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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与服务供给研究 

——以乌鲁木齐市 S 区为例 

刘孟柯，杨 乐，姚 鹏，高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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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养老模式已不再适用，一种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开始在我国遍地开花。本文以乌鲁木齐市 S 区为研究对象，对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

探究。研究从老年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四个方面，即日常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对养老需求与

服务供给状况进行深入剖析。然而，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 S 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存在公众认可度低、政策支持

不足、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个性化服务欠缺等问题。基于此，文章针对性地提出强化政策资金扶

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提升社会认知度、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等改进建议，致力于推动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更好发展，切实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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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mands and service provisions of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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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models are no longer applicable. A new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 the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service model - has started to flourish across China. This paper takes 
District S in Urumq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the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model. The research deeply analyzes the status of elderly care demands and service provisions from four crucial 
aspects of the elderly's lives: daily care,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spiritual comfort. 
However,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at present, the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model in District S has problems such 
as low public recognition, insufficient policy support,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lagg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a lack of personalized servic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port, enhanc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creasing social awareness, 
optimiz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model and effectively meet the elderly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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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也面临着

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至 2024 年年末，我国 60 岁

及以上人口超过 3 亿，占我国总人口的 22%，我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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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那么，如何赡养老人成为了现在很

多家庭的一大难题。尤其在“124”的家庭模式中，即

夫妻 2 人抚养 1 个孩子，赡养 4 个老人的家庭[1]。 

近些年来，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深，国家一直大

力推行社区居家养老。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将居家养

老和社区服务相结合的养老模式。老年人住在自己家

中或长期生活的社区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

使用社区作为平台，整合社区中的各种服务资源，并为

老年人提供餐饮、清洁和医疗救助等服务[2]。 

这种模式既是传统家庭养老的延伸，也是我国多

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部分。这种模式可以使老年

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获得各种养老服务，提升

生活质量，同时能保持与家人、社区的紧密联系，满足

其情感需求和社会交往需求，很好地解决了老年人的

养老问题。 
2 养老需求与服务供给情况 
2.1 养老需求 
养老需求呈现出许多的特点，其中多元化和个性

化尤为突出。经调查了解，S 区老年人对于医疗保健服

务、文化娱乐服务、日常照料服务需求较高，对于精神

慰藉服务需求不高。低龄老年人尤其存在实现自我价

值和继续奉献社会的需求[3]。 

老年人对于医疗保健问题十分关注，对于保健、养

生知识需求较之前增加，社区内设有诊所为老年人提

供上门检查、定期体检等服务。此外，老年人对于文化

娱乐服务的需求也大，社区内建有老年活动中心，内设

棋牌室、舞蹈室、报刊处等，老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在

节日时，喜欢舞蹈的老人们也给其他人带来精彩的表

演。老年人对于日常照料服务的需求主要集中于 80 岁

及以上的老人，他们行动不便，上下楼梯需要人帮助，

部分需要短期陪夜。 
总的来说，S 区老人对于定期体检、养生知识宣讲、

健身设施 、社区活动中心、防诈科普、社区食堂的需

求较高，高学历老人对建设老年大学、举办党建活动有

较大需求。 
2.2 养老服务供给 
S 区只有发展较好的社区可以提供全面的养老服

务，其他的社区只能提供较少或者单一的服务。 
经实地调研发现，在社区老年服务体系里，年度健

康体检作为基础服务项目，深受老年人欢迎，在服务供

给中占据较高比例 。日常照料服务领域，适老化改造、

无障碍设施适配等专业性适老化服务的占比相对较低；

相比之下，餐饮配送、反诈知识宣传、协助搬运重物等

服务的覆盖范围更广。社区内的健身器械和老年活动

中心作为核心基础设施，是老年人日常休闲娱乐、社交

互动的重要场所，对他们意义重大。然而，当前社区养

老服务在精神关怀层面存在短板，诸如专人陪伴谈心、

老年专属服务热线、专业心理咨询等精神慰藉类服务

供给不足。 
S 区各个社区都有配套的健身设施,大部分社区都

有老年活动中心或者是日间照料中心。由此可见，大多

数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较为单一，不能够满足老年人

的需求，社区之间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不一。例如，M 社

区聚焦老年人生活需求，持续开展助餐配餐、健康巡诊、

上门理发、代买代购、智能安防、老年课堂、文化娱乐、

法律援助、心理关怀、适老化改造等特色服务项目，创

新推出“养老服务清单”模式，将服务细化为生活照

料、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安全保障等 6 大类 18 小项

50 余项具体内容。居民通过社区养老服务平台或“一

键呼叫”设备下单，专业服务团队及志愿者可在 2 小

时内响应，为老年人定制助浴、康复护理等个性化服务。

同时，引入智慧养老系统实时监测老人健康状况，提供

24 小时应急响应。而 J 小区由于建成年代久远，缺乏

适老化改造，公共空间狭窄，无障碍设施不足，难以开

展多样化养老活动。目前仅能提供基础的日间照料和

简单的送餐服务，养老服务形式较为传统，智能化、专

业化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

化养老需求。 
3 S 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存在问题 
第一，公众认可度与普及率待提升。尽管社区居家

养老在 S 区已有一定发展历程，但整体社会认知度仍

处于较低水平。许多居民对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内容、

服务质量存在疑虑，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在家庭中依

然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家庭更倾向于依赖家庭成员照

顾老人，对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持观望态度。此外，社

区养老服务信息不对称，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甚至造

成资源的浪费，使得一些真正有需要的老年人无法享

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还导致许多老年人及其家属对

相关服务知之甚少，使得该模式在社区内的普及速度

缓慢。 
第二，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不足。目前，S 区虽有

涉及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但专门针对社区居家养老

的政策文件数量有限，尚未构建起完备的政策体系框

架。在政策落地执行环节，既缺少详细可操作的实施细

则作指引，也缺乏与之相匹配的配套措施，导致政策在

基层的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阻碍，难以充分发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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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在土地

规划、税收优惠等方面难以给予有力支持。资金投入方

面，养老服务经费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社会资本参

与度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投入意愿不强。由于资金有

限，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服务项目拓展困难，难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第三，服务专业水平与人才队伍建设薄弱。S 区社

区养老服务严重缺乏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目前是

农民工和退休再就业劳动者（大多为“4050”）主要从

事养老服务，她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年龄偏大，不能

从事专业性的服务[4]。同时，由于养老服务行业薪资福

利水平不高，且工作任务繁重、压力较大，难以对专业

人才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同时也无法满足从业者的职

业发展期待，使得该行业面临人才招募困难、流失率居

高不下的困境，专业人才队伍的稳定性难以保障。此外，

行业内缺乏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职业晋升通道，不

利于从业人员的长期发展，使得专业服务能力难以有

效提升，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配置不合理。S 区部分

社区建设年代久远，公共基础设施老化，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空间狭小，难以满足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服务开展

需求。社区内养老服务设施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衡，

部分老旧社区缺乏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基

础服务场所。同时，养老服务设施功能单一，智能化、

适老化程度低，缺乏紧急呼叫、健康监测等现代化设备，

无法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养老服务。 
第五，个性化服务供给不足。S 区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多以基础生活照料为主，服务内容高度同质化，难以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由于老龄群体的特殊

性，老龄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较为分散且输出、收集较

为困难，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也就导致难以真正探

求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并供给与之相匹配的服务[5]。此

外，心理健康服务在社区居家养老中重视程度不够，缺

乏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疏导服务，无法及时关注

和解决老年人的心理问题，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 
4 解决对策 
第一，强化政策资金支持与专业人才培养。设 S 区

专项养老发展基金，资金来源除政府财政拨款外，积极

引导企业、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捐赠，构建多元化

资金筹集渠道。该基金重点用于老年护理人员专业能

力提升，与本地职业院校、养老培训机构合作，开设老

年护理、康复保健等专业课程，开展系统化、规范化培

训，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提升从业

人员专业素养。通过高薪聘请或各种奖励机制吸引高

素质专业人员和对口专业毕业生投入到养老事业中，

以此提升养老护理人员队伍的整体质量，为老人提供

专业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6]。 
第二，提高社区居家养老社会认可度。充分发挥社

区基层组织作用，社区以及该工作的从业人员需要增

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识，增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

宣传力度，充分利用一切老年人能够获取到的途径使

更多的老年人了解和熟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升 S 区居民对社区居家养老的

认知度和认可度[7]。如组织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深入社

区，通过举办养老服务政策宣讲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案例分享会等活动，向老年人及其家属介绍社区居家

养老的服务内容、优势和便利性。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宣传方式，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

体渠道，发布通俗易懂的养老服务宣传内容，营造全社

会关心支持社区居家养老的良好氛围。 
第三，推进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与优化。科学规

划 S 区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制定详细的建设规划

和实施方案，明确建设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加大资

金投入，以养老服务设施匮乏的社区为重点，率先开展

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基础服务场所的建设

工作，丰富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空间。同时，打造智慧养

老平台，鼓励企业开发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互联网应用，将老年人的基础信息、健康状况、养老诉

求等数据录入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并进行线上线下资

源整合，对老年人所需要的日间生活照料、餐食配送、

全托照顾、家政服务、陪同就医、医疗护理、聊天解闷、

情绪开导、法律咨询等服务进行精准匹配，设置方便老

年人操作的“长辈关怀模式”，通过手机等智能终端提

供 “自选式”便捷养老服务，通过科技助老，帮助老

人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成果[8]。 
第四，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养老服务。在 S 区构

建社区老年人需求调研体系，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收集

量化数据，通过入户访谈深入了解个体需求，借助社区

座谈会和社区网格管理，设立老年人意见反馈渠道，鼓

励老年人积极表达自身诉求，为社区提供准确的服务

需求信息。根据老年人需求，整合社区资源，拓展服务

项目，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养老服务。依托互联网与大

数据等前沿信息技术，打造集社区养老服务与数据共

享于一体的平台，以此架起老年人、子女及社区间沟通

的桥梁，精准匹配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资源，为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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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更便利、高效的养老服务体验。 
5 总结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家庭养老功能逐渐

弱化的背景下，S 区积极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将其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

老需求的重要举措。这一模式充分结合区域实际，整合

各类资源，致力于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便捷、优质、高效

的养老服务，有效弥补了传统养老方式的不足，成为解

决养老难题的重要途径。 
S 区在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过程中，政府充

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履行职责。一方面，强化政策支

持，制定并完善一系列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政策法规，明确服务标准、规范服务流程，

为养老服务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加大

对养老服务的资金扶持，成立专项养老基金，广开资金

筹集渠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市场，为养老服务设

施完善、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各项服务项目开展提供充

裕的资金后盾。同时，通过广泛宣传与教育，积极引导

社会公众更新养老观念，提升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的认知度与认同感，缓解社会养老压力、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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