别 
0.019 −0.011 0.001 −0.006 −0.058 0.012 

(0.33) (−0.26) (0.03) (−0.10) (−0.67) (0.34) 

城乡归属 
  −0.058** −0.094*** −0.200** −0.066* 

  (−2.54) (−3.21) (−2.25) (−1.81) 

是否高龄 
−0.051 −0.110***   −0.078* −0.069*** 

(−0.89) (−2.65)   (−1.73) (−3.53) 

健康状况 
−0.076** −0.068*** −0.007* −0.001 −0.009 −0.004 

(−2.55) (−3.05) (−1.82) (−0.22) (−1.26) (−1.22) 

受教育程度 
−0.005 −0.005 −0.042 −0.070* −0.038 −0.053* 

(−1.23) (−1.16) (−1.27) (−1.65) (−0.58) (−1.87) 

经济情况 
−0.027 −0.069** 0.144** 0.128 0.007 0.177*** 

(−0.64) (−2.10) (2.12) (1.50) (0.06) (2.98) 

子女照料 
0.095 0.155** 0.150** −0.013 0.182 0.084 

(0.99) (2.43) (2.34) (−0.13) (1.37) (1.40) 

社会保障 
0.068 0.115* −0.248*** −0.310*** −0.351*** −0.255*** 

(0.66) (1.80) (−5.35) (−5.14) (−3.64) (−6.42) 

_cons 
0.800*** 1.090*** 0.856*** 1.312*** 1.270*** 1.011*** 

(4.05) (8.02) (6.36) (7.17) (4.92) (8.27) 

PseudoR2 0.130 0.127 0.129 0.140 0.126 0.135 

LR 405.046 749.659 717.872 486.664 178.440 1036.280 

Prob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3585 8624 7237 4972 1940 10,269 

 
最后，从老年人居住情况分析，尽管独居老人照料服务的供给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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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独居老人，也符合现实情况，但在统计分析中并不显著；非独居老人在保健服务、娱乐服务供给与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间的关系更为敏感，这是因为独居老人相对于有配偶家庭支持的非独居老人来说，

生活各方面可能更为困难，且由于政府的关注支持，部分独居老人较早地享受到了国家提供的居家养老

服务；另外，独居老人对于法律服务供给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较为敏感，这可能和高龄老年人出

于同一原因，也可能独居老年人对于独居的安全问题更为关心所致。 

5. 结论与建议 

基于 CLHLS2017-2018 的数据分析，我们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尝试寻找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优化路径。经过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存在较大供需缺口，供给远远小于需求，市场容量大。第二，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都能明显

推动需求的增长，而非增加供给后，需求就停滞或缩小，说明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尚未达到

饱和。第三，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交叉供需关系基本上都显现正相关，其中保健服务和法律服务需求

对于各自的供给响应互动最为密切。第四，不同维度特征的老年人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关系敏

感性不同。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结果并没有否定需求的拉动作用，现代经济社会仍然是需求主导，只有

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有需求，供给才会衍生，供需联动。 
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缺口背后的原因是政策层面缺乏对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系统化的布局设计。在城

市地区，社区的服务供给不足、且部分供给收费高昂，而老年人由于经济原因，购买能力不足。社区养

老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社会、社区、家庭等多方力量参与建设，更提倡提供免费或低

收费的服务。其中，政府应承担责任，制定科学政策方针，布局福利设施规划；社区应提供场地，建设

社区养老中心，搭建居家服务平台；企业可提供部分收费服务，但提倡企业既能实现盈利也要承担社会

责任，不向老年人收取高额服务费以牟取暴利。未来银发经济将带来一个不可估量的市场，社区部门可

以和中介性、盈利性服务机构合作，在政府的扶持下，提高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更好地匹配老年人的

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确保社区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各方合力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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