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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区为老服务及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李德明 　陈天勇 　李海峰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100101)

　　〔摘　要〕　目的　研究我国社区为老服务状况及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依据 2005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 》居家

养老样本 15215例数据 , 8项社区服务指标 ,分析社区为老服务状况及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　超过 30%的老年人所在社区开展了为

老服务工作 ,但农村社区为老服务状况较城市差。有社区服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无社区服务老年人。社区服务显著缩小了老年人由居

住地 (城市 /农村 )、年龄 (低龄 /高龄 )以及家庭支持状况 (有 /无 )等因素导致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结论　我国社区为老服务已做出初步成绩 ,但农

村社区为老服务工作亟待加强。社区服务明显提高老年人 ,特别是弱势老年群体 (如农村和无家庭支持 )的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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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是社会与家庭之间的中间纽带 ,社区服务对于居家老

年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 ,也是对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补

充。社区服务对于提高居家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

起重要作用。近年来 ,有关社区为老服务状况及其对老年人生

活质量的影响 ,以及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等〔1～5〕已有报

道 ,但局限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调查 ,样本比较小。本文依据

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提供的 2005年《中国老年

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 》居家养老样本 ,分析我国社区为老服

务状况及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并探讨社区服务与人

口学变量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以 2005年在全国 2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

得到的《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 》15 636例样本中 ,居

家养老的老年人 15215例 (占总样本的 9713% )为对象。其中 ,

65～79岁 4 944人 , 80～89岁 3 717人 , 90～99岁 3 785人 , 100

岁以上 2769人 ,平均年龄 8610 ±1117岁。男 6 502人 ,女 8 713

人。文盲 9 322人 ,小学 4 350人 ,中学以上 1 543人。城市

6 682人 ,农村 8 533人。

112　方法 　社区服务状况问题是“您所在的社区有哪些为老

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 ?”,包括 8项指标 :“起居照料 ”、“医药上

门 ”、“精神慰籍 (包括聊天解闷 ) ”、“日常购物 ”、“组织社会和

娱乐活动 ”、“法律援助 ”、“保健知识 ”、“调解家庭邻里纠纷 ”,

每项指标供选择的答案为“有 ”或“无 ”。家庭支持包括 3个问

题 :“在家里是否有人 (家人或保姆 )聊天 ?”、“有心事或想法在

家里是否有人 (家人或保姆 )诉说 ?”和“遇到问题和困难在家

里是否有人 (家人或保姆 )相助 ?”,供选择的答案为“有 ”或

“无 ”。生活满意度问题是“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供

选择的答案为“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 ”(依次评为 5、4、

3、2、1分 ) ,以及无法回答。以生活满意 (评分“很好 ”与“好 ”合

并 )百分率作为评价生活满意度的指标。

2　结 　果

211　社区为老服务状况及其城乡差异 　社区提供 “调解家庭

邻里纠纷 ”的比例最高 (接近 1 /5的老年人 ) , 提供 “组织

社会和娱乐活动 ”、“医药上门 ”和 “保健知识 ”服务的比例

居中 (10%左右的老年人 ) , 提供 “法律援助 ”、“精神慰籍 ”

和 “日常购物 ”服务的比例较低 ( 4% ～7%的老年人 ) , 提

供 “起居照料 ”服务的比例最低 ( 217%的老年人 )。各项服

务未回答人数为 12～15人 , 缺省值 0108% ～011%。结果表

明 : 除了 “医药上门 ”外 , 其他 7项服务均是农村显著低于

城市。总的来看 , 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 1～8项服务的比例占

3019% , 其城市 ( 3615% ) 与农村 ( 2616% ) 差异显 著

(χ2 = 1721420, P = 01000, 缺省值 011% ) , 完全没有服务的

比例为 6911%。因此 , 可以认为 , 至 2005年我国社区为老服

务已做出初步成绩 , 但农村社区为老服务状况较城市差 , 其

中 , “起居照料 ”服务最差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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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老人所在社区提供服务状况及其城乡差异 ( %)

组别
调解

纠纷

组织

活动

医药

上门

保健

知识

法律

援助

精神

慰籍

日常

购物

起居

照料
全样本 1819 1014 919 918 712 612 413 217

城市 20102) 16173) 1012 15113) 9193) 9163) 4171) 4113)

农村 1811 515 916 516 511 315 410 116

　与农村相比 : 1) P < 0105, 2) P < 0101, 3) P < 01001

212　社区服务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21211　社区服务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 　评定生活

满意度为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的比例依次为 1412%、

4612%、3216%、611%、019%。以老年人生活满意 (评分“很

好 ”和“好 ”合并 )百分率为目标变量 ,将 8个项服务项目合并

为“有 ”(1～8项服务 )和“无 ”(0项服务 )“社区服务 ”变量。

分析结果显示 :有社区服务 4 429人中 ,对生活满意的百分率为

6316% ( n = 2 817) ;无社区服务 9 525人中 ,对生活满意的百分

率为 5819% ( n = 5 610) ,其差异显著 (χ2 = 271842, P = 01000,

缺省值 813% )。这说明 ,有社区服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

著高于无社区服务老年人。

21212　社区服务和人口学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影

响　“社区服务”变量同前 ,结果见表 2。首先可以看出 ,不同人

口学情况 (农村 /城市、低龄 /高龄、男 /女 )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

百分率 ,在“有社区服务”情况下均较“无社区服务 ”情况下有所

提高。统计结果显示 :在“有社区服务 ”情况下 ,城乡、高低龄及

男女老年人生活满意百分率差异的χ2 值分别较“无社区服务 ”

情况下明显减小。同时还可以看出 ,在有 /无社区服务两种情况

下 ,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百分率分别明显高于农村、低

龄老人 ;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性别之间几乎没有差异。结果表明 ,

社区服务提高城乡、高低龄和男女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其中 ,农

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相对较大 (提高 716% )。

表 2　社区服务和人口学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影响

社区

服务
人口学变量

生活满意

〔n ( % ) 〕
χ2 值 P值

缺省值

( % )

无城乡居住 农村 5 699 (5518) 541467 01000 813

城市 3 825 (6314)

有 农村 2 129 (6314) 01052 01820

城市 2 300 (6317)

无高低龄 低龄 (80岁以下 ) 3 260 (5510) 301447 01000 813

高龄 (80岁及以上 ) 6 265 (6019)

有 低龄 1 631 (6016) 91659 01002

高龄 2 798 (6513)

无性别 男 4 158 (5811) 11865 01172 813

女 5 367 (5915)

有 男 1 976 (6316) 01002 01968

女 2 453 (6316)

21213　社区服务和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影响

　“社区服务 ”变量同前 ,结果见表 3。在有 /无社区服务的两

种情况下 ,有家庭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百分率 (60%以上 )明

显高于无家庭支持的老年人 (55%左右及以下 )。其中 ,“无社

区服务 ”并“家里无聊天 ”/“家里无诉说 ”/“家里无相助 ”老年

人的生活满意百分率低 (分别为 4910%、3713%、3715% )。社

区服务不同程度提高了有 /无家庭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无三项家庭支持老年人生活满意百分率提高较大 (分别提高

617%、1311%、1111% )。“有社区服务 ”情况下 ,有 /无三种家

庭支持老年人生活满意百分率差异的χ2 值均较“无社区服务 ”

时明显减小。结果表明 ,家庭支持和社区服务是影响居家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的两个重要因素 ,其中 ,家庭支持的影响大于社

区服务 ,而社区服务对于提高无家庭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起重要作用。

表 3　社区服务和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社区

服务
家庭支持

生活满意

〔n ( % ) 〕
χ2 值 P值

缺省值

( % )

无 家里有无聊天 无 1 819 (4910) 911539 01000 814

有 7 699 (6113)

有 无 704 (5517) 221633 01000

有 3 721 (6511)

无 家里有无诉说 无 853 (3713) 1721982 01000 814

有 8 658 (6110)

有 无 341 (5014) 271770 01000

有 4 080 (6417)

无 家里有无相助 无 496 (3715) 991230 01000 814

有 9 018 (6011)

有 无 220 (4816) 221390 01000

有 4 203 (6414)

3　讨 　论

　　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提供的 2005年《中国

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 》居家养老样本量大 ,社区服务现

状调查的缺省值比例很低 ,分析社区服务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的缺省值比例较低 ,说明数据的有效性较高 ,具代表性。

　　本文分析结果显示 , 2005年被调查样本中 ,超过 30%的老

年人所在社区开展了为老服务工作。这说明我国社区为老服

务已做出初步成绩。2005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

库 》中 ,对居家老年人社区服务需求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超过

80%的老年人有社区服务需求 ,需求各项服务的人数比例在

50%以上 ,其中 ,需求医药保健和精神慰籍服务的比例最高

(60% ～70% )。农村老年人的社区服务需求较城市老年人更

为迫切。这说明目前社区为老服务状况与老年人对社区服务

的迫切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农村的差距更大。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 ,以及人们思想

观念的变化 ,家庭养老支持功能正在和必将不断减弱 ,社区服

务的依托作用会显得愈加重要。因此 ,在我国“未富先老 ”的特

殊条件下 ,提高认识和政府加大投入力度 ,整合社区可利用的

财力、人力、物力 ,以及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资源〔6〕,切实做好

社区为老服务工作 ,提高社区为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是今后

我国老龄化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表 3数据说明 ,家庭支持和社区服务是影响居家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两个重要因素。家庭支持对提高居家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起主导作用 ,社区服务对提高居家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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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起一种重要的补充作用 ,尤其是“家里无诉说 ”和“家里无相

助 ”老年人 ,在参与社区活动和交往新朋友过程中得到心理慰

籍 ,并在社区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具体帮助。

　　总之 ,社区服务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 ,目前广大地

区正处于摸索探讨的起步阶段 ,全国各地的情况很不相同 ,发

展也很不平衡。该调查所列的 8项服务是社区服务的主要内

容 ,但实际情况远不限于此。例如 ,有条件的城市已基本建成

社区为老服务的网络〔7〕,有的地区或社区建立了健康档案、求

助热线、求助铃、托老所、老人餐桌等服务项目 ,也有的城市社

区正在探讨除了免费的基本福利性服务外 ,根据老年人的特殊

需求提供有偿服务等。我国老年人口近 60%分布在农村 ,农村

老年人较城市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帮助。目前 ,广大农村的社会

保障和为老服务的状况都远落后于城市 ,加速建立农村社会保

险和医疗保障制度 ,同时开展以乡或村为单位的社区老为服务

工作 ,可能是我国老龄化事业面临的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致谢 :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提供 2005年《中

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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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状况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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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农村空巢老人抑郁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及各因素对抑郁发生的作用。方法　以湖南省 459名空巢老人为

研究对象 ,采用老年抑郁量表、社会支持问卷及应对方式量表 ,对他们的抑郁症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评定分析。结果 　抑郁的发生与社会支持 ,

积极应对呈正相关 ,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 ,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有更直接的影响。结论　空巢老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高 ,可以从多途径、多方

面对抑郁的发生进行预防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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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及对“三农 ”问题的重视 ,农村老年

群体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目前 6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

村地区 ,农村老年人口已超过 0185亿〔1〕。而空巢老人作为老

人中的特殊群体 ,其精神保健和医疗卫生问题则是农村老年群

体健康的首要问题。“空巢老人 ”既要经历个人生命周期的转

型 ,还要经历家庭周期的转型 ;同时 ,随着机体开始逐渐衰老 ,

个体的组织结构及脑功能发生改变 ,各系统的功能活动明显下

降 ,这都促使“空巢老人 ”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及心理障碍 ,如忧

虑、抑郁、孤独、老年痴呆等 ,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抑郁〔2〕。本

文旨在探讨农村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发生及与社会支持和应

对方式的关系 ,为促进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 ,于 2007年 11月在湖南省永

州市调查 5个村的空巢老人 ,年龄 ≥60岁 ,意识清楚 ,没有可以

混淆测查的精神问题 ,并愿意参与调查的 500名老年人 ,回收

有效问卷 459份 ,回收率 91180%。459名农村空巢老人中 ,男

244名 ,女 215名 ,年龄 60～100 (平均 69152 ±7151)岁 ;婚姻状

态 :在婚 350人 ( 7613% ) ,不在婚 109人 ( 2317% ) ;受教育程

度 :小学及以下 252人 (5419% ) ,初中 105人 (2219% ) ,高中及

中专 61人 (1313% ) ,大专及以上 41人 (819% ) ;经济状况 :很

差 24人 (512% ) ,较差 90人 ( 1916% ) ,一般 242人 ( 5217% ) ,

较好 91人 (1918% ) ,很好 12人 ( 216% ) ;宗教信仰 :有信仰者

86人 (1817% ) ,无信仰者 373人 (8113% )。

112　方法

11211　人口社会学调查 　根据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人口社会

学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否、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等。

11212　老年抑郁量表 ( GDS)〔3〕　采用 B rink等人创制的老年

抑郁量表 ( GDS)的中文修订版来评定被试的抑郁程度 ,该量表

重测信度为 0185,聚合效度为 0182,主要作为专用老年人的抑郁

筛查表。它包括 30个条目代表了老年抑郁的核心 ,采用“是 ”与

“否”的定式回答 ,对最近 1 w出现的抑郁感受进行评价 , 10个条

目反序记分后 ,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总分 < 10分为无

抑郁 , 11～20分为轻度抑郁 , 21～30分为中重度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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