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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西安市 300 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服务运营状况数据进行定量研究，选取 11 项影响

其发展的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机构建设、保障政策落实、养老服务

提供、社会支持和制度管理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情况的影响均为正向促进作用，且作用最大的

是保障政策落实。由此得出结论：应加大机构建设、保障政策落实、丰富养老服务、确保社会支持

和规范制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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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antitative study by the service operators in Xi’an 300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station data, selec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11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v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stitution build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pension services, social support and system management for the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operations, are all positive promotion, and the largest role is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o,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enr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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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ion services, and ensure that social support and standardized system management are necessary 
way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s.
Key words：home-based community caring for the elderly；the elderly services；population aging

一、问题的提出

西安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西安市 60 岁以上和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 12.5% 和 8.5%，双双超过进入老龄社会的国际标

准——10% 和 7%。①2015 年，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西安市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仅低

于大连、沈阳、青岛和成都市，位居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5）。国家统计局陕

西调查总队联合西安调查队发布的《西安市养老机构调查报告》显示，西安市老龄化进程已

比全国提前 10 年。②根据西安市城乡居民养老需求的有关调查报告，西安市老年人口以每年

3.28% 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20 年，西安市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23.8% 左右；

至 2030 年后，将达到 35.6% 左右，届时西安市将进入重度老龄社会。③随着老龄化趋势愈加

明显，解决养老问题也成了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2009 年，西安市政府进行了 15 个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站的试点工作，2010 年在 50 个社区进行推广，到 2015 年末，在所有社区建立

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良性发展，从 2013 年起，西安市政府每年

评选出 300 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进行奖励。

本文利用西安市 300 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居家养老服务运营状况评审数据，结合实

地调研访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的研究方法，对西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在对研究结果加以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希

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为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提供实践借鉴，另一方面也为完

善西安市现有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奖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相关研究概述及概念界定

（一）相关研究概述

Tao 等（2015）认为，中国及印度地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应积极完善老年人的医疗保

障需求，可通过利用网络健康监测设备和电话服务，来保证护理人员与外部服务之间的协调

关系；Maria 等（2015）提出，社区组织（CBOs）是为老年人提供资源及文化服务的一个重

要的、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合作伙伴，应加大社区组织建设服务，充分利用志愿服务等多项社

会支持来协调资源供应；同春芬等（2015）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提出社区居家养老四维

责任框架主要以家庭、社区、国家和社会为主体；章晓懿等（2011）利用服务质量模型和相

①西安市统计局．西安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DB/OL]．http://www.xatj.gov.cn/ptl/def/def/index_923_6
225_ci_trid_1560738.html.
②陕西省房地产研究会．西安市养老机构调查报告[R/OL]．http://www.sfangchan.com/portal.php?mod=view&aid=1289&page=1.
③西安日报社．调查 800 位西安居民 养老首选与子女同住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xa/2014-11-26/c_111340
32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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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理论，提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个包括助洁、助餐、助医和康乐服务质量四个子维度的

二阶结构；韩俊江等（2012）认为，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面对不同的老年群体，社区应

承担老年人在娱乐休闲、学习咨询、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国内外学者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有很多，且多集中于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构建

要素、发展模式及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而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则相对较少。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有必要从这方面展开研究，以推动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本文以西安市 300 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为例，利用因子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对

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分析。

（二）相关概念界定

按照养老服务地的不同，可以将养老模式分为社区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而社区

居家养老就是集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把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有机结合起来。章

晓懿等（2011）认为，所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就是指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为核心、以专

业化服务机构为载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参与、非政府组织实体承办的运作方式，采

取上门日托或邻里互助等服务形式，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以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心理

慰藉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郭竞成（2010）提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面向全体老年人，

但优先保障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面临养老困难的老年人，是一种“限价公共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福利性质。

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4 年“西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奖励评审”课题。评审主要材

料为区县上报的各申报社区的评分表，结合课题实地调研形成本研究的数据信息。评分表由

区县街道办相关部门按照“西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奖励办法”，对 300 家申报运营奖

励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进行打分形成。

根据现有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结合西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现实特点，本研

究提出影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 11 项指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政府供养制度

落实、特困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发放、精神慰藉服务、医疗保健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专业护理队伍、志愿服务队伍、管理制度健全和服务内容公示。本文首先对其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主因子进行 t 检验和方差分析，以此来分

析比较西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因素。

此次数据样本容量为300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情况的均值为92分（满分100分），

标准偏差为 4.47，表示各个社区的得分偏差较大，即各个社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状

况参差不齐，具有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二）因子分析

为方便明确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Bartlett 球形检验是显著的，其概率值为 0.000<0.05，表明各个变量指标之间存在着较为显

著的相关性。“解释的总方差”给出了每个主因子所解释的方差以及所解释方差的累计和。

李从容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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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此次因子分析共提

取五个主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64.805%，表示这五个主因子具

有良好的代表性，可以充分解释

自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为了使以上11项指标具有较

好的解释西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运营状态的能力，本文采用方

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进行旋

转，得出如表2所示的旋转成分矩阵。根据数值大于0.5的因子进行分类提取，并合并成一个

主因子。由表2可知，总计可以提取五个主因子。针对其共同特征与指标含义，为主因子命名。

根据各项指标的特点，可以对主因子进行如下命名：第一个主因子可解释为机构建设，

它反映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建设情况；第二个主因子可解释为保障政策落实，它反映了政

府政策在养老方面的及时落实情况；第三个主因子可解释为养老服务提供，它反映了社区居家

养老所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第四个主因子可解释为社会支持，它反映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社会力量的帮助；第五个主因子可解释为制度管理，它反映了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服务

标准和制度健全情况。具体如表 3所示。

（三）回归分析

本文以五个主因子为自变量，以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状况为因变量，利用回归分析方

法进行定量分析。

表 4 中第一个值 R 是复相关系数，它表

示该模型中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密切

程度大小（0≤ R ≤ 1），本文 R 为 0.992，

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密切。R2 与调

整后的 R2 均为 0.984，表示自变量可以解释

98%的因变量，线性相关性强，拟合优度高。

老龄科学研究 2016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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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该模型的“回

归平方和”为 5827.371，“残

差平方和”为 95.616。由于“残

差平方和”即为随机误差，且“回

归平方和”远大于“残差平方和”，

说明此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充分解

释总平方和。同时，显著性水平

为 0.05，p=0.000<a，说明所有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体的线

性关系显著。

表6给出了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值，根据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可知，机构建设（t=61.987，
p=0.00）、保障政策落实（t=11.356，p=0.00）、养老服务提供（t=111.457，p=0.00）、社

会支持（t=31.814，p=0.00）和制度管理（t=22.666，p=0.00）的 t 检验均大于 2，且 p 值均

小于 0.05，表明该模型具有显著意义，其结果可信。

四、结果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发展状况与各项自变量关

系显著，且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

在各主因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情况也会不

断进步。具体讨论如下。

（一）机构建设方面

机构建设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情况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作用关系，当机构建设发展1.008

个单位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情况就会好转1个单位。这表示机构建设的发展对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运营情况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情况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

结合实际调研情况，机构建设主要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建设，包括阅览室、活动室

等功能分区及生活照料、志愿者服务等基本功能的提供，是一个综合性、标志性的建设。而

在实际建设中，发现居家养老服务站存在着辐射面小、服务设施种类单一（如只有麻将桌）、

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种种不足，导致老年人无法完整地享受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便利性。

（二）保障策落实方面

保障政策落实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情况存在正向影响，当保障政策落实发展 0.862

个单位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就会好转 1 个单位。该项自变量是五项自变量中影响最大

的一项。这主要是由于，保障政策的落实既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基础，也是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长久有效发展的保证。此次实地调研的保障政策落实包括政府供养制度落实和特困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发放，它们的正向变动促进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的发展。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各个社区对政府政策的及时落实情况表现良好，能及时落实各

李从容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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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努力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生活。

（三）养老服务提供方面

养老服务的提供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影响显著，当养老服务提供提高 0.997 个单位

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状态就会好转 1个单位。

养老服务提供具体表现在：各个社区在各级政府针对老年人的各项政策支持下和社区内

专门组织机构的指导下，由专职人员为老年人提供诸如陪聊、读书、读报等精神慰藉服务，

组织老年人体检，为失能老年人提供护理照料等医疗保健服务，组织活动、提供娱乐设施等

文化娱乐服务，信息通知、服务咨询等信息咨询服务。良好的养老服务，可以使老年人切身

体会到社区居家养老所带来的便利。

养老服务提供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由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一定的社会

福利性，再加上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峻，老年人对社区服务资源的需求水平

也越来越高，致使社区支出呈上升趋势。这使得传统的依靠财政投入和福彩公益金的筹资模

式面临巨大的困难。这一问题如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将有可能导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

模式混乱，不利于其长久发展。

（四）社会支持方面

社会支持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情况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当社会支持加大 0.934

个单位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情况就会好转 1 个单位。社会支持主要包括专业护理队伍

的规范服务和志愿服务队伍的服务帮助。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由于世俗偏见的影响，无法吸纳到专

业的高素质人才，其相关工作人员大多为下岗职工或家庭妇女，专业素质较低；多数社区的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也没有配备公益性岗位的工作人员和养老服务人员，少数有此类型岗位的也只

有 1-3名工作人员；此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难度大、福利待遇低，对专业人才缺乏吸引力。

（五）制度管理方面

制度管理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情况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当制度管理好转 0.940

个单位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情况就会好转 1 个单位。制度管理包括管理制度健全与服

务内容公示两个方面，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公平、公正地服务于老年人并接受群众监督。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都贴有明确的服务管理制度以及饮食、消防等方

面的安全检查制度，并将服务项目、无偿服务对象标准等内容在显眼处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根据对以上定量研究结果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机构建设、保障政策落实、养老

服务提供、社会支持和制度管理，均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有着正向影响。在人口老龄化

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大机构建设、保障政策落实、丰富养老服务、确保社会支持和规范制

度管理，是保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发展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机构建设方面

可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一系列媒体的推广，让老年人参与到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此外也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宣传推广：在社区工作中增设宣传栏；社区工作者通过口

老龄科学研究 2016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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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相传的方式，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信息告知老年人及其亲属；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站定期开展知识讲座、文艺娱乐等活动，并设法增加人流量。通过机构建设，最终使社区养

老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使老年人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二）保障政策落实方面

近年来，政府各级部门都看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严峻性，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来帮助提

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水平。例如，本次调研就是西安市民政局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市政发〔2012〕111号），为进一步促进西安市养老服

务的健康发展、保障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而进行的一次项目调查。

（三）养老服务提供方面

发展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促进民间资本的参与服务，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

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财政支持与民间资本相互补充的筹资机制，实现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四）社会支持方面

应构建专业队伍，扩展人员数量，提高专业人员的薪酬待遇；进行专业的职业证书等级

考试；在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改善工作环境，让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到老年

护理队伍中来。不仅如此，还可采取不同模式的志愿者服务方式，如“道德银行”“时间储

蓄”“老年生活互助”等，以此来激励和吸纳更多的志愿者参与服务。

（五）制度管理方面

明确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管理制度及工作人员的责任义务；在社区人流量较多的区域公

布养老服务项目、服务对象、收费标准等重要信息，接受群众监督；严格实施饮食、消防等

方面的安全检查制度，并进行不定期检查，确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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