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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社区社会企业作为一股

新兴力量，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阶段社区社会企业在参与社区养老服

务项目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例如政策法规限制、资金来源不足、人才队伍建设薄弱、社区居

民参与度不足等。本文深入分析了其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建议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社区社会企业自身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运营模式，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和协作网

络。社会各界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居民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本文认为，社区社会

企业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能够解

决发展困境，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便捷、人性化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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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s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ag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system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As an emerging force, community social enterprises play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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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system. However, at this stage, community so-
cial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projects also fac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policy and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insufficient sources of funding, weak human 
resources team building,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lemma in depth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a targeted mann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 a sound 
regulatory mechanism. Community social enterprises themselve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diversi-
fied operation modes and establi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collaboration net-
works.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hould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to enhance residents’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mmunity 
social enterprises have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system, and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y 
can solve the development dilemmas,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system, and provide the elderly with more high-quality, convenient, and humane elderl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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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社会正步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随着老年人

口比例的不断攀升，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养老需求。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的

增多，导致家庭照护能力下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支撑。另一方面，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和生活

需求的多样化，也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养老机构模式，往往存在着服务成本高、服务

质量参差不齐、老年人难以融入社区等问题，难以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1]。 
在此背景下，社区社会企业在养老服务领域中应运而生。社会企业以社会效益为目标，通过市场化

运作方式提供养老服务，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社会企业凭借其灵活的

运营模式、多元化的服务内容以及对社区需求的深刻理解，在弥补传统养老模式不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社区社会企业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并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搭建社会支持网

络，为老年人营造更舒适的养老环境。 

2. 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 

2.1. 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例如《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和《关于加快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一些意见》，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资金引导。这些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并对养老机构建设、运营和服务标准等进行了规范。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

推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服务供应[2]。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挑战。资金投入不足、政

策执行力度不平衡，以及政策法规的衔接协调性有待提高等问题，导致政策红利未能充分释放。部分地

区政府对社区养老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资源配置不足，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些问题限制了社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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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快速发展，也为社会力量创造了参与空间。社区社会企业凭借其灵活的运营机制和市场化的运作

模式，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成为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力量[3]。 

2.2. 服务模式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当前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呈现多样化发展，包括居家养老、社区日间照料、老年公寓等多种形式。一

些创新模式，如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也逐渐兴起，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选择。这些创新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但现有的服务模式仍然无法满足个性化养老需求，例

如，专业护理人员短缺、服务质量差不齐、服务覆盖范围有限，以及个性化服务不足等问题仍然很突出。

尤其是农村地区和偏远社区，养老服务供应严重不足。这正是社区社会企业发挥作用的关键领域。它们

可以针对特定需求，开发个性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产品，并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有效填补

现有服务体系的空白。 

2.3. 技术应用推动实现智慧养老 

智慧养老已成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趋势。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实现

远程健康监测、智能家居管理、线上预约等，极大提高服务效率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一些机构已经开

始探索应用智能设备、远程医疗等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更安全的养老服务。然而，技术应用的

推广面临诸多挑战。高昂的技术投入限制了部分机构的应用能力；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和使用能

力参差不齐；以及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也需要重视。社区社会企业，凭借其在技术应用方面的优势

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嗅觉，可以有效整合技术资源，开发更易于老年人接受和使用的技术产品，并解决

技术应用中的隐私安全和问题，从而推动智能养老的普及[4]。 

3. 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3.1.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政策的扶持力度是关键因素。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都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的政策支持，包括资金

支持、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能够为社区社会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其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 

3.2. 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是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的驱动力。社区居民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决定了社区社会企业的

市场前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日间照料等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社

区社会企业能够通过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需求，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空间。 

3.3. 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是社区社会企业开展服务的重要基础。社区资源的整合和利用，能够为社区社会企业提供

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社区社会企业可以与社区居民、志愿者组织、医疗机构、街道办事处等

合作，共同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4. 社区社会企业承接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困境 

4.1. 政策法规不够完善，限制社区社会企业发展 

现阶段，针对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和法规还不够完善，导致其发展缺乏明确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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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依据和保障。首先，缺乏针对社区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专项政策。目前，政府主要针对传统养老

机构出台了相关政策，对社区社会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缺乏针对性扶持政策。其次，现有政策法规缺

乏针对性，对社区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方式、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范，导致社

区社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缺乏可依循的法律依据，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例如，社区社会企业在提供

居家养老服务时，其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方面缺乏明确的界定，容易引发与居民之间的纠

纷[5]。 

4.2. 资金来源不足，运营模式探索不够 

社区社会企业普遍面临资金来源不足的难题，可持续运营能力较弱。首先，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

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缺乏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其次，盈利模式探索不足，社区社会企业难以

通过市场化运作获得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例如，社区社会企业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由于成本较高，

难以实现盈利，导致部分机构难以维持运营。一些社区社会企业虽然尝试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但由于

缺乏经验和资金支持，难以有效地整合资源，扩大服务规模。 

4.3. 缺乏专业人才，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社区社会企业缺乏专业的护理人员、社工等人才，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其次，

现有的培训机制难以满足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需求，缺乏针对性培训，培训内容和质量难以保障。例如，

一些社区社会企业缺乏对服务人员进行专业的护理技能培训，导致其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满足老年

人对高质量服务的期待。此外，社区社会企业难以留住人才，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难以与传统机构

相比，导致人才流失率较高。 

4.4. 居民参与认可度不高，缺乏宣传沟通 

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认知度不足，对社会企业的服务模式和服务质量缺乏了

解，导致信任度较低。其次，缺乏有效的宣传和推广手段，难以吸引居民参与，引导居民选择社区社会

企业提供的养老服务。例如，一些社区社会企业缺乏宣传渠道，难以有效地将服务信息传递给社区居民，

导致服务推广难度较大。此外，一些社区社会企业缺乏与居民沟通的机制，难以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意见，

难以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6]。 

5. 社区社会企业助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政策层面 

完善政策法规，加大支持力度：政府应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法规，明确社区社会企业在社区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方面的政策扶持。例如，

制定专门针对社区社会企业的养老服务项目扶持政策，明确项目申报条件、资金支持标准、绩效考核指

标等，为社区社会企业提供更加明确的发展路径和保障。此外，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社区社

会企业在养老服务中的责任和义务，为其提供更加规范的运营环境。 
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确保服务质量和安全：政府应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加强对社区社会企业的

监管，确保其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例如，制定社区养老服务行业标准，规范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服务

质量，并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社区社会企业的服务质量、投

诉处理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鼓励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区社会企业发展：政府应积极购买社区社会企业提供的养老服务，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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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促进其健康发展。例如，政府可以将部分社区养老服务项目委托给社区社会企业，

并根据服务质量和绩效进行合理的价格支付，为社区社会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政府可以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养老服务，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社区社会企业，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7]。 

5.2. 社区社会企业层面 

探索多元化的运营模式，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社区社会企业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运营模式，建立

可持续发展机制，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可以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开发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产

品，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需求，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盈利。同时，可以积极争取政府补贴、社会捐赠等资

金支持，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服务专业性和质量：社区社会企业应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专业

的护理人员、社工等人才，提升服务质量和专业性。例如，可以建立内部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员工进行

专业技能培训，提升服务水平。同时，可以与高校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为社区养老服务领域输送

专业人才。此外，可以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和职业发展规划，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8]。 
积极整合社区资源，建立协作网络，提升服务效率：社区社会企业应积极整合社区资源，建立协作

网络，提高服务效率，扩大服务范围。例如，可以与社区居民、志愿者组织、医疗机构、街道办事处等合

作，共同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可以与社区居民建立互助机制，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养老服务中，为

老年人提供陪伴和照护。可以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便捷的医疗服务通道，为老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医

疗服务。可以与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合作，获得政策支持和资源共享。 

5.3. 社会层面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投入：社会各界应积极参与到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

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投入。例如，企业可以设立公益基金，支持社区养老服务项目。慈善机构可以开

展捐赠活动，为社区养老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民间组织可以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为老年人

提供陪伴和照护[9]。 
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居民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认知度和认可度：社会各界应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居民

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认知度和认可度，鼓励居民选择社区养老服务。例如，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

等形式，向居民宣传社区养老服务的理念、模式和优势，消除居民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误解和疑虑。同时，

可以组织社区居民参观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了解其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提升居民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信

任度。 

5.4. 未来展望 

社区社会企业在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未来发展充满机遇和挑战。未来，社区社会企业应积极探索创

新服务模式，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同时，要加强与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的合作，

共同构建更加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便捷、人性化的养老服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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