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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农村社会力量即我国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公民为研究对象,
 

调查农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

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随机抽样和方便抽样方法,
 

在广西抽取了1
 

200名农村公民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安

德森模型,
 

构建“养老服务参与意愿分析框架”,
 

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的影

响因素.
 

结果:
 

58.7%的被调查者愿意参与到养老服务中,
 

积分养老能激发农村公民个体的参与热情,
 

养老积分也

能有效提高老年群体的养老应对力.
 

预置因素中只有年龄显著影响着参与意愿,
 

年龄越小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越

高.
 

个人经济收入和家庭养老状况对养老服务参与意愿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结论:
 

需求因素中的养老服务需求度

和养老服务获得难易程度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农村社会力量不愿意参与养老服务的主观解释表明,
 

法律不

健全、
 

不信任和怕惹事等成为首要考虑因素.
 

该文还提出了构建积分养老服务模式并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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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By
 

random
 

sampling
 

and
 

convenient
 

sampling,
  

1
 

200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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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uangxi
 

were
 

selected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58.7%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willing
 

to
 

par-
ticipate

 

i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tegral
 

pension
 

can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in-
dividual

 

citizens,
  

and
 

it
 

can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lderly's
 

coping
 

ability.
 

Among
 

the
 

preset
 

factors,
  

only
 

age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younger
 

the
 

age,
  

the
 

higher
 

the
 

will-
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ension
 

servic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dividual
 

economic
 

in-
come

 

and
 

family
 

pension
 

status
 

on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ension
 

services.
 

The
 

degree
 

of
 

demand
 

for
 

pension
 

servic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pension
 

servic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
ness

 

of
 

participation.
 

The
 

subjective
 

explanation
 

of
 

social
 

forces'
 

un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hows
 

that
 

imperfect
 

laws,
  

mistrust
 

and
 

fear
 

of
 

causing
 

troubles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Conclusion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elderly
 

service
 

providers;
 

encour-
age

 

young
 

people
 

to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encourage
 

youth
 

voluntary
 

service
 

as-
sociation

 

to
 

participate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build
 

the
 

integ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and
 

improve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social
 

power;
 

pension
 

servic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旨在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

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
 

养老问题日益凸显.
 

老龄化问题是当前我国

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之一.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成为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议题.
 

2000-
2018年,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上升

至17.9%,
 

而且未来一段时间,
 

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
 

2020年11月1日全国第7次人口普查公布的

结果显示,
 

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
 

402万人,
 

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
 

064万

人,
 

占总人口的13.50%).
 

与2010年相比,
 

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上升5.44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老龄

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2050
 

年

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35%,
 

届时将成为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养老问题日益凸显为一个全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
 

农民老年人口数量庞大,
 

养老问题更为突出.
 

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和农民的自我养

老能力,
 

然而随着人口外流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居家养老

服务供需失衡,
 

前景不容乐观[2].
 

同时,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不足,
 

缺乏专业化的养老机

构和服务,
 

给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需要从资金和服务两个方面

满足老年人口持续增长的养老需求.
 

我国已经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不会因养老收支缺口引

发政府财务危机,
 

但仍面临着养老服务产品供给不足、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短缺等问题,
 

“服务”已经取代“资

金”成为我国养老问题的主要矛盾[3].
 

目前,
 

我国服务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
 

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差[4],
 

个

人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大家应对养老问题的信心,
 

致使社会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5].
 

充分发

挥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
 

改善农村经济结构,
 

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为

农村老年人养老提供更好的条件和保障,
 

对于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促进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
为了实现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本文尝试通过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农

村养老服务来探索研究这个问题.
 

养老服务和养老服务人员存在广泛的需求,
 

需要我们加强养老服务人员

的人才队伍建设,
 

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6].
 

如果社会力量能参与到农村养老服务中来,
 

将会极大地解决农

村养老服务的供给问题和人员问题.
 

本文拟解决社会力量养老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
 

目的

在于增加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85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1 研究现状

我国养老问题的全面研究真正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时期,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

日渐弱化,
 

于是有学者主张大力发展社会养老.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养老服务模式在实践的基础上已建立

起分类标准:
 

①
 

依据养老资源的提供者或养老支持力的来源分类,
 

有3种基本的养老模式,
 

即家庭养老、
 

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7].
 

②
 

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特征来分类,
 

有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8];
 

根据老年人

的居住地来分类,
 

有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9-10].
 

③
 

依据养老主体的不同分为传统养老和现代养老[11-12].
 

传

统养老的主体主要是子女等,
 

如家庭养老、
 

居家养老等模式;
 

而现代养老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社会,
 

如企

业、
 

单位、
 

组织、
 

机构、
 

社区等,
 

采用了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医养结合养老、
 

互助养老、
 

时间银行养老等模

式.
 

从传统养老向多元化养老的转变就是养老社会化的过程,
 

且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或全部的养老职能逐渐

从家庭向社会转移.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当前我国的养老是多种模式并存,
 

各种养老模式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存在不

同的问题.
 

传统的家庭养老由于少子化或子女流动等原因已越来越难以承担养老的重任;
 

居家养老和机

构养老较高的服务费用超出了大部分老年人的承受范围;
 

社区养老则因资金投入不足缺乏基础设备资

源、
 

工作管理人员和专业人才;
 

医养结合养老的重点在于关注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
 

倡导自愿的互助

养老在高龄、
 

失能等无互助能力的老年人面前,
 

依靠热情难以长时间持续下去;
 

而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则

因为操作复杂难以管理等原因没能推广应用[13-14].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
 

且每年还在快速增加,
 

养老

服务需求多元化,
 

但目前养老服务的供给不足,
 

造成养老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
 

需要建立多元化

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15-17].
 

然而,
 

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经济投入不足,
 

养老服务保障的发展速

度滞后于老龄化发展速度,
 

用于养老服务的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还较薄弱,
 

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完善,
 

养

老服务保障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建立,
 

需要构建包括养老资金保障制度化和养老服务保障社会化在内的

全方位老年照护体系[18-20].
鉴于此,

 

本研究立足于应对老龄服务人力资源短缺矛盾,
 

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途

径,
 

使老年群体和社会力量个体之间得以通过养老积分联结起来,
 

让老年群体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提到的社会力量指我国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公民,
 

所使用的分析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2019年10
月组织的问卷调查.

 

采用随机抽样与非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调查的对象为广西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公

民,
 

使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按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进行分层抽样,
 

分为南宁和

柳州、
 

钦州和贵港、
 

崇左和来宾,
 

然后分别以判断抽样的方式抽取200人.
 

本次调查一共收回问卷1
 

200
份,

 

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100%,
 

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分布

项目 类别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364 30.33

女 836 69.67

年龄 20岁及以下 305 25.42

21~30岁 431 35.88

31~40岁 188 15.70

41~50岁 201 16.78

51岁以上 75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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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项目 类别 频数/人 百分比/%

民族 汉族 900 75.00

少数民族 300 25.00

户籍 城市 478 39.87

农村 722 60.13

月收入 3
 

000元及以下 685 57.06

3
 

001~6
 

000元 284 23.66

6
 

001~9
 

000元 123 10.30

9
 

001元以上 108 8.98

婚姻 未婚 704 58.64

已婚 496 41.36

2.2 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安德森模型来分析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行为的影响因素.
 

安德森模型于1968年创建,
 

其结

构为“倾向特征”通过“使能资源”
 

“需求”影响“医疗服务利用”[21].
 

该模型在国内外学者们的不断探索研究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
 

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也被运用于养老服务的研究中[22-24].
 

本文借鉴20世纪

90年代修正的安德森模型,
 

并参考吕雪枫等[23]的分析框架,
 

结合农村公民参与养老意愿的特点进行改进,
 

构建了如图1的分析框架.

图1 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的分析框架

在这个分析框架下,
 

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因素;
 

养老体系包括养老组织机构、
 

养

老保险保障及养老政策等.
 

个人特征中预置因素包括性别、
 

年龄、
 

婚姻、
 

职业、
 

民族、
 

学历、
 

户籍等变

量;
 

能力因素包括个人能力方面的月收入、
 

助老次数、
 

养老应对力等变量,
 

家庭方面包括老年人数量、
 

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照顾老年人压力等变量;
 

需求因素包括个人对养老服务的认知和需求等,
 

认知有养老

政策满意度、
 

养老服务获得度和养老服务乐观度等变量,
 

需求有养老服务需求度和养老服务期待度等变

量.
 

参与意愿中的客观实践包括家庭养老过程中的养老困境和精神压力等;
 

主观意愿包括养老态度、
 

养

老需求倾向等.
2.3 变量选择

由于影响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个人特征因素,
 

那么其内在逻辑是预置因素

会影响需求能力,
 

需求能力又会影响服务需求判断,
 

3者共同影响养老服务的参与意愿.
 

而且,
 

外部

环境也通过个人特征因素间接影响养老服务的参与意愿[4].
 

本文所设置的分析变量主要反映个人特

征,
 

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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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的选择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养老服务参与意愿 您是否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愿意=1,
 

不愿意=0 0.660 0.473

预置因素 性别 男=1,
 

女=0 0.300 0.460

年龄
20岁及以下=1,

 

21~30岁=2,
 

31~40岁=3,
 

41~50岁=4,
 

51岁以上=5
0.750 0.433

婚姻 未婚=1,
 

已婚=0 0.400 0.490
职业 学生=1,

 

其他人员=0 1.950 0.463
民族 汉族=1,

 

其他民族=0 0.750 0.433
学历 高中及以下=1,

 

大学=2,
 

研究生以上=3 1.950 0.463
户籍 城市户口=1,

 

农村户口=0 0.400 0.490

能力因素 月收入
3

 

000元及以下=1,
 

3
 

001~6
 

000元=2,
 

6
 

001~9
 

000元=3,
 

9
 

001元以上=4
3.510 0.821

老年人数量
您家里60岁以 上 老 年 人 数 量:

 

0人=0,
 

1人=1,
 

2人=2,
 

3人=3,
 

4人及以上=4
1.880 1.244

助老次数
近2个月帮助老年人次数:

 

0次=1,
 

1~2次=2,
 

3~9次=3,
 

10
次及以上=4

2.240 0.951

养老应对力
您的经济收入能否应对养老问题:

 

完全不可以=1,
 

不太可以=
2,

 

一般=3,
 

比较可以=4,
 

完全可以=5
2.730 1.112

老年人生活质量 非常不好=1,
 

不太好=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3.510 0.821

照顾老年人压力 非常大=1,
 

比较大=2,
 

一般=3,
 

比较小=4,
 

没有压力=5 3.180 1.121

需求因素 养老政策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1,

 

不太满意=2,
 

一般=3,
 

比较满意=4,
 

非常满

意=5
3.033 0.841

养老服务需求度
您现在是否需要人帮助照顾老年人:

 

完全不需要=1,
 

不太需要

=2,
 

一般=3,
 

比较需要=4,
 

非常需要=5
3.050 1.202

养老前景乐观度
如何看待今后自己的养老前景:

 

非常不乐观=1,
 

不太乐观=2,
 

一般=3,
 

比较乐观=4,
 

非常乐观=5
3.610 1.061

养老服务获得度
您是否可以随时找到人帮助照顾老年人:

 

非常不便=1,
 

不太便

利=2,
 

一般=3,
 

比较便利=4,
 

非常便利=5
4.070 0.912

养老服务期待度
您是否希望可以随时找到人无偿提供养老服务:

 

非常不期待=1,
 

不太期待=2,
 

一般=3,
 

比较期待=4,
 

非常期待=5
3.170 0.986

2.4 分析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
 

即我国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社会公民是否愿意给老年人

提供养老服务,
 

答案设置愿意和不愿意,
 

这是一个二元变量,
 

所以适合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设

因变量为y,
 

取值1表示社会力量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取值0表示社会力量不愿意给老年人提供

养老服务.
 

影响y 的m 个自变量分别记为x1,
 

x2,
 

……,
 

xm.
 

假设社会力量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发

生的概率为P(yi=1)=pi,
 

则社会力量不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发生的概率为P(yi=0)=1-pi.
 

愿意和不愿意发生的概率之比pi/1-pi 被称为事件发生比率(odds),
 

odds进行对数转换就可以得到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P(y=j|xi)=
1

1+e
- α+∑

k

i=1
βixi  

(1)

16第7期  
 

 谭有模: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西的调查分析



式(1)中,
 

被解释变量为y,
 

取值为1表示社会力量愿意参与养老服务,
 

取值为0表示社会力量不愿意参与

养老服务,
 

xi 表示影响y 的第i个解释变量,
 

j表示多分类问题中的不同类别或水平,
 

e表示自然对数的底

数,
 

α表示常数项,
 

β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3 实证调查结果分析

3.1 年龄越小参与养老服务的热情越高

从表3的交叉列联分析可以看出,
 

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社会力量占58.7%,
 

不愿意给老年人

提供养老服务的社会力量占41.3%.
 

从不同年龄分组的情况来看,
 

年龄越小的人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

务的比例越高,
 

年龄越大的人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比例越低.
 

通过卡方检验值(p=0.005)可以看

出,
 

不同年龄层次之间的人群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存在明显差异.
表3 不同年龄段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分析 % 

参与养老服务意愿 是否愿意
年龄分组/岁

20及以下 21~30 31~40 41~50 51以上
合计

如果政府推行积分养 愿意 63.7 59.5 55.6 57.9 43.8 58.7

老,
 

您愿意给老年人提 不愿意 36.3 40.5 44.4 42.1 56.2 41.3

供养老服务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2 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

由于变量太多,
 

为了避免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种共线性,
 

从而更清楚地反映不同层次社会力量参与养

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文对3个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即个人因素的预置因素、
 

能力因素和需求因

素,
 

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β p
指数函数

Exp(β)
Hosmer&Lemeshow检验

卡方 自由度df p
预置因素 户籍(1) 0.077 0.869 1.080 5.748 7 0.569

婚姻(1) 0.247 0.323 1.280

民族(1) 0.071 0.616 1.074

性别(1) 0.013 0.923 0.987

学历 0.131 0.378 1.140

年龄 -0.020 0.011 0.980

职业(1) 0.119 0.060 1.126

能力因素 老年人生活质量 -0.276 0.428 0.759 9.825 8 0.278

老年人数量 -0.014 0.821 0.986

养老应对力 0.100 0.129 1.105

照顾老年人压力 0.071 0.284 1.074

助老次数 0.212 0.003 1.236

月收入 -0.106 0.142 0.900

需求因素 养老政策满意度 0.360 0.000 1.434 13.808 8 0.087

养老服务需求度 0.131 0.039 1.140

养老前景乐观度 0.303 0.000 1.354

养老服务获得度 -4.693 0.000 0.009

养老服务期待度 0.512 0.000 1.669

  注:
 

p<5%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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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因素的影响.
 

只有年龄这个变量是负向的,
 

回归系数为-0.020,
 

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
0.011),

 

说明年龄越大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越低,
 

而年龄越小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越高.
 

年龄降低1个单

位,
 

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增加0.98倍.
 

年龄越大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越低,
 

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年龄增长,
 

工作压力越大、
 

生活琐事越多和身体健康状况越差,
 

进而降低了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
 

其他变量包括性别、
 

户籍、
 

民族、
 

婚姻、
 

学历和职业等对参与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社会力量对于

养老服务的参与意愿在性别、
 

户籍、
 

民族、
 

婚姻、
 

学历、
 

职业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缺乏统计学意义.
能力因素的影响.

 

由表4可知,
 

老年人生活质量、
 

老年人数量和月收入这3个变量都是负向的,
 

但是没

有通过显著性的检验,
 

所以这3个变量之间的差异对于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
 

养老应对力和照顾老年人压力这两个变量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也就是说,
 

不管被调查者家里有没有

钱,
 

照顾老年人的压力大不大,
 

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行为.
 

只有助老次数这个变量

通过了检验(p=0.003),
 

说明平时越喜欢帮助老年人,
 

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就越高.
 

所以,
 

平时爱不爱帮

助人,
 

对参与意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需求因素的影响.

 

由表4可知,
 

在养老政策满意度(p=0.000)、
 

养老服务需求度(p=0.039)、
 

养老服务乐

观度(p=0.000)、
 

养老服务获得度(p=0.000)和养老服务期待度(p=0.000)中,
 

除了养老服务获得度是负向

的之外,
 

其余4个变量都是正向的,
 

而且都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
 

说明这几个变量对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

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公民对现行养老政策越满意,
 

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就越高,
 

满意度增加一个单位,
 

参

与意愿就增加1.434倍,
 

可见人们对养老政策满意与否对参与养老服务意愿影响明显.
 

对养老政策的满意度

越高,
 

对政府的认同就越高,
 

对养老的信心就越大.
 

养老服务获得度与参与养老服务意愿之间是负向的,
 

也就

是说在平时生活中越难找到人帮助照顾老年人,
 

那么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就越高,
 

这与养老服务需求量越大,
 

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也越强烈一致.
 

对自己养老前景越乐观的人更愿意参与养老服务,
 

同时对今后年老时能

够随时获得养老服务的期待也更高.
3.3 社会力量是否愿意参与养老服务的主观解释

3.3.1 积分养老可以激发公民个体参与养老服务的热情

积分养老服务模式的实现,
 

是由社会力量提供养老服务供给和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双方共同决定

的.
 

有需求才能引来供给,
 

有供给才能满足需求.
 

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除了与老年人的经济能力紧密

相关,
 

还有其他原因,
 

这是“需求侧”问题,
 

而社会力量能否提供足够多的养老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
 

这是“供给侧”问题.
 

为了从主观上解释社会力量是否愿意参与养老服务的原因,
 

本课题组在问卷中设

置了“您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吗?
 

1=愿意,
 

0=不愿意”这个问题,
 

如果选择“愿意”,
 

原因是什么?
 

如

果选择“不愿意”,
 

原因又是什么?
 

表5为具体的主观解释.
由表5可知,

 

选择愿意参与养老服务的原因,
 

被调查者中有15.9%的人次认为“传递正能量”,
 

13.95%
的人次认为“有完善的法律保护”,

 

13.88%的人次选择“有详细的养老服务细则”,
 

11.6%的人次选择“政府

号召”.
 

除了“传递正能量”的爱心外,
 

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完善的法律保护”,
 

确保自己在助人的同时能够保

证自身安全,
 

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其次是“有详细的养老服务细则”,
 

告诉提供养老服务的人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该做的事应该如何去做,
 

不该做的事如何避免.
 

此外,
 

“政府号召”也非常关键,
 

响应“政府号

召”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也能传递有政府支持的信心.
选择不愿意参与养老服务的原因,

 

被调查者中有17.9%的人次认为“法律不健全”,
 

17.0%的人次认为

“对陌生老年人不信任”,
 

16.4%的人次选择“怕惹事出力不讨好”.
 

这是排在前3位的原因,
 

基本上反映了

被调查者对于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时的不安全感,
 

担心出现问题又得不到法律保护,
 

从而对陌生老年人

不信任,
 

怕惹事上身.
 

联想到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好人难做”事件,
 

对于“做好事反被讹诈”的事情的确

让人心有余悸,
 

期待相应的法律文件能尽快完善,
 

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此外,
 

被调查者中还有

13.1%的人次认为“不方便”帮助老年人,
 

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社会缺乏助老风气”有9.9%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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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说明我们生活的社会需要进一步弘扬互帮互助精神.
 

排在不愿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最后两项的是选

择人次为6.1%的“没有报酬缺乏动力”和4.8%的“这不是我的义务”,
 

说明大多数人对于给老年人提供养

老服务不看重报酬,
 

如果法律健全,
 

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基于爱心、
 

基于责任给

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政府权威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形成并得到人民认同的威望和公信力,

 

在公民社会中具有较

强的指导意义.
 

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激励公民个体进入养老服务领域,
 

并建设养老服务平台,
 

激发公民个体

为老年人服务的热情,
 

增加养老服务的社会供给.
 

公民个体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
 

不乏拥有丰富生活经验

和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和专家,
 

推动公民个体参与养老服务,
 

既能给老年群体提供多层次、
 

多样化的养老

服务,
 

亦能缓解养老服务人员不足的问题.
表5 是否愿意参与养老服务的多重响应

因素

响应

样本数/

人次

占愿意参与养老服务累计人次

的百分比/%
愿意参与养老服务原因 传递正能量 741 15.9

有完善的法律保护 650 13.95

有详细的服务细则 647 13.88

政府号召 539 11.6

我喜欢助人为乐 455 9.8

不用担心产生纠纷 431 9.2

单位或社区要求 373 8.0

有报酬 363 7.8

受社会风气影响 332 7.1

其他 129 2.8

总计 4
 

660 100.0

因素

响应

样本数/

人次

占不愿参与养老服务累计人次

的百分比/%
不愿参与养老服务原因 法律不健全 584 17.9

对陌生老人不信任 556 17.0

怕惹事出力不讨好 536 16.4

不方便 429 13.1

社会缺乏助老风气 325 9.9

其他 268 8.2

身体不好自身难保 218 6.7

没有报酬缺乏动力 198 6.1

这不是我的义务 157 4.8

总计 3
 

271 100.0

3.3.2 养老积分可以有效提高老年群体的养老应对力

当前,
 

在照顾老年人方面存在的最大困难是“经济能力有限”(占35.05%)和“离父母太远,
 

无法照顾”

(占31.12%).
 

工薪阶层在外打拼,
 

能够和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的极少,
 

无法承担起养老责任,
 

经济上能够

支援父母的也数量有限(表6).
本文提出的养老积分是一种虚拟资本,

 

由政府赋予使用价值,
 

并由社会保障机构来管理.
 

在初始阶段

的一定期限内,
 

基础养老积分由政府定期定量无偿提供给所有年满60岁的老年人,
 

年龄越大获得的积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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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特殊养老积分则由特殊群体向积分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核准后按需提供.
 

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均可通过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有价值的养老服务来获取积分,
 

所获得的积分将保存在个人的社会保障卡里.
 

获得

养老积分的公民可以等值兑换他人提供的养老服务,
 

也可以转赠给他人或者购买养老保险.
 

积分养老服务

模式提供的是一种免费的养老服务,
 

不需要政府投入资金,
 

也不需要老年人花钱购买服务,
 

只需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进来,
 

通过养老积分这个虚拟资本作为中介,
 

就能实现免费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愿望.
 

此种

模式既解决了政府养老服务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
 

也解决了社会上养老服务供需不足的难题,
 

同时也弥补

了养老服务人才不足的空缺.
 

根据本课题组的调查数据,
 

73.8%的被调查对象希望政府能推行积分养老制

度.
 

如果政府推行积分养老制度,
 

愿意参与到积分养老服务中的比例达到66.3%.
 

如果老年人用积分请人

帮忙解决一些生活困难问题,
 

81.4%的被调查者认为愿意提供帮助.
 

养老积分不仅可以解决老年人的经济

困难,
 

也能解决无法找人帮忙的困境,
 

同时还能培养良好的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
老年群体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养老质量,

 

而老年人的经济来源相对较少,
 

社会保障较低,
 

对养老服务有

需求但无购买力.
 

通过推行养老积分这个虚拟资本,
 

免费向老年人发放养老积分,
 

可以增加老年群体手中

可支配的资源,
 

增强他们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
 

提高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
 

老年人将服务需求发布在专门

建立的互联网和手机APP养老服务平台上,
 

公民个体通过平台可以方便快捷地找到服务对象,
 

养老服务供

给与需求的快速匹配和实施将极大地促进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发展.
表6 在照顾老年人方面存在困难的多重响应

因素

响应

样本数/

人次

占照顾老年人方面

存在困难累计人次

的百分比/%

因素

响应

样本数/

人次

占照顾老年人方面

存在困难累计人次

的百分比/%
经济能力有限 428 35.05 找不到人帮忙 75 6.14

人手不够,
 

忙不过来 145 11.88 其他 193 15.81
 

离父母太远,
 

无法照顾 380 31.12
 

总计 1
 

221 100.00

4 研究结论及建议

积分养老模式的构建,
 

以养老积分这个虚拟资本为介体,
 

关键在于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
 

本

文基于课题组在广西农村开展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之所以选择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公民作为调查对

象,
 

主要考虑的因素在于农村的老年人收入无保障,
 

养老应对力差,
 

面临的困难更多,
 

借此研究再推及其

他老年人.
 

调查结果表明有58.7%的被调查者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有41.3%的被调查者不愿意给

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在预置因素中年龄因素对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即年龄越

小越愿意参与养老服务,
 

年龄越大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越小.
 

其他变量如性别、
 

民族、
 

学历、
 

职业、
 

户籍及

婚姻等对养老服务参与意愿没有显示出较大差异.
 

在能力因素中,
 

平时帮助老年人次数越多的被调查者参

与养老服务的意愿也更高.
 

家里老年人生活质量、
 

老年人数量、
 

照顾老年人压力、
 

月收入、
 

养老应对力等因

素不会影响被调查者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
 

因此,
 

个人经济状况和家庭养老状况的好坏并不影响养老服务

的参与意愿,
 

而助人为乐的品质却直接影响着参与意愿.
 

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公民助

人为乐,
 

传递正能量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
 

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
 

在需求因素中,
 

对当前养老政策的满意度、
 

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度、
 

对自己养老前景的乐观度、
 

对养老服务的获得度以及对养老服务的期待度5个方面的

因素都对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
 

对养老政策越满意,
 

参与意愿越高;
 

对养老服务需求

越多,
 

参与意愿越高;
 

对养老前景越乐观,
 

参与意愿越高;
 

获得别人提供养老服务的难度越大,
 

参与意愿越

高;
 

对随时可获得养老服务的期待越高,
 

参与意愿越高.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社会力量愿不愿意给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跟个人性别、
 

民族、
 

职业、
 

学历、
 

婚

否无关,
 

跟你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也无关,
 

跟个人的经济实力无关,
 

跟家庭的养老状况也无关,
 

但是跟年

龄有关,
 

跟爱心有关,
 

跟需求有关.
 

从影响的主观因素来看,
 

大家考虑更多的是能否有健全的法律保护、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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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详细的服务细则,
 

能否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没有后顾之忧.
 

因此,
 

不同因素对养老服务参与意愿产生

显著影响.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给养老服务提供者提供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因为养老服务提供者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
 

只有健全

的法律保护,
 

才能让提供养老服务者放心地为老年人服务.
2)

 

鼓励年轻人,
 

尤其是大学生和青年志愿服务协会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让年轻人成为提供养老

服务的主要力量,
 

由此产生一种示范作用,
 

培养敬老尊老爱老的社会风气,
 

从而带动其他群体进入养老

服务行业.
3)

 

构建积分养老服务模式,
 

使之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即在积分养老模式下,
 

积分是一种虚拟资本,
 

政

府不需要投入资金,
 

只需承认其使用价值,
 

让老年人利用养老积分向社会,
 

尤其是向年轻人购买养老服务,
 

而年轻人则可以在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之后获得养老积分,
 

在今后需要的时候再利用养老积分向社会购

买养老服务,
 

由此既可以解决当前养老服务供需不均衡的问题,
 

也可以弥补养老服务人员不足的空缺,
 

达

到完善现有养老服务体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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