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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南省的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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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首先将影响应变量“老年人是否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  10 个因素进行 

交互分析和统计检验， 然后将筛选出来的对应变量有显著影响的 8个自变量进入 Logistic模型做进一步回归分析。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情况、居住方式和社会保障情况对老年人的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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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 

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 

慰藉等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是我国老龄人口长期护 

理的主要形式之一。 [1] 居家养老因其符合我国“未富 

先老”的人口老龄化特点，且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生活 

和心理习惯，因此被政府定位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基 

础。 大力发展居家养老， 使老年人早日实现真正的 “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因此，探索和研究老 

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对于在全国范围 

内顺利推行居家养老模式，发挥居家养老模式的最大 

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设计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由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早的进入了老龄化社 

会，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老年 

人的养老问题。Stoller [2] 认为，居家养老最早是英国政 

府为使老人留在社区和家庭，鼓励家庭照顾有需要人 

士而采取的一种政策措施；Sherry Anne Chapman [3] 对 

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与机 

构照料相比，社区提供的照料服务对于居家老人来说 

是最便利、最适宜的方式；Bettina  Meinow [4] 和 Ikuko 
Gomi [5] 对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经济情况是 

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要因素。同国外相比，我国 

学者在老年人居家养老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 

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对居家养老的概念、 作用和意义、 

存在的问题等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如穆光宗和姚远 [6] 、 

张卫东 [7] 等对居家养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居家 

养老是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孙 

泽宇 [8] 、李红凤和郑以平 [9] 、孙唐水 [10] 等对居家养老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龚静 

怡 [11] 、任炽越 [12] 、曹东勃 [13] 等，研究了在我国人口老 

龄化的背景下，居家养老因其优势成为老年人首选的 

养老方式。 

综观目前已有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主要是从定性 

的角度对居家养老的内涵、现状、问题以及服务体系 

构建等几个方面进行理论上的阐述，缺乏对影响老年 

人居家养老因素的深层次研究。因此，本文将在已有 

的研究基础之上，利用实际调查收集的数据，引入模 

型，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 

需求的因素做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本文的需要，本研究的具体假 

设为：

H1：性别。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人均寿命要高 

于男性，但女性患有慢性病的比例和概率也同样高于 

男性。因此，我们假设相对于男性老年人来说，女性 

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要高。 
H2：年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他们的年龄 

息息相关。年龄越大，患病的概率也就越大，并且随 

着寿命的增加，带病时间也在逐渐延长。因此，我们 

收稿日期：2011−09−28；修回日期：2012−03−27 
作者简介：陈志科(1986−)，男，湖南株洲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2010 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政治与社会研究 陈志科，马少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社会调查  27 

假设相对于低龄老年人(60~69 岁)来说，中龄老年人 
(70~79 岁)和高龄老年人(80 岁以上)对居家养老服务 

的需求更大。 
H3：文化程度。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思想观 

念越开放，他们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同和接受也相应 

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一种 

新事物，文化程度较高的老人对它的认识比文化程度 

较低的老人要深，因此也更容易接受。另外，文化程 

度高的老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相对更高，经济条件 

也相对较好， 支付和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能力也越强。 

因此，我们假设相对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来说，文 

化程度高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会更大。 
H4：健康状况。一般而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 

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表现为老年人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和慢性病的增加。因此，我们 

假设相对于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来说，身体健 

康状况越差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高。 
H5：职业。老年人的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老人的社会地位。 居家养老服务作为一种社会资源， 

不同社会地位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程度也 

应该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假设相对于从事务农的 

老年人来说，从事其他职业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 

的需求更高。 
H6： 婚姻状况。 配偶是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伴侣， 

在生活和精神上都能给予彼此相应的照顾和支持。因 

此， 我们假设相对于有配偶且配偶健在的老年人来说， 

没有配偶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有更多的需求。 
H7：家庭经济状况。经济状况好的家庭，有能力 

为老年人购买相应的养老、医疗保险及其他服务，而 

且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较高，这样 

可能会增加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因此，我 

们假设家庭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 

求要高于家庭经济状况差的老年人。 
H8：子女数。家庭养老依然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 

养老方式，子女承担着父母养老的责任和义务，子女 

数量越多，老人在经济和生活上得到子女的支持和照 

顾可能就会越多。因此，我们假设相对于子女多的老 

年人来说，子女少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会 

更多。

H9：居住方式。老年人和子女居住在一起，表明 

老年人得到子女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因 

此， 我们假设相对于与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老年人来说， 

独居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会更大。 
H10：社会保障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实 

际情况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反映老年人的社 

会保障情况。老年人如果享受了养老和医疗保险，那 

么老年人的生活就有了更好的保障，表明对居家养老 

服务的需求可能会越低。因此，我们假设相对于有养 

老和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来说，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障的 

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会更大。 
(二) 数据来源与方法选择 

本研究数据来自湖南师范大学在湖南省长沙市、 

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和怀化市五个地区进行的“老 

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现状研究”的问卷抽样调查。 调查对 

象为年龄在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在抽样方法上采用 

分阶段多层抽样，资料收集采用入户问卷访谈方式。 

在调查中共放问卷 850 份，获取有效问卷 747 份，有 

效回收率 87.88%。 从调查数据的评估结果和量表信度 

系数来看，数据质量较好。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 

统计分析。前者描述数据的基本特征及变量之间的关 

系；推断性统计分析主要探讨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 

的独立关系、其他因素对自变量的独立影响及对主要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干扰与调节。回归模型的 

选定依赖于研究目的和数据的特点。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 

为二分类变量，因此回归模型采用二元 Logistic模型。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和调研资料，本研究选取的变 

量及变量定义如下，见表 1。 

表 1  变量名称及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因变量 

是否有居家 

养老服务需求 
有=1；没有=0 

自变量 

性别 男=1；女=2 

年龄 
60—69岁=1；70—79岁=2； 

80岁及以上=3 

文化程度 
初中文化=1；高中文化=2； 

大专、本科及以上=3 

职业 
务农=1；个体=2；商业服务及技术人 

员=3企、事业管理人员=4；其他=5； 

婚姻状况 
已婚且配偶健在=1；已婚丧偶=2； 

未婚=3 

家庭经济状况 
(人均年收入水平) 

5 000元以下=1；5 000~10 000=2； 
10 000元以上=3 

子女个数 三个以下=1；三个以上=2 

居住方式 独居=1；非独居=2 

健康状况 良好=1；一般=2；差或较差=3 

社会保障情况 有=1；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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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本次调查中，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占 
67.8%，没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占 32.2%。 

(一) 变量间的交互分析 

为了筛选可能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有影响 

的因素，本研究分别就各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二维交 

互分析，并进行卡方检验(详细结果见表 2)。 
1. 性别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的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的比例几乎一致，并且在 0.01的水平上差 

异不显著(p=0.099>0.05)。 这说明性别对老年人是否有 

居家服务需求没有显著影响。 
2. 年龄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最高的组别是 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 占高龄老年人总数的 64.7%； 

最低的组别是 60~69岁， 占低龄老年人总数的 55.2%。 

三个不同组别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均超过了 

半数，这说明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较大，且 

差异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分析结果通过卡方检验。 
3. 文化程度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受过高等教育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比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分别高出 25.2 
和 37.5个百分点，且在 0.01的水平上显著， 分析结果 

通过卡方检验。 
4. 职业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最大的是从事 

管理工作的老年人，占  69.4%；大部分务农的老年人 

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较低，且差异在 0.05的水平上 

显著，分析结果通过卡方检验。 
5. 婚姻状况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 未婚和已婚但配偶不在老年人的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比例比已婚者且配偶健在的老年人分 

别高出近 9.5 和 6.2 个百分点，且都在 0.01 的水平上 

显著。

6. 家庭经济状况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10 000元以上组 

别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比例最高，达到了 
72.2%， 分别比其他组别的老年人高出 15.9和 10个百 

分点，且在 0.01的水平上显著。 
7. 子女数量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虽然子女数在三个以下的老年人的 

居家服务需求比子女数在三个以上的老年人高出  8.5 

表 2  调查对象个体特征与是否愿意接受 

居家养老服务的交互分析 

是否有居家养老需求 变量 

名称 

变量 

分类 需要/%  不需要/%) 
X 2  P 

男  59.6  40.4 
性别 

女  56.8  43.2  2.729  0.099 

60~69岁  55.2  44.8 

70~79岁  58.8  41.2  5.548  0.019 年龄 

80岁及以上  64.7  35.3 

初中以下  44.1  55.9 

高中水平  56.4  43.6  10.647  0.001 
文化 

程度 
大专及本科以上  81.6  18.4 

务农  47.6  52.4 

个体  60.3  39.7 

商业服务及 

技术人员 
61.7  38.3  4.223  0.040 

企、事业及 

机关管理人员 
69.4  30.6 

职业 

其他  32.7  67.3 

已婚且配偶健在  54.7  45.3 

已婚丧偶  60.9  39.1  3.268  0.049 
婚姻 

状况 
未婚  64.2  35.8 

5 000元以下  56.3  43.7 

5 000~10 000元  62.3  37.7  11.242  0.001 
家庭 

经济 

情况  10 000元及以上  72.2  27.8 

三个以下  61.9  38.1  0.021  0.884 子女 

数 三个以上  53.4  46.6 

独居  71.5  28.5  4.221  0.040 居住 

方式 非独居  54.9  45.1 

良好  53.3  46.7 

一般  60.4  39.6  7.586  0.006 
健康 

状况 

较差  62.0  38.0 

有  50.5  49.5  3.763  0.047 社会 

保障 

情况 无  60.7  39.3 

个百分点，但在 0.01的显著性水平上结果并没有通过 

检验(p=0.884>0.05)， 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老年人的子 

女数都超过了三个，调查显示  77.9%的老年人有三个 

或更多的小孩。 
8. 居住方式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独居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达 

到了  71.5%，比与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老年人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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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个百分点，并且这一结果在 0.05的显著水平下通 

过了检验。 
9. 健康状况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健康状况比较差的老年人比健康状 

况良好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高出  9.7 个百分 

点，且在 0.01的水平上显著。 
10. 社保情况与有无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中，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有 

养老、医疗保障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高出 
10.2个百分点，且在 0.01的水平上显著。 

综上分析，在本研究中，年龄、受教育程度、职 

业、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情况、居住方式、健康状况 

和社会保障情况因素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有显 

著影响。 
(二) Logistic模型结果及其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筛选出来的各解释变量对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具体影响程度及其稳健性，笔者 

引入 Logistic模型。 Logistic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会 

被经常使用到，是对被解释变量为二分变量进行多元 

回归分析的有效模型。本研究采取二分类  Logistic模 

型, 并采取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该模型的基本方程如下： 

1 

1 

1 ( ) 
1 exp[ ( )] 

m 

i j ij  m 
i 

j ij 
i 

P F a X 
a X 

β µ 
β µ = 

= 

= + + = 
+ − + + 

∑ 
∑ 

式中：Pi 为第 i个老年人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概率； 
a为截距项；βj(j=1, 2, 3, 4)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m 
为影响因素个数；Xij 是自变量，表示第 i 个样本的第 
j种影响因素；μ为误差项。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老 

年人是否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有=1，没有=0)；自变 

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家庭经 

济状况、居住方式、健康状况和社会保障情况，均为 

虚拟变量。 

本研究运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  SPSS16.0 对调研 

数据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一、二、三、四和 

五均是采用  Forward  Condition(Likelihood  Ratio)方法 

的回归结果，变量进入模型的先后顺序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该变量对模型解释力的贡献程度。模型六是采 

取  Enter 方法的回归结果，即强迫所有解释变量都进 

入模型。从模型回归的结果来看，各模型总体显著性 

水平较高，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3。 

从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看，家庭经济状况是影 

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最为显著的因素，其中家 

庭人均年收入在10 000元以上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 

表 3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是否有居家养老需求 变量 

名称 

变量 

分类 需要/%  不需要/%) 
X 2  P 

男  59.6  40.4 
性别 

女  56.8  43.2  2.729  0.099 

60~69岁  55.2  44.8 

70~79岁  58.8  41.2  5.548  0.019 年龄 

80岁及以上  64.7  35.3 

初中以下  44.1  55.9 

高中水平  56.4  43.6  10.647  0.001 
文化 

程度 
大专及本科以上  81.6  18.4 

务农  47.6  52.4 

个体  60.3  39.7 

商业服务及 

技术人员 
61.7  38.3  4.223  0.040 

企、事业及 

机关管理人员 
69.4  30.6 

职业 

其他  32.7  67.3 

已婚且配偶健在  54.7  45.3 

已婚丧偶  60.9  39.1  3.268  0.049 
婚姻 

状况 
未婚  64.2  35.8 

5 000元以下  56.3  43.7 

5 000~10 000元  62.3  37.7  11.242  0.001 
家庭 

经济 

情况  10 000元及以上  72.2  27.8 

三个以下  61.9  38.1  0.021  0.884 子女 

数 三个以上  53.4  46.6 

独居  71.5  28.5  4.221  0.040 居住 

方式 非独居  54.9  45.1 

良好  53.3  46.7 

一般  60.4  39.6  7.586  0.006 
健康 

状况 
较差  62.0  38.0 

有  50.5  49.5  3.763  0.047 社会 

保障 

情况 
无  60.7  39.3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参照组。 

务需求最大，在 Forward Condition 的回归方法下，率 

先进入模型。从 Forward Condition 回归方法的最终回 

归模型(模型五)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10 000元以上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概率是 

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 50 000元老年人的 2.729倍。经 

济状况好的家庭有能力也更愿意为老年人购买相应的 

养老、医疗保险及其他服务，从回归模型五中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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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没有相应的养老、医疗保险情况的老年人的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是有这类保险情况老年人的1.628倍， 

笔者对家庭经济状况和老年人养老保险情况进行了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873。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变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的需求也有显著影响，高龄老年人(80 岁及以上)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是低龄老年人(60~69岁)的 1.358倍； 

相对于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来讲，身体状况不 

好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更大，身体状况差的 

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是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 

人的  1.257 倍。职业变量中，从事国家公务员及企事 

业单位管理工作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最为显著，是从事务农老年人的 1.592倍。 

在 Forward Condition的回归方法下，婚姻状况和 

居住方式变量均未进入模型。但从最终的全变量回归 

模型(模型六)看，就婚姻状况而言，未婚或已婚但无 

配偶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概率是已婚且配 

偶健在的老年人的 1.451 倍；就居住方式而言，独居 

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是非独居老年人的  1.484 
倍。 

三、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除性别(H1)、子女数量外(H8)， 

本文的研究假设都得到了较好的验证。因此，本研究 

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家庭经济状况对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相似 

的国内外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5,  14] ，经济状况越好的家 

庭，有能力也更愿意为老年人购买相应的养老服务， 

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家庭经济状况可以从 

一个侧面来反应或者决定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情 

况和保险水平，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情况对其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也有显著影响。第二，年龄和身体健康状 

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健康是影 

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养老方式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越差，自我照料的能力就越弱，对居家养老 

的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服务就越大；而老年人的身体 

状况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每况愈下，因此，年龄越 

大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服务需求也就越大。第三， 

老年人是否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与老年人的受教育程 

度呈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无论是 

在文化观念还是在经济支付能力上，都具备支持他享 

受居家养老服务的条件，因而其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 

概率越大。 

文章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从性别角 

度而言，男性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应比女性 

老年人大，但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职 

业变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虽然也显 

著，但由于本次研究对职业的分类过于宽泛，因而分 

析结果的解释力并不强；并且本文未对不同群体和层 

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差异进行分析，因此，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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