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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日益严峻，我们迫切需

要提出解决方法，以应对老龄化给社会产生的各种问题。建

立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不但有利于整合社区资源，而且可以缓

解养老压力，降低社会负担系数，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笔者

旨在从资源整合视角研究社区养老模式，寻找解决其在运行

中出现的障碍，对提高为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给政府部门提供可供参考的对策及

意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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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的研究者主要在公共设施的整合、就业、

心理健康、婚姻状况、NGO的作用等方面进行研

究。国内的学者主要在城市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

老龄工作队伍建设与社区建设、实证的调查、老

年人的感情生活、相关法制方面等方面进行研究。



存在以下不足：

1. 学者多在社区养老的概念、可行性、遇到的

困境及解决对策等问题作初步的讨论；

2. 有学者提倡“标准化”的社区居家养老的理

念，但未达成有关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结构框

架和变量之间关系的共识；

3. 对社区养老的内容划分较为分散而没有统一

的认知，有一定片面性。





p 2008年全国老龄办公室等十部委在《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

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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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

p 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家庭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政府与市场

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将成为我们的主要养老模式（彭春

芳，2016）。







（一）人才队伍

p 人力资源涉及到人员配备问题。杨春华认为养老中心涉

及到的人员主要有管理者、监督者、工作人员、服务人

员和志愿者，专业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来源有下岗工

人、退休工人、退休干部、社会公开招聘、内部亲属等

（杨春华，2009）。



（二）资金或资源

p 综合不同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社区养老模式的资金来

源主要有四个：政府财政支出（建立养老专项资金），

社会福利彩票的福利金（发行社会保障基金福利彩票从

而增加社保资金），养老慈善基金（接授国内外企业、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和外资、民间资本（资金的来

源不仅限于国内，且也以外资作为来源之一）。



（三）各种组织

p 这四类组织：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社区服务机构；居

（村）委会；中介服务组织，可以建立社区信息平台，把老

人的网络资源档案进行归类，建立服务网络系统和紧急救援

系统，以更好应对各种突发事故；通过网络评估不同老人的

需求，有针对地提供服务。



（四）为老服务的设施

p 建立老年人服务的设施，这些设施能满足老人的

不同需求，涉及到生活、医疗、维权、精神、文

化需求等方面。



（五）政策法规
p 2001年6月，民政部在全国推行《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

p 2001年颁布《广州市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实施意见》；

p 2005年颁布《关于推进我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在越秀、

荔湾、海珠、天河等4个区17条街道开展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阎安，2007）；

p 2008年颁发《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和《关于全面推进居

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等。近几年，各地区结合当地的情况建立了相

关条例和文件，例如2016年10月安徽省批准的《合肥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





p 总而言之，本文从资源整合角度探讨社区养老模式，因

为它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问题，把它从人才队伍、资

金或资源、各种组织、基础设施、政策法规等方面分类

进行讨论，一个系统做好了每部分的协调工作，并对子

系统进行一个恰当的管理和结构的优化配置，这样社区

养老模式作为整体，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