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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为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应对老龄化，需要探究促

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有效办法，探索实践新型养老模式的有效路径。本研究发现，当前社区养老模式存

在人力资源不足、资金短缺、适用人群范围窄等问题。同时，老年人在家事活动和亲友互访方面的服务

能力较强，但网络活动和休闲活动需求有待满足。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

建议，包括完善价格机制与政策支持、加强人力资源吸纳与培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丰富服务内容与

拓展适用人群、利用老年人自身条件提供服务等方面。通过实施这些建议，可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推动互助型养老模式在社区的实践，为老龄化社会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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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population aging, China has entered an aging society. To address ag-
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effective methods to promote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elderly and seek effective paths for practicing new models of old-age care. 
This study found that current community-based old-age care faces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 funding shortages, and a narrow scope of applicable populations. Meanwhile, elderly in-
dividuals have strong service capabilities in household activities and visits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but their needs for online activitie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remain unsatisfied.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community-based mutual support model of old-age 
care, including improving pricing mechanisms and policy support, strengthening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f human resources, broadening funding channels, enriching service content and expanding 
the applicable population, and leveraging the elderly’s own conditions to provide services. By imple-
menting these suggestions, we can promote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elderly, advance the prac-
tice of the mutual support model of old-age care in communities, and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old-age care services for aging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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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21 世纪已成为人口老龄化的世纪。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显著的，

但具体到中国，老龄化速度更快且特点明显。20 与 21 世纪之交，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7.0%，标

志着中国进入老年型年龄结构[1]。 
为应对老龄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积极老龄化战略。积极老龄化由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支柱

组成，老年人社会参与作为积极老龄化三大支柱之一，旨在使老年人通过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等

活动，实现自身价值、提高生活质量[2]，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同时，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中国养老市场

供需矛盾、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单纯依靠子女实现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难堪重任，

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互助型养老是建立在互助文化基础上的家庭、家族、邻里、社

区成员之间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互助活动。互助养老的施助者主要是低龄、健康老人，受助

者主要是高龄、体弱老人和独居、空巢老人，这与“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3]的理

念高度契合。因而，当今该如何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并在社区中推广实践互助型养老模式成为值得

研究的问题。 
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的视角选择与影响因素选择多有不同，在测量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时选用的量

表也有所差异。国内学者曾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维度区分为“参与活动”、“人际互动”、“扮演角色”、

“资源共享”[4]，更详细的维度区分则分为“家事活动”、“休闲活动”、“亲友互访”、“团体文娱”、

“志愿公益”、“网络参与”[5]，也有学者更精简地将其区分为“劳动参与”与“娱乐活动参与”[6]。 
对于互助型养老模式的研究则多以已有经验为切入点，对互助型养老模式秩序维护、发展建议、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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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石伟(2023)认为，农村互助型养老模式需要进一步维护多层供给有效衔接，促进

农村互助养老秩序达成[7]。夏辛萍、杨绍俊(2024)通过研究柳州市“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试点，认为

城市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发展需要构建协调统一的管理机制、探索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设计科学合理

的信息系统[8]。杨庆凰(2020)通过研究长沙市“时间银行”互助型养老模式，认为应从政府构建顶层制度、

社会提供资源支持、明晰社区管理权限、提高服务专业性四个层面设计“时间银行”，应用于城市社区

互助养老服务的优化路径[9]。 
本文在借鉴上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通过测量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了解老年人在

养老服务中的优势与期望，以老年人为本，探索互助型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与目的 

本研究选择苏州金色社区的老年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金色社区成立于 2006 年 9 月，地处苏州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区域面积为 2.46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10,143 人，暂住人口 15,575 人，辖区内有一

个动迁小区：金色家园，3 个商业小区：嘉业阳光假日新苑、山景玉园、狮山当代。社区人口密度高，老

年人口较多，为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社区设置的党群服务中心面积高达 2850 平方米，设有图书馆、

多功能厅、老年活动室、乒乓室、舞蹈房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为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必要基础，

故而本研究在该社区测量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 
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探索金色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了解老年人在养老服务中的优势与期望，

并以此为依据探索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具体目标包括：识别当前社区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测量并分析金色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现状及特点；基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为解决社区养老模式

问题提供对策；探索并建议如何在社区中有效实践互助型养老模式。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以苏州市金色社区为采样点，采用深度访谈法对当前社区养老模式进行研究，以了解其运行

中存在的问题。在了解当前社区养老模式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采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社会参

与量表，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概念划分维度并建立测量指标，即“家事活动”、“休闲活动”、“亲友互

访”、“团体文娱”、“志愿公益”、“网络参与”。根据上述内容围绕研究主题编制问卷，测量金色社

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问卷题设如表 1 所示。 
数据收集完成后利用 SPSS 24.0 进行分析。分析主要包括对于样本特征的描述性分析以及对样本变

量的描述性分析，以揭示老年人社会参与特点与需求，进而归纳社区老年人在互助型养老模式中能提供

哪些服务，又有哪些需求期望得到满足。 

2.3. 研究过程与内容 

研究过程主要分为准备阶段、数据收集阶段、数据分析阶段以及对策与建议提出阶段。准备阶段确

定研究主题与研究对象，设计访谈提纲与问卷量表，进行预调研以完善问卷。数据收集阶段通过深度访

谈了解社区养老模式的现状与问题，发放问卷并收集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的数据。数据分析阶段利用

SPSS 24.0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描述性统

计分析等，以揭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特点与需求。对策与建议提出阶段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提出解决当

前社区养老模式问题的对策，并探索实践互助型养老模式的建议。 
研究内容则主要包括金色社区当前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分析、社区互助

型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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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easurement scale for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表 1. 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测量表 

变量 维度 题设 

老年人 
社会参与情况 

家事活动 

A1 老人乐意做家务(做饭、打扫卫生等) 

A2 老人乐意种花养宠物 

A3 老人乐意看电视听广播 

A4 老人乐意外出遛弯 

A5 老人乐意外出购物 

休闲活动 

B1 老人乐意外出吃饭/聚餐、看电影等 

B2 老人乐意外出旅游观光 

B3 老人乐意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等 

亲友互访 

C1 老人乐意去亲戚、同学、同事、朋友、邻居那里拜访 

C2 老人乐意接待亲戚、同学、同事、朋友、邻居的拜访 

C3 老人乐意参加同学会、同乡会、战友会等 

团体文娱 
D1 老人乐意参加室内团队活动(如唱歌、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等) 

D2 老人乐意参加户外团队活动(如跳舞队、健身队等) 

志愿公益 

E1 老人乐意协助社区/村委会解决邻里纠纷、矛盾 

E2 老人乐意和他人一起维护居住地周边的卫生、治安等，自愿为大家提供帮助 

E3 老人乐意和他人一起帮助困难家庭，向困难家庭捐钱或捐物 

E4 老人乐意帮助邻里操持红白喜事 

网络活动 

F1 老人乐意上网和别人语音/视频/文字聊天 

F2 老人乐意上网看新闻及各类文章/信息 

F3 老人乐意上网看视频/玩游戏/听音乐/听广播 

F4 老人乐意利用网络安排交通出行、购物 

F5 老人乐意网上学习培训、管理健康 

3. 当前社区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通过在金色社区的深度访谈可知，当前社区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人力资源不足，缺乏专职养

老社工；资金短缺，缺乏完善的价格机制；适用人群范围窄，缺乏丰富的服务内容。 

3.1. 人力资源不足，缺乏专职养老社工 

通过访谈可知，金色社区内社工主要来自合作的社工机构，机构中一个社工要服务多个社区。金色

社区所在的高新区共有驻有社工 3~4 人，这些社工服务 5 个社区，平均下来每个社区社工缺乏问题严重，

专职养老社工严重不足。人力资源不足导致服务提供者难以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专职养老社

工的缺失使得服务质量和效率受到严重影响，老年人可能无法得到及时、专业的帮助和照顾。有限的社

工资源使得他们难以对每个老年人进行个性化的关注和评估，导致服务缺乏针对性和精准性。 
同时，专职养老社工的缺失限制了养老模式的创新和发展。社工作为连接老年人、家庭、社区和政

府之间的桥梁，对于推动养老模式的创新至关重要。人力资源不足使得社区难以引入新的养老理念和服

务模式，若不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作为新型养老模式的互助型养老模式难以在社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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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资金短缺，缺乏完善的价格机制 

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支持互助型养老模式的政策，但在实际资金拨款上往往有限，无法全面满

足互助型养老模式的资金需求。政府的资金支持通常具有临时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互助型养老模式在资

金运作上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又由于互助型养老模式缺乏完善的盈利模式和回报机制，社会资本往

往对其持观望态度，不愿投入大量资金，社区资金来源单一，不愿承担引进新养老模式的风险。故而若

要实践互助型养老模式，必然要解决社区资金不足的问题。 
互助型养老模式通常基于地缘关系结合，由邻里间提供养老服务。然而，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

和养老需求的多样化，供需关系逐渐失衡，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的价格机制调节供需关系。但互助型养老

模式中的互助型养老模式中的服务价格往往难以确定，因为服务内容、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等因素都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缺乏明确的价格标准和服务规范，使得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在价格问题上容易产生

纠纷，互助型养老模式难以实践。 

3.3. 适用人群范围窄，缺乏丰富的服务内容 

根据访谈可知，当前社区养老模式主要以高龄、失能、半失能或患有严重疾病的老年人为主要服务

群体，但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深，低龄老人群体逐渐扩大，传统社区养老服务无法完全覆盖老年人群体，

当前社区养老模式适用人群范围窄的问题日益显著。 
同样，老年人总数的上升以及老年群体的丰富也对当前养老模式服务内容提出挑战，传统养老模式

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对于更加丰富的服务内容鲜有涉及。然而单一的

养老服务不利于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无法满足当下老人在养老服务中的期望。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表 2. 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类别 样本数 样本比例 

性别 
男 108 50.9% 

女 104 49.1% 

年龄 

61~70 岁 104 49.1% 

71~80 岁 71 33.5% 

81 岁及以上 37 17.5%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59 27.8% 

高中(中专、技校) 113 53.3% 

专科 24 11.3% 

本科及以上 16 7.5% 

月养老金收入 

500 元以下 98 46.2% 

500~3000 元 57 26.9% 

3000~6000 元 49 23.1% 

6000~9000 元 6 2.8% 

9000 元以上 2 0.9% 

健康状况 

较差 106 50% 

一般 86 40.6% 

良好 20 9.4% 

https://doi.org/10.12677/ar.2025.121002


沈立 等 
 

 

DOI: 10.12677/ar.2025.121002 16 老龄化研究 
 

4. 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分析 

本研究利用 SPSS 24.0 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其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从整体样本特

征来看，该样本在性别分布上相对均衡，年龄主要集中在 61~70 岁，文化程度以高中(中专、技校)为主，月

养老金收入多数在 500 元以下，老年人健康状况尚可。调查样本基本涵盖了从性别、年龄等 5 个视角下所

有类型的社区老人，能够较好地满足本研究内容的需要，为后续的研究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4.1. 老年人自身条件适宜在互助养老中提供服务 

由数据可知，金色社区老年人有近一半的老人属于低龄老人，即年龄处于 60 至 69 周岁之间。且社

区中老年人健康状况尚可，有 50%的老人健康状况属于“一般”或“良好”，其身体活动能力尚未显著

下降，能够保持较好的体力和精力，这为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工作等提供了生理基础。 
由上述数据还可知，金色社区老年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好，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 72.1%，这说明

该社区老年人大多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这为其在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中提供服务奠定了一

定的文化基础。 

4.2. 老年人家事活动和亲友互访的服务能力较强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表 3. 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有效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偏度统计标准误差 峰度统计标准误差 

家事活动 212 3.81 0.94 −1.115 0.167 −0.135 0.333 

休闲活动 212 3.70 1.02 −0.990 0.167 −0.170 0.333 

亲友互访 212 4.00 0.85 −1.518 0.167 1.765 0.333 

团体文娱 212 3.78 1.03 −0.862 0.167 −0.211 0.333 

志愿公益 212 3.79 1.00 −1.140 0.167 −0.052 0.333 

网络活动 212 3.73 1.00 −1.101 0.167 −0.105 0.333 

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 212 22.81 4.17 1.209 0.167 −1.085 0.333 

 
本研究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数据如表 3 所示。由数据可知该社区的老年

人在家事活动方面的参与度较高，得分均值达到了 3.81，这说明他们乐于花费时间与精力在做家务、种

花、养宠物、外出遛弯、外出购物等事务上，也同样表明他们在做这类事时更加有经验，从中能获得更

多的正反馈。这为该社区的低龄老人给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家事方面的服务奠定了基础，社区可以安

排低龄老人为需要帮助的老人做一些简单但必要的家务，帮助他们打理花草宠物或是帮其外出采购生

活用品。 
同样可以得出，金色社区老年人对于亲友互访活动也抱有较大热情，这说明其乐于拜访或接待亲朋

好友，则社区可以基于这点为低龄老人安排一些上门走访服务，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交友，给予需

要服务的老年人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 

4.3. 老年人的网络活动和休闲活动需求有待满足 

金色社区老年人在网络活动和休闲活动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得分均值分别为 3.73 和 3.70。可以推

测这是由于网络活动与休闲活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一定的门槛，例如网络活动需要参与的老年人掌握一

定的计算机技能，而休闲活动需要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足以支持其外出等。这与上文分析的传统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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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较为单一，不足以满足老年人社会参与多样性相印证。 
社区可以集中一些具有计算机技能的老人，并安排其为其他老人提供一些上网指导与帮助，也可以

在活动中心开办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计算机课程，帮助老人更好地参与网络活动。而对于老年人休闲活动

参与的不足，社区可以安排年轻志愿者与老年志愿者共同陪同需要帮助的老人外出活动，在保证老年人

安全与舒适的前提下陪同其进行用餐、游览等有必要的社会活动，促进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参与。 

5. 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建议 

5.1. 健全模式骨架：完善价格机制与政策支持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社区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标准和责任权限，并完善相关政策支持

体系，如税收优惠和住房优惠等。此外，可以探索将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纳入政府购买长期照护服务的

范围，试点探索“时间银行”平台建设，利用“时间银行”推动互助服务规范化、可度量。 
在价格机制完善过程中，社区也可借鉴“时间银行”模式，倡导为老年人提供义务服务，将服务时

间存储起来，待将来需要时支取服务，形成社会长效激励机制。 

5.2. 夯实人力基础：加强人力资源吸纳与培养 

针对社区养老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政府应建立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引进机制，鼓励有相关专业背

景和经验的人才加入养老服务行业，并加强对养老服务人员的激励政策，提高其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空

间，以增加从业者的吸引力。此外，政府及社区应加大对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投入，提供专业化、多层

次的培训机会，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通过保证专职养老社工的数量及质量，为互

助型养老模式奠定基础。除专职养老社工的吸纳外，社区中的低龄老人也可以纳入养老服务提供者队伍，

为社区践行互助型养老模式奠定基础。 

5.3. 稳固资金后盾：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政府应增加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投入，建立养老服务专项资金，并提供财政和

税收支持。同时，可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投资，建立公私合作机制，提供多样化的资金

支持。此外，探索利用互联网众筹平台，充分发挥资金互助作用，社区应向老年人及其家庭讲解互助型

养老模式的基本理念、运作方式和具体活动，鼓励家庭和老年人共同捐资，购买适度普惠性互助服务[10]，
使得老年人明确自己在互助养老中既是践行者，也是受益者。 

5.4. 延展服务范畴：丰富服务内容与拓展适用人群 

由对金色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测量可知，老年人在网络活动和休闲活动的参与期望未得到满足。

为达成在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基础上实践互助型养老模式，社区有必要补齐老年人网络活动与休闲活

动的需求。除了在分析小结中提及的安排老年志愿者提供计算机指导、开办针对老年人的计算机课程，

社区还可以将网络活动与互助养老在形式层面结合起来，直接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易用的社区互助式养

老平台。这样的平台不仅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生活辅助手段，还能降低老年人参与网络活动的门槛，促进

老年人的网络活动参与，让互助型养老模式借用网络工具拓展适用人群。 
针对进一步丰富社区老年人休闲活动以推动互助型养老模式实践，社区可以在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

的过程中，融入互助服务的元素。例如，在组织健康讲座时，可以邀请老年人分享自己的养生经验，为

其他老年人提供帮助；在社交活动中，可以鼓励老年人相互照顾、相互扶持。此外，可以推广“结对互

帮”、“搭伙食堂”等互助合作模式[11]，让身体强壮的老人与体弱多病的老人结对子，共同出资雇请钟

点工为他们提供日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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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挖掘银龄潜能：利用老年人自身条件提供服务 

由分析数据可知，社区老年人在年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方面较有优势，在家事活动和亲友互访

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社区要对老年人条件进行持续性评估，对于老年人较有优势的条件合理利用，吸纳

低龄、健康、文化程度较高的老人到社区养老服务提供者队伍，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同时，社区工

作人员应加强对老年人能力的评估和培训，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其能够更好地参与互助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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