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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养老服务管理者及老年人视角的社区
嵌入式养老服务的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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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优劣势、机遇及威胁,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及

滚雪球抽样法抽取天津市6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管理者及6名接受服务的老年人,对其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使用内容分析法

分析资料,基于SWOT模型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4个维度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进行分析评价。结果
 

社区嵌入式养老优势包

括提供服务多元、满足情感需求、统筹整合优质资源、开放式养老;劣势为场地资源受限、盈利困难;机遇有服务需求量大、政府有力

支持、信息技术发展日益成熟;威胁包括功能定位模糊、护理员短缺、老年人缺乏自主消费观念。结论
 

在积极推进“互联网+社区养

老”的背景下,天津市社区嵌入式养老因其服务多元,形式灵活,兼具地缘优势,具有良好的社会反响。未来,需在运营中进一步加强

政府引导及监督,细化功能定位、稳定护理员队伍,以切实满足社区老年人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
关键词:老年人; 社区养老; 居家养老; 嵌入式养老; 养老服务; SWOT
中图分类号:R473.2;G812.48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3.01.088

SWOT
 

analysis
 

of
 

community-embedded
 

elderly
 

care
 

service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managers
 

and
 

the
 

elderly Wang
 

Siyuan,
 

Yang
 

Ruibo,
 

Mu
 

Lin,
 

Zhang
 

Meiping,
 

Li
 

Peng,
 

Liu
 

Xiaomei.
 

School
 

of
 

Nursi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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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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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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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为

18.9%,并呈持续增长态势[1]。我国已基本形成的

“9073”养老服务格局,需要注入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模

式以应对当前的养老困境[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4]提出,需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推进

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推动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延伸,
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这是完善我

国现阶段养老服务体系的积极举措。社区嵌入式养老

服务模式以社区为载体,以资源嵌入、功能嵌入和多元

运作方式为理念,采用具有竞争机制的市场化运营方

式,整合周边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就近养老提供专

业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实现在熟悉的环境中原居安

养[5-6]。天津市首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于2019
年运行,2021年全市开展60家试点,2022年内力争实

现区域型嵌入式机构街道全覆盖[7]。目前,针对社区

嵌入式养老服务的研究多集中在服务对象需求分析,
以及依据社区典型案例分析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较
少从养老服务管理者及接受服务的老年人双视角剖析

社区嵌入式养老的优势及不足。目前,国家及天津市

的政策导向对养老行业有巨大的指导作用,给嵌入式

养老机构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研

究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管理者和接受嵌入式养老服

务的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基于SWOT模型对社

·88·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Jan.
 

2023 Vol.38 No.1



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优劣势及机遇进行分析,以期为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和滚雪球抽样法,抽取天

津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管理者和接受服务的老年人

为研究对象。管理者纳入标准:直接从事嵌入式养老

管理工作,包括政府及机构为老服务管理者;为老管理

工作年限≥10年;思路清晰,语言表达良好;知情同意

自愿接受访谈。剔除研究过程中途退出者。老年入纳

入标准:年龄≥60岁,接受过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具
有一定的沟通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良好;知情同意自愿

接受访谈。排除标准:患有严重躯体、心理或精神疾病

无法配合者。样本量以信息达到饱和,不能提炼出新

的主题停止资料收集。最终本研究纳入12名受访者,
管理者6人(编号A~F),男3人,女3人;年龄40~63
(54.7±10.4)岁。工作单位: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4
人,街道办事处1人,养老服务企业1人。文化程度:
本科5人,大专1人。为老管理工作时间12~30
(18.1±7.1)年。职务:院长2人,站长2人,科长1人,
经理1人。接受服务的老年人6人(编号G~L,其中1
人是老伴接受养老服务),男2人,女4人;年龄65~83
(75.8±6.0)岁。婚姻状况:已婚4人,丧偶2人。居住

情况:独居3人,与配偶同住2人,与配偶及儿子同住1
人。自评健康状况:良好4人,患慢性病2人。按我市

“三区一平台”机构设置划分接受服务类型:托养区2
人次,日间照料区3人次,多功能区2人次,智能服务

平台1人次。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结合研究目的进行相关文献回顾,
制订访谈提纲初稿;咨询1名护理学副教授,1名嵌入

式养老院院长及1名社区老年人后修订提纲。方便选

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嵌入式社区养老院管理者及接受服

务的老年人各1名进行预访谈,以熟练整个访谈过程,
检验提纲,确定最终访谈提纲。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管理者的访谈提纲:①您理解的嵌入式养老的特点是

什么? ②嵌入式养老与其他养老方式相比有什么优势

和劣势? ③您认为我市大力推进的社区嵌入式养老对

社会和为老服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 ④您对我

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更好的发展有何建议? 接受服

务老年人的访谈提纲:①您觉得社区嵌入式养老和您

认知的其他形式的养老区别是什么? ②您在社区嵌入

式养老接受过哪些服务? 哪些服务是比较特别的? 有

什么样的感受? ③这种形式的养老符合您的期待吗?
在哪些方面没有满足您的需求? ④您对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更好的发展有何建议? 访谈前与访谈对象充分

解释研究目的、方法、内容及保密原则,征得访谈对象

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使用编码代替其姓名。选择

安静无人打扰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进行面对面一对一访

谈,每名访谈对象受访时间30~45
 

min。访谈过程全

程录音,以倾听为主,鼓励受访对象充分表达个人观点

和感受,适时使用追问、澄清等技巧。对非语言行为如

举止、神情、情绪变化等做好笔录。
1.2.2 资料分析 每次访谈结束后24

 

h内,2名研究

者将访谈录音转录为文字,并根据笔录内容整理文本

信息。基于SWOT模型,提炼天津市社区嵌入式养老

服务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4个主题。使用内容分

析法[8]进行资料分析。研究者反复仔细阅读文本信

息,析取有意义的陈述,编码频数高的观点,对编码后

的观点进行归纳分类,写出完整具体描述,识别出类似

观点升华为主题,返给被访谈者进行求证,以提高可信

度。
2 结果

2.1 主题1: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优势

2.1.1 提供多元服务 天津市嵌入式养老服务以居

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现有养老服务资源为依托,以机

构养老服务为补充,坚持医养结合,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全方位个性化、满足养老需求的居家、社区、机构三位

一体的社区养老综合服务。A:“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

有托养区、日照区和经营区3个区域,已形成‘1+5+
7+N’养老服务体系,即1个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5个为老驿站,7大服务项目衍生N个惠老项目。”
C:“嵌入养老服务项目比较多,有短期入住、日间照看、
组织老人活动,特别受欢迎的有配餐、助浴、应急服务

(解决无人陪伴者的突发事件等)、居家医疗,上门换胃

管、针灸、按摩等。”G:“养老服务比较细致,给我配备机

器人特别有安全感,不舒服了自己报警,社区很快就会

联系我;老了怕摔跤,上门给我装扶手;服务中心还经

常举办健康讲座,挺受益的。”J:“
 

只要有事电话联系服

务中心,感觉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老年食堂饭菜可

口,能买小份儿的、软乎、有荤有素,还能送上楼。”
 

2.1.2 满足情感需求 嵌入式养老主要体现居家,在
老年人原居的社区中嵌入小型养老机构,打造老年人

“养老不离家”“离家不离社区”的服务模式,老年人在

不脱离熟悉的环境下可与亲友间进行情感交流互动,
减少孤独陌生感,满足老年人原居养老的切实需求。
G:“在这住了大半辈子,不愿意动地方。老伴虽然走

了,但这还有他的念想,街坊邻居也都不错。”H:“养老

服务中心就在小区里,我从楼上能看到我老伴住的那

屋,白天我过去帮忙护理员,晚上给她弄利索了我再回

家。”
2.1.3 统筹整合优质资源 嵌入式养老通过最大限

度的发掘整合社区现有的养老资源将其进行升级改

建,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志愿组织提供优质服务,在降

低机构运营成本的同时缓解政府养老负担,组建志愿

队伍的同时发扬了爱老敬老的优良传统。A:“嵌入式

养老中心借助医联体,同时与有医疗资质的单位签协

议。在日照中心输液可以办住院,像中医康复、理疗、
开药等可以走医保。”像慈善功德基金会每年捐几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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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爱乐团定期到养老中心进行文艺汇演,图书馆植

入的电子图书供老年人听相声或国学等,还是学校共

建单位,给老年人带来人文关怀。L:“社区有志愿服务

队,居民一帮一结对子,年轻老年人帮助高龄老年人;
也不是只帮结对的,有事儿能搭把手就搭把手。”
2.1.4 开放式养老 嵌入式养老服务属于开放式养

老,功能灵活多样,可以满足不同自理程度老年人托

养、日间照料、居家入户等服务需求,通过嵌入智能服

务,实现社区延伸到居家养老服务。D:“跟普通养老院

相比,我们是属于开放式养老模式。住在我们这儿的

老年人需要外出,评估没有问题后家属签字就可以外

出。签约居家的老年人,使用智能床垫、手表,可随时

监测到老年人异常情况。家里有事的老年人需要临时

托养或者术后康复需要短住的都可以。”H:“我的老伴

住在社区养老院,每天中午我会来陪老伴吃饭,有时我

也在这吃饭。”
2.2 主题2: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劣势

2.2.1 场地资源受限 由于嵌入式养老机构需要依

托社区公共养老服务设施改造建设,对一些老旧社区

进行改造较困难,导致嵌入式养老机构服务实现受限,
康养服务存在短板。B:“老年人迫切需要点餐而不只

是套餐配送,服务中心尽量想做到个体化,但配餐食堂

面积太小,不能满足需求。”D:“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的

床位主要为高龄和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服务,医疗保

障能做到,康养设施也比较齐全,但是由于场地受限

制,只能满足少部分老年人医养康复需求。”K:“我们社

区的活动室比较小,有活动也不可能在活动室排练。”
2.2.2 盈利困难 嵌入式养老机构服务对象广,服务

范围宽,加之老年人对部分项目自主消费力一般,运营

收支不平衡,机构面临成本高而盈利难的境地。A:“最
大的困难是运营成本高。像我们应急队24

 

h待命,每
天都安排人员值班,虽然有补贴,但是成本还是比较

高。”D:“这种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较小,但人力成本较

高,如厨房需配有厨师、采买员及帮工,配备医护团队

及护理员,同时需有管理、保洁、维修、收费等人员。嵌

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要发展连锁化、规模化,才能够把成

本压下来。”
2.3 主题3: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面临的机遇

2.3.1 服务需求量大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兼

具机构、社区、家庭养老特点,老年人选择养老意愿高,
具有较大的需求量。D:“我们社区老龄化比例非常高,
高龄比例也高,养老需求大,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

可以满足大部分老年人的需求。”F:“现在居家社区养

老的需求多样化,老年食堂、入户家政、上门护理服务

这些项目最受欢迎。”K:“我不提倡去养老院,因为养老

院就是统一行动、统一吃饭、活动,比较制度化。我自

己感觉还是居家和社区结合这种养老方式比较好。”
2.3.2 政府有力支持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天津市促进养老服务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9],鼓励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将大

力发展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纳入我市重点民心工程,
各级政府组织积极响应,给予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人、
财、物等方面的有力支持。C:“街道在政策、资金方面

大力支持发展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老百姓也能信得

过。”F:“现在的好政策也给我们企业保驾护航,政府免

费提供场地,建设、运营都有一定的补贴。一些为老服

务企业跟我们合作,整合资源降低成本,运营压力也小

一些。后面就想着怎么把服务纳入更多、更细,进一步

整合资源,把企业做得更好。”L:“60岁以上的老年人政

府买意外险。食堂吃饭有补贴,年龄越大补贴越多。”
2.3.3 信息技术发展日益成熟 “十四五”期间,国家

大力培育老年人生活服务新业态,推动“互联网+养老

服务”项目,推进互联网企业与养老服务需求精准对

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就近便

捷的为老服务。B:“街道现在正在搭建智能养老平台,
老年人有需求直接App下单,由对接的企业提供服务,
根据老年人的个体需求和偏好能推荐最优质的服务。”
E:“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养老需求,街道和机构共同打

造‘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给老年人发放智能手

环,提供精准服务。将因病易猝死或者行动困难的群

体列为危险等级最高的红色救助对象,进入平台24
 

h
监管,监控生命体征,通过家-社区-街道三级信息传

输,制订相应的处置流程。”F:“社区推的养老服务数据

管理平台,老年人通过注册信息实现在线选择需要的

服务,我们企业接单后比如送餐,鼓励年轻老年人来

做,予奖励积分。年轻老年人可以在积分银行兑换需

要的服务和生活用品。”
2.4 主题4: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存在的威胁

2.4.1 功能定位模糊 嵌入式养老服务属于新型养

老模式,在开展试点运行过程中,虽然明确了嵌入式养

老功能定位及服务内容,但在实际运营中因机构内外

部因素限制,使嵌入式养老与其他养老模式定位混淆。
A:“我们的服务项目很多,每位老年人的要求都不一

样。但实际上,有些要求是无法解决的,如老年人手机

坏了、收音机坏了等。”K:“可能是因为疫情吧,
 

关闭了

很多活动区,可能是因为不收费的缘故。”H:“
 

我老伴

儿是稳定期的精神分裂,从这儿试运行就来了,在这住

了小三年。”
 

2.4.2 护理员短缺 护理员短缺是嵌入式养老机构

普遍存在的问题。C:“护理员流动性大,工作压力也蛮

大,待遇又不高”。D:“90%以上的养老院都缺护理员。
养老服务行业的护理员年龄结构普遍偏大,大部分以

老大姐为主。”
2.4.3 老年人缺乏自主消费观念 受传统观念及生

活习惯的影响,大部分老年人比较勤俭节约,自主消费

购买服务观念欠缺,更多依赖政府补贴,或志愿者提供

免费服务,不利于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市场化运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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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观念里不舍得花这钱。我觉得把服务做好很

重要。一旦服务物有所值,我觉得他还是愿意花这钱

的。”L:“基本上我就是参加社区活动,补贴力度大时就

去社区食堂吃饭。老年人有找社区推荐家政、陪看病

的,都不少花钱。我们自己能干的就干了,不能干的就

等孩子回来干,不花那冤枉钱。”
3 讨论

3.1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优势及发展机遇 社区

嵌入式养老兼具机构养老、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优

势[10-11],是国家“9073”养老服务格局后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的重要举措[12]。自2013年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

嵌入式就近养老模式推广以来,这种政府引导、社区完

善养老服务功能的家门口养老方式引起全国多地的积

极效仿。本研究显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因其开放

多元的服务形式,以及在资源整合和情感慰藉方面优

势突出,符合我国传统养老观念中难以割舍的地缘与

亲缘关系的观念[13],在接受服务的老年人中需求量大、
认可度较高,可满足短期托养、家庭照护、康养助餐等

养老服务。未来,要进一步坚持嵌入式养老的社区属

性,让老年人在熟悉的居家氛围中享受多元专业的养

老服务,提升晚年生活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以需求为导

向,突出市场化运营,依托“互联网+”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实现养老资源的精准配置;以连锁化、品牌化为

目标,加强各渠道宣传,让更多的家庭了解社区嵌入式

养老模式,打造一批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品牌。
3.2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劣势及威胁 嵌入式养

老机构主要依托社区公共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存在盈

利困难、老年人缺乏自主消费、功能定位模糊、照护人

员短缺、规模受限的问题[14-17],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目前,天津市推进嵌入式养老时间短,形成连锁市场化

运营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品牌尚需时日。2021年12
月,天津市出台《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

指导意见》[7],提出鼓励嵌入式养老机构多址运营、连
锁运营,有望降低机构运营成本。同时,要完善市场竞

争机制,健全嵌入式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及质量监督,建
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与社区及周边医疗卫生机构

制定协作机制等[18],保障嵌入式养老优质服务的同时,
降低养老服务企业运营负担。此外,通过专业优质的

嵌入式服务供给,满足社区老年人养老需求,不断转变

老年人养老消费观念,带动银发经济,进一步减轻嵌入

式养老机构经济困境。
调研发现,嵌入式养老机构存在托养区只为失能

失智老年人提供长期托养服务;日照区存在封闭不开

放;多功能区存在服务单一,与居民期待不一致的情

况。可能与机构经营压力、简化管理有关。因此,民政

部门应牵头细化嵌入式养老机构功能,加强监管。除

目前给予的扶持政策外,仍需积极加强扶持力度并做

好政策管理,如引入第三方建立健全评估机制,对于政

策执行不到位的整改落实到人。运营补贴可形成服务

功能定位全覆盖,以更科学的方式助力养老机构良性

发展。
同时,嵌入式养老机构存在照护人员不足、机构规

模受限的问题,提示扩充并稳定养老护理员队伍势在

必行。一方面,区域可进一步加强不同层次养老服务

从业人员的订单式定向培养,大力推行养老护理员持

证上岗制度[19],提升养老服务行业专业化和规范化,提
高大众对养老服务行业的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通
过签订劳动合同,完善薪资待遇及社会保障,提高养老

护理员职位安全感和认同感[20]。建立健全职业晋升机

制及职业规划,让护理员进得来也留得住[21-22]。同时,
制定嵌入式养老机构护理员行业标准,开展职业技能

评定及继续教育,不断提升护理员养老服务质量。对

于优秀者在社会范围内进行表彰和激励,提高养老护

理员的社会认可度。未来,希望一批高素质的护理员

充实岗位,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社区-机构”的针对

性优质照护服务,彰显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功能优势。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天津市开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

管理者和接受服务的老年人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天津

市大力推进社区养老建设的背景下,依托互联网技术

及整合周边养老资源的嵌入式社区养老因其形式开

放,服务多元,兼具地缘优势,社会需求量大,具有良好

的市场发展潜力
 

。但仍面临场地不足、盈利困难、养老

护理员缺失、功能定位不清晰等问题。为推进嵌入式

养老持续健康发展,需进一步细化定位,强化保障,加
强评估监督,提高养老资源的利用度,满足社区老年人

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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