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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中国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从业现状,为持续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职业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2023年8-9月,采
用方便取样法,使用自行设计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从业现状调查问卷对中国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进行调

查。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1
 

609份。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中女性占97.89%,本科学历者占80.24%,护理学专业背景者占

97.33%,兼职从业者占68.37%,医疗机构内执业者占92.42%,从事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1年以下占39.53%;94.10%的从业者

认为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重要且有意义,88.32%认为该职业符合社会发展需求,74.64%愿意从事该职业;87.32%有培训需求,
但仅有28.65%的从业者参加过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培训,86.95%的从业者希望以案例形式学习,仅有2.24%获得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评估过程中交流困难主要集中在与失智(80.61%)、失 聪(73.40%)和 失 语 老 人

(67.81%)的沟通,尽管93.04%的评估师能在60
 

min内完成一次评估,但每年服务对象不足20人的比例达66.31%。一半以上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有职业晋升、加薪和科研教学需求。结论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发展面临培训力度不足、认证体系不健全、服
务的规范化水平不够等问题,需加强护理主导的培训体系建设,国家应从政策和制度层面逐步完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职业发展

路径,推动职业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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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tatus
 

of
 

elderly
 

ability
 

assessors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this
 

profession.Methods
 

From
 

August
 

to
 

September
 

2023,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em-

ploy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a
 

self-designed
 

survey
 

instrument
 

targeting
 

elderly
 

ability
 

assessors
 

across
 

nine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Results
 

A
 

total
 

of
 

1,60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Among
 

the
 

elderly
 

ability
 

assessors,
 

97.89%
 

were
 

female,
 

80.24%
 

held
 

a
 

bachelor's
 

degree,
 

and
 

97.33%
 

had
 

a
 

background
 

in
 

nursing.
Part-time

 

assessors
 

accounted
 

for
 

68.37%,
 

while
 

92.42%
 

practiced
 

within
 

medical
 

institutions.Additionally,
 

39.53%
 

had
 

less
 

than
 

one
 

year
 

of
 

experience
 

in
 

geriatric
 

assessment.Notably,
 

94.10%
 

of
 

assessors
 

believed
 

that
 

conducting
 

geriatric
 

assessments
 

is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and
 

88.32%
 

felt
 

that
 

the
 

profession
 

meets
 

societal
 

development
 

needs.Furthermore,
 

74.64%
 

ex-

pressed
 

a
 

willingness
 

to
 

pursue
 

this
 

career.While
 

87.32%
 

of
 

assessors
 

expressed
 

training
 

needs,
 

only
 

28.65%
 

had
 

participated
 

in
 

formal
 

elderly
 

ability
 

assessment
 

training
 

programs.A
 

substantial
 

majority
 

(86.95%)
 

preferred
 

case-based
 

learning
 

approaches.
Merely

 

2.24%
 

possessed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or
 

Skill
 

Level
 

Certifications
 

in
 

elderly
 

ability
 

assessment.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were
 

predominantly
 

reported
 

by
 

varied
 

percentage
 

of
 

the
 

assessors
 

with
 

dementia
 

patients
 

(80.61%),

hearing-impaired
 

older
 

adults
 

(73.40%),
 

or
 

speech-impaired
 

older
 

adults
 

(67.81%).Despite
 

93.04%
 

of
 

assessors
 

completing
 

as-
sessments

 

within
 

60
 

minutes,
 

66.31%
 

served
 

fewer
 

than
 

20
 

clients
 

annually.Over
 

50%
 

of
 

the
 

assessors
 

demonstrated
 

need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opportunities,
 

salary
 

increment
 

expectations,
 

engagement
 

in
 

research/teaching
 

activities.Conclusion
 

Elderly
 

ability
 

assessors
 

in
 

mainland
 

China
 

are
 

relatively
 

confident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rofession,
 

but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to
 

support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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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即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自

理能力、基础运动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

能力测量与评估的人员[1]。这一职业在老年护理工

作中起到了连接需求与服务的桥梁作用,能够有效促

进老年人个性化护理计划的临床决策[2],根据评估结

果为老年人实施整合照护提供支持[3]。随着我国长

期护理险扩大试点范围,评估工作成为保障高龄失能

人员的重要环节[4]。近年来国家不断发布政策促进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职业化发展。2020年国家将老

年人能力评估师列为新职业[5],提出2022年底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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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建立跨部门互认的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

制度[6]。2023年印发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国家职

业标准(2023年版)》[1],进一步明确了其职业定义和

要求。然而,作为新兴职业,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在职

业认知、教育培训、服务开展和评价发展方面的现状

尚不清晰,对政策的实际反馈不足。因此,本研究从

这4个维度对中国9省市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进行

调研,了解其从业现状,以促进该职业进一步发展,为
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策略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于2023年8-9月通

过问卷星对我国北京市、山东省、山西省、浙江省、辽
宁省、河北省、江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进行线上调研。纳入标

准:①在医疗、养老、社会福利、第三方评估或长期照

护保险服务中心等机构从事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②
能够理解并填写调研问卷;③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

研究。排除标准:未直接从事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

人员(如行政人员、财务人员等)。问卷匿名填写,调
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在查阅文献基础上,参考国内专

科护士职业现状调查内容[7-8]自行设计调查表,邀请6
名老年医学、护理学、护理教育学及管理学等方面的

专家进行2轮专家函询、讨论和修订,最终形成包括5
个部分、51个条目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从业现状调

查表。①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一般人口学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联系方式、地区、专业背景、文化程度、工作

方式、工作机构类型和级别、工作年限等;②老年人能

力评估师的职业认知情况:职业意义和作用、社会需

求、从事意愿和原因、职业普及共6个条目;③老年人

能力评估师的教育培训情况:涵盖是否参加培训、是
否持有培训证书或资格证书、培训机构、培训需求、培
训内容、培训类型、培训方式、培训满意度、培训作用

共17个条目;④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服务开展和评

价发展情况:机构制度制定、服务对象、评估工具和方

法、交流困难类型、服务频次、服务时间、工作量和满

意度、职业发展需求、工作疑难与风险等条目。问卷

题目分为单选题和多选题,仅题目“评估工作中存在

的风险”设置为开放式问题。
1.2.2 资料收集及质量控制方法 在中华护理学会

产业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由本研究主要负责人向9
个省市自治区的学会负责人详细说明本研究目的、意
义、问卷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保密原则等,由学会负

责人对接机构负责人将问卷二维码发放至从业者填

写,设置每个IP地址仅可提交1次。通过设置必填

项、下拉菜单等保证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数

据收集结束后,通过问卷星后台下载原始数据,保证

数据真实性。由专人进行数据的整理、核查和分析,
在数据筛选、录入过程中,删除所有题目的回答为同

一选项,或选项存在明显规律性、信息填写不完整及

存在逻辑错误等的问卷。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1
 

617
份,剔除无效问卷8份,有效问卷1

 

609份,有效应答

率为99.51%。
1.2.3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导入Excel2010软件建

立原始数据库,导入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

比/率描述。

2 结果

2.1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一般人口学特征 老年人能

力评估师中,女1
 

575人(97.89%),男34人(2.11%);
年龄21~53(34.63±6.96)岁;高中及以下学历9人

(0.56%),专 科284人(17.65%),本 科1
 

291人

(80.24%),硕士及以上25人(1.55%)。其他资料见

表1。
表1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一般人口学特征(n=1

 

609)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专业背景 临床医学 28 1.74
护理学 1

 

566 97.33
保险学 2 0.12
社会学 2 0.12
心理学 1 0.06
其他专业 10 0.62

工作方式 全职 509 31.63
兼职 1

 

100 68.37
工作机构 养老机构 54 3.36
类型 医疗机构 1

 

487 92.42
社会福利机构 16 0.99
第三方评估机构 31 1.93
长期照护保险服务中心 12 0.75
其他 9 0.56

工作在养老 一级 16 29.63
机构的级别 二级 16 29.63
(n=54) 三级 13 24.07

四级 5 9.26
五级 4 7.41

工作在医疗 一级 75 5.04
机构的级别 二级 826 55.55
(n=1

 

487) 三级 586 39.41
从事老年医 <3 676 42.01
养相关工作 3~<6 210 13.05
年限(年) 6~<10 216 13.42

10~<15 285 17.71
≥15 222 13.80

从事老年人 <1 636 39.53
能力评估工 1~<4 371 23.06
作年限(年) 4~<6 165 10.25

≥6 437 27.16

2.2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职业认知情况 见表2。

·19·护理学杂志2025年4月第40卷第7期



表2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职业认知情况(n=1
 

609)

项目 分组 人数 百分比(%)

看待老年能力 非常重要 1
 

214 75.45
评估的意义 比较重要 300 18.65

一般 87 5.41
不太重要/完全不重要 8 0.50

社会对老年 非常需要 1
 

000 62.15
能力评估的 比较需要 421 26.17
需求 一般 173 10.75

不太需要 13 0.81
完全不需要 2 0.12

从事老年能力 非常愿意 722 44.87
评估工作意愿 比较愿意 479 29.77

一般 358 22.25
不太愿意 42 2.61
非常不愿意 8 0.50

不愿从事原因 工作不稳定 22 44.00
(n=50)* 证书难考 15 30.00

社会普及度低 32 64.00
薪资待遇不高 37 74.00
发展前景不大 26 52.00
其他原因 2 4.00

对职业推广 非常期待 864 53.70
普及的期待 比较期待 461 28.65

一般 277 17.22
不太期待/完全不期待 7 0.43

认为老年能力 改善功能健康 1
 

494 92.85
综合评估的作 制定收费标准 1

 

062 66.00
用* 制订个性化防治方案 1

 

231 76.51
降低医疗费用支出 1

 

068 66.38

  注:*为多选题。

2.3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教育培训情况 本次调查

中,持有《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国家职业技能证书》仅7
人,分别是持有三级(高级工)证书2人,二级(技师)
证书2人,一级(高级技师)证书3人。其他结果见表

3。
表3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教育培训情况(n=1

 

609)

项
 

目 人数 百分比(%)

参加过相关培训

 是 461 28.65
 否 1

 

148 71.35
参加的培训类型(n=461)

 线上培训 157 34.05
 线下培训 115 24.95
 混合培训 189 41.00
参加的培训内容(n=461)*
 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 391 84.82
 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412 89.37
 老年人护理和康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380 82.43
 跨学科合作和沟通技巧 263 57.05
 伦理和职业规范 245 53.15
 其他 3 0.65
培训满意度(n=461)
 非常满意 216 46.85
 比较满意 180 39.05
 一般 61 13.23
 不太满意 4 0.87

续表3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教育培训情况(n=1
 

609)

项
 

目 人数 百分比(%)

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是 36 2.24
 否 1

 

573 97.76
培训内容需求*

 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 1
 

439 89.43
 理论知识和专业术语 1

 

478 91.86
 工具和方法的选择与使用 1

 

437 89.31
 结果的分析和解读 1

 

283 79.74
 报告的编写和呈现 1

 

133 70.42
培训方式需求*

 自主学习 1
 

267 78.74
 互动学习 1

 

304 81.04
 案例学习 1

 

399 86.95
 模拟学习 1

 

240 77.07

  注:*为多选题。

2.4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服务开展和评价发展情况 
见表4。

表4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服务开展和评价

发展情况(n=1
 

609)

项
 

目 人数 百分比(%)

工作单位制定过工作制度/流程/政策

 是 778 48.35
 否 831 51.65
评估的服务对象*

 居家老年人 720 44.75
 机构老年人 942 58.55
 社区老年人 694 43.13
 以上2种或3种类型 855 53.14
使用的评估工具或方法*

 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化工具或方法 1
 

194 74.21
 机构自行开发或选择的非标准化工具或 1

 

131 70.29
 方法

 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工具或方法都使用 994 61.78
 其他 16 0.99
评估中的交流困难类型*

 与失明老人交流 955 59.35
 与失聪老人交流 1

 

181 73.40
 与失能老人交流 1

 

000 62.15
 与失智老人交流 1

 

297 80.61
 与失语老人交流 1

 

091 67.81
 其他交流困难 18 1.12
每名老年人的评估频率

 不定期,根据需要而定 1
 

283 79.74
 定期,每半年1次 199 12.37
 定期,每年1次 70 4.35
 定期,每两年1次 35 2.17
 其他 22 1.37
完成一次评估所需时间

 <30
 

min 725 45.06
 30~60

 

min 772 47.98
 61~90

 

min 65 4.04
 >90

 

min 47 2.92
过去1年工作量

 20人以下 1
 

067 66.31
 21~40人 211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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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服务开展和评价

发展情况(n=1
 

609)

项
 

目 人数 百分比(%)

 41~60人 117 7.27
 61~80人 105 6.53
 80人以上 109 6.77
工作满意度

 非常满意 461 28.65
 比较满意 527 32.75
 一般 581 36.11
 不太满意 31 1.93
 非常不满意 9 0.56
职业发展的需求类型*

 培训需求 1
 

405 87.32
 晋升需求 1

 

100 68.37
 加薪需求 1

 

200 74.58
 科研教学需求 926 57.55
 其他需求 8 0.50
评估工作的主要问题或困难*

 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1
 

276 79.30
 缺乏专业的培训和考核 1

 

247 77.50
 缺乏广泛的社会认知和尊重 1

 

118 69.48
 缺乏充分的政策支持和补贴 1

 

115 69.30
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风险#

 老年人跌倒 1
 

026 63.77
 老年人坠床 74 4.60
 老年人暴露隐私 209 12.99
 老年人压力性损伤 68 4.23

  注:*为多选题,#为开放式问题。

3 讨论

3.1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现状与发展特征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评估师的性别不均衡,女性占97.89%,
学历水平整体较高,97.33%为护理学专业背景,与
2020年思德库养老信息化研究院发布的《老年人能

力评估“职业化”发展白皮书》[9]中护理学专业为主一

致。赵星宇[10]研究指出社会工作者在行业队伍中占

比不高,护理学背景为评估师提供了处理老年人复杂

需求的知识与技能支持,在老年护理服务中具有优

势;从工作方式看,多数从业者为兼职、从事老年医养

相关工作不足3年、从事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不足1
年,反映出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路径尚未稳定,职
业发展仍在早期阶段。从工作机构分布看,评估师主

要集中在医疗机构,养老、社会福利等机构的分布比

例较低,蒋楠等[11]认为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易发生

自我忽视,医护人员应关注重度失能、健康状况差、社
会支持低的高龄老年人,因此需加强养老、社会福利

等机构在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中的作用;从工作年限

看,大多数评估师的工作年限较短,经验有限。而部

分从事6年以上者多由家庭医生团队[12]、社会工作

者[13]或养老护理员[14]等转岗而来;从医疗机构级别

来看,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主要承担了老年人能力评

估任务,在老年人能力评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
一级医院参与较少,可能因其医疗资源有限。建议加

强对一级医院的资源投入和人员培训,建立二、三级

医院与一级医院的协作机制,通过远程指导或派驻专

业评估师提升一级医院评估能力[15],更好地服务基

层老年人。
3.2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职业认知情况积极,对职

业发展有信心 本调查结果显示,94.10%从业者认

为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重要且有意义,能够改善老年

功能健康(92.85%),高于陈凯悦等[16]的调查结果,
表明大多数从业者对职业认知较为积极,具有较强的

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74.64%从业者表示愿意从事

该职业,认为该职业符合社会需求并对职业未来发展

持乐观态度,表明老年人能力评估在当前社会背景下

的必要性得到从业者的普遍认可并期望进一步推广

普及。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对职业发展有信心,这种职

业认知与老年人对护理服务的需求相匹配,为推动其

在老年护理体系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建议进

一步巩固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在老年护理服务中的地

位,重视老年人能力评估在临床决策中的作用[17],满
足不断增长的老年护理需求,提升老年人健康福祉。
3.3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教育培训力度有待进一步加

强 2021年国家印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新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18],要求组织开展老

年人能力评估师培训。然而,本次调查显示,71.35%
的从业者未接受系统培训,职业化和规范化严重不足,
可能与各机构对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资质要求不统一相

关[19];培训后取得正式资格认证的人数极少,与杜佳敏

等[20]的调查结果一致,仅有7人持有《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国家职业技能证书》,进一步表明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的执行力度和普及程度严重不足,导致专业水平参差

不齐,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和一致性受到影响[21],与健康

公平理念相悖;从业者普遍认为自身知识和技能不足,
而现有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实际需求。研究表明,养老

机构从业人员接受高级实践护士(APN)的培训后,能
有效改善护理结局,提高护理质量,突显了护理专业在

老年人能力评估中的核心作用[22]。因此,建议由护理

学会牵头设计和实施更为全面和实用的培训体系[23],
包括跨学科团队合作培训、案例和模拟教学以及线上

线下结合的混合培训模式。同时推动职业资格认证标

准化,提升证书的权威性和认可度,将职业资格证书与

薪资待遇、职业晋升挂钩,增强从业者动力,提升其专

业能力与职业发展空间。
3.4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开展服务的规范化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升 本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

服务对象多样,但以机构老年人(58.55%)为主,社区

和居家的覆盖率较低,服务网络尚未全面覆盖,建议

推动社区与养老机构协作,形成机构、社区和居家服

务的无缝连接,优化资源分配,确保服务对象的多样

性与公平性;不同能力等级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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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差异性[24],评估师需要具备适应不同环境和对象

的能力。在实际操作中,评估师会使用标准化和非标

准化工具。甄炳亮等[25]调查发现,评估工具包括老

年人能力评估系统、政府部门微信公众号、机构自开

发小程序等。服务对象和评估工具的多样化反映出

评估工具选择的复杂性,需要加强对评估师在工具选

择和应用方面的培训。建议继续完善或研发信效度

高、适用性强的统一评估工具,有利于建立跨部门互

认的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实现长期护理保险评

估的公平性[26],促进护理服务同质化,推动健康公

平。同时,针对评估过程中与失智(80.61%)、失聪

(73.40%)和失语(67.81%)老人的沟通障碍,应强化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沟通技能的培训。评估评率基本

符合《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要求[27],尽管93.04%的

评估师可在60
 

min内完成,但每年服务对象不足20
人的评估师达66.31%,职业需求尚未充分挖掘,可
能与社会认知不足或服务覆盖有限有关,需通过宣传

教育或优化服务网络等措施加以改善。除此之外,评
估过程中存在风险,主要是老年人跌倒、隐私暴露、坠
床和压力性损伤,这提示管理者应积极完善安全评估

流程、强化专业培训、制定政策与法律保障等多方面

措施全面提升工作安全性。
3.5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发展的制度建设和政策

保障有待进一步强化 本调查结果显示,79.30%的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认为职业发展缺乏统一的标准和

规范,51.65%(831/1
 

609)机构未因地制宜制定工作

制度、流程或政策,导致评估工作的质量和一致性受

到影响;一半以上从业者认为缺乏广泛的社会认知和

尊重、充分的政策支持和补贴以及有效的监督和评

价,限制了职业的持续发展。建议通过加强社会宣

传、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持和补贴,以及构建完善的监

督和评价体系,提升职业规范化水平,增强职业吸引

力,推动这一职业更好地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此

外,87.32%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对提升自身专业水平

有很强烈的培训需求,与唐金容[27]调查结果一致,进
一步突显当前培训资源和机会不足的问题;超过半数

的从业者有晋升、科研教学及加薪需求,希望在职业

上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反映出该职业存在较大的职

业发展潜力,但目前缺乏相应的路径和机会。因此,
国家及相关机构亟需强化制度建设和政策支持,同时

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为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职业发展

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3.6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采用便利取样法,仅覆盖

9个省市,可能存在选择偏倚,无法完全代表全国情

况。未来可通过随机抽样扩大覆盖范围,比较不同地

区职业发展的差异,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同质化

培养,以期更好地促进老年人整合照护和健康公平。
此外,样本以护理背景为主,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其他

学科背景从业者的现状和需求,建议未来增加多学科

背景从业者的参与,以更全面展现职业的多样性。

4 结论
本研究调查我国9个省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

从业现状,发现该职业在职业认知方面表现出较高潜

力,但发展中仍面临培训体系不完善、资格认证不足、
服务覆盖不均等多重挑战。以护理学为主的从业者

展现了专业优势,但职业路径尚未稳定。未来应通过

加强政策支持、优化培训和认证体系,建立人才培养

制度、推动多学科协作以及完善评估标准,逐步实现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规范化和职业化发展,为我国老

龄化社会的健康公平和整合照护提供有力支撑。
衷心感谢中华护理学会产业工作委员会以及各单位老年

人能力评估师对本次调研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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