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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因此探索社区养老、社会养老等模式对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推进城市社区

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仍面临互助养老政策欠缺、老年人缺乏互助养老意识、养老资源供给不足以及市场

化程度不深等问题。只有构建统一协调的养老政策服务体系；更新养老观念，提高老年人的互助养老积

极性；融入市场，拓宽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渠道，才能真正解决养老难题，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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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increasing aging population, the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model i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6422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6422
https://www.hanspub.org/


梁雅楠，李欣哲 
 

 

DOI: 10.12677/ar.2024.116422 2875 老龄化研究 
 

unable to meet the elderly’s needs, so exploring community care and social care model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the country to respond actively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urba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policies,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mutual aid elderly among the elderly, insufficient supply of el-
derly care resources, and not deep marketization. Only by building a unified and coordinated elderly 
care policy service system; updating elderly care concepts and improving the elderly’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integrating the market and expanding the channels of elderly care 
resource supply can we truly solve the elderly care problem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happiness among 
the elderly. 

 
Keywords 
Urba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老龄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口预期

寿命延长，随之而来的老龄化程度也不断加深。根据全国七普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将近 3
亿，约占总人口的 25%左右[1]。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扩大的同时，给养老服务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

验，探索新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势在必行[2]。 
社区老年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可忽略。国内外学者专家从多

种角度展开了研究，获取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互助养老的研究，集中于互助养老的实践及问题。国

内外学者对于互助养老的研究基本都可分为时间银行模式、邻里互助模式和互助团队模式三种。然而，

这三种模式在不同国家取得的成效不同。时间银行模式最早起源于美国的社区互助养老实践，侧重于低

龄老年人群志愿服务年龄较大的独居老年人，以减轻社区中弱势及贫困老年群体的医疗负担(Seyfang, 
2004) [3]。发展到 80 年代由 Edgar Kahn 正式提出时间银行的概念。随后时间银行在日本、英国等国家都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邻里互助模式在日本的实践较多，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利用非盈利组织完善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倡导充分调动社区老年志愿者的积极性并推动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Ryan, 2015) [4]。互助团队

作为一种发展居民自治的养老模式，在西方国家有着广泛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实践。互助团队在欧洲则主

要表现为共居的模式，如德国的多代屋模式。多代屋是社区中来自不同年龄段的多代人的聚会场所，各

代人共同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实现文化和情感上的交流。在多代屋中，年轻人与老年人、老年人与老年

人之间互相帮助，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然而，国外互助养老模式并非完全适合国内养老事业的

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我国的养老服务模式。 
为此，本文以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梧桐街道为例，了解其养老服务现状，探讨在社区养老服务工作

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对策。通过这一模式不仅可以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还能够增强老年人之间的社

会联系，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2. 郑州市社区养老志愿服务工作的概况 

郑州市高新区梧桐街道共 14 个社区，其中包括春藤社区、玉兰街社区等 7 个社区，秦庄村、兰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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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行政村以及瓦屋李社区、郭庄社区等 4 个“村改居”社区。面对复杂多元的社区情况，在政府的帮扶

下，梧桐街道从自身能力建设着手，立足社区现有的物质及精神基础，通过社区营造的方法吸引第三方

资金和力量参与社区建设，通过企业资本与共建机构的协同推进刺激社区更新动力，形成了一个以个案

管理为核心，社会组织为主体，大学生志愿者为骨干，以“多支持”为载体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从

而在一定范围内促进资源共享与再次分配，在最小生活单位内及时、精准应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

出的新问题，提升老年人社区参与度，激发内生动力[5]。 

2.1. 探索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运营模式 

依靠社区自身实现养老服务力量单薄，梧桐街道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以社会组织为载体

开展个性化的养老志愿服务，并探索“一对一”个性化帮扶。梧桐街道通过公开招聘具有专业性的社工

机构，依托其负责梧桐街道为老服务项目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对社区老年人进行探访并汇总分级整理，

结合社区老年人的实际养老需求，并在社区现有养老服务资源的基础上形成针对不同等级老年人的特色

服务。 

2.2. 拓展以个案管理为核心的服务内容 

梧桐街道开展的为老服务项目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内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通过走访及沟通交流，

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居住环境、家庭情况、人际交往、闲暇娱乐、过往经历、经济状况

等信息为老年人建立信息档案。根据服务对象的情况分为三个等级，一级情况较为严重，为失能或半失

能老人或是精神过于消极；二级情况较轻，为独居或是情绪消极；三级可以实现或完全实现自理。根据

服务对象分级情况并结合志愿者自身意愿对老年人进行“帮扶”和“陪伴。其中，“帮扶”主要包括代买

(如买菜、买药)、社区义诊、上门理发、送餐服务等；“陪伴”主要包括谈心聊天、体育活动、个性活动

(如手绘玻璃杯、扎染)等。以个案管理为核心的服务可以直击老年人的真正需求，帮助其解决真正难题。 

2.3. 培养以大学生志愿者为骨干的服务队伍 

为了促进养老服务的顺利开展，借助临近大学的优越地理位置，梧桐街道招募大学的社工专业及社

会保障专业等相关本科生、研究生作为志愿者长期参与服务。由专业指导老师统领，通过小组结合的形

式，搭建大学生志愿服务平台。除了引进专业人才和社区工作人员参与服务外，社区还鼓励低龄老人加

入互助养老服务队伍。同时，组织辖区内相关单位的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等群体积极参与养老志

愿服务。 

2.4. 探索以“多路径”为载体的支持系统 

为了更好地开展养老服务，梧桐街道形成了包括政府支持、社区支持、社会支持、互助志愿支持的

“多路径”支持系统。其中，政府支持指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资金支持，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6]；社

区支持指养老服务活动是以社区为依托，活动也在社区场地内开展；社会支持指加入第三方组织的力量

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互助志愿支持指以大学生志愿者、老年人互助等为参与人员。 

3. 郑州市社区养老志愿服务工作的困境 

3.1. 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 

为了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河南省在用足用好国家层面养老服务法规政策工具箱的基础上[7]，
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出台了《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河南省“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规

划》《河南省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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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条例、规划、方案和意见[8]，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操

作指导，各社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后无章可循，导致部分政策“最后一公里”无法落实，且目

前针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中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支持性养老服务政策稍显不足。此外，关于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社区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后存在着职责认定不明确、

评估要求不清晰、质量把控不严格等问题。 

3.2. 缺乏充足的养老动力 

梧桐街道拥有十四个社区，人员较为分散，现有的居民沟通平台不完善，如瓦屋李社区是“村改居”

社区，其人员包括由农村迁入城市的老年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组成，社区成员间彼此不熟悉，且以单元

楼为主要社交圈的自主沟通较为松散，主要局限于老年人之间的自娱自乐以及居民之间友好的面熟关系

和点头之交，很难形成互助关系网络。另外，老年人之间缺乏互助的养老观念，养老消费意愿弱，养老

机构入住率低等也给养老服务工作带来困难[9]。 

3.3. 缺乏深入的市场化程度 

梧桐街道养老设施在政府各项优惠和政策的扶持下覆盖率不断提高，为更多市场主体全方位参与养

老服务市场扫清了障碍，但由于社会组织资金有限、专业化程度低、发挥不了充足的功能[10]，限制了服

务对象的范围、开展的频率及服务的多样性；且开设养老服务专业院校不多，缺乏专业的人才储备；养

老服务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盈利率低、不得不借助其他经费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开展服务，导致运营

难度加大；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化程度不深。 

4. 郑州市养老志愿服务发展的实践路径 

4.1. 构建统一协调的养老服务政策支持体系 

养老志愿服务工作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而且构建一个统一的、协

调的养老服务政策支持体系至关重要。郑州市民政部门应在用足用好国家层面养老服务法规政策工具箱

的基础上，主动承担顶层设计的职能，完善相关的实施细则，对职责分工、人员配备、资金保障、项目评

估等作出明确指导，为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11]。建立信息平台为科学制定和完善失能半失能老

人社会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探索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补贴政策。健全社会组织监督机制，界

定各部门在养老服务工作中的职能和权责，明确服务的内容和对标准作出规定，从而进一步提高养老服

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4.2. 构建完善充足的养老服务互助长效机制 

在实施养老服务的过程中应注重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文化融合，不断激发老年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一是加强情感交流。通过参加社区举办的老年人活动、社区的朋友圈互助网络等

增强老年人的情感交流和社会归属感；二是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借助社区场地定时定期开展适合老

年人的书法、棋类、手工类等文化活动，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三是开展心理健康疏导服务。由专业人

员带头组建心理服务团队，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和慰藉服务，缓解其焦虑、忧虑等负面情绪。 

4.3. 构建有机结合的养老服务多元投融资体系 

一是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公共财政投入，争取政府对养老服务项目的资金支持并拓宽融资渠道、优化

融资模式，激发市场活力，确保养老志愿服务工作的正常运转。二是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供给，创新志愿

服务方式，通过常态化的措施如“志愿服务学分”等激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三是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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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益慈善组织等形成合力，整合相关资源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工机构、商场超市、医院、养老机

构、餐饮企业等形成会员联盟，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低消的服务。 

5. 结语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日趋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仍是

我国面临的难题之一。现阶段，我国多数社区已经形成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城市社区为依托，以政府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养老服务模式。我们也要继续探讨和研究，以此寻求进一步解决城市社区

养老服务的具体方案，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注入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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