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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福利视角下的养老模式
——

城市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 比较分析

起一红

【提 要 】 中 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 最多 的 国 家 ,
如何对养老模式进行深入研究 ,

目 前 已

经成为研究民生 问题的重点 。 在以政策 、 制度 、 意识形 态概念作为养老模式的解释框架下 ,

试图 为养老模式提供
一

个行动与 结构的研究视角 。 其 中制度结构影响养老模式的 形成 , 政

府政策影响养老模式的结构 , 意识形 态福利视 角 影响养老模式的性质 。
故意识形 态福利视

角 下养老模式应该表现出 怎样的 结构 、 达到一种什 么样的 目 标
,
便成为养老模式建构 的基

础 。 西方国 家关于养老模式的研究 已非 常 多 见 ,
而 中 国 目 前 面 临的是一方 面 老龄人 口逐年

增多 , 另
一方面传统养老模式面 临挑战 , 因此在借鉴西方 国 家养老模式的 同 时如何积极探

索适合中 国社会发展的养老模式便显得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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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以往对于养老模式 的研究大多侧重从而处于不同阶层和水平的养老模式表现 出不

于养老的服务方式等问题 , 而意识形态福利同特点 。

视角 下的养老模式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经济＿＋、

结构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形成 的制
―

、

度结构 , 不单纯是养老方式与服务供给问题 。

本文这－视角删扭转将养老模式仅仅看作是Ｌ 英国意识形态与＾老模式 。 英国属于 自

＝＝＝＝＝＝＝ 驗义測国家 , 伴随着凯恩斯主娜
深层次理论思考和制度建构 。 其中涉及二个主也地

要概念 ： 意识形态福應角 、 制度结构 、 养老
在一次大战之后 。 英 国既不属于瑞典式的社会

本文提出养老模式中的制度 、 政策 、 意识
㈢主主义

Ｊ
识形态

,

不属于
Ｊ
国 的唯

Ｊ
志主义

形态等要素对于养老模式的雜 、 结构 、 性质

等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 主要从资源配置 、 政策
2 0

ｔｆｔ＾ 7 ｏ

影响及社会地位获得 的不平等方面表现出来 ,

定程度上使英国脱离欧洲模式 。 社区照顾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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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福利国家陷 入困境之后提出 的一种福利政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 二战之后 ,

策 ,
也可被看作是

一

种社会福利 的实践模式 。 瑞典成功实现了稳健的经济增长 , 是世界最高
“

1 9 6 3 年英国卫生部颁布了被称作是
‘

社区照顾生活水平的 国家之一 , 同时也是相对比较平等

的蓝皮书
’

的 《健康及福利 ： 社 区照顾的发展的福利国家之
一

。 但瑞典福利国家模式实质上

计划 》 , 标 志着英 国社会福利 政策 的 重 大转是通过牺牲个人 、 家庭 、 企业的 自 由 为代价创

变 。

” ①
1 9 9 0 年英国颁布 《国家健康服务与社区造了

一

种新型的权威主义 。

③ 根据瑞典国家福利

照顾法令 》 将养老问题纳人社区 , 尝试减轻地制度现状 , 瑞典养老模式有三种形式 ： 居家养

方政府的负担 , 试图鼓励更多非正规服务和私老 、 老人公寓 、 养老院 。 从瑞典全国推行的养

有化服务的发展 , 开始对老年人采取社区照顾老政策来看 ,
养老院模式主要针对失去生活 自

模式 。 其主要内容包括 ： 生活照料 、 建立养老理能力 的孤寡老人和患有严重疾病 的老人提供

服务支持网络 、 医疗康复 、 人文关怀。 这种模服务 。 老人公寓模式是上世纪 7 0 年代瑞典兴起

式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院舍养老相 比具有很大的一种养老方式 , 主要 由地方政府负责建造老

的优越性 , 注重对老年人心理和情感上的人文人公寓楼 , 称为
“

服务楼
”

, 住房全部按照老人

关怀 , 更符合人道原则 。特点设计 以方便老人居住 。 居家养老模式是 目

2 ． 美国意识形态与养老模式 。 美国作为福前瑞典政府大力推行的一种养老方式 , 为居家

利国家其形式在诸多方面都 比较独特 , 与欧洲老人提供多种养老服务 , 是一种 比较人性化和

福利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 美 国现代福利国家的个性化的养老模式 。

发展首先基于 2 0 世纪 3 0 年代的
“

罗斯福新政
”

, (
二

) 中国的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

其次是 2 0 世纪 6 0 年代
＂

伟大社会
”

改革时期社 1 ． 机构养老 。 是指 由专门的养老机构 ( 包

会计划的迅速扩张 。 美 国福利 国家最大特点在括福利院 、 养老院 、 托老所、 老年公寓 、 临终

于其政策和实践存在地区 的多样性 , 随之带来关怀医院等等 ) 将老人集 中起来进行全方位的

缺乏稳定的 国 民社会政策 的
一致性 。 这些特点照顾 。 以北京为例 , 北京 目前共有养老机构 3 4 0

主要来 自 于美国的政府机构 、 阶层结构和公司家左右 , 其 中民办养老机构约有 1 0 0 家 。 这些

资本的独特性 。
② 根据这种福利意识形态 , 美国养老机构可以分为三类 ： 国家创办的养老机构 ,

的养老模式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

一

种是产乡镇 、 社区 、 村 、 街道办的集体所有养老机构 ,

业类型的居家养老 , 这在美国是
一

种最普遍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所创办 的 民办养老机构等 。

方式 。 老人住在家里享受社区服务 , 此服务花在这些机构中 , 进入公立养老院 的难度人所共

费昂贵 , 美国把社区养老作为产业来发展 。 老知 。 北京市第一 、 第 四 、 第五福利院的入住率

人们可以在社区 内 购房定居也可以租房居住 ,
常年为 1 0 0 ％ , 目 前有几千人在排队等候人住 ,

房屋有高中低档次区别 , 能满足不同年龄 、 不城八区的公立养老 院人住率也都在 9 8 ％左右 。

同层次老人的需求 。 二是
“

以房养老
”

模式 。 而民办养老院的床位已有近 1 2 0 0 0 张 , 但平均

由于美国的房屋出租业 比较发达 , 美国人支 出人住率只有 2 ／ 3
。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更

的房租占个人支出 的相当 比例 , 同时美国政府

和一些金融机构还向老年人推出
“

以房养老
”

、① 房列曙等 ： 《社区工作 》 ,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

倒按揭
”

贷款模式 ,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以房第 1 1 3 页 。

类本掛士② ［美］ 诺尔曼
？ 金斯伯格 ： 《翻分化

一比较社会政策批

判导论 》 , 姚俊等译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 0 1 0 年版 , 第 1 0 7？

3 ． 瑞典意识形态与养老模式。 瑞典属 于社⑽Ｉ

為运 ｔｉｒ 士 1ｙ想刹鬧安
1

 1 1  9 0Ｊｇ ｊｉＡｒｂ③ 诺尔曼 ？ 金斯伯格 ： 《福利分化比较社会政策批
其 民主主乂福糊家 , 从 2 0 世纪 3 0 年代开始由判导论 》 , 雌等译 , 浙江大学 出祖讓 年版 , 第 3卜

社会民主党主导 的政策形成过程主要受到 民粹 3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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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红 ： 意识形态福利视角下的养老模式——城市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比较分析

多老人趋向于公立养老 院 , 是出 于对
“

国字头
”

需求分类梳理公布于 网上 , 使服务者 了解老年

的传统信任感 , 各方面条件优越的养老机构 , 人的需求 , 建立养老服务 的类别信息 , 建立基

人住率较高 。

？ 以北京银龄呵护中 心为例 。 位于础信息库 。 第三 ,
以 楼门 为 点 ,

送服 务 到家 。

西城区北草厂的银龄呵护 中心是北京市第
一

家第 四 , 把服务企业 引 进社区 , 直接满足老年人

无障碍老年公寓 , 是
一家五星级标准的养老机的个性化需求 。 第五 , 建立爱心志愿者服务 队 。

构 。 居住在这里的老人行动主要靠轮椅 , 银龄如图所示 ：

中心把无障碍设施细化到 了每
一

个角落 , 深人

到老人们 日 常生活 的每
一个环节 ： 这里 的地面ｒ＾

—＂

具备防滑功 能 , 所有 的墙壁都有两种高度 的扶站
｜Ｉ

手 , 电梯有盲文和语音提示 。 老人居住 的每个
？＾？

^

房间都有数个呼救器 , 呼救器直通 护理站 , 及＿ｓ无围墙＿心ｉＩ

时为老人提供各种服务 。 呵护 中心还委托附近会＿触
ＩＩ

的复兴医院对老年住养服务 、 曰 托服务 、 康复社：社区志ａ 2 Ｉ

健身服务等进行全面管理以及建立健康档案 ,站月坛観賴队Ａ 务
丨

保证老人享有 医疗服务的快速通道 。 银龄呵护

中心的服务模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 已 在更

大的細内推广开来 。
二、

2 ． 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分为居家养老 和 日

＿料 。 居家养老＿？法是 ： 在城市各＋ (

－

) 政府政策特点及行动与结构
社区建立养老护理服务 中心 , 老人仍然居住＃細 自 2 0 0 0 年开始陆续出 台 了养老服务的

相关政策 , 各年 出 台 的养老服务政策均有不同
＠等社会？务 ’ 并 巾心＿ 纟5 ＆ 1

) ｜

｜＿■重 , 而对这些政策的梳理可 以 大致勾勒 出 中

养老护理员按约定定时到老人家 中为老人提供
目养老服务事业的发麵程 。 2 0 0 0 年 2 月 国 务

Ｍ、 清扫 、 ＿自等家务服＿陪护老人 、

院办公厅转发了 民政部等 1 1 个部委制定的 《关
倾听老人—＿ 1＊＿ 。 ｔ

于加快实现社会福概会化的意见 》
, 标志着中

刊Ｉ构养老更为适合我国 老年人的生活 习惯 ｆｐ賺会福利社会化思想系统的形成 。 《意见 》 关
心理特征 , 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 有助

于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 中提到
“

到 2 0 0 5 年 , 在
于他们安度晚年 , 也

＾
为符合 巾 Ｓ实际 和

,
众
細鉢舰 以醜兴办的社会翻机构为示

老年人的需求 。 以 北京汽南社区为例 , 北京？范 、 其它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福利机构 为骨
城区汽南社区积极建立

“

无围墙敬老院
”

, 打造
干 、 社区棚服务为依托 、 居家鮮为基础 的

居家养老模式 。 面对社 区中 庞大 的 老年群体 , ‘

社会福利服务 网络
,

。

”
 2 0 0 5 年 3 月

, 民政部

打破了传统养老院模式 , 不设固 定场所和床位
《关于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 的通知 》 中

收养老人 。 基本做法 ： 第
－

, 整合社区为老服
提 出

＂

建立 以 国家 、 集体投入为主导 , 以社会

务资源 。 将本社区居委会 、 社区服务站 、 卫Ｓ力量投人为新 的转折点 , 以 居家养老 为基础 ,

服务站 、 可 心家政服务站 、 同 心物业服务站 、 以社区老年福利服务为依托 , 以 老年福利服务
月坛街道敬老院 、 法律服务站等 1 0 个分散条块 机构为骨干 的老年福利服务体系 , 为老年人提

分割的涉老服务单位组织起来 , 成立了
“

汽南

社区居家养老枢纽服务站
”

。 第一 , 建立社区居
①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公室编 ： 《全国老龄服务 基本情况汇编 》

,

家养老服务 网站 。 将老年人 的基本情况和服务中国社会出版社 2 0 1 0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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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生活照料服务。

”

同年 1 1 月 颁布 了 针对养老目前中 国养老服务 目标是建成
“

以居家为基础 、

机构社会化发展的文件
——

《关于支持社会力社区 为依托 、 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Ｌ 2 0 0 6 年 2 月 , 国系
”

。 根据这个总体 目标 , 各级政府制定的相关

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和发展改革政策体现出如下特点 。

委 、 民政部等部门 颁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第一 , 关于政策倡导中 的行动与结构 。 目

服务业意见》 , 这是有关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第一 前我国养老政策充分体现出政策结构与功能关

个专项通知 , 明确 了独立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构联性的特点 。 通过我 国各级政府制定的相关政

想 。 《意见 》 进一步明确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和策可以看 出 , 目前在养老模式方面政府财政积

机构养老在养老服务事业中 的定位 ：

“

发展养老极提供资金保障 , 支持社会投资 。 各级政府通

服务业要按照政策引 导、 政府扶持 、 社会兴办 、 过直接补助或贴息的方式帮助贫困老人享受养

市场推动的原则 , 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老服务 。 同时采取公建民营 、 委托管理 、 购买

为基础 、 社区服务为依托 、 机构养老为补充 的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兴办或运营非赢

服务体系 。

”
 2 0 0 8 年 1 月全国老龄委办公室 、 发利养老机构 , 为形成 中 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奠定

展改革委 、 民政部等十个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了基础 。

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 》 , 进
一步第二 , 关于制度建设中 的行动与结构 。 以

明确了居家养老在整个养老服务事业 中 的重要我 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养老制度体系为例 ,

“

以居

位置 。 《意见 》 倡导以社区为平台的居家养老服家养老为基础 、 社区养老为依托 、 机构养老为

务模式
——

“

力争
‘

十
一

五
,

期间 , 全国城市支撑
”

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的建立 , 正是意识

社区基本建立起多种形式 、 广泛覆盖的居家养形态领域中 的制度化模式的代表 。 正如吉登斯

老服务网络 , 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不断充的观点 ,

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模式代表了行动者

实 , 服务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 。 农村社区依托对概括化抽象原则的创造和使用 。

？ 我国 《社会

乡镇敬老 院 、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现有设施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2 0 1 1
？

2 0 1 5 ) 》 对我国

源 , 力争 8 0 ％左右的乡镇拥有一处集院舍住养三种养老的制度体系分别做了定位 ：

“

居家养老

和社区照料 、 居家养老等多种服务功能于
一

体服务涵盖生活照料 、 家政服务 、 康复护理、 医

的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
1 ／ 3 左右的村委会疗保健、 精神慰藉等 , 以上 门服务为主要形

和 自然村拥有一所老年人文化活动和服务的站式 。

”“

社区养老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

点 。

”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 , 根据 《 中华人民撑 , 具有社区 日 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两类功

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能 , 为家庭 日 间暂时无人或者无力 照护的社区

纲要 》 和 《 中 国 老龄事业 发展
“

十二 五
”

规老年人提供服务 。

”“

机构养老服务以设施建设

划 》 ,
2 0 1 1 年年末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社会养为重点 ,

通过设施建设 , 实现其基本养老服务

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2 0 1 1
？

2 0 1 5 ) 》 。 《规划 》功能广 这种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导向 , 以长期照

从现状 、 定位、 基本原则 、 目 标 、 相关保障五料、 护理康复型社 区 日 间照料为重点 ,
以不同

个方面规划 了养老服务体系 , 确立了新的五年类型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制度体系 , 保证了

计划 目标——
“

基本建立与人 口老龄化进程相对不同类型 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体现了政府

适应 、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 , 以居家为对于我国养老制度的行动与建构 。

基础 、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 ,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 , 共享经济社会发①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公室编 ： 《 全国养老服务政策文件汇编

？① 2 0 0 8
￣

2 0 1 0 年 》 , 中国社会出版社 2 0 1 0 年版 。

② ［美］ 乔纳森 ？
Ｈ特纳 ：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 , 邱泽奇译 ,

从上述国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梳理可以看出 ,华夏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4 5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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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红 ： 意识形态福利视角下的养老模式
——城市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 比较分析



( 二 ) 意识形态福利视角下机构养老特点是老人和残疾人 、 儿童 、 精神病患者等 ； 福利

国家意识形态影响
一

国的养老模式的形成 , 供给主体是管理人员 、 专业工作人员 和照顾人

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影响老年人 口 阶层 , 处于员
；
社区照顾的福利供给 目标是维持有需要的

不同阶层需要与水平的养老模式不同 。 社会 阶人士在社区或者 自然生活环境内独立生活 。
？ 社

层由社会制度形成 , 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不同的区照顾的福利供给模式有 ： 社 区活动 中 心 、 老

社会阶层 。 同
一个特质在不同的社会有不 同 的人公寓 、 家庭照顾、 居家服务 、 暂托处 、 老人

阶层位置 , 社会阶层制度依据社会历史与文化院等等 。 这些社区服务性设施主要是由英国政

背景的不同其特性也不同 ,
而阶层制度对社会府举办或 由政府资助的 ,

提供的服务是免费或

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影响 。 因此对于老年人来低收费 。

② 从上述社区照顾福利供给的对象 、 供

说 , 尽管年龄是一个生理特征 , 但是不 同阶层给主体 、 供给模式来看 , 此福利视角注重的是

的老年人的地位却有高低不同之分 , 因此所选福利提供的具体方式和手段 , 即是一种具体的

择的养老方式有很大差别 。 机构养老
一

直被认 福利供给服务的模式 。

③ 而我国 目前也在大力发

为是现代化 的社会养老模式 , 养老机构有专职 展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 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断

养护人员和配套的养老管理 , 专业水平比较高 。
加大 。 针对我 国人 口 日益老龄化的趋势不断调

一方面因为需求人数多不好人住 , 另一方面收整养老的政策结构 , 使得众多老年人在 自 己熟

取费用 比较高 , 这两个因素使得各方面条件比 悉的环境中能够颐养天年 。

较好的养老机构很难入住 。 因此高水平的养老综上所述 , 首先 , 国家结构与政策影响
一

机构只能使得一部分老年人享受服务 , 大多数 国养老模式的性质和形式 。 如前所讲 , 如果从

老年人无法选择机构养老形式 。 根据中 国 国情 ,

行动与结构视角来看 , 具体的机构和人为推动

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 , 养老院 、 老年公寓不可 形成了社会政策 , 而社会政策对于政治共识 、

能成为中国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选择 。 主要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 政策结

有以 下方面的原因 ： 第一 , 造成资源的浪费 。

构直接影响养老模式的结构 , 社会政策有可能

老人原来都有 自 己 的住所和完善的生活设施 ,

导致养老的不平等倾向 , 也可能形成养老的不

老人进到养老院以后 , 使得原来养老生活设施 同权利 。 突出 表现在使
一部分老年阶层享受高

闲置 , 养机构却要重新 占用土地资源 和水 电资 水平的养老服务 ,
而使另外一部分老年阶层只

源造成浪费 。 第二 , 养老院 的收费相对来说比 能维持基本的养老生存 , 从而决定老年人在社

较高 , 并非多数家庭能够承受 , 老年人群体因 会结构中处于不同 的位置与不同 的养老模式结

为社会阶层与经济地位不同 , 相当－部分老Ｓ构之中 。 其次 , 关于不同阶层需求和水平的老

人无法承受高消 费的养老方式 。 同时 , 越来越
￥入 1＾＾＿＿ ：^ 。 ？巾 ＿

庞大的老年人 口藤錢养雜难以容細 。

■

因此 , 机构养老方式在 中 国 只能适用于
－部分 构养老模式中 ’ 专Ｍ养■有专■护人员

和配套的养老管理体系 , 专业水平比较高 。 无

(
三

)
意识形态福利视角下社区养老特点论从软件和硬件上都由 国家或者所有者进行了

意识形态福利视角下的社区养老模式更多


地是从国家制度与结构层面设计 , 从减轻地方
①

社 1 9 9 6 年版 , 第 4 8 页 。

政府福利供给负担或转变政府职能 、 发展社会 ② 方奕霖 、 阮曾媛琪 ： 《社区照 )ｓ的概念及对香港的启示

组织提供正规化服务的角 度出发 , 使更多 的老转引 自夏学蛮 ： 《社区 照顾的理论 、 政策 与实践 》 ,
北京大

年群体得到服务与照顾 。 英国的社区照顾模式
③ 观＝ 角^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路径选

便是一个典型。 英国社区照顾的福利供给对象择》
,

《社会科学》 2 0 1 3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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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2 0 1 5 年第 3 期

严格配备 。 同时养老院的收费相对来说比较高 , 此说意识形态视角对于养老模式的形式 、 结构 、

并非多数家庭能够承受 , 只有处于相对较高阶性质等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 不失为
一种 良好的

层的老人可 以享受机构养老模式 。 社区养老模研究视角 。

式相对社会成本低 , 不需要太大的基建投资 ,

养老护理服务 中心提供的服务价格比较低廉 ,本文作 者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社会

可以为大多数老年人所接受 。 这反映出 不 同阶工作硕士教育 中 心主任 、 教授、 博士 生

层的老年人选择不同的养老模式 , 养老模式取导师

决于
一

国的制度结构包括政策与意识形态 。 因责任编辑 ： 马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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