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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的日益严峻以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衰退促使这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进一步发展，而社

区养老服务也越来越成为满足老年人养老需要的重要手段，本文从社区养老的需求侧入手，通过对城镇老

年人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

人口因素对城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因素；二是城镇老年人的退休办理情况

关系着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需要从而对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类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产生影响；三是

城镇老年人是否具备家庭以外的政府、社会等公共的养老责任观念显著影响着城镇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

的使用选择。本文发现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侧仍然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激发其需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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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aging and the declining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family elderly care have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home-based elderly care model relying on communities, 
and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me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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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of elderly ca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demand side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us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ur-
ban elderly,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 age education level, health level, and 
other demographic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use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
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urban areas; Second, the retirement management of the elderly in cities 
and towns is related to the needs of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which has an impact on the 
daily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use of spiritual comfort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ird, whether 
the urban elderly have the concept of public pension responsibility outside the family,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use of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s for 
urban elder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demand side of com-
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which need to further stimulate their demand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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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末，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8.9%，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4.2%。与 2020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比 2020 年上升 0.2 和 0.7 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

进一步加深。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峻，相对的却是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越来越薄弱，经济高度发展的社

会带来的代际距离越来越远，为了保障个人以及家庭的生存资源获取，年轻一代也难以兼顾其父母的养

老照顾需要，因此，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日益发展壮大，而社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也成为满足老年人

服务需要的重要提供方。在重视养老服务供给侧优化改革的基础上，也需要从老年人的需求方探索如何

进一步深化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有效性，即“供即所需，供即所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养老服务需求方的情况，即影响城镇老年人是否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因素，本文对城镇

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养老服务需求侧改革提供研究支撑与完善建议。 

2. 文献综述 

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区服务，在社区服务逐渐兴起的情况下日益发展出

了社区老年服务。早在 20 世纪末，我国的一些学者基于上海老龄化的情况，开始呼吁以街道为依托，以社区

服务为载体，发挥好用社区优势，从而更好地保证退休人员的养老照顾需要，1997 年，赵熙超、范张娟就东

风农场对老年员工的社区养老管理服务的缺失和滞后为例反映上海远郊的沪垦企业老年服务难以得到有效的

保障，从而呼吁远郊的沪垦企业进行多层次的社区功能系统的建立，发挥社区老年人服务的功能，补充老年

人农场社区所需[1]。1999 年，吴国卿同样就上海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为研究依托，发现了退休人员难以

有效地享受到企业的退休人员福利，因此需要社区发挥其“近水楼台”的作用，提供退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

要，呼吁更多的社区建立和完善社区的养老服务体系，购置设备、添置经费，由社保机构按一定条件统一下

发至各个社区，减轻企业的养老服务负担[2]。进入 21 世纪以后，各地、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和公众对社区养

老的关注度日益增加，同时，学界关于社区养老服务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增多，关于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总

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在 2019 年达到一个峰点。2002 年，王海燕提出了社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十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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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政府、社会力量等主体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强调社区医疗保健服务的首要服务功能、鼓励有条件的

其他单位兴办老年人服务产业、重视老年人再就业工作，较为全面细致地论述了社区养老服务的功能[3]。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主线可归类为需求方和供给方两大方面，从供给方来说，2010 年，葛文钰提

出了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存在政策指导缺失致使社区权责界限模糊、面向社会公众的宣传不足从而存在着

部分干部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视度仍然较低、服务设施不够健全、服务项目发展失衡、服务人员匮乏以及现

有的社会相关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等一系列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侧问题从而导致的社区养老服务发展问

题[4]。2014 年，廖鸿冰，李斌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即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养老服务，就社会工作理念与社

区养老服务工作的高度契合有助于社区养老服务的良好健康发展，同时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养老服务也能够

很好地解决普遍存在的社区养老服务人员专业素质较低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发挥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对社会工

作本身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些学者的研究完善了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侧的优化路径研究，对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侧改革有着非凡的意义[5]。需求侧方面，也有着众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现存的问题，主要仍然集中在需求

激发不足的问题上，有效需求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从而导致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方十分薄弱[6]。 
综上所述，我国众多学者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机制以及问题对策研究十分关注，虽然对于社区养

老服务的需求方存在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关注，但对影响其需求和实际使用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仍然较少，

因此，本文基于城镇居民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就其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就

影响其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因素进行研究，探索出使用率不高的原因，同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

激发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和使用效率。 

3. 数据、变量及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2018 年的问卷调查数据，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作为一项全国性的社会调查项目，2014 年开始开展调查，后又于 2016 年开展了对 2014 年的第一次追踪调

查，2018 年在前 2014 年和 2016 年的基础上开展的第三轮调查。在调查中以问卷的形式了解关于老人的健

康、家庭状况、社会背景以及经济状况等信息，调查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调查由中国人民

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联合设计、执行，为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重要的事实依据。 
本文通过对问卷中与养老服务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整理、筛选以及数据处理，本文的研究主体为城

镇老年人，因此，通过筛选问题“您的户口类型为？”，删除农业户口样本，同时运用插补法对缺失值

进行处理后，共得出有效样本量 4890 份，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1，依托于筛选后的数据建立模型，对城镇

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自变量分布 变量赋值 样本频率 百分比(%) 

性别 
女 = 0 2541 51.96 

男 = 1 2349 48.04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 = 0， 680 13.91 

“小学及以下” = 1， 1673 34.21 

“中学” = 2 2319 47.43 

“大专及以上” = 3 218 4.45 

样本量  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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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区养老服务情况 

根据常见的社区养老服务种类，本文将社区养老服务归类为日常照料、医疗照护以及精神慰藉三类。

其中具体分为日常照料类的陪同看病、帮助日常购物、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日托站或托老所

五项具体服务项目；医疗照护类的上门护理、上门看病、康复训练、康复辅具租用、免费体检、建立健

康档案以及健康讲座七项具体服务项目；精神慰藉类的老年人服务热线、法律援助、心理咨询、上门探

访四项具体的服务项目；共十六项具体的社区养老服务。 
 

 
Figure 1. Use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图 1. 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 
 

根据图 1 可以看出，就总体的城镇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人数来说，目前的社区养老服务的

使用人数较少，说明目前城镇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激发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且问题较为

显著。 
其次，就三类社区养老服务的横向比较来看，城镇老年人对医疗照护的使用明显高于其他两类，且

主要集中在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以及健康讲座三项具体的服务项目上，究其原因，这三项服务皆具

有公益性和普适性的特点，其公益性就意味着老人无需为此项服务缴费，从而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服务

使用门槛，且其普惠性的特点表示这三项服务项目切合了老年人目前对于自身健康关注的需要，所以其

使用人数较高。因此，可以将对应其普适性的健康因素和对应公益性的收入纳入影响城镇老年人社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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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使用情况的因素。 
最后，从这三类的服务单独分析，日常照料类服务中，老年饭桌或送饭以及上门做家务这两项具体

的服务相对来说使用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从而导致个体对此类日常家务的

劳作产生了一定阻碍，从而猜测老人独居因素导致并无同住人员帮助其家务劳作因此需要使用此两项服

务，因此，可以将城镇老人的独居情况纳入影响城镇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的因素。医疗照护类

上述横向比较中已经分析，此处不再赘述。精神慰藉类服务中，上门探访和老年人服务热线此两项的服

务使用率相对较高，可能是老年人退休或无规律性的工作从而导致老年人的交往需求难以得到很好的解

决，因此，将城镇老年人的退休情况纳入影响城镇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的因素。 

3.3. 变量定义 

3.3.1. 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可能对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服务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总结及样本

分布情况，本文将影响因素归类为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体因素三大方面。 
人口学因素包含人的一生的总和，即包含质量、发展、迁移等一系列的指标，本文在推理分析的基

础上，选取了城镇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以及宗教信仰五项可能影响城镇老年人

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的指标构成本研究的人口学因素。根据变量特点将部分数据归一化，即将性别以

及宗教信仰设置为取值为 0 或 1 的哑变量。同时，将受教育程度变量重新归类赋值，根据样本中老年人

出生年代较早，受教育程度较之现在普遍较低，因此，特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不识字”、“小学及以

下”、“中学”、“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 
社会经济因素即城镇老年人的退休与情况以及经济情况，就上文所述，老年人的退休情况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老年人有无规律性的长时间社会参与情况，从而影响其对社会交往需要服务的需求程度从而影

响其对相关服务的使用情况；而城镇老年人的经济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付费型养老服务的使用选择。

将退休情况设置为取值为 0 或 1 的哑变量；将城镇老年人平均月收入作为其经济情况的指代变量，剔除

过高的奇异值。 
个体因素即城镇老年人的个人因素从而影响其对养老服务的使用选择，本研究选取了城镇老年人是

否独居以及是否存在公众责任性的养老观念作为个体因素的具体指标，独居情况反映城镇老年人的生活

劳作帮助获取情况，当独居老人有家务劳作帮助的需求时，却无法通过家人或同住者获得家务劳作上的

帮助因此需要使用社区的日常照料服务；而城镇老年人是否具备公共责任性的养老观念也是其是否选择

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因素，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即是否认为政府、社会或者社会组织对老年人的

照料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本文选取问卷中“您认为老年人的照料应该主要由谁承担？”作为反映老年

人是否具备公众责任性养老观念，将选择“政府”、“社会”以及“政府、社会、子女共同承担”的视

为具备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赋值为“1”，其他选项赋值为“0”，视为不具备公共性养老观念。 

3.3.2.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城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至少使用过图 1 中十六项服务中任何一项的

赋值为“1”，表示使用了社区养老服务。未使用过任何一项服务的赋值为“0”。 
根据表 2 的描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样本的性别平均值为 0.48，接近 0.5，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年龄

均值为接近 72 岁，样本整体偏向于高龄城镇老年人且健康状况中等偏上，有宗教信仰的老人较少。社会

经济因素方面，超过 73%的城镇老年人以及办理了退休，因此其很可能不具备规律性的长时间社会参与

活动，且城镇老人的月平均收入为 1215.1 元，截至 2018 年 6 月份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为 1280 元/月，也

就是说，本研究中的老人月均收入低于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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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自变量     

 人口因素    

 性别 女 = 0，男 = 1 0.48 0.499 

 年龄 具体数值 71.619 7.529 

 受教育程度 “0~3”，不识字取值为 0，数值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 1.424 0.782 

 健康程度 1~5 数值越高，健康状况越好 3.361 0.859 

 宗教信仰 有 = 1，无 = 0 0.076 0.266 

 社会经济因素    

 退休情况 有 = 1，无 = 0 0.732 0.442 

 收入 数值 1215.1 1424.734 

 个体因素    

 独居情况 独居 = 1，非独居 = 0 0.106 0.308 

 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 有此观念 = 1，无此观念 = 0 0.562 0.496 

因变量 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 有 = 1，无 = 0 0.383 0.486 

样本量 4890    

3.4. 方法选择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的研究路径是从量足够大的变量之中挑选出相较而言最为重要的变量，在此基础

上建立起多元回归模型以达到预测或者解释的效果。将自变量按一定顺序引入模型之中，同时，每引入

一个新的自变量后，要对旧的自变量逐个检验，它的实质是建立“最优”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本文通过选择多元回归模型，利用普通的最小二乘加减法模型(ols)对系统进行回归估算，分析了多

个不同的自变量之间与幸福感变量间存在的关联。为保证确定结果模型的相对稳健性，使用了逐步回归

模型的方式来加以估算，分别放入了代沟因素变量、人口学变量及其他相关变量，形成了上述三个变量

嵌套的使用模式。 
根据前文的文献综述及假设，本研究使用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1 2 2 3 3 i iY b a x a x a x a x e= + + + + + +  

其中：Y 表示因变量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b 为截距，xi 表示自变量，ai 表示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e
表示随机误差。线性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4. 结果分析 

通过将人口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个体因素逐个纳入模型中进行回归，经过 stata 软件运算，得到

多元回归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根据表 3 的回归结果，得出模型一、二、三都是成立的，并且随着人口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个

体因素的逐个纳入，模型的解释力也逐步地提高。也就表示，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体因素均

对城镇老年人是否使用社区养老服务产生影响。通过对模型三的 VIF 检验，其 VIF 均低于 1.5，因此，

排除此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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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回归结果 

主要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VIF 

人口因素     

性别 −0.008 −0.011 −0.013 1.04 

年龄 0.005*** 0.005*** 0.006*** 1.17 

受教育程度 −0.049*** −0.060*** −0.061*** 1.24 

健康 0.014 0.015* 0.018** 1.08 

宗教信仰 0.168*** 0.173*** 0.169*** 1.02 

社会经济因素     

退休情况  0.059*** 0.050*** 1.15 

收入  1.94e − 06 3.32e − 06 1.06 

个体因素     

独居情况   −0.005 1.04 

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   0.014*** 1.03 
 

注：***p < 0.01，**p < 0.05，*p < 0.1。 
 

模型一仅纳入人口因素，根据回归结果所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与城镇老年人社区养老

服务的使用情况显著相关，且年龄和宗教信仰与城镇老年人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呈正相关关系，即年龄

越高的老人越会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项目，这可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身体机能退化越来越严

重，导致自身的劳动能力和健康水平降低，从而需要使用日常照料服务或者医疗照护服务。而具有宗教

信仰的老年人更可能使用社区养老服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城镇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能性越低，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和职业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意味着受教育程度

越高的老年人其退休前收入则越高，其生活条件和获得的相关的保健因素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

低的城镇老年人从而造就其老年时期的劳作需要和健康水平等都要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城镇老年人，

因此，城镇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社区养老服务使用的需求就会降低，从而使用的可能性就会

降低。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继续纳入了社会经济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原本属于人口因素的健康水平

受到模型二的修正，从而变为了显著，也就是说，纳入了社会经济因素之后，模型的说服力强了，从模

型二的回归结果来看，原本在模型一中就得到证明的年龄和宗教信仰与城镇老年人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

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受教育程度与城镇老年人养老使用情况的负相关关系仍然十分显著，且其变动程度还

有所增强。同时新纳入模型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城镇老年人的退休情况与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

况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已办理退休的城镇老年人比未办理退休的城镇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社区养老

服务项目，这也契合了上文的推测，城镇老年人退休或无规律性的工作从而导致老年人的交往需求难以

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需要通过日常照料或精神慰藉类服务满足城镇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需要，从而选择

使用社区养老服务。而根据回归结果，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另一指标老年人近一年的月平均收入对城镇老

年人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情况并无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此模型中纳入的是城镇老年人近一年的收

入状况，但老年人之前生命历程所积攒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近一年的收入对于

老年人是否使用社区养老服务并无显著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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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新纳入了个体因素，即包含城镇老年人的独居情况和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

的持有状况，根据回归结果显示，模型三的解释力较模型二又有所增加，同时，人口因素中的年龄、受

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较前两个模型又有所增加。但宗教信仰和社会经济因素中的退休情况受

到个体因素的调节，对城镇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影响力度减弱了，不过宗教信仰和退休情况仍然

高度显著地影响着城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就个体因素部分的回归结果来看，城镇老年人

的独居情况对于其是否使用社区养老服务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此处考虑可能是独居老人的样本量过少

从而影响了回归结果，仍然需要之后研究中进一步分析研究。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对城镇老年人的社区

养老服务使用情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持有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的城镇老年人更有使用社区养老服

务的可能性，究其原因，一是，持有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的城镇老年人较未持有此观念的城镇老年人从

家庭养老观念中脱离的更多，从而挣脱了固执的“养儿防老”“家庭依托”的框架，因此，面对养老需

求时会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从而愿意主动去尝试多种的养老方式和养老服务内容。二是，相对来说，未

持有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的城镇老年人往往会将自己封锁在家庭养老的观念框架中，从而对社区养老服

务的尝试意愿降低，从而使用的可能性降低。 

5. 拟合优度检验及模型修正 

5.1. 拟合优度检验 

R2 是检验模型整体拟合程度的主要指标，但因为 R2 和样本量是有关系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对 R2 进行修正。得到 R2 值 adjusted，从而评判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度。修正方法为： 

( )( )2
2

1 1
1

1

R n
Adj R

n p

− −
− = −

− −
 

n 为样本量，p 为特征数量，调整后的 R2 消除了样本数量和特征数量的影响。 
 
Table 4. Goodness of fit results 
表 4. 拟合优度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Adj-R2 0.0263 0.0286 0.0335 
 

表 4 显示，这三个模型调整后的 R2 分别为 0.0263、0.0286、0.0335，Adj-R2 值增加，表示了模型一、

二、三的解释力度在逐个增强。因此，本文在模型三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修正。 

5.2. 模型修正 

根据拟合优度结果，在解释力最强的模型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修正，即剔除性别、收入及独居情况

的不显著的变量，进行二次回归。二次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二次回归结果对模型三进一步修正，回归结果显示，目前所纳入的变量都有较高的显著性，且健康

程度对老年人社区服务使用情况的影响显著性有所增加，宗教信仰、退休情况及公共责任养老观念的显

著性有所下降，这是模型修正后剔除了其他变量干扰的结果，模型解释力进一步增加。总体而言，回归

结果仍然支持模型三的结论：① 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和宗教信仰与城镇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

情况显著相关，且年龄、健康和宗教信仰与城镇老年人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

与城镇老年人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呈负相关关系。② 城镇老年人的退休情况与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

用情况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已办理退休的城镇老年人比未办理退休的城镇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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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项目。③ 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对城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持有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的城镇老年人更有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能性。 
 
Table 5. Quadra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5. 二次回归结果 

 Coef. VIF 

人口因素   

年龄 0.005*** 1,12 

受教育程度 -0.614*** 1.22 

健康 0.017*** 1.07 

宗教信仰 0.174** 1.01 

社会经济因素   

退休情况 0.054** 1.14 

个体因素   

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 0.041** 1.03 

Adj-R2 0.0304  

注：***p < 0.01，**p < 0.05，*p < 0.1。 

6. 结论及建议 

6.1.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城镇老年人对社区老年人的使用情况的研究，探索总结了城镇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服

务的种类偏好情况，同时在此基础上找出影响其使用情况的相关因素。本文的主要结论为以下几点：一

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人口因素对城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因

素；二是城镇老年人的退休办理情况关系着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需要从而对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

类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产生影响；三是城镇老年人是否具备家庭以外的政府、社会等公共的养老责任观

念显著影响着城镇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选择。 

6.2. 社区养老服务仍存在不足 

第一，目前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侧仍然存在的严峻的问题就是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活力激发高度不足的

问题。根据城镇老年人对于十六项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数据来看，使用率不到样本总量的 40%，整

体需求量处于低迷状态。有需求，供给才会有意义和价值，而目前的需求侧状况来看，城镇老年人对于

养老服务的需求活力十分低迷，甚至于单项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人数寥寥无几，因此，目前社区养老服

务面临的第一大需求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活力不足的问题。 
第二，目前我国依托于家庭养老传统养老观念依旧阻碍着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的发展，根据模型

三的回归结果，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对城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持

有公共责任性养老观念的城镇老年人更有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能性，因此，仍旧存在许多的老年人深

受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从而不愿意尝试新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同时，由于老年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已

然十分的稳固，所以，想要短期内去改变其固化的观念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第三，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方来看，目前虽然已经有了多样的社区养老服务种类供给，但纵观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情况，不同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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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情况，甚至于同一地区的不同社区都存在着供给失衡问题；同时，普适性的养老供给仍然还不够，

根据研究结果，老年人会更愿意使用公益性和普适性高的社区养老服务，但就目前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情况来看，此类的服务供给仍有可发展的空间。 

6.3. 完善建议 

首先政府需要重视起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方的相关政策支持，增加老年人服务需求活力，继续增加宣

传力度，潜移默化改变老年人较为固化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思想，继续加大老年人优惠政策力度，同时基

层政府也需要积极完善社区的养老体系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增加基金支持以及加大政策宣传等等，多

措并举，有效唤醒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活力。 
其次养老服务供给机构要继续完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多调研多完善，积极了解老年人切

实的养老服务需要，“有的放矢，定向狙击”，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实用、普惠的养老服务种类，从供给

侧拉动需求侧的发展。 
本文仍存在部分不足，在社会经济因素中的收入指标应该综合选取能体现城镇老年人整个生命历程

的经济获得的指标，在此类指标下收入对城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使用情况可能会产生改变，这也是

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填补和进一步研究的地方。其次，本文研究样本中的独居老人样本量较少，至少其研

究价值被削弱，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可以进行填补和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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