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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探究 

——以杭州市滨江区绿康阳光家园为例 

金茹 彭金玉 

按户籍人口统计,截至2017年底，杭州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7.18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2.16％。为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杭州市近年来加强了对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实践了如滨江区养老院“爱心房客”、文晖街道乐龄邻

里关怀、天仙社区和太平弄社区老人互助等多种互助养老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以杭州市滨江区绿康阳光

家园为例，对其所创办的“爱心房客”养老模式进行了分析，力求为其他互助养老方式提供借鉴意义。 

一、“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概况 

杭州市滨江区绿康阳光家园是是浙江省内规模最大的医复护养一体化的养老机构之一，也是一所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目

前2000张床位已投入使用了600多张。2017年，由滨江区团委牵头，联合该养老院推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项目，即年轻志

愿者每月通过提供至少20个小时的助老志愿服务，从而获取300元即可租住的住所。这种探索称为“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 

1.从运作主体看，由政府、养老院、志愿者三方共同参与 

“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由滨江区团委联合养老院推出，阳光家园作为一所公建民营的社会化运营机构，养老基础服务

设施齐全、专业人员较多，能够为老人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高质量生活环境。在“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的运作中，区团委

主要负责招募志愿者、制定服务内容及计算的标准、协调志愿者和老人之间的关系等。招募的志愿者需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无房、未婚、在滨江区有稳定的工作。这些硬性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志愿者的素质。调查发现，大多数志愿者表明这种方

式不仅大大缓解了自己租房的经济压力，并且通过服务和陪伴老人，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社会阅历与宝贵的人生经验，学

会了代际间的共处与理解。 

2.从服务内容看，由志愿者向老人提供陪伴、教学等服务 

经过层层选拔、严格筛选的志愿者，不仅有爱心且综合素质较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服务内容的质量和水平。志愿者

入住养老院，需要完成20个小时的助老服务。服务内容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根据自己的特长来决定，可以是陪伴类服务，如

陪老人看电影、聊天、散步、打扫卫生、参加活动等；也可以是教学类服务，如教老人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类服务

或使用智能手机等技术类服务。这种“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感，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

活，而且还有利于提高老人参与和融入社会的能力，增强了老人的存在感、成就感和幸福感，有利于发挥老人的主体作用，实

现了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 

3.从服务评价看，由老人评价、养老院评分来考核服务质量 

志愿服务评价主要包括服务时长和评价等级两类。由养老院、老人和志愿者共同确定服务时间的计算，志愿者需填写服务

时长表，然后养老院会根据服务时长表及老人的评价对志愿服务内容的水平进行评估，以此来考核志愿者服务的质量，这是决

定志愿者能否续签的关键，也是该模式能否复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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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因为优惠的房租很吸引人，招募的志愿者也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加上本身做的又是志愿性质的服务，他们在服

务老人时都会比较用心。老人对志愿者的服务内容相对满意，评价也较高，他们觉得能有机会和年轻人相处，不仅可以排解孤

寂，还可以学到很多新鲜事物，满足了老人的情感需求和了解社会发展的愿望。 

二、“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 

1.参与主体角色定位不明确 

“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中的滨江区团委、养老院和志愿者三方权责关系模糊不清，管理机制缺乏实效性，容易产生矛

盾纠纷。区团委是非政府性的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部分政府职能，容易在该模式中引发角色和责任的争议，如在政策

支持、资金补助、项目监督等方面可能和养老机构有所冲突，出现“踢皮球”现象，难以保障和维护老人与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此外，参与的志愿者流动性较大，有些志愿者因工作太忙，很难提供20个小时的助老志愿服务，难以保证互助的可持续和服务

质量。 

2.服务内容评价标准不规范 

在志愿服务管理方面，虽然国家已经出台《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但还

需要具体落实。在滨江区的“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探索中，并没有规范的服务内容评价标准，对志愿者服务内容的评价主

要是依据老人的评价和服务时长表来打分考核。对于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评价，难以量化，其可信度决定了老人评价只能作为考

核参照物的一部分。此外，有些教学类如绘画课、书法课之类的服务可以较准确地计算时间，但有些志愿者提供陪伴类的服务

时间是比较零散的，两三分钟、五六分钟都有可能，这就增加了服务时间计算的复杂性。 

3.体系化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当前，关于互助式养老的法律法规只是散落在一些政策、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对互助养老的运作模式、资金支持、管

理主体、法律规范等缺乏操作化指导，在实际操作中可塑性不强。如志愿者与养老院、老人发生纠纷或其他意外情况时，谁来

承担责任，谁来保障老人和志愿者的合法权益？目前，志愿者和养老院之间只是签订了协议，尚未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参

与主体的行为、保障双方的权益。缺乏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使得推行互助养老模式充满着不确定性。 

三、促进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思考 

1.明确参与主体职责 

作为善治政府，应是与社会和公民之间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自主管理模式、共同承担责任。政府需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定位，

加强政策落实和制度完善。比如政府可以制定“互助养老补贴资金”制度，对像滨江区绿康阳光家园这种帮助政府和家庭解决

养老问题的养老机构，应该在机构接收失能失智老人、接收80岁以上自理老人、医养结合、等级评定奖励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和补助，以激发和鼓励养老机构探索新型养老模式的热情和信心。养老机构作为我国现阶段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之一，要充分

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做好志愿者的选拔和管理、服务质量的评价和监督工作，建立志愿者服务实施细则和考核激

励体系，从而提高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和质量、服务品质和效率。志愿者是服务社会和承担责任的重要主体之一，在互助养老过

程中，不仅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更要以一种爱心和奉献精神去助老、敬老和孝老。 

2.规范服务内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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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中的助老服务带有公益性质，志愿者的服务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的，而规范化的服务内

容标准不仅能让志愿服务更专业，而且还能温润志愿者的心，提高志愿者的积极性。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快制定规范化的志愿服

务内容标准，让当地社会组织和养老机构在指导性文件和政策下根据不同养老模式的需求制定细则，提供多样化的科学化服务

内容，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并对志愿服务进行考核，以此提升养老院服务质量。 

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系统化、制度化的法律制度能够切实维护志愿者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在推行“爱心房客”互助养老模式中，更加具体化、

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能够在志愿者与养老机构和老人发生矛盾纠纷时实现有法可依，从而有利于保障志愿者、养老院和老人的

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调动各地探索互助养老模式的积极性。比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为规范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管理，制定和

颁布了《乌兰察布市农村牧区互助幸福院建设实施方案》，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农村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要加强政

策兜底保障和资金投入，制定和完善与互助养老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实行鼓励政策和体系化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互助养老模式

的探索。 

本文系2019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互助养老的杭州模式研究”（编号M19JC024）的系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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