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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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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关于养老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相当薄弱, 实际服务活动正处于较为盲目的

境地。尽管通常认为社区养老优于机构养老,而机构养老又优于家庭养老,但在今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多元养老方式并存将是中国养老工作的一大特色。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必须对

各种养老方式展开多维比较和综合研判,在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的基础上不断实现中国养老

工作的有效创新。

[关键词 ]中国;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69. 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 1672- 0598( 2010) 04- 0068- 06

  搞好养老社会工作是当前社会建设领域中的

一项十分重要的民生议题,也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在构建和谐社

会的新时期,必须深入研究和有效利用各种养老方

式,有效增加老年福利事业的社会支持, 大力发展

专业性的社会服务工作,积极建构解决养老问题的

长效机制。诚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那

样, /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0, 必须

/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0、/充实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 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

员,完善社会工作岗位设置0
[ 1]
。党的十七大作出

了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0、/完

善社会管理 0和实现 /老有所养0
[ 2 ]
的战略部署, 为

搞好养老社会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构建和谐社会

的大背景下,养老工作必须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在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和发挥各种优势的基础上探

索解决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问题提出、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 )问题提出

目前, /银色风暴 0这股老龄化浪潮席卷世界

各地, 搞好养老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

题。随着中国迎来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新时代,如何

面对迅猛而来的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

注的焦点。伴随全球性的老人数量增多、老年期延

长、老人需求增加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世界各国

都在为搞好养老社会工作而不断进行尝试、努力和

探索。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无论是早期的慈善服

务还是当今的专业工作, 始终把老人作为关照、帮

助和服务的对象,为解决老龄化社会中老人对经济

供养、医疗保健、生活照料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

求,实现老人群体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良好福利状

态,搞好养老社会工作日益彰显出重要性。如何为

老人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成为摆在多元社会工

作部门面前的艰巨任务。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和增长速度最

快的国家。根据国务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

由于持续的生育率下降、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平均

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预计到 2015年中国 60岁以

上的老人将达到 2亿,约占总人口的 14%;到 21世

纪中叶, 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到 4亿左右, 约占总

人口的 25%
[ 3]
。可见, 搞好养老社会工作已经刻

不容缓,而如何搞好养老工作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新兴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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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

养老方式研究在当前已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研

究的热点,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展开了

针对这一议题的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国外研究现

状看,美国布麻津 (V ictoria E. Bumagin)于 1990年

出版了 5协助老年家庭 6的著作, 提出老年家庭的

社区支持优于同伴或子女的照顾
[ 4]
;考科斯 ( Enid

O. Cox)在 1993年出版的 5老年社会工作实务的

增权取向 6也对养老方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和分析
[ 5]
;吉尔斯 (H oward G iles)于 2003年 5月发

表论文 /年轻人与家庭老人、非家庭老人及同辈的

交谈感受0, 用案例研究方式列举了各种养老方式

面临的无奈与困惑
[ 6]
;尼古因 ( PeterV. Nguyen)于

2008年 12月发表论文 /关于移入民和老年人长期

照料的一项探索性研究 0, 指出老年人具有复杂的

需求
[ 7 ]
,等等。但是, 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是基

于西方文化背景展开的研究。国内学者范明林

2005年出版了5老年社会工作6,指出 /家庭养老的

功能仍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0
[ 8]
;吴振云于

2003年 11月发表论文 /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心

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 0, 指出 /物质与精神养老

相结合已提到日程
[ 9]
;张保利于 2009年 10月发表

论文 /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的比

较研究 0,指出 /年龄是影响日常生活能力的最重

要的因素,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

没有明显的不同 0
[ 10]

, 等等。从总体上看, 国内现

有的研究成果普遍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以及理论

分析不够深入等十分突出的问题。

(三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典型案例

研究等方法收集资料,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三种

主要的养老方式展开比较分析。为保证研究资料

的代表性,实地访谈的对象涵盖各类不同的机构、

部门和个体,且按比例进行配额处理。在实地研究

过程中,注重以不带理论预设的方式进入到不同的

老年群体中,力求在自然、正常和真实的状态下来

获得可靠的认识,并把观察和访谈作为获取第一手

资料的主要方式。资料回收后,实地研究资料采用

定性分析,文献资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进行分

析。在对各类资料进行整理归类后, 着重利用社会

工作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来透视养老问题,同时结

合战略分析和社会管理的相关知识来对养老方式

问题进行整体的把握、分析和探讨。本文正是在对

比分析不同老人生活状态的基础上展开的一项尝

试和探索, 通过生态学、发生学和环境学的研判和

对比, 寻找带有规律性、共同性和一般性的理性认

识,为搞好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养老社会工

作而积极地建言献策。

二、社会工作战略分析的多重比较

搞好养老社会工作绝不能离开由洞见所凝聚

的战略和由理性所奠定的基础,否则,实际社会服

务人员必将成为无法取得预期成效的可怜虫。要

解决养老工作中现有的和潜在的各种复杂问题, 必

须培养战略思维, 搞好养老方式选择的战略分析,

在环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灵活性、动态性和适

应性的复合型养老需求回应模式。从战略管理的

角度看,宏观战略作为在全局、整体、长远和通盘分

析各种复杂问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规划,是一

种基于环境研究的综合思维,是对养老问题所做出

的宏观运筹。搞好养老工作的战略管理是解决各

种难题的关键之所在,因为战略规划与管理有助于

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主流和重点,能够分清复杂

问题的轻重缓急和主次先后,有助于从根本上找出

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和对策。对于具体的老年社

会服务人员来说, 可供选择的介入战略多种多样,

各种战略既可在不同层次上单独使用,也可在整体

层次上综合使用,从而把老年工作的美好愿景转化

为令人鼓舞的既成现实。战略分析有许多种工具,

如 SWOT分析、PEST分析、VPC分析、ABC分析、

价值链分析、目标成本网络分析、多分支结构分析

等等
[ 11 ]

,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只对养老方式选择议

题着重展开前三种分析。

(一 ) SWOT分析

SWOT分析也叫优势 ( Strength)、劣势 (W eak2

ness)、机遇 (Opportun ity)与威胁 ( Threat)分析, 这

种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现实问题的研判和定位,

有助于明晰养老工作方式灵活应用的复杂的前提,

从而为战略制定与战略选择提供思维前提。从优

势的角度看,各种养老方式目前都有自己的长处和

优势, 养老方式的战略选择必须立足具体的客观实

际,注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充分发挥自身的多种

优势, 形成、建构和发展自身的特色。从劣势看, 各

种养老方式在具体应用中同样面临着许多的困难、

矛盾和问题,实际老年社会工作者的知识文化素质

偏低, 专业的毕业生缺乏到民政、劳动、人事及社区

部门工作的渠道,导致大量的扶弱、济贫、帮困的事

情仍由非专业人员来开展。从机遇看,新时期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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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作要想取得预期成效, 必须善于抓住历史机

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抓住中央和社会各界

充分重视养老工作的有利契机,变消极为积极, 变

低效服务为高效服务。从威胁看,养老社会服务部

门在具体选择养老方式时,必须革除保守和习惯势

力的威胁, 实现以开放促发展, 排除阻碍老人自然、

正常、健康生活的各种干扰及其不利因素的消极影

响。具体结果参见表 1:
表 1 养老方式选择的 SWOT分析

养老方式 优势 ( S trength) 劣势 (W eakness) 机遇 (Opportunity) 威胁 (Threat)

家庭养老

家庭亲情;

体现美德;

发扬传统 , ,

家庭负担;

老人寂寞;

医疗服务 , ,

子女关爱;

和谐孝道;

老人体面 , ,

工作压力;

职业竞争;

社会转型 , ,

机构养老

同龄娱乐;

医疗照顾;

专项服务 , ,

资金投入;

疾病传染;

美德弘扬 , ,

政府重视;

社会支持;

特殊照顾 , ,

适用范围;

机构定位;

统一管理 , ,

社区养老

专业服务;

社区力量;

缓解矛盾 , ,

家庭观念;

传统势力;

现实制约 , ,

广泛重视;

符合潮流;

专业发展 , ,

农村养老;

范围拓展;

事业产业 , ,

  (二 ) PEST分析

PEST分析也叫政治 ( Politica l)、经济 ( E conom2

ica l)、社会 ( Soc ial)与技术 ( Technique)因素分析,

它是综合分析养老方式选择的良好工具。通过

PEST分析,可以获得关于养老工作定位的较为全

面的认识。从政治方面的因素看,新时期的养老工

作是党的领导、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参与的有机统

一,要使养老社会工作结出应有的果实, 必须充分

重视党的宏观领导、政府的社会政策以及民间社团

广泛参与的重要意义。从经济因素看,养老工作的

行为取舍与经济发展水平、资金投入程度及基础设

施建设状况紧密相关,老年福利事业受到经济因素

的深刻制约。要提升养老工作的服务效能,必须大

力发展和振兴地方经济, 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

明,强化老年福利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搞好养

老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从社会因素看,社会

生活领域尤其是社会公众对老年事业的支持和认

同程度同样对实际服务工作的发育程度具有重要

的影响作用,搞好养老工作必须增强社会公众的感

情投入和参与积极性。从技术因素看,科技发展水

平及社会工作人员掌握的服务技能都对老年福利

事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老年服务人员在开

展工作时不可能不需要技术、技巧和方法。发展老

年福利事业的最重要之处和最基本的着眼点,就是

强化专业技能与专业素养的锻炼,全面提升从业人

员的服务技能。具体结果参见表 2:
表 2 养老方式选择的 PEST分析

养老方式 政治 ( Political) 经济 (E conom ica l) 社会 ( Soc ia l) 技术 (Technique)

家庭养老

过于宏观;

限于法律;

政策扶持 , ,

家庭负担大;

贫困家庭多;

农业经济 , ,

文化认同高;

社会参与低;

低体现社会支持 , ,

专业技术低;

信息技术低;

服务手段差 , ,

机构养老

政府负担大;

民间集资难;

社会参与

低 , ,

市场利益小;

企业投资少;

呈现过渡性 , ,

中体现社会文化;

中体现社会参与;

中体现社会支持 , ,

专业技术中;

信息技术中;

服务手段中 , ,

社区养老

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

社区参与 , ,

可以产业化;

专业竞争化;

经济前景好 , ,

高体现社会文化;

高体现社会参与;

高体现社会支持 , ,

专业技术高;

信息技术高;

服务手段高 , ,

  (三 )VPC分析

VPC分析也叫价值 (Value)、价格 ( Price)与成

本 ( Cost)分析,这种战略分析工具主要起源于商业

组织基于市场环境变迁进行的研究,但在进行进一

步引申的基础上也可以用于养老方式选择的问题

分析。养老方式选择可以有效运用这种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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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必要的研断, 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可行性,

从而取得预期的收益。从价值角度看,价值因素是

制约养老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提升养老服务

效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加强专业价值建设, 使服

务人员承担必要的职业责任。从引申意义上的服

务价格看, 社会对养老工作的接受、认同和支持程

度也对服务效能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现阶段

居民群众对专业服务的了解、支持和认同程度不

高,也直接制约了养老服务的发展进程。如果说经

济学中所讲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那么引

申意义上专业服务的价值也离不开表现形式和实

现途径。从服务成本看, 现阶段搞好养老事业需要

必要的社会成本,不仅兴建老年福利设施需要增加

投入, 就是社区服务提供者本身也要不断增加专业

投入, 不仅思想上、感情上、认识上要投入, 而且资

金、信息、人力等各方面都离不开投入。在科学发

展观统领下,必须大力兴建专业服务的基础设施,

合理设置专业服务的新岗位,提高工作人员的工资

待遇, 使老年福利事业具有良好的硬件支持和物质

前提。具体结果参见表 3:
表 3 养老方式选择的 VPC分析

养老方式 价值 (Value) 实效 ) 引申价格 (P r ice) 成本 (Cost)

家庭养老

社会工作倡导家庭亲情;

专业服务强调具体研判, 反

对妄下结论 , ,

有些实效好;

有些实效差;

将来会进一步弱化 , ,

成本高;

投入大;

呈现粗放性 , ,

机构养老

不违反社会工作价值;

不违反专业伦理;

价值因素可行 , ,

少数实效好;

多数实效差;

仍将长期存在 , ,

需要一定成本;

需要一定投入;

适合集约经营 , ,

社区养老

符合专业价值;

符合专业伦理;

符合发展趋势 , ,

当前多数不理想;

符合发展趋势;

代表专业未来 , ,

成本低;

体现社会共责;

体现社会进步 , ,

  三、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搞好养老工作的

策略应对

重视养老工作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 有效

选取行之有效的养老方式促使老人安度晚年, 则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比较分析各种养老方式

利弊的基础上,实际社会工作部门必须对具体的老

人进行具体的研判。老年人不仅需要物质方面的

生活照顾, 同时还需要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 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身心灵肉和知情意行等各个

方面给予老人以亲人般的关怀、体贴、热情、友善、

尊重和照顾。正如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所指出的

那样, /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

升,老年人口的生活条件、特殊需要、医疗照顾、社

区支援等问题也就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课题0
[ 12]
。

从养老工作体系和目标模式建构的角度看,新时期

的养老工作应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体,以社区养老

为目标, 为机构养老为补充,及时建构多层次的养

老社会工作新体系。当前,搞好养老方式的战略选

择和策略应对,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自

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更加自觉地

走出一条养老工作的科学发展之路,奋力开拓新时

期养老工作更为广阔的前景。笔者认为,科学发展

观统领下养老方式选择的策略应对, 应实现因地、

因时、因事制宜,根据具体情况对养老方作出灵活

的取舍,不断实现养老社会工作的持续有效创新。

(一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积极利用家庭养老

方式使老人安度晚年

家庭养老是从中国传统社会中传承下来的能

够充分体现亲情关爱的传统养老方式,随着世界银

色风暴和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多元社会建设者

力求重建的家庭养老方式目前正面临着空前严峻

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有效利用传统的家庭养老方

式来满足老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用专业

的理念搞好家庭养老社会工作日益彰显出重要性,

搞好专业性的家庭养老社会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尽管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具有

独特的比较优势,家庭养老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慢

慢淡出历史舞台,但至今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仍

未找到一种尽善尽美的养老方式或养老模式,也没

能找到能够有效适用一切情境和一切场合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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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家庭养老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底蕴的中国仍

将会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中继续发挥

着巨大的功能和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

下,养老工作必须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在因地制

宜、扬长避短和发挥各地优势的基础上探索解决养

老问题的有效途径。各级政府必须在财政和政策

上不断加大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支持, 立足实

际,根据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不断完善养老

服务设施,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必须充

分考虑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的文化差异, 注重利用

家庭的亲情来使老人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力求使

老人生存在充满亲情的小型化的家庭之中。应积

极为单身老人介绍异性伴侣, 组建老人家庭, 使老

人充分获得家庭关爱。各地应充分重视老人的身

心需求, 对老人实施无歧视的家庭照顾, 批评教育

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使其能够维系难以割舍的亲

情,重建家庭关爱的社会支持网络。

(二 )增加多元资金投入, 有效解决机构养老

方式面临的复杂难题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

投资老人福利事业并提供完善的院舍服务,已经成

为促使老人安度晚年的重要举措和基本选择。机

构养老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退

出历史舞台, 它也是社会共责的积极表现
[ 13 ]
。实

施机构养老是当前解决老人生活问题的必不可少

的重要选择之一,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积极负起责

任,在进一步搞好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 进一步搞

好作为软件建设的专业服务工作,在敬业、接纳、个

别化、尊敬人、老人自决的基础上利用专业叙事语

言来重新谱写老年工作对象的生命故事。美国学

者威廉姆# 法利 (W illiam Farley)指出, 社会工作从

诸多专业中脱颖而出是源于社会需要受过培训的

人员来执掌人类服务系统, /社会已经申明, 助人

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工作必须由有专业能力的、

服从严格的责任制要求的人来做0
[ 14]
。在科学发

展观统领下,搞好机构养老工作必须从管理、投资

和服务上下工夫, 及时把应然转化为实然, 把愿景

转化为现实。除硬件设施外,软件服务也同样细致

周到, 定期为老年人检查药品的使用日期, 帮助老

年人排查过期药品,帮助个别老年人在服用药品上

用图画标注服用时间,根据健康状况为老人制作胸

卡并在上面记录老年人的姓名、年龄、居住养老院

的名称及联系电话,为老人提供方便优质的医疗护

理服务。针对机构养老服务管理不规范、功能定位

不合理、养老工作缺乏专业性等突出问题, 必须对

养老机构实施分类管理,增加政府投入和社会资金

支持。政府与社会各界应积极携起手来,把老人幸

福事业作为重要的民生事业来建设,在多元资金来

源的前提下持续改进机构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

(三 )大力发展社区服务, 不断实现社区养老

方式选择的与时俱进

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外的颇

具发展潜力的养老选择,代表了养老事业改革和发

展的方向
[ 15]
。在政府财力有限和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的背景下,必须在养老模式建构、服务产业发展

和养老服务专业化方面而积极有所作为。当前, 必

须强化社区养老的服务功能,为经济体制转轨和社

会结构转型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人文环境,为维护

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和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强有

力的社区保障。必须努力构建新型的社区养老模

式,多元社区建设者必须坚持以居家养老服务为

主,努力建构新型养老模式
[ 16 ]
。居家养老作为社

区老人服务的基础因其最贴近老人的生活需求而

呈现出很大的发展潜力,老人居住在自己家中由社

区服务人员为老年人提供上门做饭、清洁、洗物、购

物、看病、护理、聊天等服务,使老人在自己家中就

能获得高效能的服务,充分体现和谐社区的优越性

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利性。在养老模式的建构中,

建立日托和全托中心也是十分重要的选择。随着

分居独居老人数量的增多,社区中的托老所能够对

家庭抚养照顾有困难的老人以及独居老人实行集

中统一的服务, 在减轻家庭压力的同时, 能够有效

满足老人不离开熟悉环境的心理愿望
[ 17 ]
。在科学

发展观统领下, 必须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化, 努

力建构社区经济的新增长点,逐步建立起实体化、

产业化的社区养老组织体系,大力发展多类型、多

功能的社区养老中心、老人服务站等经营性实体,

加快社区养老服务的产业化步伐。借鉴温州的康

福山庄、福州江滨老龄公寓的有益经验, 鼓励民营、

私人创办托老所、家庭养老院
[ 18 ]
。必须对社区养

老服务提供援助的国内外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

个人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使其具有更大的捐助愿

望,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使社区养老事业发展起

来,建立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体系,形成社区养老工

作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不断实现社区养老工作的与

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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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 lysis of the Aged Fam ily Suppor t, Agency Support and Commun ity Support

WANG Ru i2hua
( School of P olitical Scien ce and Law, J imei University, F ujian Xiamen 361021, Ch ina )

Abstr act: At presen t, the research on the aged soc ial work is rathe r lim ited, and the practice ofwh ich is s ightless. A lthough

the ideas which commun ity support outwe ighs agency support and wh ich the agency support outwe ighs fam ily support are popular,

however, in the future re lative long2te rm view, multip le old2age supportmodes coexistence is the charac teristics ofChina. s aged

soc ia lwork. Unde r the guidance of sc ientific deve lopmen t outlook, we should make multi2dimensional compar ison and compre2

hensive judgment on every support me thod and rea lize e ffec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rea lity.

K ey word s: Ch ina; fam ily support; agency support; community support; soc ia l work

73

第 4期                王瑞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比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