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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蒙古族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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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蒙古族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及具体需求。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呼和浩特市蒙古族老年人

232名,对养老模式选择需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情况及目前对社区养老服务满意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蒙古族老年人选择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最多,占89.7%,其次为选择养老院(7.8%)。蒙古族老年人在社区居家养老的需求中,生活照顾类需求

较多的是开设“老年餐桌”(38.5%);医疗保健类对水平较高的社区蒙医医院需求最大(占29.3%);精神文化类对增设棋牌社需

求量最大(占25.0%)。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受文化程度、月收入、身体健康状况、有无配偶、有无子女以及居住方式的影

响(P<0.05,P<0.01)。结论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老年人青睐社区居家养老,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较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
应以蒙古族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情况为导向,提供有针对性、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群体的个体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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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pecific
 

needs
 

of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services
 

among
 

Mongolian
 

elderly
 

people
 

in
 

Hohhot.
 

Methods
 

A
 

total
 

of
 

232
 

Mongolian
 

elderly
 

people
 

in
 

Hohhot
 

were
 

recruited
 

to
 

joi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garding
 

their
 

preference
 

for
 

senior
 

care
 

models,
 

needs
 

for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servic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community
 

senior
 

care
 

service.
 

Results
 

Apropos
 

the
 

modes
 

of
 

senior
 

care,
 

89.7%
 

of
   

the
 

Mongolian
 

elderly
 

preferred
 

community-
based

 

home
 

care,
 

while
 

7.8%
 

preferred
 

institutional
 

care.
 

Among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service
 

items,
 

the
 

need
 

for
 

food
 

ca-
tering

 

services
 

ad
 

hoc
 

for
 

the
 

elderly
 

topped
 

the
 

life
 

assistance
 

category(38.5%);
 

the
 

need
 

for
 

community-based
 

Magnolia
 

medical
 

clinics
  

topped
 

the
 

health
 

care
 

category(29.3%);
 

the
 

need
 

for
 

chess
 

room
 

topped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ategory(25.0%).
 

Whether
 

being
 

in
 

need
 

of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was
 

determined
 

by
 

the
 

elderly
 

participants'education
 

levels,
 

monthly
 

in-
come,

 

perceived
 

physical
 

health
 

levels,
 

having
 

a
 

living
 

spouse
 

or
 

not,
  

having
 

children
 

or
 

not,
 

and
 

having
 

a
 

cohabitant
 

or
 

not
 

(P<
0.05,

 

P<0.01).
 

Conclusion
 

The
 

Mongolian
 

elderly
 

in
 

Hohhot
 

preferred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and
 

had
 

strong
 

demands
 

for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services.
 

Their
 

preference
 

for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were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vide
 

Mongolian
 

elderly
 

with
 

a
 

variety
 

of
 

community-based
 

home
 

care
 

services
 

tailored
 

to
 

the
 

de
 

fac-
to

 

needs
 

of
 

them,
 

in
 

a
 

bid
 

to
 

meet
 

the
 

individualized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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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在经历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期,在人

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功能不断减弱的传

统家庭养老与发展相对滞后的机构养老已不能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1]。社区居家养老这一既

能使老年人在家中安度晚年,又能有效减少社会与家

庭负担的养老模式应运而生[2]。蒙古族老年人因为

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在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需求方面有着不一样的需求[3]。因此,了解目前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

状和需求,明确社区是否为老年人提供合适的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提高蒙古族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在呼和浩特

市开展蒙古族社区养老服务的180个社区中,整群抽

取3个社区进行调查。纳入标准:①自愿参加本次研

究;②年龄在60岁以上的蒙古族老年人;③意识清

楚,无智力、听力、言语交流障碍;④在社区中居住满

1年以上的老年人。排除标准:①住院及入住养老

院;②拒绝参与本次调查;③中途退出;④语言不通。
最终纳入有效的研究对象232名蒙古族老年人,其中

男109人,女123人;年龄60~91(75.0±7.6)岁。文

化程度:小学以下68人,
 

初中90人,高中/技校58
人,大专以上16人。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呼和浩特市蒙古

族老年人社区养老居家现状及服务需求调查问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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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轮专家咨询,对50名蒙古族社区老年人进行预调

查后修订,最终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73。
问卷内容包括:①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有无配偶、原工作单位性质、月收入、身体健康状

况(患病种类,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听
力障碍、视力障碍,身体健康状况:没有疾病为好,有
1~2种轻症疾病为一般,3种以上为差)、居住方式、
有无子女。②养老服务情况。a.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共3个条目(希望社区居家养老,养老院养老或其他

方式养老),其备选项为是或否。b.社区居家养老需

求情况,包括生活照顾需求,医疗保健需求和精神文

化需求3个维度,18个条目,通过在问卷上打钩的方

式进行选择。其中生活照顾需求包括设立老年餐桌,
上门服务如保洁、维修,陪同服务如洗浴理发、日常购

物、看病,夜间陪护;医疗保健需求包括开设医疗水平

较高的社区蒙医医院,上门治疗,定期组织体检,定期

组织健康讲座,突发疾病的紧急救助;精神文化类需

求包括开设社区棋牌室、图书馆,组织唱歌跳舞等娱

乐活动,有娱乐、健身场所,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由

勾选“希望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填写,
 

勾选其他

养老方式跳过此部分。③目前对社区养老服务满意

情况。共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满

意”计5分,“比较满意”计4分,“一般”计3分,“不太

满意”计2分,“不满意”计1分。由勾选“希望社区居

家养老”的老年人填写此项,勾选其他养老方式者跳

过此项。
1.2.2 研究方法 调查工作由经过统一培训的10
名调查人员完成,调查人员为蒙医护理专业本科生,
对符合条件的蒙古族老年人进行面对面访谈式的调

查。调查前向老年人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问卷现

场发放,由老年人自行填写,问卷填写完成后现场回

收。共发放问卷258份,收回有效问卷232份,有效

回收率89.9%。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用χ2 检

验,对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蒙古族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 蒙古族老年人养

老模式选择中,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208人

(89.7%),选择养老院18人(7.8%),选择其他养老

方式6人(2.6%)。
2.2 影响蒙古族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需求的单

因素分析 以老年人性别、年龄、原工作单位性质、有
无配偶、文化程度、月收入、身体健康状况、居住方式、
有无子女为自变量,以有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需

求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
 

2.3 影响蒙古族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多因素

分析 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为因变量,以单因素

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7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Lo-
gistic回归分析。变量的赋值为,是否有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模式需求:是=1,否=0;文化程度:小学以

下=1,初中=2,高中/技校=3,大专以上=4;人均收

入:<1000元=1,1000~3000元=2,3001~5000
元=3,>5000元=4;身体健康状况:好=1,一般或

差=2;居住方式:独居=1,非独居=2;有无子女:
有=1,无=2;有无配偶:有=1,无=2。结果显示,无
配偶、无子女、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居住方式为独

居、文化程度大专以上、月收入高的老年人更愿意居

家养老,见表2。
表1 不同特征的蒙古族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需求情况比较 人(%)

项目 人数 有需求 无需求 χ2 P
性别

        

 男 109 98(89.9) 11(10.1) 0.014 0.905
 女 123 110(89.4) 13(10.6)
年龄(岁)

        

 60~ 92 75(81.5) 17(18.5) 15.003 0.001
 70~ 104 102(98.1) 2(1.9)

 80~91 36 31(86.1) 5(13.9)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68 59(86.8) 9(13.2) 2.702 0.440
 国企 90 80(88.9) 10(11.1)

 民营 58 53(91.4) 5(8.6)

 自由职业 16 16(100.0) 0(0) 
配偶

        

 有 163 140(85.9) 23(14.1) 8.379 0.004
 无 69 68(98.6) 1(1.4)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96 91(94.8) 5(5.2) 11.574 0.009
 初中 42 40(95.2) 2(4.8)

 高中/技校 25 22(88.0) 3(12.0)

 大专以上 69 55(79.7) 14(20.3)
人均月收入(元)

 <1000 28 20(71.4) 8(28.6) 16.412 0.001
 1000~3000 96 84(87.5) 12(12.5)

 3001~5000 73 69(94.5) 4(5.5)

 >5000 35 35(100.0) 0(0) 
身体健康状况

   

 好 86 70(81.4) 16(18.6) 7.852 0.020
 一般 102 94(92.2) 8(7.8)

 差 44 42(95.5) 2(4.5)
居住方式

    

 夫妻同住 112 103(92.0) 9(8.0) 9.080 0.011
 与子女同住 76 62(81.6) 14(18.4)

 独居 44 43(97.7) 1(2.3)
有无子女

   

 有 183 160(87.4) 23(12.6) 4.619 0.032
 无 49 48(98.0) 1(2.0)

2.4 蒙古族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需求情况
  

2.4.1 蒙古族老年人生活照顾类需求情况 老年人

希望设立“老年餐桌”的人数最多,达80人(38.5%),
其次为上门保洁服务43人(20.7%),陪同日常购物

20人(9.6%),夜间陪护20人(9.6%),上门维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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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8.2%),陪同看病16人(7.7%),陪同洗浴理发等

12人(5.8%)。
表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n=232)

变量 β Waldχ2 SE P OR(95%CI)
常数

无配偶 1.534 4.980 0.687 0.026 4.64(1.21,17.84)
无子女 1.761 6.539 0.689 0.011 5.82(1.51,22.45)
健康状况一般或差 2.034 8.636 0.692 0.003 7.64(1.97,29.67)
居住方式(独居) 1.604 5.448 0.687 0.020 4.97(1.29,19.13)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 3.010 7.948 1.068 0.005 20.30(2.5,164.57)
月收入(元)
 3001~5000 2.766 6.254 1.106 0.01215.89(1.82,138.84)
 >5000 2.823 5.506 1.203 0.01916.83(1.59,177.86)

  注:以有配偶,有子女,健康状况好,非独居,小学以下文化程度,
月收入<1

 

000元为参照。

2.4.2 蒙古族老年人医疗保健类需求情况 希望社

区有 医 疗 水 平 较 高 的 蒙 医 医 院 人 数 最 多,61 人

(29.3%),其次为组织定期体检39人(18.8%),突发

疾病的紧急救助34人(16.3%),上门治疗32人

(15.4%),组织健康讲座11人(5.3%)。
2.4.3 蒙古族老年人精神文化类需求情况 希望开

设社区棋牌室的人数最多,52人(25.0%),其次为开

设社区图书馆45人(21.6%),娱乐健身设施和场所

41人(19.7%),组织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40人

(19.2%),法律援助18人(8.7%),心理咨询12人

(5.8%)。
2.5 蒙古族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针

对目前开展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进行满意度调

查,评价“一般”人数最多,78人(37.5%),“不太满

意”67人(32.2%),“比较满意”27人(13.0%),“非常

满意”20人(9.6%),“不满意”16人(7.7%)。
3 讨论

 

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

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

右[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日

趋小型化,养老功能的弱化,社会养老保障的水平较

低,使更多的老年人选择了社区居家养老的方式。目

前,城市社区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还处

于较低水平。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完善社区养老服务

体系,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是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

养老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选择社区居家养老的老

年人来说,社区为老年人群提供合适的需求服务显得

尤为重要。
3.1 社区居家养老受到蒙古族老年人青睐 本次调

查显示,89.7%的蒙古族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模式有需求,这与薛谨等[1]的研究结果一致。社区居

家养老也是目前最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方式,它使得

居家养老变为现实,不仅符合我国老年人传统养老观

念,也可以优化社会资源。蒙古族因特有的文化背

景、生活习惯、语言交流等因素,更希望在家中度过晚

年。
3.2 蒙古族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受多种因

素影响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与年龄、文化程度、有无配偶、月收入、居住方式、身
体健康状况、有无子女7个因素有关。根据多元回归

分析结果,是否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与以下6个因

素密切相关。
3.2.1 有无子女 本研究中,无子女老年人比有子

女更愿意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OR=5.82,P<
0.05)。在游牧民族社会制度中,每个蒙古包就是一

个社区,为抵抗外来侵袭,家庭成员必须团结一致。
蒙古族人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道德价值观,其中

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孝”[5]。因此有子女的老年人

能够得到子女更好的照顾和陪伴,而无子女的老年人

由于缺乏子女支持,更需要社区的照顾。
 

3.2.2 文化程度 老年人的文化程度与居家养老服

务的接受程度有关,大专以上蒙古族老年人对社区居

家养老最为青睐(OR=20.30,P<0.01),这与其他

研究结果一致[6]。分析原因可能因为受教育程度越

高的老年人思想比较开放,更容易接受有别于传统家

庭养老的新事物,此外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社会地

位及收入较高,更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的新

型养老模式。
3.2.3 身体健康状况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老年

人慢性病的绝对数量仍将保持增加[7]。调查显示,老
年人随着患慢性病数量的增多,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的需求随之增加。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

体的各项功能逐渐衰退,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自理能

力[5],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对各种服务的需求

比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更高。本研究表明健康状

况一般 或 差 的 老 年 人 对 社 区 居 家 养 老 需 求 更 多

(OR=7.64,P<0.01)。
3.2.4 人均收入 蒙古族老年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

与人均收入成正比,月收入在3001~5000元、>5000
元以上的老年人比月收入低于1

 

000元者对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高(均P<0.05),这与刘奕等[8]在对

西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一致。经济水平越低

的老年人,越无力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越需要政

府给予医疗护理和便民服务。收入对城市老年人的

居家养老保障需求有正向影响,高收入老年人愿意通

过消费来换取更好的养老服务,提高生活质量。
3.2.5 居住方式 居住方式的不同会影响老年人对

养老服务需求的选择。目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

会。由于独居老年人在日常生活照料上得到的帮助

较少,与家人的沟通交流机会也少。研究表明,独居

老年人因面临着健康状况差、缺乏照顾、经济困难、长
期孤独、缺少亲情的慰藉、容易发生心理问题等成为

养老的重点关注人群,尤其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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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独居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较非

独居老年人更高(OR=4.97,P<0.05),这与既往研

究结果[9]一致。
3.2.6 有无配偶 配偶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伴

侣,在精神和生活上都能给予彼此相应的照顾和支

持,因此,对于有配偶的老年人来说,无配偶的老年人

更需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2]。本研究中无配偶老年

人较有配偶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更显著

(OR=4.64,P<0.05)。针对这类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可以增加文化活动、心理咨询等服务项目,丰富其

晚年生活,及时发现有关心理问题[10]。
3.3 蒙古族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呈多元

化 蒙古族老年人希望社区为其提供的养老服务主

要有3个方面,包括生活照顾类、医疗保健类和精神

文化类。在生活照顾类服务需求中,老年人希望设立

“老年餐桌”的人数最多,所占比例为38.5%。此调

查结果与郭莎莎等[11]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调查者

提出,在“老年餐桌”中增添蒙餐如奶食品、手把肉等

能够更符合他们的饮食习惯。此外,上门保洁、外出

陪同等也成为老年人较为迫切的需求。
在医疗保健类服务需求中,希望社区有较高水平

的蒙医医院的需求最为迫切。其次对于突发疾病的

紧急救助需求比例较高。老年人对于水平较高的社

区医院需求比较大,目前社区虽设有社区医院或者卫

生服务站,但由于社区医院医疗水平低,无法满足老

年人就近看病的需求,多数老年人更愿意选择三甲医

院就医[12]。此外,社区中蒙医医院较少,蒙古族老年

人常由于语言不通导致就医不便。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应继续拓展医疗服务项目、改善硬件配套设施、提
高医疗水平,增设蒙医医院,为蒙古族居家老年人提

供便捷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13]。社区为选择居家养

老的老年人提供的服务项目与其晚年生活质量密切

相关。
蒙古族老年人对精神文化服务需求日益增高。

目前,社区内所提供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服务项目形式

单一,针对于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体现仅停留在社

区的各类标志中有蒙文,社区举办的各类文艺活动中

蒙古族歌曲、蒙古族舞蹈,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均

未明显突出民族文化及其特色。因此为丰富蒙古族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社区应加强民族特色公共文

体活动空间及设施的建设。开展符合老年人的文娱

体育教育科普的活动,开设各类兴趣班,如马头琴、长
调、蒙古舞等。老年人对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服务也

有一定的需求,社区可通过邀请专业人士开展相关活

动,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14]。
3.4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还需进一

步提升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呼和浩特市蒙古族老年

人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较大的需求,但是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供给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的

送餐、家政保洁等日常生活需求。蒙古族特色的精神

文化服务和蒙医特色医疗服务更为缺乏。因此也导

致呼和浩特市蒙古族老年人对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满意度不高。
以蒙古族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情况为导向,提供有

针对性、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满足老年群体

的个体化需求,提高少数民族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的整体水平[15],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老年人幸福感,
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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