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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不同类型社区养老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从而为改善独居老人生活满意

度提供依据。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简称“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英文缩写CLHLS) 
2018年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不同社区养老服务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结论：独居老年人对日常购物服务，提供保健知识服务以及上门看病、送药服务并不关注，我们

要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避免孤独，以及及时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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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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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s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solitary elderly people, thereby providing a basis for improving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2018 survey data of the China Elderly Health Impact Factor 
Tracking Survey (CLHL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ata using an ordered regression model to ex-
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solitary 
elderly people. Conclusion: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daily shopping services, 
providing health knowledge services, as well as door-to-door medical and drug delivery services. 
W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s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voiding loneliness, and 
providing timely leg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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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七普”数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1 年末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 20,05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14.2%。而

根据联合国划分标准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4%时就进入

“老龄社会”。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年轻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家庭结构向小型化趋势

的改变，独居老人逐渐增多、成为普遍现象。 
而社区养老服务作为一种在政府的指导和引领下，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参

与帮助，能够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心理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服务，使得老年人可以在自己熟悉

的社区生活环境中提高生活质量，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在这一背景下，探讨社区养老服务对独

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提高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研究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研究综述 

最早关于社区养老的研究是英国的社区照顾研究，“社区照顾”这一词的概念早在 1948 年英国颁布

的《国家社会救助法案》就曾出现过[1]，二战后随着各项以社区照顾为主题的白皮书颁布以及英国在 1990
年正式颁布的《全民健康服务与社会照顾法令》，这意味着社区照顾开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政策被实

施[2]。 
国内学者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关注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各学者对社区养老服务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社区养老是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相对立的基本养老方式之一。[3]另一种观点则从福利多

元主义角度出发，认为社区养老是通过政府、社会、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来为社区老人提供社会化服

务，它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协同提供养老服务。[4]关于社区养老服务的优势，学界普遍认为它有效弥补了

机构养老、家庭养老存在的缺陷，具有服务方式灵活、服务针对性强、能够提升老年人生活水平等优点。

[5]因此，探讨社区养老服务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提高独居老人生活满

意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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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对于具有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等情况上的差异，张增国等人就对安徽省寿县农

村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层次可以按照从低到高递进式需求

来划分，依次分为对日间照料服务、医疗保健服务以及精神文化服务的需求。[6]黄启原、李颖等人也基

于 2017~2018 年 CLHLS 数据，研究老年人期望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发现老年人希望得到保健知识教

育服务、社区能够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7]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相关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起居照料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假设 2：上门看病、送药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假设 3：精神慰籍，聊天解闷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假设 4：日常购物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假设 5：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假设 6：提供法律援助(维权)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假设 7：提供保健知识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假设 8：处理家庭邻里纠纷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简称“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英文缩写是 CLHLS) 2018
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老年人

追踪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调查问卷分为存活被

访者问卷和死亡老人家属问卷两种。本研究选用存活被访者的问卷数据，主要是由独居老人的性别、年

龄、受教育年限、住房条件、生活来源、对生活的满意度等内容组成，同时该调查具有全国代表性，能

反映我国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CLHLS 2018 年数据共包括 15,874 个样本，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独居老

人，并且随着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70 岁及以上独居老人，

在删除不符合、无效回答的样本后，最终得到 1465 个样本。 

3.2. 变量设计 

3.2.1. 解释变量 
根据问卷中“您所在社区有哪些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问题，将该问题提供的 8 个社区养老

服务作为本文的自变量，即起居照料服务，上门看病、送药服务，精神慰籍、聊天解闷服务，日常购物

服务，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服务，提供法律援助(维权)服务，提供保健知识服务和处理家庭邻里纠纷服务。 

3.2.2.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根据对问卷中“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的回答

分别赋值，将“很好”赋值为 4、“好”赋值为 3、“一般”赋值为 2、“不好”赋值为 1、“很不好”

赋值为 0。 

3.2.3. 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文献，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是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住房条件、

生活来源是否够用、是否享受离退休制度以及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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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设定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赋值为 0 和 1 的分类变量，因此本文运用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0 1 1 2 2 m my x x xα α α α ε= + + + + +  

因本文涉及到社区养老服务中的 8 项养老服务，为较清楚地比较出独居老人更倾向于哪种养老服务，

所以本文选用有序回归模型，对 8 项养老服务进行“有”或“无”分类，并分别用 X1~X8 来表示，ε来
表示误差值。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描述统计结果分析 

在独居老人样本中，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好和很不好的老年人有 83 人、占 5.6%，认为现在的生活一

般的老年人有 513人、占 35.02%，认为现在的生活好和很好的老年人有 869人、占 59.3%，且均值是 2.687，
也就是说近一半的独居老人认为现在的生活处于一般和好之间。对于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从均值可以

看出提供最多的是保健知识，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最少。大部分老年人的受教育年限处于小学阶段，

多数独居老人认为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且享有离退休制度的人只有 116 人、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只有 528
人，但是认为现在的生活来源够用的有 1198 人、占 82.5% (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赋值设定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很好” = 4、“好” = 3、“一般” = 2、
“不好” = 1、“很不好” = 0 

2.687 0 4 

自变量 

起居照料服务 0 = 没有、1 = 有 0.08 0 1 
上门看病、送药服务 0 = 没有、1 = 有 0.33 0 1 

精神慰籍服务 0 = 没有、1 = 有 0.128 0 1 
日常购物服务 0 = 没有、1 = 有 0.1 0 1 

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服务 0 = 没有、1 = 有 0.185 0 1 
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0 = 没有、1 = 有 0.18 0 1 
提供保健知识服务 0 = 没有、1 = 有 0.381 0 1 

处理家庭邻里纠纷服务 0 = 没有、1 = 有 0.283 0 1 

控制变量 

性别 1 = 男、0 = 女 0.354 0 1 
年龄 (连续变量) 87 70 111 

受教育年限 0 = 未上过学、1 = 小学以上高中以下 
2 = 大学及以上 

0.395 0 2 

婚姻状况 
0 = 已婚，但不与配偶住在一起、离婚、 
丧偶、从未结过婚 
1 = 已婚，并与配偶住在一起 

0.524 0 1 

健康状况 “很好”、“好” = 1 
“一般”、“不好”、“很不好” = 0 

0.439 0 1 

住房条件 0 = 不好、1 = 好 0.737 0 1 
生活来源是否够用 0 = 不够用、1 = 够用 0.825 0 1 

是否享受离退休制度 0 = 否、1 = 是 0.079 0 1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0 = 否、1 = 是 0.36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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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统计结果分析 

模型(1)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分别把起居照料等 8 个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做了比较。

结果显示，除上门看病、送药服务和提供保健知识服务以外，其他 6 个社区养老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

满意度影响显著。模型(2)至模型(9)是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依次看每个服务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根据结果显示，上门看病、送药服务，日常购物服务以及提供保健知识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

满意度影响不显著，但是起居照料服务、精神慰籍，聊天解闷服务、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服务、提供法

律援助(维权)服务和处理家庭邻里纠纷服务这 5 项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见表 2)。 
由模型(2)可知，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比社区不提供起居照料服务的独居

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高出约 1.7 倍，这不仅可以说明起居照料服务能提高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从侧面

也反映了独居老人的自我照料能力的减弱以及对基本起居照料服务的需求；模型(3)、模型(4)结果不显著，

说明了上门看病、送药服务以及日常购物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大，很有可能是因为随着

手机智能化，独居老人对日常物品、药品的需求自己可以解决；模型(5)说明社区提供精神慰籍、聊天解

闷服务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比社区不提供精神慰籍、聊天解闷服务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高出约

1.4 倍，这一结果并不意外，虽然随着网络的发达独居老人可以在网上看视频、与家人朋友聊天，但是独

居老人仍觉得孤独；模型(6)说明社区提供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服务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比社区不提

供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服务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高出约1.4倍，这一结果可以与模型(5)结合起来看，

独居老人需要陪伴、喜欢娱乐活动；模型(7)说明提供保健知识服务对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随着网络的发达，老人可以从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上获得所需知识；模型(8)、模型(9)分别说明

社区提供法律援助(维权)服务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比社区不提供法律援助(维权)服务的独居老人的

生活满意度高出约 1.4 倍，社区提供处理家庭邻里纠纷服务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比社区不提供法律

援助(维权)服务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高出约 1.3 倍(见表 3)。 
 

Table 2. Model (1) 
表 2. 模型(1) 

变量名称 起居照料 
服务 

上门看病、 
送药服务 

日常购物 
服务 

精神慰藉、 
聊天解闷 
服务 

组织社会 
和娱乐活 
动服务 

提供保健 
知识服务 

提供法律 
援助服务 

处理家庭 
邻里纠纷 
服务 

结果 1.932*** 1.145 1.403** 1.478** 1.548*** 1.183 1.664*** 1.469*** 

 
Table 3. Model (2)~Model (9) 
表 3. 模型(2)~模型(9) 

模型名称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变量名称 起居照料 
服务 

上门看病、 
送药服务 

日常购物 
服务 

精神慰藉、 
聊天解闷 
服务 

组织社会 
和娱乐活 
动服务 

提供保健 
知识服务 

提供法律 
援助服务 

处理家庭 
邻里纠纷 
服务 

结果 1.667*** 1.087 1.302 1.409** 1.373** 1.068 1.352** 1.267** 

注：指数系数；*p < 0.10，**p < 0.05，***p < 0.01。 

5. 结论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看到，独居老年人更关心的是起居照料服务，精神慰藉、聊天解闷服务，组织社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2018


宋蓓 
 

 

DOI: 10.12677/ar.2023.102018 151 老龄化研究 
 

会和娱乐活动服务，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及处理家庭邻里纠纷服务，反之，独居老年人对上门看病、送

药服务、日常购物服务以及提供保健知识服务并不关心。由此可以推测，独居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他们内心心理的健康，他们对上门看病、送药服务并不关注，可以合理推测为老年人

更倾向于去医院、现场看病，以便得到更具体的医生建议以及更好的现场体验。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

老年人可以通过网络获得相应的保健知识，方便快捷，因此，可能对提供保健知识服务不注重。日常购

物服务更是可以缓解独居老年人孤单情绪的辅助活动，这也与我们的认知较符合。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要关注独居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避免他们过于孤独、远离社会，也要关注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矛盾冲突、能及时地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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