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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选取入住大理地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 100例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对大理地区老年人医养结

合服务项目需求、健康照护服务需求和收入支付情况等进行分析，旨在探讨该地区老年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需

求情况。从医养结合服务项目需求中发现，大理地区的老年人对其需求较全面，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医疗护理；在健

康照护服务需求中，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家人定期回家照顾需求较高；医护及医院的选择中，对老年专科医生、普通

护工及医保定点医院的选择偏多；在收入支付情况中，子女供养占比例较高。从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大理地区老年

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需求全面且要求较高，但仍存在支付保障体系不完善、观念认知不到位、缺乏医护人员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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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趋势正在加深加速，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最焦灼的社会问题已成为老年人的养老和

就医问题，目前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及多重需求。调查显示，有近 70%的老年人患有各种慢性疾

病需要长期服药和定期检查，只有老年人的养老照顾和医疗服务供给紧密结合，才能有效降低家庭、医院和养老院的负担。而

医养结合模式是医疗卫生服务和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结果，旨在为老年人群，尤其是残障老人、绝症老人、大病恢复期老人及

慢性病老人等提供医疗与养老服务，促使其获益。因此，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是当前应对大理地区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重要课

题。 

1 大理地区入住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的需求情况调查 

1.1样本选择 

选择入住南山养老院及锦鑫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老年人为代表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入住大理地区医养结合机构

的老年人及其亲属。调查采用问卷和面对面交谈的形式。 

1.2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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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学者常用的问卷调查形式，把大理地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需求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老年

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第二部分为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需求情况，包括老人身体状况、医

养结合服务项目需求、医养结合认知程度、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的选择等；第三部分为老年人文娱互动情况，包括老人与邻里互

动、培训学习、活动参与等内容。 

1.3收集问卷 

问卷调查形式采用纸质版，共发放问卷 100份，有效回收率达 100%。双人检查并核实问卷资料，用 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大理地区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从表 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认知情况，64%的老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不了解，只有 16%

的老人较了解。可见，大理地区目前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宣传及普及力度不够，政府部门的宣传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2 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医养结合的需求分析 

2.1对医养结合服务项目的需求情况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老年人对养老有了更全面的需求，不仅要满足其医疗护理健康的需求，还要满足其精神娱乐方

面的需求，具体分为四方面需求：医疗护理、健康体检、文化娱乐和健康教育需求。根据图 1 可以看出，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医

疗护理的需求较高，占 37.91%；其次是健康教育，占 27.96%；也有涉及到其他方面的需求。可见，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医养结合

养老服务需求项目较全面，但仍有不足之处，要着重针对大理地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需求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制度和措施，让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向多元化趋势发展。 

2.2对医养结合健康照护服务的需求情况 

如图 2调查数据显示，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家人养老照顾服务需求的情况为：希望子女定期回家照顾的占 56%，需要子女在患

病期间长期照顾的占 30%，患病雇人照顾的占 9%，其他的仅占比 5%。从数据中发现，大理地区老年人对照顾方式的选择倾向于

定期子女回家照顾和患病长期照顾的较多。可见，大理地区老年人传统的养老观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至今大多数老年人还

是希望以子女养老为主。 

表 1调查样本特征分析(n=100) 

 
样本特征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女 6040 60%40% 

年龄段 

50～59岁 7 7% 

60～69岁 33 33% 

70～79岁 33 33% 

80岁以上 27 27%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 6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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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户口 35 35%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13 13% 

小学 31 31% 

初中 30 30% 

高中 15 15% 

大专及以上 11 11% 

目前/退休前职业类型 

国家公务 4 4% 

事业单位 27 27% 

企业职工 11 11% 

个体工商 7 7% 

务工/务农 51 51% 

婚姻状况 

已婚 44 44% 

丧偶 49 49% 

未婚 5 52% 

分居 2 2% 

子女对入住医养结合机构支持情况 

非常支持 29 29% 

支持 35 35% 

一般 17 17% 

不支持 15 15% 

非常不支持 4 4% 

居住类型 

独居 17 17% 

与配偶 44 44% 

与子女 35 35% 

与孙子女 4 4% 

身体状况 

很好 3 3% 

好 17 17% 

一般 39 39% 

差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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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 3 3% 

慢性疾病 

有 80 80% 

无 20 20% 

养老保险 

城镇养老保险 47 47% 

居民养老保险 20 20% 

农民养老保险 25 25% 

无保险 8 8% 

医疗保险 

城镇医保 49 49% 

居民医保 31 31% 

商业医保 12 12% 

无医保 8 8% 

对医养结合的认知情况 

非常了解 3 3% 

了解 13 13% 

一般 20 20% 

不了解 40 40% 

非常不了解 24 24% 

 

 

图 1老年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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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老年人对家人养老照顾服务需求 

针对大理地区老年人患病时对医院的选择需求如图 3，数据显示：61%的老年人选择医保定点医院，是因为医保定点医院医

疗设施相对较完善、医疗水平也较好，且可以报销费用，所以是目前大理地区大多数老人的首选；而选择专业大医院的老年人

仅占 34%，一是因为大医院花费较高，二是会给子女带来负担；5%老年人选择在社区医院就诊，原因是社区医院距离较近，对小

病诊治方便快捷，费用较低，但老年人对社区医院的信任度还不够高。 

 

图 3老年人对医院的选择需求 

通过图 4 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占比较高的是老年人对老年专科医生和普通护工的需求，但也有少部分老年人不需要护工照

顾，其一是自己可以自理，其二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等。又因老年人群的最大特点是体弱且有多种疾病，因此需要医护提升自身

的知识和技能，培养高水平综合一体的全科专业人才进行诊疗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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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老年人对医务人员选择要求 

2.3老年人的收入与支付情况 

经济实力是满足老年人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需求所必须的。调查发现，大理地区老年人的养老费用的支付来源主要是子女

供养和老人固定存款，分别占 44%和 18%。由此可见，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支付来源还是大多依靠传统的子女供养和自

己养老的方式。 

从表 2 可以看出，大理地区老年人的日常收入主要以劳动收入为主。由此反映出，大理地区经济较落后，总体经济水平较

低且人均收入也较低。 

表 2老年人日常收入情况 

收入项目 月平均收入(元) 占总收入比例 

养老金收入 1750 30% 

子女赡养费 1500 30% 

劳动收入 2000 40% 

 

3 讨论 

为了应对大理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必须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是在新时代下新兴起的一种养老模式，

是将养老资源与医疗资源两者相融合，其目的是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向着多元化趋势发展。邱大石等研究表明，潍坊市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服务基本能够满足入住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但服务内容仍有待拓展。而在研究调查中发现，大理地区老

年人在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需求的项目中，需求最大的是对医疗护理服务，占比 37.91%，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及时制定和完善大

理地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其中，政府应创新完善医养结合的制度体系，加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规划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

性，统筹医养资源，以家庭照护作为基础，依靠社区、医疗机构及养老机构来为老年人提供全面整合的医养结合服务。在医养

结合健康照护服务的需求中发现，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家人的养老照顾服务需求偏向于定期回家照顾和患病长期照顾。由此可见，

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入住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心理接受程度不高，导致大量老年人不愿意去养老机构，建议通过互联网平台加强

对医养结合相关政策的推广及宣传，发布相关的知识，扩大名声及知名度，通过举办相关讲座和广告公益，让更多的大众知道

这一养老模式。研究调查发现，大理地区老年人患病时，有 61%的老年人选择医保定点医院。可见，考虑是否是医保定点是制约

老年人选择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因素之一，因此，应积极改善支付保障体系，从而促进医养结合模式的建设进程。研究结果中

显示，大理地区老年人在医护照顾的选择中，希望得到老年专科医生诊治的占 29.5%，对普通护工的选择占 28%，可见，目前在

推行医养结合过程中，应加大力度对大理地区医护人员进行培养，特别要针对医生和护理人员的专业进行培训，发挥其自身的

长处，提高专业技能，还要着重培养全科应用型人才，建立健全护理人员相关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保证护理队伍的服务质

量。从研究中还发现，在大理地区老年人支付的主要来源中，占比最高的是子女供养，进一步说明大理地区老年人群整体收入

水平普遍较低，政府补贴也较少，且经济问题已成为制约大理地区医养结合推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大理地区应积极借

鉴成功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定地区的经验，试点先行，探索并建立适合大理地区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宣传长期护理保

险在老年生活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扩大覆盖面，实现人人享有长期护理保险的基本保障，从而使大理地区老年人的养老负担

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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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对大理地区老年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需求现状的分析，发现大理地区老年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项目有着

较旺盛的需求。而目前大理地区在推进医养结合过程中存在医养结合体系衔接不健全、养老观念认知不足、支付保障体系不完

善、医护专业人员短缺等问题。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政府应积极制定和完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改变大理地区老年人陈旧传

统的养老观念，着重加强养老专业医护团队的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大理地区长期的护理保险制度，来更好的满足大理地区老年

人服务需求的多元化。此外，大理地区应积极深入推广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其优越性，从而惠及更多有强

烈养老需求的老年人，最终使大理地区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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