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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照顾：城市老年人养老护理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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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老年人口规模的日益膨胀，尤其是高龄老年人

口的快速增长，全社会对老龄问题更为关注，其中老年人口的养老护理问题更是所有老

龄问题的热点与焦点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1.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需求凸显 

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极为迅

猛。据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8811万人，

占总人口的 6.96%，比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6299万增加了 2512万，比重

比 1990 年的 5.57%上升了1.39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已从成年型步入了老年型。杭州市

“四普”时， 60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61.8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61%，“五

普”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84.33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26%，预计到2010年

将达总人口的16.90%，到2020年将增长到24.99%，即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

预测，在2030年左右，杭州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达到高峰。 

人口老龄化会增加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顾的需求程度：就个体老化而言，随着年龄

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心理功能会逐渐衰退，甚至会患有各种慢性疾病，从而降低独立

生活的能力，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就会提高。与人口老龄化如影随形的人口高龄化会使老

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需求越发凸显出来，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老年人

超过 75岁以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日常生活自

理能力往往就会下降，从而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对日常照顾、生活护理等各种服务的需

求。 

2.家庭照顾功能的弱化  

在整个老年人的照顾系统中，虽然家庭是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需求的主体，但

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照顾能力已经受到严重削弱。 

从家庭的结构和规模来看，传统的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正在日益减少，而由两代人组

成的核心家庭正在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家庭结构的主体模式。 

（2）由于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家庭养老护理功能日益削弱。庞大的老年人口加

上在21世纪必须面对的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四二一”的家庭人

口模式），以及仍在完善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了固有的家庭养老模式。这意味着

越来越多的老年父母可能不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住在一起。居住上的代际分离倾向虽然

并不一定妨碍成年子女照顾父母，但地理上的隔离在客观上会给成年子女照顾老人带来

一定的困难。同时家庭规模小型化致使家庭内能够照顾老人的人手减少，每个家庭成员

照顾老人的负担将会加重。 

（3）从家庭照顾者的状况来看，许多调查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照顾者主要是配

偶和子女，但提供主要照顾的老年配偶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十分令人忧虑。随着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发展，传统上作为照顾老人日常生活主力的女性已大规模地加入了劳动市场，

这使女性为老人提供的照顾越来越少。此外，工作的流动性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不少子

女陷入了“事业人士”的社会角色和“孝顺子女”的家庭角色的冲突，许多子女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根本无暇照顾老年的父母。 

3.养老护理服务的社会化水平滞后 

社会养老护理机构在现实中并不受老年人的青睐。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是大多

数老年人希望在家养老护理；二是社会养老护理机构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养老护理

条件好的收费就高，而条件差的服务质量又不好。以上海为例，上海现有养老机构438

所，有2.8万张床位，仅能够满足全市1%老人的养老需求。根据上海市养老机构发展规

划，到2010年，全市养老床位也只能达到老年人口1.8%左右的比例。许多调查显示，老

人一般只会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身边又无人照顾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去养老护理机构，

只要不是迫不得已，首选的还是家人照顾和社区上门照顾。 

 

二、我国发展城市社区照顾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1.社区照顾模式的优势 

社区照顾模式的优势体现为功能的全方位性、资源的多元性及体系的多层次性、开

放性和优势互补性。 

（1）社区照顾功能的全方位性 

社区照顾功能的全方位性，就是满足老年人在养老护理过程中的各方面需要:一是

物质经济上的供养需要；二是生活照料和护理上的需要；三是精神支持的需要，包括情

感上的慰藉、充实精神生活的娱乐和教育、老年生活调适的心理辅导、应激——应对社

会支持等；四是保护生命的需要，包括医疗服务和治病药物的使用。 

（2）社区照顾资源的多元性 

在传统家庭照顾模式中，对老年人的经济奉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由家庭提供，

家庭是完成养老护理功能的资源所在，而社会化照顾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提供养老护理资

源。此两种模式的养老护理资源均是单元性的。与我国现今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的

社区照顾模式，其完成各方面养老护理功能的资源既来自个人、家庭，也来自社区、政

府，因而是多元性的。社区照顾资源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家庭供养、个人储蓄、

自我供养，涉及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 

（3）社区照顾体系的多层次性、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 

社区照顾根据老年人的具体生活状态、条件和需求，合理分配资源，规划设施，择

取方式。 

社区照顾的“家”概念，不再是仅由亲缘关系成员所组成的狭义的家庭概念，而是

在生活功能上，扩展到其所处社区的广义的家庭概念，在这样的“社区——家庭”环境

中，社会人际关系层次更多，人际交往互动方式更为多样，更能满足人际互助与沟通的

多元需要。居住条件好、子女照料较周到的老人在家中养老护理是居家养老护理；居住

条件差、子女照顾不好或是失去亲人的老人，由社区向他(她)提供具有家庭氛围的养老

护理也应归属于居家养老护理的方式；另有一些自主性较强的老人，不愿麻烦或“连

累”子女、亲人，而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前提下愿意住在设施良好的社区照顾场所中摆脱

家务牵累、休闲养性、安度晚年，也不失为一种合适的居家养老护理方式。本着以老人

为中心的原则，养老护理方式的择取不必固守不变，应该是动态发展的。从根本意义上

应该确定的是，社区照顾模式的“家”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概念，而是具备人际关怀、情

感交流，同时具备物质养老护理和精神养老护理条件的社会环境。 

2.发展社区照顾模式的现实意义 

 



强化社区照顾服务功能，建设和发展社区照顾，对于我们“未富先老”的国家来说

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区是老年人的聚居地，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和生活空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

身体的衰老，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加，对社区的依附性越来越强。依托社区

构筑养老护理服务体系不仅具有方便易行、针对性强、参与面广等特点，而且还能给老

人带来认同感和归宿感。因此，社区照顾适应老人及其家庭需求的客观要求，是解决老

年人养老护理问题的最佳途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2）完善社会养老护理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 

社会保障事业近年来虽有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中大量增加的

照顾需求，其养老护理规模和能力又显得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老年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老年福利设施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与现实需要有很大差距，现有社会养老护理机构照料老人的能力远不能满足要求。

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企业剥离的

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大部分也要由社区来承接。因此，社区照顾是我

国社会养老护理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 

（3）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完善的社区照顾服务应该包括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健身娱乐、心理疏

导、法律咨询、生活援助、参与社会等职能，而不是单一的养老护理。要满足和改善老

年人对物质生活的特殊要求，更要不断满足和丰富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

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养老护理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人文性和道义性，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养老护理事业的发展和完善，还有利于形成积

极的社会风尚，使社区老人在一种积极、活跃的精神状态中安度晚年。 

（4）缓解政府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措施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铃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

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养老护理福利事

业。即使在属于较发达地区的杭州市，近年来养老保险基金也出现了收支结构失衡与有

效支付能力下降的现象。养老保险基金的储备期越来越短，社会养老金的支付面临“空

洞”的危险。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在设计“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时，没

有考虑到巨额的转制成本。目前是由“统帐”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的保费收入来消化，

用现阶段的资金去完成原来现收现付的目标，去支付已经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实际造

成了“空帐运行”的现象，即转制成本的填补实际上还是来自于代际之间的转移。这无

疑损害了就业者的利益，产生双重负担，显然与“统帐结合”的养老模式设计的合理性

相违背，也无法来应对杭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对社会保险制度的需要。强化社区为老服

务功能，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同时也为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营造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环

境，为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三、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照顾模式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 

在我国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社区照顾模式，既是解决城市老年人日常生

活照顾困难的主要出路，也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我国人口

老龄化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 

1.发展社区照顾模式的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 



社区照顾要从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及他们的切身需要出发提供养老服务，所提

供的服务要具有针对性和敏感度，以便回应有需求的老年人的不同需要；同时所提供的

服务要具有弹性，让老年人有从中选择的余地；所提供的服务不应多过老人的所需，以

免产生过分依赖社区照顾的负面后果。 

（2）依托社区 

社区照顾的基本思路是以社区作依托，立足社区，依靠社区。一方面要将各种养老

服务设施建在社区中，尽量与社区居民的生活融合；另一方面社区要充分利用正规与非

正规的照顾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 

（3）互助而助 

社区要积极动员年轻人和年轻型老年人自愿参与社区助老服务，进行自我养老的积

累。 

2.社区照顾模式的基本框架 

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出发，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社区照顾模式宜分成两个子系

统：一是社区居家照顾体系；二是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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