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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高校社区中老年人群的养老现状%需求及其对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尝试意愿$

方法
!

选取我国
5CE

所大学的高校中社区老年居民"

K6

岁以上#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调查对象的养老现状'调查对象的养老需求及其对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尝试意愿$

结果
!

调查对象的养老方式主要为居家养老"

F/76M

#及家庭养老"

EK75M

#$其中
C/7DM

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

养老所存在的困难为医保报销比例低!

CK7FM

及
CK76M

的调查对象认为自身目前养老还存在体弱多病%就医不

便及没有人照料生活的困难$调查对象的养老服务需求主要包括家政服务"

K/7DM

#%安全保障服务"

KN7FM

#%

生活照顾"

KC7/M

#等$此外!

NF7NM

的调查对象均愿意尝试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二项分类
X#

W

!&$!<

回归结果

显示!文化程度%职业及养老方式是调查对象是否愿意尝试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结论
!

高校社区

中老年人群对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尝试意愿较强$

#关键词$

!

养老服务'整合照料'高校社区

#中图法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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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现象$

5

%

!如今已成为全世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截

至
C65N

年底!我国
N6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CE6/N

万!

占总人口的
5N7DM

!同比增长
F76M

!其中
NK

岁及以

上人口
5K66E

万!占总人口的
567/M

!而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老龄化进程仍在继续#我国平均

每年净增长
/66

万至
5C66

万老年人!老龄化速度早

已居全球之首$

C

%

#目前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

施
5F76

万个!各类养老床位合计
DE67C

万张!每千名

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E57N

张!均在上年基础上有一

定的增长!但就目前而言!还远远不够)且与日本&欧

美等国家或地区相比!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群体及每名

老人所拥有的服务人员数量及素质还有较大差

距$

E9F

%

#此外!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既大量空置!又一床

难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受到欢迎!但服务供给不足

等困难仍然存在$

K

%

!我国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ECNF

重庆医学
C65/

年
5C

月第
FD

卷第
EN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C65K̀ 1J+6FE

")重庆市科委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项目+

<&$<C65N&'"&dY5E665N

"#

!

作者

简介*吴宗辉+

50NDc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老年健康管理研究工作#



高校社区作为我国比较典型的社区之一!其特殊

的文化背景与人口特点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

高校社区的老龄化和空巢化!也影响着高校社区老年

人群的养老需求$

N

%

#整合照料式养老服务模式指一

种集养老&医疗&康复&护理&健康促进及疾病预防于

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整合照料目前已日益受到

北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重视$

D9/

%

)而我国整合照

料式养老模式目前仍需大量探索$

0956

%

#本研究对我国

高校社区中老年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为高校养

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我国开展整合照料式养老

服务模式的探索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选取我国
CN

个省,直辖市
5CE

所大

学的高校社区中老年居民+

K6

岁以上"作为研究对象!

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N5K6

份!回收问卷
N666

份!回收率
0D7NM

!其中有效问卷
KD6D

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
0C7/M

#调查对象中男
CN00

例+

FD7EM

"!女

E66/

例+

KC7DM

")年龄
K6

!

K0

岁
5EDN

例+

CF75M

"!

"

K0

!

N0

岁
5/05

例+

EE75M

"!

"

N0

!

D0

岁
5KD5

例

+

CD7KM

"!

"

D0

!

/0

岁
D0F

例+

5E70M

"!

"

/0

岁
DK

例+

57EM

")汉族
KFKC

例+

0K7KM

"!少数民族
CKK

例

+

F7KM

")婚姻状况已婚
FNEC

例+

/57CM

"!丧偶
/EC

例+

5F7NM

"!离 异
C6F

例 +

E7NM

"!未 婚
E0

例

+

67DM

")文化程度研究生及以上
K5/

例+

075M

"!大

专及本科
EFDE

例+

N670M

"!高中及中专
55EE

例

+

5070M

"!初中及以下
K/E

例+

567CM

")目前或退休

前所从事职业为管理人员
55KE

例+

C67CM

"!专业技

术人员
E6KK

例+

KE7KM

"!文职文员
F5K

例+

D7EM

"!

工人
/KC

例+

5F70M

"!其他
CEC

例+

F75M

"#

!7"

!

方法
!

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自

行设计初步调查问卷!而后经过流行病学调查专家及

养老课题组成员反复讨论修订!并进行了预调查!最

后根据预调查反馈结果对问卷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

形成最终版问卷#该问卷经信效度检验均合格#问

卷内容包括
E

个部分*+

5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C

"

调查对象的养老现状)+

E

"调查对象的养老需求及其

对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尝试意愿#本研究调查员

均经过相关培训并考核合格!问卷调查现场控制良

好!问卷信息完整真实#

!7#

!

统计学处理
!

问卷回收后由调查员进行检查!筛

选合格问卷并编号#采用
B

:

!U8$8E75

软件建立数据

库!进行双人双录入#采用
J-JJ5D76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
!

C 检验及二项分

类
X#

W

!&$!<

回归!以
%

#

676K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在调查对象的居住情况

方面!

/E70M

的调查对象与家人同住#在经济来源方

面!

NF7CM

的调查对象的经济来源为离退休金#在生

活自理情况方面!

//7KM

的调查对象能够生活全自

理#在慢性病患病情况方面!

CD7FM

的调查对象未患

慢性病!而
E67CM

的调查对象同时患有
C

种及以上种

类的慢性病!此外!还有
507EM

的调查对象患有高血

压#在医疗保险参保类型上!

KC75M

的调查对象参保

类型为一般医疗保险!

F675M

的调查对象参保类型为

公费医疗保险+表
5

"#

表
5

!!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TKD6D

'

条目
&

+

M

"

居住情况

!

与保姆同住
!

DN

+

57E

"

!

与家人同住
FD/N

+

/E70

"

!

独居
!

DK/

+

5E7E

"

!

长期住在校医院
!

E5

+

67K

"

!

住在养老机构中
!

F6

+

67D

"

!

其他
!

5N

+

67E

"

经济来源

!

个人工作所得
!

/56

+

5F7C

"

!

离退休金
ENNC

+

NF7C

"

!

子女赡养
!

/5

+

57F

"

!

个人储蓄
!

E/

+

67D

"

!

个人投资所得
!

5K

+

67E

"

!

低保或社会资助
!

50

+

67E

"

!

其他
!

CN

+

67K

"

!

有
C

种及以上方式的经济来源
56KN

+

5/7K

"

生活自理情况

!

全自理
K6K5

+

//7K

"

!

半自理
!

K0C

+

567F

"

!

不能自理
!

NF

+

575

"

慢性病患病情况

!

高血压
556E

+

507E

"

!

糖尿病
!

ECK

+

K7D

"

!

心脏病
!

EC/

+

K7D

"

!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

C6F

+

E7N

"

!

脑血管疾病
!

5NK

+

C70

"

!

恶性肿瘤
!

KC

+

670

"

!

其他
!

CFK

+

F7E

"

!

患
C

种及以上慢性病
5DCE

+

E67C

"

!

无
5KNC

+

CD7F

"

医疗保险参保类型

!

一般医疗保险
C0DN

+

KC75

"

!

公费医疗保险
CC05

+

F675

"

!

商业医疗保险
!

F6

+

67D

"

!

其他
!

CN

+

67K

"

!

参保
C

种及以上类型保险
!

C/C

+

F70

"

!

无
!

0C

+

57N

"

"7"

!

调查对象的养老现状
!

本研究中!调查对象的

养老方式主要为居家养老+

F/76M

"及家庭养老

+

EK75M

"!其能接受的每月养老费用区间主要包括

5666

!

5000

元+

EF7EM

"&

C666

!

C000

元+

C570M

"

及
#

5666

元+

5D70M

"#其中
C/7DM

的调查对象认为

目前养老所存在的困难为医保报销比例低!还有

CK7FM

及
CK76M

的调查对象认为自身目前养老还存

在体弱多病!就医不便及没有人照料生活的困难#而

调查对象在选择目前高校,社区可提供的养老服务

时!

K676M

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医疗保健+表
C

"#

"7#

!

调查对象对机构养老&居住在家养老及校医院

养老所存在不足的看法
!

K/7KM

的调查对象认为机

构养老所存在的不足为'公办养老机构少!民办养老

FCNF

重庆医学
C65/

年
5C

月第
FD

卷第
EN

期



机构收费高()

KC7/M

的调查对象认为居住在家养老

+居家养老,家庭养老"所存在的不足为'自己照顾不

便!发生意外时不能及时得到帮助(!另有
FC7KM

的调

查对象表示居住在家养老就医不便!且社区医疗服务

不能满足需求)

EK7CM

及
EC7NM

的调查对象认为校医

院养老所存在的不足分别为'床位紧缺('条件较差(

+表
E

"#

表
C

!!

调查对象养老现状&

&TKD6D

'

条目
&

+

M

"

目前养老所存在的困难

!

没有人照料生活
5FCK

+

CK76

"

!

体弱多病!就医不便
5FF/

+

CK7F

"

!

孤独寂寞
!

/0N

+

5K7D

"

!

经济拮据
!

NNK

+

557D

"

!

医保报销比例低
5NE/

+

C/7D

"

!

暂无困难
C5E/

+

ED7K

"

!

其他
!

0K

+

57D

"

目前高校,社区可提供的养老服务

!

日常生活照料
56E6

+

5/76

"

!

护工照料
!

KD/

+

5675

"

!

医疗保健
C/KN

+

K676

"

!

精神慰藉
!

DF5

+

5E76

"

!

暂时没有或不清楚
5/F0

+

EC7F

"

!

其他
!

DC

+

57E

"

目前的养老方式

!

居家养老
CDE0

+

F/76

"

!

机构养老
!

CC/

+

F76

"

!

多方面结合的社区养老
!

5F/

+

C7N

"

!

校医院养老
!

5E/

+

C7F

"

!

不清楚
!

FK5

+

D70

"

!

家庭养老+居住在家!未有机构提供任何服务"

C66E

+

EK75

"

每月能接受的养老费用

!#

5666

元
56C5

+

5D70

"

!

5666

!#

C666

元
50KD

+

EF7E

"

!

C666

!#

E666

元
5CKC

+

C570

"

!

E666

!#

F666

元
!

N5/

+

567/

"

!

F666

!#

K666

元
!

FCE

+

D7F

"

!'

K666

元
!

FEN

+

D7N

"

"7$

!

调查对象的养老需求及对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

的尝试意愿
!

对调查对象的养老服务需求进行调查!

在该条目下所列的
0

个待选项中!选择比例由高到低

依次为家政服务
EEF0

例+

K/7DM

"&安全保障服务

ECC6

例+

KN7FM

"&生活照顾
E65E

例+

KC7/M

"&应急

医疗救助
CD6D

例+

FD7FM

"&一般医疗救助
CNF5

例

+

FN7EM

"&文化娱乐服务
CC/F

例+

F676M

"&护工照料

C5EN

例+

ED7FM

"&精神慰藉
505/

例+

EE7NM

"&其他

566

例+

57/M

"#而在对调查对象的整合照料式养老

模式的尝试意愿进行调查的结果发现!

EN/D

例

+

NF7NM

"愿意尝试!另有
5E/K

例+

CF7EM

"表示不愿

意尝试!还有
NEK

例+

5575M

"表示无所谓#不愿意尝

试整合 照 料式养老的原因 +

&TC6C6

"!

F5K

例

+

C67KM

"认为'各部门协同不佳!整合后服务质量下

降(!

FKD

例+

CC7NM

"认为'国家投入不够!整合后问

题更加突出(!

F/D

例+

CF75M

"认为'整合后服务收费

更高(!

C5K

例+

567NM

"认为'公益性下降(!不知道或

不清楚
F5F

例+

C67KM

"!其他
EC

例+

57NM

"#

FDCE

例+

/C7/M

"希望校医院开设整合照料式养老服务!

CFC

例+

F7CM

"表示不希望!

DFC

例+

5E76M

"表示无所

谓#

FK/6

例+

/67EM

"认为有必要在社区或校医院建

立数据信息平台!

NK0

例+

557KM

"认为没必要!

FN/

例

+

/7CM

"无所谓#认为建立数据信息平台没必要的原

因+

&T55CD

"中!

E65

例+

CN7DM

"认为'平台运行不

畅(!

50C

例+

5D76M

"认为'平台采集数据不够准确(!

55/

例+

567K

"

M

认为'无线穿戴设备使用不便(!

5K/

例+

5F76M

"认为'个人隐私无法保障(!不知道或不清

楚
ECC

例+

C/7NM

"!其他
EN

例+

E7CM

"#

K6/C

例

+

/076M

"认为整合照料式养老的费用应该纳入一般

医保或商业保险的报销范畴!

C66

例+

E7KM

"认为不应

该!

FCK

例+

D7FM

"认为无所谓#

表
E

!!

调查对象对机构养老%居住在家养老及校医院养老

!!!

所存在不足的看法&

&TKD6D

'

条目
&

+

M

"

机构养老所存在的不足

!

公办养老机构少!民办养老机构收费高
EEE/

+

K/7K

"

!

医疗服务不能满足需求
5DK/

+

E67/

"

!

服务内容缺少精神慰藉
/55

+

5F7C

"

!

老人在陌生环境内心孤独
56EC

+

5/75

"

!

没有去过或不清楚
5KN6

+

CD7E

"

!

其他
N0

+

57C

"

居住在家养老+居家养老,家庭养老"所存在的不足

!

自己照顾不便!发生意外时不能及时得到帮助
E655

+

KC7/

"

!

就医不便!社区医疗服务不能满足需求
CFCN

+

FC7K

"

!

平时不能进行良好的康复锻炼
55E5

+

507/

"

!

社区养老设施简陋
5C/N

+

CC7K

"

!

暂时没有或不清楚
5EE/

+

CE7F

"

!

其他
N5

+

575

"

校医院养老所存在的不足

!

床位紧缺
C656

+

EK7C

"

!

条件较差
C6EF

+

EK7N

"

!

医务人员态度差
NC0

+

5576

"

!

服务人员不专业
5F5F

+

CF7/

"

!

熟人多!不方便
KNN

+

070

"

!

没问题或不清楚
5/F/

+

EC7F

"

!

其他
5NF

+

C70

"

"7%

!

调查对象对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尝试意愿的影

响因素分析
!

对调查对象的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尝

试意愿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不同

文化程度&不同职业+目前或退休前所从事的职业"&

不同养老方式及每月能接受的养老费用不同的调查

对象对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尝试意愿不同+

%

#

676K

"!见表
F

#将年龄段&文化程度&职业+目前或退

休前所从事的职业"&养老方式及每月能接受的养老

费用作为自变量!以调查对象是否愿意尝试整合式养

老为因变量!进行二项分类
X#

W

!&$!<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职业+以

'其他职业(为参照"及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参

照"是调查对象是否愿意尝试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

影响因素+表
K

"#

KCNF

重庆医学
C65/

年
5C

月第
FD

卷第
EN

期



表
F

!!

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尝试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

&

M

'$

项目
&

愿意 其他
!

C

性别
570D6

!

男
CN00 5DN0

+

NK7K

"

!

0E6

+

EF7K

"

!

女
E66/ 505/

+

NE7/

"

5606

+

EN7C

"

年龄+岁"

567NDC

(

!

K6

!

K0 5EDN

!

/00

+

NK7E

"

!

FDD

+

EF7D

"

!"

K0

!

N0 5/05 55/D

+

NC7/

"

!

D6F

+

ED7C

"

!"

N0

!

D0 5KD5 565K

+

NF7N

"

!

KKN

+

EK7F

"

!"

D0

!

/0

!

D0F

!

KCD

+

NN7F

"

!

CND

+

EE7N

"

!"

/0 DK

!

K0

+

D/7D

"

!

5N

+

C57E

"

民族
676KK

!

汉族
KFKC EKCF

+

NF7N

"

50C/

+

EK7F

"

!

少数民族
CKK

!

5NE

+

NE70

"

!

0C

+

EN75

"

婚姻状况
67KEK

!

已婚
FNEC C00F

+

NF7N

"

5NE/

+

EK7F

"

!

丧偶
/EC

!

KF5

+

NK76

"

!

C05

+

EK76

"

!

离异
C6F

!

5C/

+

NC7D

"

!

DN

+

ED7E

"

!

未婚
E0

!

CF

+

N57K

"

!

5K

+

E/7K

"

文化程度
5C7F56

8

!

大专及本科
EFDE CCK/

+

NK76

"

5C5K

+

EK76

"

!

研究生及以上
K5/

!

E60

+

K07D

"

!

C60

+

F67E

"

!

高中及中专
55EE

!

D5N

+

NE7C

"

!

F5D

+

EN7/

"

!

初中及以下
K/E

!

F6F

+

N07E

"

!

5D0

+

E67D

"

职业+目前或退休前所从事

职业"

567FDE

(

!

管理人员
55KE

!

D56

+

N57N

"

!

FFE

+

E/7F

"

!

专业技术人员
E6KK 500E

+

NK7C

"

56NC

+

EF7/

"

!

文职文员
F5K

!

CD0

+

ND7C

"

!

5EN

+

EC7/

"

!

工人
/KC

!

KND

+

NN7K

"

!

C/K

+

EE7K

"

!

其他
CEC

!

5E/

+

K07K

"

!

0F

+

F67K

"

生活自理情况
67N6F

!

全自理
K6K5 ECDC

+

NF7/

"

5DD0

+

EK7C

"

!

半自理
K0C

!

EDF

+

NE7C

"

!

C5/

+

EN7/

"

!

不能自理
NF

!

F5

+

NF75

"

!

CE

+

EK70

"

居住情况
67C5D

!

独居
DK/

!

F/F

+

NE70

"

!

CDF

+

EN75

"

!

与他人同住
F0F0 EC6E

+

NF7D

"

5DFN

+

EK7E

"

慢性病患病情况
67565

!

未患慢性病
5KNC 566F

+

NF7E

"

!

KK/

+

EK7D

"

!

至少患一种慢性病
F5FK CN/E

+

NF7D

"

5FNC

+

EK7E

"

医保参保情况
67660

!

未参保
0C

!

K0

+

NF75

"

!

EE

+

EK70

"

!

至少参加一种医保
KN5K ENC/

+

NF7N

"

50/D

+

EK7F

"

社区是否能提供养老服务
67FNN

!

不能提供养老服务
5/F0 55/E

+

NF76

"

!

NNN

+

EN76

"

!

能提供至少一种养老服务
E/K/ CK6F

+

NF70

"

5EKF

+

EK75

"

每月能接受的养老费用
5C7KEC

(

!

5666

元及以下
56C5

!

NEN

+

NC7E

"

!

E/K

+

ED7D

"

!

5666

!

5000

元
50KD 5C0E

+

NN75

"

!

NNF

+

EE70

"

!

C666

!

C000

元
5CKC

!

/ED

+

NN70

"

!

F5K

+

EE75

"

!

E666

!

E000

元
N5/

!

E/N

+

NC7K

"

!

CEC

+

ED7K

"

!

F666

!

F000

元
FCE

!

CDF

+

NF7/

"

!

5F0

+

EK7C

"

!

K666

元及以上
FEN

!

CN5

+

K070

"

!

5DK

+

F675

"

养老方式
DC755C

(

!

居家养老
CDE0 5D6C

+

NC75

"

56ED

+

ED70

"

!

机构养老
CC/

!

55/

+

K57/

"

!

556

+

F/7C

"

!

社区养老
5F/

!

/E

+

KN75

"

!

NK

+

FE70

"

!

校医院养老
5E/ D5

+

K57F

"

!

ND

+

F/7N

"

!

不清楚
FK5

!

C0N

+

NK7N

"

!

5KK

+

EF7F

"

!

家庭养老
C66E 5F5D

+

D67D

"

!

K/N

+

C07E

"

!!

(

*

%

#

676K

表
K

!!

调查对象整合式养老尝试意愿的二项

!!!

分类
X#

W

!&$!<

回归

因素
K 6L 2-B= % 0KM#$ !"

文化程度
557F0567660

!

大专及本科
67CKD 67550 F7D6K676E6 576CK

!

57NEC 57C0F

!

研究生及以上
67FN5 675F0 07NFE6766C 575/K

!

C75CC 57K/N

!

高中及中专
67E5/ 6755/ D7CDC6766D 57605

!

57DEC 57EDK

职业
567FKD676EE

!

管理人员
c675E/ 675KF 67/6667ED5 67NFK

!

575D/ 67/D6

!

专业技术人员
c67E65 675FD F7C56676F6 67KKK

!

670/D 67DF6

!

文职人员
c67F6N 675DK K7E/K676C6 67FDE

!

670E0 67NND

!

工人
c67CKD 675KN C7DE56760/ 67KD6

!

576F0 67DDE

养老方式
N/7CEN67666

!

居家养老
67ED0 676NFEK7KK/67666 57C06

!

57NKF 57FN5

!

机构养老
67/CC 675FKE5706567666 57D56

!

E76CK C7CDF

!

社区养老
67NFC 675DN5E7EKC67666 57EFD

!

C7N/C 57066

!

校医院养老
67/EF 675D0C57D6C67666 57NC5

!

E7CD6 C7E6C

!

不清楚
6750C 6755E C7//F676/0 670D5

!

57K55 57C55

#

!

讨
!!

论

!!

如今!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数量增长快!人口老

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如何养老(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

命题!随之浮现的养老问题也越来越严峻#而教育是

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高等教育具有培养专门人

才&发展科学研究等职能!更是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人

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国的兴衰成败#因此!在高等

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在社会

发展及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且不少高校

离退休教职工因其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仍在其岗位

上发挥余热!故高校离退休教职工的养老现状&养老

问题及其养老需求等值得社会重点关注#

高校社区中老年人多为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其教

育程度&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均较其他老年群体不

同!但正是因为该群体的特性!导致其在养老需求方

面的要求更高!故其养老问题也不尽相同$

55

%

#本研究

结果显示!超过
5

,

F

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养老所存在

的困难包括医保报销比例低!体弱多病!就医不便及

没有人照料生活!而高校社区老年人对家政服务&安

全保障服务&生活照顾&应急医疗救助&一般医疗救

助&文化娱乐服务&护工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也有一

定的需求#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超过
/676M

的研究对

象希望校医院能够开设整合照料式养老服务&在社区

或校医院建立数据信息平台以及将整合照料式养老

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此外!

NF7NM

的调查对象愿

意尝试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略低于重庆城市社区老

年群体愿意尝试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人数比例

+

DE7FM

"

$

5C

%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较低!职

业为'其他(!养老方式为家庭养老的人群更愿意尝试

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

高校社区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中老年人其职称职

务可能较高!经济条件较文化程度较低者更好!因此!

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在需要时可以请保姆照顾生

活起居!且在保姆的帮助下其就医便利程度也相对提

高了!故而该部分中老年人对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

NCNF

重庆医学
C65/

年
5C

月第
FD

卷第
EN

期



尝试意愿并没有其他中老年人强烈#而本研究中!高

校社区的'其他(职业人群!多数可能为无业人群!该

部分人群的医疗保险覆盖率较低!且在目前高校或社

区可提供的养老服务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对医疗&康

复&护理&健康促进及疾病预防等各方面的服务非常

渴求!需求强烈!因此!该部分人群更愿意尝试整合照

料式养老模式#此外!养老方式为家庭养老的人群更

愿意尝试整合照料式养老模式!这与重庆城市社区老

年群体的相关研究一致$

5C

%

!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

两点*+

5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目前国内出现了家庭

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少子化等现象!在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抚养比较高&子女赡养负担重&

家庭养老照顾资源少等问题越来越严峻!这对传统的

家庭养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5E

%

)+

C

"目前社区&校

医院可提供养老相关服务不仅有限!且资源较为零

散!而老年个体随着年龄加大其生理机能也会减退!

出现衰弱等一系列问题!对老年人的身心产生一定影

响$

5F

%

#因此!家庭养老的中老年人群在日常生活及就

医过程中经常遭遇不便!生活及医疗没有保障!对整

合照料式养老模式的尝试意愿强烈#

综上所述!高校社区老年人群对整合照料式养老

模式的尝试意愿较强!且高校及社区可提供的养老服

务有限!加上大部分中老年人希望校医院开设整合照

料式养老服务#因此!高校医院可尝试开设整合照料

式养老服务!探索养老服务的新模式#同时!可针对

文化程度较高&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及家庭&居家及社

区养老的中老年人进行重点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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