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让社区养老新模式托起“夕阳红” 

——西安社区养老服务统计调研报告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老龄人口的不

断增长，养老日益成为一个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社会问题。如何真正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民生福

祉。 

自 201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西安市老年人口比重走高，养老服务需求

日益增加。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的需求向个性

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养老服务质量要求也同步提高。 

社区养老是介于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养老模式，它吸收了家庭养老和

机构养老方式的优点，把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最佳结合点集中在社区。既可使

老人们满足居家或离家不远的需求，又能使老人们享受到医陪诊、送餐上门、日

间照料、休闲娱乐等实惠的基础服务，还能使子女缓解对父母的牵挂等。 

为更好地了解当前全市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情况，为西安老年友好型城市建

设提供参考，近期，市统计局组织开展了社区养老服务现状调研。 

一、调研基本情况 

（一）调研内容和主要情况 

本次调研共涉及全市 13 个区县的 25 个社区，调研内容从供需角度分为老年

人和社区工作者两个方面。老年人方面，重点了解生活状况、养老服务需求、社

区养老知晓和评价等情况。社区工作者方面，重点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和服务评价

情况。调研采取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共收回 60 岁以上老年

人问卷 261 份，社区工作者问卷 84 份。  

调研发现，西安市老年人主动接受社区养老服务的比例较低，需求意愿多集

中于医疗和精神文化服务。社区方面虽然展开了各项养老服务，但仍存在设施不

足、服务范围小、专业能力不足、人员少等问题需要完善。未来发展中，建议在

宣传、专业技能提升、服务质量和资金支持等方面持续优化完善，更好地促进西

安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开展。 

（二）受访老年人基本特点 

一是性别比、年龄结构与全市基本一致。受访老年人中，男性占 49.8%、女

性占 50.2%；60—69 岁占 45.6%，70—79 岁占 35.6%，80 岁及以上占 18.8%。与

全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人性别比、年龄结构基本一致，样本具有一定代表

性。 



二是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受访老年人中，受教育程度

主要集中在小学（21.8%）、初中（35.6%）、高中或者中专（24.9%）三项，合计

占 82.3%。人均月收入主要集中在 5000 元以下（88.1%），其中 3000—4999 元 92

人，占 35.2%；1000—2999 元 68 人，占 26.1%；1000 元以下的 70 人，占 26.8%。 

三是身体状况基本良好。受访的多数老年人具备自理能力，其中有自理能力

的占 88.9%，需要适当照顾的占 10.7%，完全需要照顾的占 0.4%。就生活状态来

看，与子女或其他后辈同住的占 53.3%，纯老家庭占 26.4%，独居占 16.9%，入

住养老机构或其他机构的仅占 3.4%。 

表 1  调研老年人基本情况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130 49.8 

女 131 50.2 

年龄 

60—69 岁 119 45.6 

70—79 岁 93 35.6 

80 岁及以上 49 18.8 

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 24 9.2 

小学 57 21.8 

初中 93 35.6 

高中或者中专 65 24.9 

大专及以上 23 8.8 

收入情况 

1000 元以下 70 26.8 

1000—2999 元 68 26.0 

3000—4999 元 92 35.2 

5000—7999 元 23 8.8 

8000 元以上 6 2.3 

居住状况 

纯老家庭 69 26.4 

与子女或其他后辈同住 139 53.3 

独居 44 16.9 

（社区）养老机构 3 1.1 

其他机构 6 2.3 

 

（三）受访社区工作者基本特点 

一是女性居多，以中青年为主。受访社区工作者中，青年女性居多：男性

20 人，女性 64 人；18—25 岁占 8.3%，25—40 岁占 63.1%，40—60 岁占 28.6%。 

二是人员组成多样，聘用人员为主。受访社区工作者中，正式编制人员占

26.2%，聘用人员占 70.2%，借调人员和外包服务人员分别占 2.4%、1.2%。 

三是从业年限相对较长，队伍相对稳定。受访社区工作者中，从事社区养老

服务工作 3 年以上的占 55.9%，其中，10 年以上的占 11.9%，社区养老服务队伍

相对稳定。 



表 2  调研社区工作者基本情况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20 23.8 

女 64 76.2 

年龄 

18—25 岁 7 8.3 

25—40 岁 53 63.1 

40—60 岁 24 28.6 

工作性质 

正式编制人员 20 26.2 

借调人员 2 2.4 

聘用人员 59 70.2 

外包服务人员 1 1.2 

工作年限 

不足 1 年 7 8.3 

1 至 2 年 30 35.7 

3 至 5 年 16 19.0 

6 至 10 年 21 25.0 

10 年以上 10 11.9 

 

二、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特点 

（一）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普遍存在 

受访者中，有 44.4%的老年人明确表示需要社区提供养老服务，55.6%的老

年人表示不需要社区养老服务。但是，在这 55.6%的受访者中，近八成老年人实

际上接受过社区养老服务。 

从调研情况来看，主观需求与实际需要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对社区养老服务概念模糊，费用、服务形式等了解不深，存在认为社区

养老服务就是入住养老机构的误区。二是目前大多数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受到传

统观念的影响较深，“百善孝为先”，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条件的影响，更

希望由子女居家照顾。三是现代家庭结构变化，使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又要承担起

照顾孙辈的“义务”，无暇关注自身精神文化和生活需求。 

（二）健康类服务项目是社区养老首要需求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集中在医疗康复服务和精神文化服务方面。随着年龄的

增长，老年人更关注身体健康问题，医疗康复、保健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比较高。

同时，由于子女忙于工作，部分老年人存在物质生活充足、精神生活不够充实的

现象，需要社区担当社会责任，带动老年人走出家门，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实现

老有所乐。 



 

图 1  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从养老服务人员应具备的技能看，老年人认为社区养老服务人员最应具备的

技能是医疗保健指导（80.2%）和老年康复护理（65.5%）；最希望政府提供的养

老服务项目是老年助残服务（80.2%）和康复护理服务（70.7%）。 

 

图 2  养老服务人员应具备技能 



 

图 3  期望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项目   

 （三）社区养老服务总体满意度较高 

调查显示，接受过社区养老服务的老年人中，95.1%的老年人对总体服务表

示满意。调查显示，当前老年人更注重精神生活的满足，对精神文化方面的服务

需求更强烈。提升老年人归属感、幸福感是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目标。 

 

图 4  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满意率 

 三、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特点 

（一）社区服务站成为主要载体 



基于《西安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一社区一服务站”的要

求，西安市正全力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活动场所来看，目前社区养老服务

设置了社区活动专用场所（69.0%），户外活动主要依靠社区公共场所（85.7%），

部分社区借用院校（11.9%）和社会组织（17.9%）场所。从活动设备来看，社区

书籍报刊（92.9%）、健身设施（77.4%）和文体活动室（75.0%）配备比较完善，

满足老年人互动交流、锻炼身体、充实思想的需求；同时社区还配备音像设备

（66.7%）、棋牌室（48.8%）满足老人娱乐需求；部分社区实现计算机网络覆盖

（38.1%）带动老人利用网络获取新知识新信息。 

 

图 5  社区配备的活动设备 

 从问卷结果来看，社区硬件设施达到了较高的使用率。老年活动室（47.1%）、

社区室外健身场所（31.4%）是使用率最高的场所。 

 

图 6  老年人社区活动地点 



 （二）兼顾精神与身体双重照料 

调查显示，大部分社区可以通过文体活动丰富当地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依托

老年服务站提供饮食和日托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刚性需求。比如鄠邑区人民路社

区以阿甘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基点开展养老服务，以社区活动为延伸开展乐老活

动；以 60 岁以上老年人为主，开设有日托、助餐、助浴、艾灸、代购代缴等服

务项目。 

 

图 7  社区养老服务形式 

 问卷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社区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但专业程度存在

差别。社区有意识地为老年人提供保健知识，但基于人手和技能问题医疗服务难

以实现全覆盖。 

 



图 8  社区提供的医疗服务形式              

 （三）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养老服务认可度高 

96.4%的社区工作者对所在社区提供的社区养老服务表示认可。认可方面主

要包括老年人归属感、幸福感得到提升（69.0%）、养老设施进一步完善（59.5%）、

日间照料提供方便（54.8%）、餐饮服务得到满足（51.2%）等方面。这从社区工

作者的角度认证了社区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活的支撑与补充；而较高的认可度也

推动相关社区工作者更积极地投入到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中去。 

四、目前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不足 

（一）养老服务项目使用率不高 

从老年人接受过的养老服务项目看，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使用率还相对不

高。使用率最高的是社区文体活动，有超过 50%的老年人参与过社区文体活动。

其他服务项目中，饮食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室外健身服务的使用率在 30%—40%

之间；上门照料、老年日托、老年大学、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使用率都不足 20%。 

 

图 9  老年人接受过的养老服务项目 

 （二）社区医护人员数量和技能不优 

调研对象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社区医疗功能性较低，偏向于简单的保健服

务：76.2%传授保健知识，67.9%定期检查身体，53.6%提供基本门诊诊疗服务，

47.6%建立健康档案，10.7%设立家庭病床。配备多位专业医护人员的仅占 13.1%，

没有专业人员的占到 29.8%。社区作为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医护技能方面

人手不足需要持续关注。 



（三）硬件设施供给不足 

医疗、文体活动设施都是老年人最关注的社区养老硬件。本次问卷中 33.7%

的老年人认为医疗设施不足，24.1%的老年人认为文体活动设施不足。在实地走

访调研中也有老年人反映活动场地小、健身设施不足的问题。 

七人普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07.53 万人，占

16.02%，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41.17 万人，占 10.90%。与 2010 年六人普

数据相比，60 岁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增加 101.33 万人和 69.54 万人，比重分

别上升 3.48 个百分点和 2.44 个百分点。在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硬件

设施配备数量成为社区养老服务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四）部分社区服务项目不全 

本次问卷中 31.8%的老年人认为养老服务项目不全。从需求看，调研中老年

人最关注的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只有 57.1%的社区提供，四成多的社区老

年人难以享受到基础医疗保健服务。 

调研中，只有不到一半的社区（46.4%）能够提供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上

门照料服务，上门频率集中于一月一次（25.3%）。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社区养

老服务还存在较大缺口。 

五、建议 

（一）广泛做好政策宣传解读 

依托各服务组织、各社区、宣传媒体打造立体式宣传网络，落实老有所养、

带动老有所乐，讲好“西安养老故事”。加强对西安市养老服务重点工作任务和

政策的宣传解读，向老年人明确社区养老服务概念、服务项目覆盖范围，解答老

年人关心的参与方式、费用等问题，积极收集老年人意见和建议，宣传积极的老

龄观。同时，通过上门服务、孤寡困难老年人慰问、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能力评估、

适老化设施配置、社区志愿、为民办实事等活动，将行动和宣传相结合，让老年

人亲身感受到养老政策带来的福利，让全社会及时了解西安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新要求、新进展、新成效，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二）强化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将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列为西安市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的重要内容，尤

其是对老年护理、医疗保健技能提升，大规模培训养老护理员。鼓励养老服务企

业开展产教融合，支持院校和机构合办实训基地。引导未就业人员取得职业技能

登记证书，按规定获取技能补贴。 

健全养老服务行业薪酬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出台养老服务行业入职补贴、

岗位补贴等人才激励政策，增强养老服务行业和工作岗位吸引力。通过西安市高



技能人才职业技能大赛广泛推广养老护理员，鼓励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劳动模范”

“巾帼建功标兵”“青年五四奖章”等评选，让养老护理员的劳动创造和社会价

值得到全社会认可。 

（三）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内容 

根据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排查摸

底情况，不断完善特殊困难老年人定期探访制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

失能失智和高龄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对纳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脱贫人口、

低保对象、低收入范围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引导有

需求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 

同时推动医疗服务延伸进社区，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定期、定点为老年人

提供社区医疗服务。结合实际逐步推进居住社区无障碍环境建设与改造，积极创

建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支持养

老机构等为老服务社会力量运营社区养老服务站，实施“机构进社区、服务进家

庭”全链条服务。 

（四）拓展养老服务资金来源 

七人普数据显示，老年人口抚养比十年间从 10.76%提高至 14.84%。应对不

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筹措养老服务

发展资金，落实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各类奖补政策，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

养老服务产业。做好养老项目库建设，对满足基本养老服务需求、产权清晰、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养老服务机构，积极争取中央、省级投融资政策和资金支持。

支持各类型企业拓展业务，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参与全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运

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