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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为此我国做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

战略部署，致力于推动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社区养老由社区志愿者及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支撑，为有

需要的老人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生活，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社区养老面临许

多问题，成为制约积极老龄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对现有模式进行不断改革创新，通过整合社

会资源、完善服务机制等，探索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养老服务新路径。文章结合我国积极老龄化对养

老服务提出的新需求，指出传统社区居家养老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五社联动”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创新，

其在社区养老服务实践中具有许多优势，从而成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破解社区养老服务困境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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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issue of aging in China is gradually becoming prominent, posing a significant chal-
lenge to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China has made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s to ac-
tively address population aging, committing to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upported by community volunteers and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provides assistance to elderly individuals in need, enabling them to live in familiar 
community environments. However, as the aging population deepens,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becoming a bottleneck restricting further progress in active ag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existing model, and explore 
new paths for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active aging by integrating social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service mechanisms. This paper, considering the new demands for el-
derly care services presented by active aging in China, points out a series of issues in traditional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for the elderly. “Five-Sector Collaboration” is an important innova-
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which has many advantages i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making it a feasible path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activ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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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达 2.97 亿，占比 21.1%；

其中 65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2.17 亿，占比 15.4%，预计 2035 年左右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面对这一趋势，我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实施了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并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初步构建起了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尽管目前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养老服务发展仍然面临诸多

挑战，其中供需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一方面，由于“421”家庭结构模式的普遍化，家庭养老功能逐渐

弱化，许多家庭难以独自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另一方面，养老机构资源有限，且运营成本较高，导致供

给能力受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凭借其独特优势成

为了优先选择，这种服务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整合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还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家庭和子女的养老负担。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支持力度，

推动其健康发展，以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在当前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创新的背景下，“五社联动”作为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机制，正日益凸显

其重要性和潜力。在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五社联动”不仅仅将社区视作一个基础平台，更是

充分利用了社区社会组织的承载功能。同时，通过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吸引社区志愿者的广泛

参与，再加之社区慈善资源的积极助力，多方合力共同营造了一个和谐、有序且高效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这一机制的确立，不仅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更是我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实践。通过将“五社联动”与社区居家养老相结合，我们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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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供需结构失衡的难题，推动养老服务事业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1]，为老年人提供

更加贴心、便捷的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社区居家养老问题的研究 

1) 国外关于社区居家养老问题的研究 
社区居家养老最早起源于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照顾”一词，作为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

英国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并在 1950 年提出“社区照顾”一

词，就是将社区养老资源引入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主张通过提供适当的干预和支持，使老人

能获得最大的自主性，并为给老人提供服务的家庭成员提供暂喘息照顾。在服务供给上，Monica Bergqvist、
Pia Bastholm Rahmner 等提供对家庭照料者进行结构访谈，了解他们在提供养老服务过程中的照料经验和

改进建议，从而倡导整合型的照护模式[2]。在服务保障上，Michal M Misiak、Jennifer Bethell 等提出要

加强居家养老的社会联系，并对家庭照顾者实施积极的心理干预[3]；Rachel Morrison Dayan 提出要以人

权的方法来保护老年人的权利，包括“社会参与权”，保障老年人能获得居住安排选择、个性化的支持

和获得社区服务和设施[4]。在需求评估上，Jordana Salma 和 Bukola Salami 提出利用 CBPR 方法对特殊

老年群体的需求进行评估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社区参与。Janine Stein 等人发现评估老年人未被满足的服

务需求时，心理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行业监管体系方面，Mari Kangasniemi 等人提议建立有效的多

层次质量监测系统，重视老年人护理投诉信息，确保老年人所接受服务的质量。 
2) 国内关于社区居家养老问题的研究 
从国内来看，2001 年我国正式提出“居家养老”这一概念，并始终强调居家养老的基础性地位[5]，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居家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供需匹配、发展现状、影响因素等。在供需方面，青连

斌认为要尊重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6]；彭青云根据多

元福利主义原理，分析政府、市场、社会、家庭这四个主体的功能进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良性互

动[7]。在发展现状方面，钱净婷、申慧敏等利用“PEST”分析法对南京市居家养老进行研究，发现其资

金来源短缺、专业人员不足等诸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8]；张奇林、赵青对我国目前社区居家养老

模式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其存在的问题[9]。在影响因素方面，王梅欣通过实证分析，

发现老年人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与子女居住距离远近等因素会影响社区养老服务供需造成影响，并

提出建立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体系[10]。 

2.2. 关于“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五社联动”的运行模式来研究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邱国良、李静等通过厘清

“五社联动”的政策内涵以及运作机制，发现“五社联动”的有效性未能充分发挥，亟需从多方面入手

推动“五社联动机制完善[11]。任敏提出“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认为要调动各方优势和

资源，提高社区治理能力[12]。顾永红、都爽以通过五社联动项目剖析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的结构性

阻碍，并主张从四个维度提升其服务效能[13]。 

3. 传统社区养老服务现状 

3.1. 服务内容供需不匹配，缺乏专业性 

在服务内容上，当前，许多社区在养老服务上主要侧重于物质保障和健康保障，然而，随着对老年

人生活质量关注的提升，我们必须意识到，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社交娱乐需求同样重要。如果忽视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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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需求，老年人可能会感到孤独、无聊，从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在服务方式上，传统观念仍然占据主

导地位，许多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依赖子女的照料或是社区照料中心提供的统一服务，但这种方式

往往缺乏针对性和个性化，没有考虑到不同老年人的具体需求和状况。亟需打破传统观念，采取更加灵

活和定制化的服务方式，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在服务人员上，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往往都是一些

社区居民、志愿者，他们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人员的数量

也不足，这导致了一些老年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服务，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3.2. 基础设施供给不到位，利用效率低 

在资金投入方面，财政资金仍然是社区居家养老资金的主要来源[14]，地方政府由于本地经济发展的

需要缩减了对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失能老人所需要的专业的医疗设备和康复器材短缺，

难以为居住在社区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全面的健康管理和医疗护理服务，另外，一些养老设施，如在一些

新社区中，老年棋牌室、健身器材等设施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况，许多老旧社区养老设施却年久失修，而

且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之间，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是失衡的，导致资源错配和浪费，利用效率低

下。 

3.3. 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缺乏协同性 

在传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中，服务主体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家庭成员等，由于缺乏政策引导

和财政支持，其他社会力量如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机构、志愿者等参与较少，而且在服务模式上没有太

多创新，且各个主体在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时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这会导致

服务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而且各个主体提供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着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态

度不好等问题，影响了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4. 积极老龄化对社区养老服务提出的新需求 

“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旨在让老年人能按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去参

与社会，并在有需要的时候获得充分的保护、保障和照料，这个概念不仅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关

注他们的社会参与、精神需求和学习发展。在老龄化不断加速和人口结构变迁的社会背景下，积极老龄

化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通过促进老年人的积极参与和社会融合，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形

态，也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4.1. “健康” 

“健康”就是不仅仅是要减少老年人罹患重大疾病的风险，并为那些生病的老年人提供及时救治，

也要求老年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健康活动。要不断优化老年人的健康服务，提

高管理水平，做好健康宣传和教育，加强慢性病的筛查、干预和治疗，完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延

长老年人生命时间。 

4.2. “保障” 

“保障”就是为那些失能老人提供维持其日常生活的照料服务，通过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扩大老年设施供给、完善相关支持政策等，来为老年人提供全面的保障，维护老年人的各项权利，包括

医疗保障、长期照护等，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可及性。 

4.3. “参与” 

“参与”可以指老年人在家庭、社区、社会中的参与，既包括物质的，如老年人在退休后继续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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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工作领域发挥余热，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也包括精神的，如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经验的传承。通过

参与社会生活，能使老年人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提高自我价值，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5. “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新思路 

5.1. “五社”主体的角色定位 

在“五社联动”中，五个主体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通过一定的联动机制共同推动社区治理和

社会服务的发展。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动员社区志愿者，吸纳社区公益慈善资源，支持并监督社工机构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社区工作者还

需要与专业社工协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赋能，带动社区志愿者服务居民群众，共同解决社区

问题。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服务载体，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反映居民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购买的服务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服务。

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治理的专业支撑，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关系调适、

能力提升等服务，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同时，社会工作者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推动社区参与和社

区自治。社区志愿者作为社区治理的助推辅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环境

保护、文化传承等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社区志愿者还通过自身的行动，传递

正能量，促进社区和谐。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作为社区治理的资源链接，通过捐赠资金、物资、技术等资

源，支持社区服务项目的开展，为社区居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同时，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还通过倡导慈善

理念、弘扬慈善文化等方式，推动社区文明建设。 

5.2. “五社”主体的联动机制 

“五社联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在推进社区治理与

服务创新的进程中，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机制，积极引入并整合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的专业力量，以期实

现社区治理的多元化与专业化，并强化社区与社会组织、社工机构之间的协作与联动，形成资源高效共

享、优势互补的协作模式。同时，还高度重视社区志愿者的参与，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激发社区居民

的自治意识与参与热情，进一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归属感。社区也积极挖掘并有效利用公益慈善资源，

为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深化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与支撑。 

6. “五社联动”视角下社区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 

6.1. 社区平台建设不完善，服务供给不到位 

社区是养老服务的重要平台，也是五社主体发挥作用的基础，社区养老平台建设是否完善，关系到

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从各地的社区养老服务实践来看，社区平台建设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养老服务设施配置较低，数量不足；其次，服务内容设计较为单一，服务形式缺乏创新；最后，

监管机制不健全，服务质量难以保证。这些问题共同制约了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与发展。 

6.2. 社会组织缺乏专业性，居民认可度有待提高 

社会组织在提供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出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特点，所提供的服务大多数是日常照料、

基本关怀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养老服务项目设计与执行上不够科学，难以满足老年人多

元化需求；其次，内部管理不规范，缺乏系统培训和评估机制，影响组织可持续发展；最后，社会组织

所提供的服务未能精准对接居民实际需求，居民对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形式及效果了解不足，参与度

低，加之缺乏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居民意见难以被及时采纳，进一步削弱了居民的信任与支持，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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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满意度不高。 

6.3. 社工人才储备不足，服务能力较弱 

社会工作者是“五社联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目前我国社工专业人才总量相对匮乏，难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特别是在一些基层社区和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其次，且整体服务水

平不高，专业社工稀缺，部分人员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和实战经验，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再次，社工人

才的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薪资待遇和晋升空间有限，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进一步削弱

了整体的服务能力；最后，社工与相关部门、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不健全，资源整合能力较弱，也制约

了服务能力的提升。 

6.4. 宣传激励机制不健全，志愿服务动员难度较大 

社区志愿服务是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首先，志愿服务宣传渠道单一，内容缺乏创新，

难以引起广大社区居民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导致志愿服务信息传播面不广，知晓度低；其次，志愿服务

激励机制不完善，缺乏实质性的奖励和认可，志愿者在提供服务后得不到应有的回馈和激励，影响了其

持续参与的积极性；最后，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不够顺畅，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也增加

了志愿者动员的难度。 

6.5. 慈善精神认可度低，公益资源短缺 

目前社区普遍存在公益慈善资源短缺的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慈善精神的缺乏和慈善氛围的营造不

够[15]。首先，社会公众对慈善精神的理解与认同存在偏差，部分人群认为慈善是富人的行为，导致慈善

参与度不高；其次，由于部分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导致社会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下降，捐赠意愿

减弱，影响了公益资源的筹集；再次，公益慈善资源分配不均，一些急需帮助的地区和群体难以获得足

够的支持，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最后，公益项目创新不足，难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源的投入，形成了

公益资源短缺的恶性循环。 

7. “五社联动”视角下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的路径 

7.1. 创新社区养老服务平台 
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构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16]，实现老人生活、健康、安全

等信息的实时收集和分析，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评估，并与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发挥社会工作者的

专业优势开展相关服务活动。同时要打破物理空间界限，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设备，推进社区养老

设施适老化改造，加强与养老机构和护理机构的深度合作，实现养老资源和养老服务的有效贯通，为老

年人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 

7.2. 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社区养老目前仍以提供日常照料服务为主，服务人员专业性有待加强，因此在五社联动模式下，社

会组织可以通过加强与当地高校的合作，在高校内开设养老服务相关课程，聘请社工专业教师为社会组

织服务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量。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调研来获取老年人需求信息，

同时引入项目管理理念和方法，对养老服务项目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管理，围绕组织目标承担起社区养

老服务站点建设和资源链接责任，接受来自政府、社区和老年人的监督[17]。最后要鼓励社会组织加强团

队建设，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协作能力，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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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加强社工队伍培训和监督 

社区养老服务完善的关键在于人才队伍的培养，政府要适当增加财政补贴来提高社工的工资待遇和

保险标准，制定严格的社工准入标准，对于持证社工要完善薪酬激励制度，鼓励更多专业人员加入社区

养老服务队伍，加强岗前培训，使其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适应养老设施的更新和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

针对社工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可以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对社工服务内容和形式进行评估和反

馈，并提出专业化的建议，对于绩效良好的社工要进行适当激励，以提高其提供养老服务的热情和积极

性，促使其不断提高自身服务技能，优化服务态度。 

7.4. 构建志愿服务激励机制 

以积分兑换为基础的互助平台是“五社联动”养老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要借助互联

网平台，建立志愿服务认证制度，对社区志愿者的服务时长和服务内容进行记录和认证，政府要提供相

应的支持政策，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的制度[18]，提供志愿服务时长抵扣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措施，鼓励

更多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同时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志愿服务氛围，提高居民对志愿服务

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7.5. 深挖社区公益慈善资源潜力 

慈善资源为社区养老提供重要的资源支撑。在政府层面上，要健全相关法制体系，推动地方慈善法

的实施，积极宣传公益精神和奉献意识，营造良好的慈善氛围，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同时为个人慈善

提供政策支持。在社区层面上，要不断扩大社会支持网络，引导一些爱心企业对社区养老进行资助，同

时建立社区基金，来吸纳本地慈善资源[19]，建立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来规范社区基金的建设运营，定期

公开社区基金的手机情况，增强公民对社区基金的信任感，为“五社联动”社区养老提供可持续的资金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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