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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四川省成都市的老年人最期望的养老模式及在此种养老模式下理想的生活状态!为我国建设适宜的养

老模式体系$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和生活幸福感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相结合!采用便利抽样法在四川省

成都市抽取
+

个区的
+/

名老年人进行访谈$

!,/

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家庭所在地$性别$学历$年龄对老人期望中的

养老模式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不同的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期望不同!应根据老人的期望完善养老模式

体系建设!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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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

岁以上的人口已占总人口

的
!,-%&"

(

!

)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老龄化速度最快社会&在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健全的养老模

式体系$而现阶段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家庭

的养老压力大$首先养老机构数量少且护理人员文化水平低#

专业知识缺乏#服务态度差$养老设施不完善(

%',

)

$其次社区居

家养老发展现状也不理想(

+

)

$再次由于我国特殊的生育政策$

普通家庭越来越小型化#核心化$已无力承担养老的重担(

$

)

&

因此养老机制的健全和发展迫在眉睫$而创建符合老年人期望

的养老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研究拟探讨老年人理想中

的养老模式及在此模式下理想中的老年生活$以期为完善我国

养老模式体系建设#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及生活幸福感提供

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选取成都市新都区#金牛区#武侯区#锦江区的老年人作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年龄在
&/

岁及以上%!

%

"无认知障

碍$并能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

,

"同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

准'存在听力#视力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研究对象基本资料见

表
!

&

#-!

!

调查工具
!

!

!

"访谈提纲$在阅读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

上自行设计访谈提纲进行访谈$至访谈饱和$共访谈
+/

名%!

%

"

问卷$根据访谈结果制作问卷$经专家审核修订后$预实验
%/

份$根据预实验结果确定最终问卷$最后发放正式问卷
!,/

份$

问卷填写后当场回收$去除漏填#不填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

计
!!1

份$有效率
1!-$"

&

表
!

!!

研究对象与子女关系的基本情况"

!#!!1

#

项目 人数!

!

" 构成比!

"

"

有无子女

!

有
&1 $0-/

!

无
$/ +%-/

有几个子女

!

!

个
$/ +%-/

!&

%

个
&1 $0-/

与子女关系

!

很好
&+ $,-0

!

较好
,& ,/-,

!

一般
!& !,-+

!

较差
, %-$

与同住子女交流

+$%,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四川省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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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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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研究对象与子女关系的基本情况"

!#!!1

#

项目 人数!

!

" 构成比!

"

"

!

非常亲密
!1 %.-$

!

比较亲密
%/ %1-/

!

亲密
!$ %!-.

!

一般
!% !.-+

!

疏远
, +-+

与非同住子女联系频率

!

!K!

次
!1 %0-+

!

%

!

,K!

次
!1 %0-+

!

!

周
!

次
!. %$-,

!

!

个月
!

次
!/ !+-1

!

/-$

年
!

次
! !-$

!

!

年
!

次
! !-$

非同住子女与其联系方式

!

当面探望
+, ,+-!

!

打电话
$1 +&-0

!

写信
! /-0

!

发电子邮件
, %-+

!

其他
%/ !$-1

子女每个月给其养老费用!元"

!$

$// !! 1-%

!

$//

!$

!/// !+ !!-0

!

!///

!$

%/// !, !/-1

!

%///

!$

,/// $ +-%

!&

,/// % !-.

自己负担养老费用
./ $0-0

自己给子女钱
+ ,-+

#-"

!

质量控制

#-"-#

!

访谈提纲及问卷设计
!

充分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制

作访谈提纲$经专家审核修订后开始访谈$然后以质性研究结

果为基础$提出调查问题$通过专家审核后进行预实验$结合预

实验结果确定最终问卷&

#-"-!

!

调查人员培训
!

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包

括研究目的#问卷的填写方法$与研究对象沟通方法及相关注

意事项&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

J

3K?@?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学处理$分别以问卷

中的问题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家庭作为自变量$筛选出

影响老年人期望中的养老模式的因素&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家庭所在地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的影响
!

家庭所在地对

老人期望养老模式#养老金来源#遇烦心事向谁倾诉#精神文化

活动要求等方面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自理

与不自理时$农村的老人都期望自己的养老金来源于子女$而

城镇和城市的老人则期望来源于退休金&在遇烦心事向谁倾

诉方面$自理时$城市老人大多的选择不倾诉$不自理时大多选

择向同龄好友倾诉&精神文化活动方面$自理时与不自理时$

城市老人都青睐于读书看报和收藏&在养老模式的选择方面$

不自理时$城市老人更青睐于机构养老$自理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数据未列出"$见表
%

&

!-!

!

性别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的影响
!

性别对老人最期望养

老模式#遇烦心事向谁倾诉#运动锻炼#娱乐活动#精神文化活

动的要求和期望谁照顾自己方面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自理时'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遇

烦心事时女性更喜欢向子女倾诉$而男性更喜欢向老伴倾诉%

在运动锻炼方面女性更喜欢散步#跑步$而男性除了散步跑步

还比较喜欢登山和游泳%在娱乐活动方面老年人都比较喜欢钓

鱼$尤其是男性%在期望谁照顾自己方面$男性更喜欢老伴照顾

自己%在精神文化活动方面$男性更喜欢读书看报$不能自理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数据未列出"$见表
,

&

!-"

!

学历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的影响
!

学历对老人最期望养

老模式#期望养老金来源#遇烦心事向谁倾诉#期望谁照顾自

己#对娱乐活动#精神文化活动要求的影响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自理时$高学历老人喜欢居家养老$而低学历

老人则喜欢家庭养老%不自理时高学历老人喜欢机构养老$而

低学历老人依旧喜欢家庭养老&在养老金方面$自理时$低学

历老人更多的期望养老金来源于子女$而高学历老人则期望养

老金来源于退休金$不能自理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数据未列出"%在遇烦心事向谁倾诉方面$自理时$高学历老人

更多的选择不倾诉$而低学历老人则比较喜欢向老伴倾诉%在

娱乐活动方面$自理时$老人都喜欢旅游$尤其是高学历老人$

不能自理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数据未引出"%在精

神文化活动方面$自理时$高学历老人喜欢摄影%不自理时$老

人都喜欢读书看报&在期望谁照顾自己方面$不自理时$低学

历老人更倾向于子女照顾自己$而高学历老人则更倾向于保姆

和护工照顾自己$自理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数据未

列出"%在运动锻炼方面$不自理时$老人都喜欢散步$低学历老

人则更喜欢$自理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数据未列

出"$见表
+

&

!-B

!

年龄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的影响
!

年龄对老人期望养老

金来源#对医疗条件要求#最期望养老模式#与子女关系方面的

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不自理时低龄老人更多

的选择家庭养老$而高龄老人更多的选择机构养老$自理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数据未列出"%与子女的关系方面$

高龄老人与子女的关系更好&总的来说$低龄老人在以上各方

面比高龄老人要求得更多#需求程度更高$见表
$

&

表
%

!!

家庭所在地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相关因素的影响

生活状态 维度 农村!

!#,1

" 城镇!

!#,/

" 城镇!

!#+%

"

?

自理时 期望养老金来源'子女
%& 0 . /-///

期望养老金来源'退休金
. %+ +! /-///

遇烦心事'不倾诉
1 !% %& /-//+

精神文化活动要求'读书看报
!+ !& ,/ /-/!$

精神文化活动要求'收藏
/ / $ /-/!%

不能自理时 最期望养老模式'机构养老
! & !% /-//!

期望养老金来源'子女
%& !% %/ /-/+0

期望养老金来源'退休金
. %, %0 /-///

$$%,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续表
%

!!

家庭所在地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相关因素的影响

生活状态 维度 农村!

!#,1

" 城镇!

!#,/

" 城镇!

!#,+%

"

?

遇烦心事倾诉对象'同龄好友
& !% %+ /-//!

精神文化活动要求'读书看报
!$ !1 %1 /-/,0

!!

家庭所在地对自理时最期望养老模式#对娱乐活动的要求等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

?

%

/-/$

"$表中未列出&

表
,

!!

性别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相关因素的影响

生活状态 维度 男!

!#$,

" 女!

!#&&

"

?

自理时 最期望养老模式'机构养老
,1 ,& /-/,.

遇烦心事倾诉对象'子女
%! +! /-/!.

遇烦心事倾诉对象'老伴
!+ . /-/,/

对运动锻炼要求'散步跑步
!/ %& /-/!.

对运动锻炼要求'登山
$ / /-/!&

对运动锻炼要求'游泳
!! + /-/%$

对娱乐活动要求'钓鱼
+$ +! /-//.

期望谁照顾自己'老伴
,& ,% /-/+!

精神文化活动要求'读书看报
,, %. /-/%.

!!

性别对不自理时最期望养老模式#期望谁照顾自己等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表中未列出&

表
+

!!

学历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相关因素的影响

生活状态 维度 初中及以下!

!#$0

" 中专及以上!

!#+0

"

?

自理时 精神文化活动要求'读书看报
$ !. /-//!

最期望养老模式'家庭养老
$ !& /

最期望养老模式'家庭养老
,& !! /

期望养老金来源'子女
,! . /

期望养老金来源'退休金
%0 +% /

遇烦心事向谁倾诉'不倾诉
!. %0 /-//,

遇烦心事向谁倾诉'老伴
!. + /-/!+

对娱乐活动要求'旅游
!. %+ /-/,!

精神文化活动要求'摄影
$ !. /-//!

不能自理时 最期望养老模式'机构养老
. !% /-//!

最期望养老模式'家庭养老
,, !/ /-//!

对运动锻炼要求'散步
,1 %/ /-/!$

期望谁照顾自己'子女
+% !0 /-/%%

期望谁照顾自己'保姆
!/ %! /-//!

期望谁照顾自己'护工
$ !, /-/!0

精神文化活动要求'读书看报
%$ ,1 /-///

!!

学历对自理时最期望养老模式#期望谁照顾自己等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表中未列出&

表
$

!!

年龄阶段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相关因素的影响

生活状态 维度
&/

!

./

岁!

!#&,

"

./

岁!

!#+$

"

?

自理时 期望养老金来源'国家政府
%1 1 /-/+%

对医疗条件要求'缓解基本病痛
,! 1 /-/!.

对医疗条件要求'国家提供医疗保健知识宣传
%0 $ /-//%

对娱乐活动要求'钓鱼
!, % /-//+&

与子女关系'不好
+! !, /-//$

不能自理时 最期望养老模式'机构养老
& !, /-/,+

最期望养老模式'家庭养老
,, !, /-/,+

期望养老金来源'养老保险
%1 . /-//.

对医疗条件要求'国家提供医疗保健康复服务
,% !/ /-/%1

对医疗条件要求'国家举办医疗保健知识宣传
%! + /-/!1

对医疗条件要求'医疗技术和设备先进
%. 0 /-/,0

与子女关系'不好
+! !, /-//$

!!

老人年龄阶段对自理时最期望养老模式#期望谁照顾自己等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表中未列出

"

!

讨
!!

论

"-#

!

家庭所在地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影响的分析
!

研究显示

农村老人相对城市老人而言大多期望养老金来源于子女$分析

原因'首先是恪守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其次是没有其他经济

来源支持&在心理健康方面$老年人慢性病逐渐增多$伴随生

活自理能力下降$容易造成心理负担(

&

)

$研究表明自理时$城市

老人相对农村老人而言大多选择不倾诉$分析其原因城市老人

善于从其他方面来排解不良情绪如旅游#参加老年活动#学习

&$%,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等%不自理时为减轻子女负担而选择向好友倾诉&在精神文化

活动方面$城市老人更喜欢读书看报$这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理论一致$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其需求达到更高层次$建议养

老机构或社区设置图书室#报刊$以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选择养老模式方面$不自理时城市老人比农村老人喜欢机构

养老$一方面是为减轻子女负担$另一方面可能是城市老人对

养老机构的支付能力相对较高&

"-!

!

性别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影响的分析
!

研究显示自理

时$男性更喜欢机构养老$分析原因'由于男性不擅长家务$习

惯被人照顾$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性不如女性&遇烦心事时男

性喜欢向老伴倾诉$而女性喜欢向子女倾诉&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生理及心理承受的痛苦不断增多$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建议社区及养老机构配备心理医生$积极开展老年心理健康教

育$提供心理健康测评和心理咨询等服务&在运动锻炼方面$

女性喜欢散步#跑步$男性喜欢登山游泳$说明男性相比女性而

言更喜欢运动强度稍大的项目$有研究表明参加体育锻炼有利

于减轻老年人抑郁和焦虑的情绪(

.

)

&在娱乐活动方面$多数老

人比较喜欢钓鱼$因此建议社区或相关养老机构能为老人提供

钓鱼等休闲娱乐条件&

"-"

!

学历对老人期望养老模式的影响
!

研究显示自理时高学

历老人多数选择居家养老$低学历老人多数选择家庭养老$这

与邢华燕等(

0

)的研究结果有差异$可能是由于调查地区#人群

差异所致$但与初炜等(

1

)的研究结果一致&不自理时$高学历

老人多数选择机构养老$低学历老人多数仍选择家庭养老$分

析原因'首先低学历老人对家庭养老以外的其他养老模式了解

较少$其次农村老人的养老支付能力较低$建议政府在农村养

老政策上加强支持力度&遇烦心事时$高学历老人多数选择不

倾诉$分析原因'一方面为减轻子女负担$另一方面知识层次高

的老人善于调适自己&在娱乐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方面$高学

历老人比较喜欢旅游和摄影$低学历老人的要求相对较少$分

析原因'由于文化程度不同$关注的事物也必然不同$对生活的

要求也有所差异$建议根据不同学历层次丰富老年人的娱乐和

精神文化生活&在期望谁照顾自己方面$不自理时$低学历老

人多数选择子女$高学历老人多数选择保姆或护工$主要可能

由其支付能力或生活观念差异所致&

"-B

!

年龄对养老模式相关因素的影响的分析
!

研究显示高龄

老人对养老要求比低龄老人少$这与谢燕等(

!/

)研究结果有差

异$可能是由于调查对象差异所致&建议社区或养老机构多鼓

励高龄老人制订发展要求$如学习兴趣#规律锻炼$通过组织内

容丰富的活动$激发他们对生活的兴趣#重获价值感&不自理

时$高龄老人多数喜欢机构养老$低龄老人多数喜欢家庭养老$

建议针对不同人群推广不同的养老模式&与子女关系方面$低

龄老人与子女关系相对较差$分析原因可能是对子女要求较多

故矛盾较多$而高龄老人可能由于已经走完人生的大部分历

程$已达到超脱境界$对子女要求较少$故与子女矛盾较少$关

系较好&

综上所述$了解不同家庭地#性别#年龄#学历下老年人理

想中的养老模式及生活方式$对于完善养老模式体系建设#提

高老年人生存质量和生活幸福感有重要意义$也是养老事业发

展中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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