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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社区各类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旨在为构建老年人友好型社

区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利用社区养老服务调查数据库，并运用Stata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以老年人生活质量为因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对模型结果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建议应

注重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改善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范围，并提高服务的可及性。此外，还应加强对

老年人的需求调研，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养老服务，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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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building a friendly community for the 
elderly by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through various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Research and use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urvey database, and use Stata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organize and analyze the data. OLS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nduc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odel result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expanding service scope, and improving service accessibility.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esearch o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persona-
lized and differentiat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different groups of elderly peopl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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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进步和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养老服务成为关乎老年人福祉和社会稳定的重

要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并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在当前的

政策和中国的国情背景下，开展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养老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例如，实

施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加大了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此外，还出台了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政策，推动社区组织、志愿者和社会企业等多方参与养老服务的提供。在这样的

政策环境下，研究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实证支持，进一步

优化和调整养老服务体系。其次，中国的国情特点也对养老服务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

观和家庭观念使得家庭在老年人照料和支持方面承担重要责任。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传统

家庭支持的压力增加，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凸显。因此，研究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活质量

的影响，可以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和促进社区与家庭相互衔接提供实践指导[1]。 
综上所述，结合当今的政策和中国的国情背景，开展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

究，不仅有助于指导养老政策和服务模式的调整，也能够为实现老年人幸福安康和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

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性研究相对不充分。学者们通常采用直接评价法和间接评价法两

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这一方面[2]。直接评价法是指直接对社区养老服务进行评估[3]。而间接评价法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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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使用社会指标来评估社区养老服务的实施效果，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总

结已有的研究发现，社区养老服务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并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4]。然而，

研究也揭示了一些共同存在的问题，例如服务过剩和供给不足[5]。这些问题表明，在发展社区养老服务

时需要平衡考虑，确保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提高

社区养老服务的适应性，增强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以及加强与老年人的互动和反馈机制，以不断提升

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性[6]。 

2.2. 理论框架 

在研究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区参与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时，这些理论基础可以为研究提供框架和

理论支持，帮助深入理解社区参与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并为积极老龄化政策和实践提供理论

依据。 
1) 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在研究中，可以探

讨社区参与对于老年人社会资本的积累，包括邻里互助、社交支持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这些

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作用机制。 
2) 社会支持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的支持和帮助对其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研究可以探讨社区参与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提供，包括亲属、邻里、朋友等各类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和

影响，以及这些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 
3) 自我效能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关注个体对自身能力和控制力的信念，以及这种信念对行为和心理

状态的影响。研究可以探讨社区参与对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包括社区参与活动对于老年人自我认

同、自主性和自我效能信念的影响，以及这种自我效能感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4) 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关注个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可以从生态系统的角

度探讨社区参与对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的影响，包括社区资源、服务设施、社交网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

这些环境因素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 
5) 积极老龄化理论：积极老龄化理论强调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可以从积

极老龄化的角度探讨社区参与对老年人积极参与、自我发展和满足感的影响，以及这些积极因素对生活

质量的影响。 

3. 研究假设 

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是多样的。回顾相关文献，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人们莫衷一

是，大多是根据养老保障内容(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心理保健和法律维权等)进行

区分[7]。 
本文根据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内容提出一下假设作为开展研究的基础，通过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进一步验证这些假设，并探讨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具体影响机制。 
假设一：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种类和质量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研究假设社区提供多样化

且质量较高的养老服务将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二：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研究假设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范围广、

服务便捷性高将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三：老年人个体特征对社区养老服务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调节效应。研究假设老年人的教育

水平、经济状况和社会支持网络等个体特征可能会调节社区养老服务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即这些特

征可能会影响社区养老服务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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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社区提供养老服

务水平十分低下，上门探访 21.5%、提供法律援助 14.9%、老年人服务热线 10.7%、日托站或托老所 10.1%、

老年饭桌或饭托 10%、心理咨询、上门做家务 9.6%、帮助日常看病 6.9%、陪同看病 6.8%，全都不足 50%，

说明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响应情况较差。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中的相关问题，确定相关变量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此进行相关研究，见下表 1。 
 
Table 1. Model variable interpretation and assignment table 
表 1. 模型变量解释及赋值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含义与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生活质量 很满意 = 5；比较满意 = 4；一般 = 3；
比较不满意 = 2；很不满意 = 1 3.838 0.866 1 5 

主要解释 

上门探访 是 = 1；否 = 0 0.215 0.411 0 1 

老年人服务热线 是 = 1；否 = 0 0.107 0.309 0 1 

陪同看病 是 = 1；否 = 0 0.068 0.251 0 1 

帮助日常看病 是 = 1；否 = 0 0.069 0.253 0 1 

提供法律援助 是 = 1；否 = 0 0.149 0.357 0 1 

上门做家务 是 = 1；否 = 0 0.096 0.294 0 1 

老年饭桌或送饭 是 = 1；否 = 0 0.1 0.3 0 1 

日托站或托老所 是 = 1；否 = 0 0.104 0.305 0 1 

心理咨询 是 = 1；否 = 0 0.096 0.294 0 1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0；女 = 1 0.498 0.5 0 1 

教育水平 
不识字 = 0；私塾/扫盲班 = 1；小学 = 
2；初中 = 3；高中/中专 = 4；大专 = 

5；本科及以上 = 6 
1.795 1.377 0 6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 0；丧偶 = 1；离婚 = 2；
未婚 = 3 0.348 0.536 0 3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 0；民主党派(含无党派人

士) = 1；群众 = 2 1.91 0.415 0 2 

居住地类型 
农业户口 = 0；非农业户口 = 1；由农

业户口改为统一居民户口 = 2；由非

农业户口改为统一居民户口 = 3 
0.487 0.6 0 3 

身体健康状况 很健康 = 4；比较健康 = 3；一般 = 2；
比较不健康 = 1；很不健康 = 0 2.323 0.886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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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生活质量的评估 
自评生活状况是指个体根据自身的感受和主观评价来评估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状况[7]。自评生活

状况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充分考虑个体的主观感受和需求，反映个体对自己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满意度可以，

更全面地了解个体的生活状态。然而，自评生活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其主观性，不同个体对

同一方面的评估存在主观偏差和个人差异。此外，个体的评估可能会受到情绪、记忆和情景等因素的影

响，导致评估结果的相对主观性和可变性。 
尽管如此，自评生活状况仍然是一种常用的评估方法，特别是在研究中，它可以提供对个体生活质

量的主观认知和评估，为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结合客观指标和其他评估方法，

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和理解个体的生活质量。在调查问卷中，相应题目为“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

其答案选项分别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4.2.2. 社区养老服务 
社区提供养老服务情况指的是社区为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提供的各种支持和服务。这些服务旨

在帮助老年人实现健康、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资源，以满足他们的身体、心理、

社交和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8]。社区提供养老服务情况的好坏与全面性、适宜性、可及性、质量和满意

度等因素相关。 
在 CLASS 问卷中，通过题本“您所在社区是否提供以下服务”来判定社区是否提供某项养老服务。 

该题本包括上门探访、老年人服务热线、陪同看病、帮助日常看病、提供法律援助、上门做家务、老年

饭桌或送饭、日托站或托老所、心理咨询九项养老服务，通过被调查者逐项回答“是”或“否”，来判

定社区是否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 

4.2.3. 其他控制变量 
在研究中设置控制变量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以便更准确地评估

感兴趣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控制变量，研究人员可以排除其他潜在的干扰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从而更可靠地得出结论。 
老年人生活质量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居住地类型、身体

健康状况，本文选取这八个变量为控制变量，在教育水平变量中，包括不识字、私塾/扫盲班、小学、初

中、高中、中专。在婚姻状况变量中，包括已婚有配偶、离婚、丧偶、从未结过婚等情况。 

4.3.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含有多个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因变量为老年人生活质量，自变量分别为：受

教育水平、婚姻关系状况。选择 OLS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的线性关系[9]，模型

如下： 

0 1 1 2 2β β β β ε= + + + + + n nY X X X  

式中，Y 为因变量健康状况， 1X 、 2X 、……、 nX 是自变量，ε 为随机误差项， 0β 为回归截距， 1β 、 2β 、……、

βn 为回归系数。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实证分析 

表 2 为社区参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间相关性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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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区上门探访和老年人生活质量间存在相关性，因为上门探访是指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定期

或不定期拜访老年人的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通过提供社交支持、心

理健康支持、健康管理和资源支持等方面的帮助，能够促进老年人的福祉和生活满意度，提高他们的

生活质量。 
2) 老年人服务热线和老年人生活质量间存在相关性，因为它可以提供老年人在需要时的即时支持。

老年人可能面临各种问题和困扰，包括健康问题、心理压力、社交孤立等。通过拨打服务热线，老年人

可以获得专业的咨询、援助和指导，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提高生活质量。 
3) 陪同看病、帮助日常看病、提供法律援助和老年人生活质量间存在相关性，陪同看病、帮助日常

看病以及提供法律援助等服务能够保障老年人的健康权益。老年人在面对医疗问题或法律事务时可能会

感到困惑和无助，这些服务可以提供必要的陪伴、协助和法律知识，使老年人获得合适的医疗治疗和法

律支持，维护其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4) 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社、日托站或托老所和老年人生活质量间存在相关性，因为这些服

务够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上的便利。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可能面临日常家务繁琐、独居饮食问题以及

日间照料需求等困扰。这些服务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家务负担，提供健康饮食支持和日间照料，帮助老年

人获得更便捷、安心的生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 
5) 心理咨询和老年人生活质量间存在相关性，因为心理咨询服务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具

有积极影响。老年人常常面临身体和心理上的挑战，如孤独、抑郁、焦虑等。心理咨询可以提供专业的

心理支持和辅导，帮助老年人面对情绪困扰、调适生活态度，增强心理韧性，从而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提高生活质量。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i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表 2. 社区参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间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生活质量 1          

上门探访 0.140*** 1         

老年人服务热线 0.089*** 0.573*** 1        

陪同看病 0.007 0.443*** 0.582*** 1       

帮助日常看病 0.011 0.411*** 0.554*** 0.822*** 1      

提供法律援助 −0.047*** 0.420*** 0.490*** 0.515*** 0.512*** 1     

上门做家务 −0.045*** 0.391*** 0.511*** 0.595*** 0.631*** 0.556*** 1    

老年饭桌或送饭 −0.082*** 0.436*** 0.522*** 0.564*** 0.552*** 0.511*** 0.681*** 1   

日托站或托老所 −0.103*** 0.438*** 0.521*** 0.578*** 0.569*** 0.574*** 0.568*** 0.737*** 1  

心理咨询 −0.039*** 0.487*** 0.584*** 0.606*** 0.585*** 0.572*** 0.613*** 0.751*** 0.784*** 1 

***p < 0.01, **p < 0.05, *p < 0.1。 
 

表 3 为社区参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 OLS 模型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 
模型 1：只加入控制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上门探访、帮助日常看病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显著正向

影响，提供法律援助、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日托站或托老所等因素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显

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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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在上一个模型、基础之上，加入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婚姻

状况越差对老年人生活质量越呈显著负向影响。 
模型 3：在上一个模型基础之上，加入政治面貌、居住地类型、身体健康状况。分析结果表明，居

住地类型和身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政治面貌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呈非常显著的

负向影响。 
 
Table 3. OLS model result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factors influencing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adults 
表 3. 社区参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 OLS 模型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 

上门探访 
0.406*** 0.407*** 0.362*** 

−10.67 −10.7 −9.8 

老年人服务热线 
0.343*** 0.343*** 0.334*** 

−6.99 −6.92 −6.78 

陪同看病 
−0.035 −0.029 0.034 

(−0.41) (−0.34) −0.41 

帮助日常看病 
0.208** 0.210** 0.263*** 

−2.47 −2.46 −3.13 

提供法律援助 
−0.152*** −0.158*** −0.188*** 

(−3.26) (−3.38) (−4.25) 

上门做家务 
−0.103* −0.098 −0.118** 

(−1.72) (−1.64) (−2.08) 

老年饭桌或送饭 
−0.274*** −0.278*** −0.257*** 

(−3.89) (−3.93) (−3.93) 

日托站或托老所 
−0.522*** −0.527*** −0.497*** 

(−7.24) (−7.32) (−7.33) 

心理咨询 
0.114 0.115 0.089 

−1.55 −1.57 −1.3 

性别 
 −0.009 −0.003 

 (−0.36) (−0.12) 

教育水平 
   

 (−0.57) (−3.35) 

婚姻状况 
 −0.106*** −0.073*** 

 (−4.34) (−3.09) 

政治面貌 
  −0.116***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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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居住地类型 
  0.049** 

  −2.3 

身体健康状况 
  0.272*** 

  −16.83 

_cons 
3.806*** 3.857*** 3.192*** 

−261.61 −137.83 −37.23 

N 4464 4464 4464 

R2 0.068 0.072 0.152 

注：*代表 p < 0.05，**代表 p <0.01，***代表 p <0.001 

5.2. 结果分析 

5.2.1. 模型 1 结果说明 
当社区提供上门服务和老年人服务热线时，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会有所提高。老年人常常面临社交孤

立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居住独自或家庭支持有限的老年人。上门探访可以为他们带来社交互动和情感支

持，减轻孤独感，增加社交联系，提升生活质量。老年人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可能面临诸多困难，如就医

交通、医疗预约、药物管理等。提供帮助和陪伴可以减轻老年人在医疗方面的负担和困扰，保证他们及

时就医和获得合适的医疗照顾，当提供法律援助、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日托站或托老所等因

素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负向影响时，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服务无法满足老年人需求：当这种

情况发生时，可能会对其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法律帮助可能不准确或不

完善，导致老年人在法律问题上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和解决方案。同样地，如果上门做家务的服务质量差，

导致家务事务无法得到妥善处理，或者老年饭桌或送饭服务提供的饮食质量不好，这些因素可能会对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缺乏个性化关注：如果提供的服务没有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个体差异和需

求，可能会对其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老年人的需求因人而异，如果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个体化需求，

无法提供所需的关心和关注，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感到不满或不舒适。如果这些服务无法提供社交互动和

社区参与的机会，老年人可能会面临社交隔离和孤独感的增加。例如，日托站或托老所可能提供的照料

服务较为单一，缺乏社交活动或交流的机会，导致老年人感到孤独和无聊，从而影响生活质量。社交隔

离和孤独感：如果这些服务无法提供社交互动和社区参与的机会，老年人可能会面临社交隔离和孤独感

的增加。例如，日托站或托老所可能提供的照料服务较为单一，缺乏社交活动或交流的机会，导致老年

人感到孤独和无聊，从而影响生活质量。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负面影响并不代表这些服务本身有问题，

而是可能与服务提供方的管理、执行或其他因素有关。提高服务质量、个性化关注和社交支持的程度可

以帮助消除或减轻负面影响，确保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 

5.2.2. 模型 2 结果说明 
模型 2 中加入婚姻状况因素，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个体差异和其他

因素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有些老年人可能选择单身生活并且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满足感和社交支持，

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婚姻状况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丧偶或离婚带来的情感损失：老

年人如果丧偶或离婚，可能会面临失去配偶的情感支持和陪伴，从而导致心理上的痛苦和孤独感。这

种情感损失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缺乏社会支持系统：婚姻通常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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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系统，夫妻之间互相照顾和支持。而对于未婚、丧偶或离异的老年人来说，缺乏这种社会支持系

统可能会使他们在生活中感到更加孤立和无助，缺乏实际和情感上的支持。经济压力：婚姻关系通常

意味着经济上的共同承担和支持。而对于单身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可能需要自行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

和开支，可能会面临经济上的压力和困境，从而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社交互动的减少：婚姻提供了

一个常规的社交互动平台，夫妻可以相互交流、参与共同的活动和社交圈子。然而，对于单身的老年

人来说，他们可能面临社交互动的减少，缺乏与他人的交流和社交活动，这可能导致孤独感和社交隔

离，进而影响生活质量。 

5.2.3. 模型 3 结果说明 
优越的居住地以和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大大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通过分析，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原因：社区环境和便利设施：居住地类型指的是老年人所居住的地理环境和社区条件。如果老年人

生活在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中，如安全、清洁、有绿化和休闲设施的社区，他们将更容易获得便利的服

务和设施，如医疗机构、购物中心、休闲活动场所等，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健康保障和医疗资源：良好的居住地类型通常与更好的健康保障和医疗资源相关联。老年人居住在提供

全面医疗保健服务的地区，可以更容易获得医疗检查、治疗和药物，从而维持身体健康和改善生活质量。

社交支持和互助网络：居住地类型对于老年人的社交支持和互助网络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如果老年人

居住在一个互助意识较强、社区关系紧密的地区，他们可以更容易获得邻里之间的支持和帮助，建立社

交联系，减少孤独感，提高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环境舒适度：良好的居住地类型能够提供一个舒适的

生活环境，包括适宜的居住空间、宜人的氛围和安全的社区。这种环境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可以减轻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促进心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5.3. 研究结论 

社区养老服务的优点包括提供便利和个性化服务、促进社交互动以及提供专业护理和支持；而弊端

主要涉及服务供给不足、资源和经济压力以及缺乏个体关注和定制化服务。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社区养

老服务的优势，需要解决相关问题，提高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提高他

们的生活质量。 
社区养老服务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服务，如居家护理、定期健康检查和购物服务等，满足他们

的个性化需求。同时社区养老服务可以提供社交活动和交流机会，帮助老年人建立和维系社交关系[10]。
社区组织的活动和集体活动可以增加老年人的社交互动，减少孤独感和社交隔离，提高生活满意度。社

区养老服务通常包括专业的护理和支持，如医疗护理、康复服务和心理咨询等。这些专业服务可以有效

管理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提供必要的照顾和支持，提高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而提高生活质量。 
有些社区可能面临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导致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服务提供者数量不足、服务

内容有限或服务范围有限等问题可能影响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性，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1]。资源和经

济压力：提供高质量的社区养老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社区可能面临经济压力，无法提供充

足的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从而限制了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缺乏个体关注和定制化服务：

由于社区养老服务通常面向大量老年人，服务提供者可能难以提供个体化的关注和定制化的服务。老年

人的需求和偏好因人而异，缺乏个性化的服务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每个老年人的需求。 

6. 对策建议 

6.1. 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增加社区养老机构的数量，尤其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建设更多的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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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养老机构的设施标准，确保安全、舒适和适应老年人需求的环境。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通过政策支持和优惠措施吸引更多投资者。 

6.2. 优化养老服务模式 

推动社区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建立医养结合的模式，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加

强社区护理服务，提供居家护理、健康咨询和康复护理等专业服务，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引入互

联网技术，发展远程医疗和在线咨询服务，提供便利的健康管理和医疗咨询渠道。 

6.3. 加强社区养老服务的管理和监督 

建立养老服务机构的评估和认证制度，定期对养老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提高服务质量和标准化水

平。设立专门的养老服务管理部门，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处理投诉和纠纷，保障老年

人的权益。 

6.4. 提高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覆盖范围 

加大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养老服务投入，建设农村养老设施，提供定制化的养老服务。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养老服务，支持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提供多元养老服务，同时搭建共享平台，实习养

老服务信息和资源共享，方便老年人和家属获取养老服务信息。 

6.5. 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智能化技术应用 

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化建设，建立养老服务管理系统和数据共享平台，提高服务效率和管理水

平[12]。引入智能化技术，如智能居家监测设备、远程健康监护系统等，提供老年人健康管理和安全监

测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开展智能化养老技术培训和推广，提高老年人和服务人员对智能化设备的使用

和接受度。 

6.6. 鼓励社会参与和互助支持 

建立老年人互助组织和社区志愿者服务团队，组织社交活动、健康讲座等，增强老年人的社交网络

和参与感。鼓励社区居民建立互助关系，组织邻里互助活动，促进邻里间的支持和帮助。支持老年人参

与社区决策和规划，建立老年人代表机制，让他们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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