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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满足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提供参考

依据，同时对开展社区康养服务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于2020年7~8
月对我国25个省的942名社区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总分为(23.75 ± 
10.02)分，医疗照护类维度的条目得分排在靠前，而其中定期开展体检的服务需求排名第一。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职业、患慢性病种类、养老方式和自理能力是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的主要影

响因素。结论：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总体较高，应建立系统完善的康养服务体系，提供精准化康养

服务，提高社区康养团队的综合专业素质，从而满足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实现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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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community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
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health care services. Methods: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
tionnair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942 community elderly from 25 provinc-
es in China from July to August 2020.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health car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was (23.75 ± 10.02). The score of the items in the dimension of medical care was 
in the top place, and the service demand of regular physical examination ranked first. Multiple li-
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occupation, types of chronic diseases, mod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and self-care ability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mand for health care ser-
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Conclusion: The demand for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is generally high, so we should establish a systematic and perfect health 
care service system, provide accurate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care team,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achieve healthy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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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1]，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呈现上升趋势，1.91 亿的 65 岁及以上人

群占总人口比重的 13.5 个百分点，与上一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该指标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而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地加深[2]，“健康养老(简称康养)”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已逐渐引起社会的关

注[3]，相应的康养服务需求也随之增加[4]。康养是健康中国行动实践的一个有机部分，国内学者将其分

为三个维度即“健康、养老、养生”，其主张“以养为手段，以康为目的”，是在生命的“丰度、长度、

自由度”上的拓展，是联合外部环境赋予老年人从身体到精神层面以最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5]。康养服

务即为老年人提供的能够满足其健康养老需要的相关服务[6]，而其康养服务需求在各方面均体现了一定

的差异性，应根据老年人的差异化服务需求匹配不同的服务模式[7]。而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呈现多元化、

复杂化特征的康养服务需求[8]，值得引发深思。本研究通过了解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现状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旨在为满足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对开展社区康养服务工作提供指导

意义，以期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康养服务提供政策建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利用问卷星线上形式，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20 年 7~8 月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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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西南共 25 个省，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942 名社区老年人进行调查。 
1) 纳入标准：① 年龄 ≥ 65 岁；② 意识清晰且有一定的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沟通无明显障

碍者；③ 能独立或在家属帮助下完成问卷；④ 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 
2) 排除标准：调查期间由于各种原因中途退出者。 

2.2. 方法 

2.2.1.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软件设计并形成网络调查问卷，限制一个手机 IP 只能填写 1 次问卷，通过微信发放问卷，

由社区老年人匿名填写或家属代填写。若问卷信息填写不完整则视为无效问卷。本次共发放 1000 份问卷，

回收 942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4.2%。 

2.2.2. 调查工具 
查阅相关文献[9]-[14]，并咨询本领域相关专家，自行设计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现状调查问卷。

问卷邀请老年医学、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康复护理等领域的专家测得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并选取

30 名社区老人进行预调查，测得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8。该问卷内容由两部分组成： 
① 一般资料表：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 
② 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现状调查问卷：由 3 个维度，10 个条目组成，分别是日常生活照料类

服务(3 个条目)、医疗照护类服务(4 个条目)、精神慰藉及社会参与类服务(3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

分法，依次对条目选项(非常需要、需要、一般、不需要、非常不需要)赋值 0~4 分，得分越高，表示社

区老年人对康养服务需求越高。 

2.2.3. 统计学方法 
对回收的资料进行统一编码，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双人录入资料并核对，保证数据录入

的准确性，应用 SPSS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符合

正态分布的以均数 ± 标准差( x s± )表示，组间采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P < 0.05)。 

3. 结果 

3.1. 社区老年人一般人口学资料 

共调查了 942 名社区老年人。其中男性 413(43.8%)人，女性 529(56.2%)人，平均年龄(70.82 ± 6.33)
岁，详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n = 942) 
表 1. 社区老年人一般人口学资料(n = 942) 

量 分类 人数(n) 构成比(%) 

性别 
男 413 43.8 

女 529 56.2 

年龄 

65~74 721 76.5 

75~84 172 18.3 

85 岁及以上 4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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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95 20.7 

初中 296 31.4 

高中或中专 255 27.1 

大专 105 11.1 

本科及以上 91 94 

婚姻状况 

未婚 11 1.2 

已婚 777 82.5 

丧偶 136 14.4 

离异 18 1.9 

职业 

公务员 59 6.3 

技术人员 168 17.8 

职员 148 15.7 

工人 261 27.7 

军人 13 1.3 

自由职业 134 14.2 

农民 159 16.9 

个人月收入 

<3000 521 55.3 

3000~5000 282 29.9 

>5000 139 14.8 

患慢性病种类 

无任何慢性疾病 225 23.9 

1 种 318 33.8 

2 种 241 25.6 

3 种及以上 158 16.8 

养老服务方式 

社区或居家 790 83.9 

养老机构 124 13.2 

医疗机构 28 3 

自理能力状况 

重度依赖 51 5.4 

中度依赖 100 10.6 

轻度依赖 210 22.3 

无需依赖 581 61.7 

3.2. 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的现状 

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总分为(23.75 ± 10.02)分，各个条目中得分排在前 3 位的分别是定期开展体

检、医护人员定期巡诊和提供专业的康复辅助咨询，而其中定期开展体检需求得最高分(2.78 ± 0.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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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2。 
 

Table 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score of 942 community elderly people’s demand for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表 2. 942 名社区老年人对康养服务需求频数分布及得分情况 

维度 条目 需要程度 条目得分 得分

排序 

  非常需

要 需要 一般 不需要 非常不

需要 
[( x s± )，分]  

日常生活

照料类 

协助个人卫生 92 303 236 269 42 2.14 ± 1.08 8 

协助就餐 87 280 233 302 40 2.08 ± 1.07 9 

代管物品、代领、代缴、

代购、代办等活动 
73 298 191 339 41 2.02 ± 1.08 10 

医疗照护

类 

定期开展体检 153 532 169 77 11 2.78 ± 0.85 1 

医护人员定期巡诊 140 475 185 127 15 2.63 ± 0.95 2 

紧急救护 126 418 200 175 23 2.48 ± 1.02 4 

提供专业的康复辅助

咨询 
117 459 199 152 15 2.54 ± 0.96 3 

提供配备相应的康复

器具 
90 344 218 262 28 2.22 ± 1.05 7 

精神慰

藉、社会

参与类 

提供志愿陪伴服务，提

供环境适应、情绪疏导

服务 
87 419 226 189 21 2.38 ± 0.98 6 

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114 419 220 168 21 2.46 ± 0.99 5 

3.3. 不同人口学特征对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的影响 

以社区老年人的康养服务需求为因变量，将一般人口学资料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职业、患慢性病种类、养老方式和自理能力在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方面存在差异

(P < 0.05)，见表 3。 
 
Table 3. The influence score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the demand for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
ly in the community (n = 942) ( x s± ) 
表 3. 不同人口学特征对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的影响得分(n = 942) ( x s± ) 

变量 分类 康养服务需求得分 t/F P 

性别 
男 24.05 ± 7.52 

1.107 0.269 
女 23.52 ± 7.11 

年龄 

65~74 岁 23.23 ± 7.16 

8.346 0.000* 75~84 岁 25.16 ± 7.93 

≥85岁 26.39 ±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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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4.38 ± 6.84 

0.946 0.436 

初中 23.67 ± 7.13 

高中/中专 23.93 ± 7.12 

大专 22.89 ± 7.56 

本科及以上 23.13 ± 8.80 

职业 

公务员 23.53 ± 7.23 

4.147 0.000* 

技术人员 22.14 ± 6.83 

职员 23.28 ± 7.10 

工人 23.75 ± 7.60 

军人 28.77 ± 10.16 

自由职业 26.52 ± 8.68 

农民 24.26 ± 5.83 

其他 23.14 ± 7.03 

婚姻状况 

未婚 24.09 ± 10.84 

2.220 0.084 
已婚 23.48 ± 7.16 

丧偶 25.12 ± 7.18 

离异 24.28 ± 10.37 

患慢性病种类 

无任何慢性疾病 21.46 ± 7.98 

13.933 0.000* 
1 种 23.51 ± 6.76 

2 种 24.92 ± 7.02 

3 种及以上 25.71 ± 6.84 

个人月收入 

<3000 23.45 ± 7.05 

1.244 0.291 3000~5000 23.39 ± 7.15 

>5000 23.81 ± 6.55 

养老方式 

社区或居家 23.42 ± 7.15 

4.960 0.007* 养老机构 25.44 ± 7.32 

医疗机构 25.46 ± 9.82 

自理能力 

重度依赖 28.43 ± 7.02 

23.945 0.000* 
中度依赖 27.30 ± 5.91 

轻度依赖 24.60 ± 6.00 

无需依赖 22.42 ± 7.55 

注：*P < 0.05。 

3.4. 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多元性线性回归分析 

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总分为因变量(引入水准 α = 0.05，剔除水准 α = 0.10)，以表 3 中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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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年龄、职业、患慢性病种类、养老方式和自理能力 5 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赋值见表 4。结果显示年龄、职业、患慢性病种类、养老方式和自理能力是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

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P < 0.05)，见表 5。 
 
Table 4. Independent variable assignment 
表 4. 自变量赋值 

变量定义 自变量 自变量赋值 

X1 年龄 实测值 

X2 职业 1 = 公务员；2 = 技术人员；3 = 职员；4 = 工人；5 = 军人；6 = 自由职业；7 = 农
民；8 = 其他 

X3 患慢性病种类 1 = 无任何慢性疾病；2 = 1 种；3 = 2 种；4 = 3 种及以上 

X4 养老方式 1 = 社区或居家；2 = 养老机构；3 = 医疗机构 

X5 自理能力 1 = 重度依赖；2 = 中度依赖；3 = 轻度依赖；4 无需依赖 

 
Table 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n = 942) affecting the demand for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表 5. 影响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 = 942)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F 值 t 值 P 值 

年龄 1.72 0.42 0.13 16.50 4.06 0.000* 

职业 0.34 0.12 0.09 8.41 2.90 0.004* 

患慢性病种类 1.44 0.23 0.20 40.06 6.33 0.000* 

养老方式 1.52 0.51 0.10 8.82 2.97 0.003* 

自理能力 −2.19 0.26 −0.27 71.11 −8.43 0.000* 

注：*P < 0.05。 

4. 讨论 

4.1. 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总分为(23.75 ± 10.02)分，表明老年人

对康养服务需求较高。在各个条目中，得分排在前 3 位的分别是定期开展体检、医护人员定期巡诊和提

供专业的康复辅助咨询，这与胡燕利[6]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其中对老年人定期开展体检的服务需求是

最为迫切的，这又与张克森等[15]研究结果一致，考虑可能与老年人健康意识的增强，“治未病”观念的

提升，对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的关注度及接受度增加有关。而对满足老年人康养护理服务需求的程度与

其健康状况和晚年生活质量有关，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

康养服务人才培养，提高康养护理服务质量，从而满足社区老年人的康养服务需求，对实现健康老龄化

具有重要意义。 

4.2. 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职业、患慢性病种类、养老方式和自理能力是影响社区老年人康养服

务需求的主要因素。① 年龄越大，康养服务需求越高，这与庄嘉元、畅雅楠[16] [17]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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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可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素质等逐渐降低，从而对日常生活照料、医疗照护等

康养服务项目的需求增高；② 各类职业的社区老年人的康养服务需求程度表现不同，其中正规职业的社

区老年人康养需求相对较高，而军人职业的老年人对康养服务的需求是最高的，可能与该类人群有较高

的文化程度和经济支付能力有关；③ 在社区老年人不同的养老方式中，医疗机构养老的社区老年人对康

养服务需求最高，这可能与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高、护理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好有关；④ 本研究中，76.1%
的社区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其中，33.8%%的人患 1 种慢性病，25.6%的人同时患有 2 种慢性

病，16.8%的人同时患有 3 种及以上慢性病，分析原因可能是本研究调查对象平均年龄较大，随着年龄增

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出现慢性病合并。而由于增加的慢性病合并数量和延长的患病时间，

导致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逐渐下降，所以大多需要长时间的治疗、护理和康复，康养服务需求也因此

增加，这与吴悠、谭桂蓉、赵淼[18] [19] [20]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⑤ 本研究中社区老年人自理能力存

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者占 38.3%，自理能力同时又受年龄、患慢性病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大，老年人

自身机体功能减退，活动受限，加上身患多种慢性病，导致自理能力下降。而自理能力越差，老年人康

养服务需求也越高，这与韩晔、郑娟等[21] [22]的研究结果又一致。 
综上所述，我国老龄化日趋严峻，康养将成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科学的康养服务对维护

社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本研究中，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总体较高，且受年龄、职业、患

慢性病种类、养老方式和自理能力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采取多种措施满足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社区应结合本地实际资源和社区老年人的康养服务需求开展多元化的康养护理服务，

尤其应重点关注医疗照护类服务需求，从而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提高社区老年人的康养服务质量，

促进康养事业的发展，实现健康老龄化。 

5. 展望 

5.1. 围绕健康老龄化，建立系统完善的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体系 

本研究中社区老年人合并慢性病的占多数，仅有 23.9%的社区老年人未患有慢性病，由此可见社区

老年人健康状况并不乐观。这提示我们健康老龄化在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体系构建中不可忽视，应积极围

绕“健康老龄化”，强化养老服务供给，从多方面考虑，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相互支持

的多元化康养服务机制，建立符合国情的、系统完善的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体系，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多元

化的社区康养服务，满足其康养服务需求，优化其晚年生活质量。同时，政府也要引起高度重视，投入

充沛的卫生医疗资源，大力促进社区康养工作的施行，保障社区康养服务的有效开展。 

5.2. 积极围绕“精准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康养服务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职业、患慢性病种类、养老方式和自理能力影响了社区老年人对康养服务

项目的需求程度，可见社区老年人群康养服务需求因个人特征差异而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应根据社区老

年人的不同的需求内容、程度及形式，提供多元化、多路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康养服务项目。因此，

积极围绕“精准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康养服务，着重提升康养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及高效性，从而精确满

足社区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5.3. 提高社区老年康养团队的综合专业素质 

目前我国的康养服务供给现状暂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康养服务需求，因此，人才培养应引起重视。

通过完善我国康养服务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从高等院校出发，加强培养康养服务人才的力度，另一方

面从政府出发，建立提供康养服务人才培训的基地，同时提高康养服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减缓康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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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流失。通过这些举措提升社区老年康养团队的学历层次、加强团队的规范化培训、业务学习和技

术指导，提高康养服务的质量等，从而建立一个具有综合专业素质的社区老年康养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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