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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安徽寿县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实地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不同家庭特征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服

务内容上的差异情况，结合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认知和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情况做了较为深入

地分析。研究发现，农村社区养老服供需缺口较大，需要从老年人思想转变、社区养老服务建设等方面予以改进农

村社区养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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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可以从微观层来这样理解，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的各项机体功能会老化，由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能力缺失，从

而导致自理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他人不同程度的帮助。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养老服务成为被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同时，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冲击，新型的社区养老方式日益受到关注。但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较为

滞后，无法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老年服务的发展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生活压力，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就目前研究成果和

实际调查来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仍比较低。因此，需要精准识别和满足老年人的主体性需求，进而探讨农村老年人问题的

应对之策。老年人在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主要体现在面：日间照料需求、医疗保健需求及精神文化需求。2020 年 5 月，我们对

安徽省寿县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进行了实地调查，进而探析农村老年人在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方面的问题，从而尝试给出相应

的政策建议，以帮助农村老年人能更好的享受到社区养老服务。 

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受疫情影响，本次调研采取了实地访谈结合线上问卷这两种方式。问卷问题设计为基本情况调查与服务项目需求调查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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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结合老年人基本情况来切实了解不同家庭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本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样本为寿县农

村地区老年人，共发放 135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120份，问卷回收率 88.9%。从调查数据的评估结果和量表信度系数来看，数

据质量较好，数据真实有效，以下是样本的基本信息。 

1.1性别与年龄结构 

因社会传统及生理特征的差异，男女在选择与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性别是分析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之一。被调查

的老年人中，男性占 60%，女性占 40%。年龄因素对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有着重要的影响，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在日常生活

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存在差异。 

本次调查中，年龄为 60-69 岁的占 16.67%；年龄为 70-79岁的占 55.56%；年龄为 80 岁以上的占 27.78%。调查样本中性别

比例较为均衡，且各年龄段都有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 

1.2婚姻状况 

一般来说，有配偶的老年人生活起居相对容易些，独居生活的老人生活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更值得去关注。在本次调查

中，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配偶尚在的老年人占大多数共有 60%，在年龄较大的老年人中，丧偶的比例比较高，约占到 33.33%，

未婚的老年人占到 6.67%，受思想观念影响，农村离婚的老年人几乎没有。 

1.3身体健康状况 

老人的健康状况对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影响较大，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人对生活照料的需求较小，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的

老人对生活照料的需求大；医疗保健对老人而言近乎刚性需求，所有老人都希望能够享受到医疗保健服务。 

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调研中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占 6.67%；身体情况较差的约占 16.67%；身体状况一般的占大部分

43.33%；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共占 20%。可见大多数老年人都存在健康问题，只是程度上略有差异。 

2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特征 

从需求层次理论来看，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层次，可以按照低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递进式来划分。老年人

最基础的需求是生理方面的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这在社区养老服务中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对于日间照料服务的需求。其

次是安全需求，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对于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上。更高层次的爱和归属感、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则体现在

老年人对于精神文化服务的需求上。因此对于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情况，也会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2.1日间照料服务需求 

从照料需求来说，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基本方面。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能力减弱，收入随之减少，甚至可能失去

经济来源。尤其是对于农村贫困老年人来说，只有当其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才有机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日间照料服务需求方面，接近 90%的老年人都觉得自己需要维修维护服务，包括家庭水电管道等基础设施的维修及维护；

60%以上的老年人则认为自己需要老年人维权服务；然后日间照顾及其他农活、家务活的帮助需求，都有 30%以上的需求。 

被调查的老年人对于基本日常生活的日间照料需求较低，这可能和大多数老年人基本生活可以自理有关。但是受身体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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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情况所限，维修维护这种体力活以及相对专业的维权服务方面还是需要有人提供帮助的。 

2.2医疗保健服务需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患病的几率随之增高，心理承受能力也越来越差，医疗保健需求更是日益增长。大多数农村老年

人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健康问题，严重的甚至影响生命。因此，医疗保健服务是大多数农村老年人都强烈需要的。 

例如，居住在炎刘镇的 L爷爷今年 82岁，老伴已经去世，自己也是半身残疾，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由五个子女轮流照

顾。疾病使他的身体和精神情况都大不如前，吃饭穿衣都需要子女帮助完成，有的时候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认不出来。对于他

的家庭来说，如果能得到社区医疗保健方面服务，会减少不少负担。(个案 1) 

同村的 D 奶奶则是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每个月都需要购买大量药物，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她最希望的就是提

高药品报销比例。(个案 2) 

显然，高昂的医疗费用往往是农村老年人看病最大的阻碍，因此，对于定期体检和降低住院费与药品价格这两项的需求达

到了几近 100%。也就是说，每一个老年人都希望可以在这两项上得到社区的帮助；对于提高慢性病报销比例的需求也达到了

56.67%。 

除此之外，农村老年人容易受到电视广告的影响，购买虚假保健品，这些保健品没有任何作用且费用高，因此普及养老保

健知识服务需求也达到了 46.67%。此外的康复训练等医疗项目的需求也占了 30%以上。总的来看老年人对于医疗卫生保健方面

的服务，具有很大的需求。 

2.3精神文化服务需求 

老年人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大多数以聊天棋牌这些社交性活动为主。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休闲活动并不多，社区开展的更是少数，多数精神文化活动是老年人自己在家开展的邻里间活动。调查显示，70%以上的老年

人日常生活中主要通过看电视、去麻将棋牌室以及和邻里之间聊天来消磨时间；有 23.33%老年人也会选择听广播作为自己的休

闲活动；选择种花花草草的多为女性占 26.67%；由于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选择读书看报的多为男性仅占 16.67%。 

例如，M 奶奶是寿县寿春镇的一位退休老人，今年 68 岁，老伴在几年前去世了，现在居住在女儿家。访谈时她聊到，日常

活动除了准备一日三餐之外，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逛逛超市，中午吃完饭闲暇时间就去小区楼下花园和其他朋友一起打牌聊天，

晚上则在家里看电视。对于社区组织的养老服务，她提到社区目前开展的活动并不多，多是跳舞折纸等娱乐活动，偶尔会有戏

曲进乡村这类文化活动。(个案 3) 

3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3.1个体基本情况 

从年龄与性别角度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身体状况都会不如从前，因此高年龄段的老年人在生活照

料需求上会比低年龄段的高。就性别来说，受生理条件影响，同年龄段的男性身体素质一般高于女性。因此，在日间照料需求

方面，女性会高于男性。从婚姻状况方面来说，配偶尚在的老年人基本上与配偶一同居住，在日常生活方面可以相互照顾，对

日间照料的需求较小。对比之下，丧偶老年人在各方面的需求会高于配偶尚在的老年人。对于未婚老年人来说，独居生活不仅

需要日间照料服务，精神慰藉服务也是他们迫切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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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爷爷今年 79 岁，是寿县刘岗镇的一位未婚独居老人，没有老伴没有子女，日常生活都是一个人。相较于其他未婚独居老

人来说，他的优势在于他的哥哥就住在附近，哥哥的子女也会在生活照料和医疗方面给 Z 爷爷很多帮助，他居住的两间小房子

就是在哥哥子女的帮助下建成的。 

尽管在生活照料上他们可以帮助到 Z爷爷，但是感情交流很难像亲生子女那样亲密，Z爷爷的情感需求还是无法满足的，因

此这类群体也是社区养老服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个案 4) 

从身体健康状况方面来看，几近所有被调查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在社区养老服务需

求上，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最多的项目是医疗健康预防服务(72.72%以上)。 

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随着身体状况变差，很多老年人已经无法参与到社区养老服务活动中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社区养老服务活动的参与度。老年人在社区养老服务活动中的参与情况，经常会参与活动的有 16.67%；偶尔参与的占比最多有

44.44%；从未参加过的占 33.33%；剩下的 5.56%老人表示社区基本上没有组织过老年人养老服务活动。 

3.2对社区养老服务认知 

由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方式是否了解这一问题的结果来看，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知之甚少。调查数据显示，

36.67%的老年人表示他们对于社区养老服务不太了解，33.33%的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有一般了解，甚至有 16.67%的老年人

对于社区养老服务完全不了解，仅有 13.33%老年人表示了解社区养老服务。 

从居住环境来看，居住于离县城较近的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有所了解，而居住在县域边缘地区的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

务的了解程度都比较低，甚至是不了解。 

3.3传统思想观念的限制 

在传统社会，常见的养老观念是“养儿防老”。现在还有很多农村老年人秉持着传统的观念，认为家里有子女可以服务自

己养老，去养老院反而会让别人说闲话，非常不光彩。这也就导致了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不被老年人正确看待，而不愿意享受这

些方面的服务。 

C奶奶今年 76岁，老伴 2018年去世后，她几乎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一个人生活连基本的温饱也无法保证，因此一直在

各子女家里轮流生活。但现实情况是，每个子女都有了自己的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和麻烦，因此，子女希望她可以去养老院

生活，也有人可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保证她的温饱与生活照料。但这位奶奶的想法就是，我有那么多的儿女，去养老院太不

光彩了，会让别人说三道四。因此，去养老院养老也就一直搁置了。(个案 5) 

3.4经济发展滞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很多农村地区已经脱离了贫困的状态，但是与城市地区相比较，经济发展依然落后。寿县地区

一直属于贫困县，2019 年才着手推进贫困县摘帽行动，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农民还是要依靠农田作为主要生活

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即使有些老年人有足够的经济支撑，也找不到很好的养

老服务机构，还是无法享受到高质量社区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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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策与建议 

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多样性和综合性。农村地区要结合自身情况，依据老人需求内容及其需求

强度，对养老服务供给侧予以改革，实现有效供给。 

4.1精准识别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内容 

精确了解农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层次和不同服务内容需求强度，可以为社区养老服务的管理者在管理养老服务时参考资料，

帮助管理者选择。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在提供养老服务时，能够根据研究得到老年人的需求来设计、开发服务产品。 

针对老年人群体提供相适应的服务，一方面，能够提供给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的设计服务有利于服

务产品的充分利用，减少服务产品的浪费，提高服务的利用率，为社区的养老资源在养老服务建设上的分配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4.2加大社区养老服务的宣传 

很多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知之甚少，大多数老年人表示完全不清楚社区养老服务是什么，甚至许多老年人

相信由政府和社会出钱出力帮助他们养老这样的好事。很多老年人不愿意参与到社区养老服务活动中，也是因为他们对于社区

养老服务的不了解。 

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要尝试各种宣传方式，提高政府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宣传力度，给老年人普及社区养老相关方面的知识，

让农村老年人更加了解社区养老服务，从而积极参与到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来，这样才可以真正的提高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

服务的满意度。 

4.3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管理 

农村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服务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提供的服务质量普遍较低。这也就导致老

年人的养老需求与所提供的服务不相同、所提供的服务专业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规范建设中，要把提高

养老服务质量，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性，作为发展关键。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应在符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满足农村老年人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需要充

分利用信息资源、信息服务平台管理，对老年人的需求数据精确的了解，以达到提高养老服务效率。政府、农村社区、社会组

织等各方面的力量，都要结合当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去培育不同种类的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4.4改变农村老年人传统的思想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开放，但调查发现，仍然有少数老年人存在“养儿防老”观念。对此，政府

和社区可以通过开办宣传讲座、悬挂标语横幅等形式向老年人传达先进的养老观念，提高农村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了解，

让更多的农村老年人能够认识到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需要更多元化的养老方式，这些多元化养老服

务的开展，不仅能够推动社会养老服务的进步，同时也可以减轻年轻人的养老负担。 

4.5发展农村经济 

经济的发展是一切后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能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就目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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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较为缓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也不能真正发挥

其在老年人养老方面的作用。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保障的扶持力度，结合地区发展差异、农村老年人收入差异等给予不同水平的社会救助及

养老服务保障补贴，使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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