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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激活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是提高社会养老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然

要求。 基于综合计划行为理论与态度—行为—情境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 利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通过 logit-ISM 模型分析了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 并进一步探讨了各因素间的逻辑层次关系。 结

果表明, 我国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悖离, 近

30%的老年人未将需求意愿转化为实际的利用行为。 感知行为控制因素, 家庭、 社

区与社会层面的情境因素, 以及老年人的偏好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悖离产生的原

因; 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程度, 增强家庭养老资源, 增

加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和发放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均可显著降低悖离发生的概率, 而老

年人对传统养老模式偏好的淡化则可显著提高悖离发生的概率。 其中, 收入、 家庭

养老资源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是影响悖离的深层根源因素, 通过居家养老

服务补贴和健康状况等中间层间接因素, 作用于居家养老服务认知度、 传统养老模

式偏好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等表层直接驱动因素, 最终影响到意愿和行为的

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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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破解

养老难题的重要举措[1] 。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加严峻,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
老年人对家庭外部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和依赖性不断增强[2] 。 居家养老服务是政府和社会

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的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形式[3] , 是实现居家

养老的重要保障。 我国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整体需求水平较高, 尤其对上门看病等医疗

保健类服务和起居照料等生活照料类服务表现出强烈的需求[4-5] 。 因此, 面对老龄化催生出

的庞大养老服务需求, 政府将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先后出台了 《关于

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 年) 》 等

政策文件, 强调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导向, 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推

动下,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稳步上升, 2014 年, 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率已达

到 60. 94%[6] ,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量和资源供给量之间的缺口逐步得到有效弥合。
然而, 政府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投入却未达到应有效果, 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

较低, 服务资源闲置和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2,7] 。 例如, 养老床位供需缺口扩大与床位空置

率居高不下并存[8] , 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逐步增强, 但使用过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还

不足 10%[9] 。 由此可见, 在居家养老服务推行过程中老年人需求意愿与利用行为之间表现

出较大差距。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是老年人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作

出是否需要服务的心理决策, 而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是指当老年人形成积极的意愿之后,
受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约束, 无法顺利转化为实际利用行为的现象。 由此, 一个很自然的

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利用行为悖离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因

素阻碍了老年人将居家养老服务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的利用行为? 厘清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

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机制, 明晰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关键性、
敏感性因素成为当前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实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学者们围绕居家养老服务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服务需求,
对服务利用的研究较少。 针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偏好, 现有研究沿着居家养老服务整体、 服

务类别、 具体服务项目等细分层次探讨了中国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 并揭示了

不同特征老年群体在服务需求强度和需求内容上的异质性。 基于全国性或地区性数据的研究

普遍发现, 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尤其是对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类服务具有巨大的需

求[4-5,10] 。 农村与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各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均高于城镇与东部地区, 尤其是

对于上门看病等医疗保健类需求而言, 城乡与地区差异更加明显[11] 。 近年来, 部分学者开

始关注居家养老服务实际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均一致发现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实际利用

率较低[2,7] 。 例如, 王永梅等基于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  

数据统计发现,
仅有 9. 97%的老年人使用过居家养老服务[9] 。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看出,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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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领域已明显反映出 “高意愿低利用” 的问题。 但目前将需求意愿和利用行为割裂开来的

研究思路, 忽略了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潜在需求与实际利用行为之间的悖离及其影响因素。
因此, 本文将基于综合计划行为理论和态度—行为—情境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 利用

CLASS 数据, 首先通过 logit 模型实证分析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

因素; 其次通过解释结构模型 (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进一步分析各影响

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 明确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机制。 本研

究可为促进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潜在需求向实际利用行为转化, 切实提高居家养老服务利用

率, 发挥有限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最大效益提供科学依据。

二、 理论分析框架

个体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是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问题, 在伦理消费[12] 、 生育决

策[13] 、 技术采纳[14] 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印证。 现有研究在揭示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原因时,
除了强调个体自我报告意愿测度需求的调查方法存在的系统性偏差之外, 一般都借助于行为

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 常用的理论包括计划行为理论与态度—行为—情境理论等。
阿耶兹 (Ajzen) 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表明个体行

为主要受意愿控制, 但同时受到能力、 主观认知引发的感知行为控制约束[15] , 感知行为控

制的增强有助于个体产生意愿后转化成行为。 后续的学者们在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了计划行为

理论, 补充了个体已有习惯等因素的影响[16] 。 然而, 相较于计划行为理论对消费者内因的

强调, 态度—行为—情境理论 (Attitude Behavior Context, ABC) 则进一步突出了行为发生

时个体面临的外部情境因素对意愿和行为悖离的影响[17] 。 诸多学者的研究印证了上述理论

在解释意愿与行为悖离过程中的有效性[18-19] 。 为了弥补这两种理论各自的偏向性, 本文参

考斯特恩 (Stern) 的研究[20] , 将计划行为理论侧重的感知行为控制与习惯的内在因素和态

度—行为—情境理论侧重的情境外在因素进行归纳融合, 并结合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特征确

定这三类因素的具体衡量指标, 构建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理论分析

框架 (见图 1)。

图 1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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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知行为控制

感知行为控制主要指个人对行为的控制能力, 在本研究中, 感知行为控制主要反映的是

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程度和购买能力。 一方面, 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具备一定的

认知与了解是进行控制的必要条件, 当个体面临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新环境或新事物时, 往

往会高估即将面临的风险与困难[21] 。 也就是说, 若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缺乏了解, 容易

产生无知的畏难情绪, 将抬高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转化为利用行为的门槛, 从而导致老年

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另一方面, 居家养老服务购买能力是老年人感知行

为控制的重要体现, 尽管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 现阶段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相对较

低, 但收入等资源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约束性条件。 即使老年人产生了强烈的居家养老服务使

用意愿, 受购买能力不足的限制难以转化为利用行为, 最终导致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基于以

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 感知行为控制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负向影响, 即老

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越少和购买能力越弱, 越容易出现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

的悖离。
2.  

习惯与偏好

习惯与偏好是个体在长期生活中慢慢形成的一种稳定性倾向[22] , 对个体行为决策有着

重要影响, 在本研究中, 习惯与偏好主要反映的是老年人对基于代际和自我照料的传统养老

模式的倾向性偏好。 作为中国社会世代承袭的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对老年人决策具有强大的

“路径依赖” 效应, 这也增加了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的替代转换成本。 尽管近年来劳动力流动

和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一定的冲击, 但是老年人从小对 “养儿防老”
等传统文化观念耳濡目染, 这对其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根深蒂固[23] 。 同时, 长期形成的家

庭生活习惯、 稳定的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联系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偏好, 因

此, 绝大多数老年人首选的养老支持来源仍然是家庭[24] , 并选择通过经济自给、 生活自理

和情感自抚等自我养老方式以适应代际支持的减弱[25] 。 在这种强烈的传统养老模式 “路径

依赖” 效应作用下, 老年人即使产生了社会养老服务的意愿, 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利用行

为, 从而导致意愿和行为的悖离。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 传统养老模式的偏好与习惯将加大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3.  

情境因素

情境因素是指个体实施行为时所接触到的外部环境, 在本研究中, 情境因素主要包括家

庭、 社区、 社会三个层次的环境因素。 首先, 家庭层面的情境因素主要是指家庭养老资源,
丰富的家庭养老资源有助于减少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我国目前仍处于以家

庭养老为主, 社会化养老为辅的发展阶段, 充足的家庭养老资源可以弱化对社会养老资源的

需求, 进而对居家养老服务更可能形成 “无意愿无行为” 的状态。 同时, 即使老年人产生

了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 较强的家庭支持仍有助于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相应的资源支

持, 如直接为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通过子女的 “消费反哺” 间接影响父母对养老服

务利用的认知度和掌握度, 降低服务使用门槛, 从而帮助老年人将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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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转化为实际利用行为[3,26] 。
其次, 社区层面的情境因素主要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状况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

用率。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身体和认知功能逐渐下降, 与社会网络成员的接触逐渐减

少, 这些因素叠加导致了老年人出行范围缩小, 社区便成为其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27] , 这

也强化了社区情境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是老年人释放居家养老服务

需求, 提升服务利用可及性和便利性的重要基础性条件。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缺乏加大了服

务的搜寻成本和利用成本, 老年人即使有意愿利用养老服务, 也难以便捷地获取服务资源,
从而增加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另一方面, 同群效应理论表明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 一个群

体内的成员所作出的行为决策往往会被内部其他成员作为参照[28] 。 也就是说, 在居家养老

服务的推广阶段, 老年人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利用行为, 缩小与社区中

其他老年人决策的偏离度, 从而增加归属感和减轻行为决策失败的恐惧感。 因此, 在居家养

老服务利用率低的社区, 老年人即使产生了需求, 在社区邻里的影响下, 也难以付诸实际行

动, 造成了意愿和行为的悖离。
最后, 社会层面的情境因素主要反映的是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等相应的社会激励政策。 家

庭功能失灵和老年照料活动的正外部性决定政府介入养老服务供给的必要性[29] , 以补贴为

主要形式的经济支持是政府介入照料领域最常用的政策工具。 现阶段, 我国政府推行了以发

放服务券等形式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政策, 能够通过直接减少利用成本等途径降低老年人利

用居家养老服务的门槛, 从而减少意愿和行为的悖离。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 情境因素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负向影响, 即老年人

家庭养老资源越少、 所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和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越低、 居家养老

服务补贴水平越低, 越容易出现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三、 数据、 方法与变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CLASS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的, 以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的一项

全国性、 连续性大型社会微观调查, 首次调查于 2014 年进行, 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访。
该调查通过定期、 系统地收集中国老年人群社会、 经济背景数据, 掌握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

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旨在为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理论和事实依据。 调查样本

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法确定, 涵盖全国 28 个省 (市、 自治区), 134 个县 (区), 462
个村或居民委员会。 难能可贵的是, CLASS 调查了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需求意愿

及利用行为, 为本文的研究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撑。 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及居家养老服

务调查内容的丰富性, 本文采用 CLASS 2018 年的数据, 总样本数为 11419 人。 剔除了关键

变量存在缺失及无需求意愿但有利用行为的样本①之后, 最终得到有效老年人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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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本文对 “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 的定义, 剔除了 “无意愿有行为” 的样本。 其合理性在于: 一是从关注的现实
问题来看, 是老年人的高需求低利用行为构成了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实施中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而非低需求高利用
行为; 二是 “无意愿有行为” 的样本量较少, 因此剔除该部分样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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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2 个。
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 本文首先采用 logit 模型实证分析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

悖离的影响因素; 其次, 采用 ISM 模型进一步分析各显著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
挖掘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 (次) 要因素及其关联结构。

(1) logit 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具体

采用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一致与悖离两种状态来测度。 该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
所以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实证分析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 具体模

型设定如下:
ln p(Di = 1)

1 - p(Di = 1)
é

ë
êê

ù

û
úú = α0 + ∑n

k = 1
αkXki + μi (1)

　 　 其中, 被解释变量 Di 为 i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是否悖离, Di = 1 表示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 Di = 0 表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一致。 Xki 是影响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第 k 个解释变量,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框架, 包括感知

行为控制、 习惯与偏好、 情境因素等变量。
(2) ISM 模型。 ISM 模型由沃菲尔德 (Warfield) 于 1973 年最先提出, 起初主要应用于

系统工程领域, 用来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系统中构成要素存在的层次性结构问题[30] 。 近年来,
ISM 模型被扩展应用于农户绿色技术采纳[14] 、 环保支付意愿[31] 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ISM 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影响系统的相关因素及相互逻辑关系, 其次采用关联矩

阵原理和计算机运算技术, 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层级关系, 最终确定影响结果

的主 (次) 要因素及层次结构。 考虑到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之

间可能存在关联影响, 因此, 本文适宜选用 ISM 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层次

性结构。 ISM 模型的主要步骤如下。
第一步, 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邻接矩阵 R。 假设有 K 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

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 若采用 S0 表示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情况, Si (Sj) ( i = 1, 2, …,
k; j= 1, 2, …, k) 表示第 i ( j) 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根据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则

邻接矩阵 R 中的元素 rij 可定义如下:
rij =

1, Si 与 Sj 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0, Si 与 Sj 无直接或间接关系{ (2)
　 　 第二步, 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可达矩阵 M。 在邻接矩阵 R 的基础上, 结合矩阵幂运

算的布尔运算法则, 计算得到可达矩阵 M。 具体运算公式如下:
M = (R + I) λ+1 = (R + I) λ ≠ (R + I) λ-1 ≠···≠ (R + I) 2 ≠ (R + I) (3)

　 　 其中, I 为单位矩阵, 2≤ λ ≤K。
第三步, 确定各影响因素的具体层级。 首先根据以下公式确定最高层 ( L1 ) 的影响

因素:
L1 = Si P(Si) ∩ Q(Si) = P(Si); i = 0, 1, …, k{ } (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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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P(Si) 为可达集, Q(Si) 为前因集, 均表示在可达矩阵 M 中从因素 Si 出发可以

到达的所有因素的集合, 即:
P(Si) = Sj mij = 1{ } , Q(Si) = Sj mji = 1{ } (5)

　 　 接着, 确定第二层 (L2) 的影响因素, 首先在可达矩阵 M 中去掉最高层 (L1 ) 因素所

在的行与列, 得到可达矩阵 M1, 其次, 先后根据公式 (5) 与公式 (4) 操作, 得到第二层

(L2) 的影响因素。 以此类推得到可达矩阵 M 所有层次的影响因素。
第四步, 确定各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 利用有向图, 通过有向箭头连接相邻层级及同一

层级的影响因素, 得到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结构关

系图。
3.  

变量选择及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鉴于当前居家养老服务各子项目利用率均较低的现实背景, 本文将

立足于从整体层面来测度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CLASS 2018 年调查

包含上门探访、 老年人服务热线、 陪同看病、 帮助日常购物、 法律援助、 上门做家务、 老年

饭桌或送饭、 日托站或托老所、 心理咨询 9 项居家养老服务。 问卷针对上述各项服务, 逐项

询问被访者 “您是否使用过该服务?”, 参考王永梅等的研究[9] , 只要被访者在其中至少 1
项服务中回答为 “是”, 则认定该老年人整体上有居家养老服务利用行为, 否则视为无利用

行为。 问卷接着询问被访者 “上述服务中, 您目前最希望得到的服务或帮助是什么?”, 并

为此提供了 “都不需要” 的选项, 若被访者选择了此选项, 则认定该老年人在整体上对居

家养老服务无需求意愿, 否则视为有需求意愿。 然后, 综合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整体的利

用行为与需求意愿有无的判断信息, 生成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这一被解

释变量。 参考周利平等学者的研究[32] , “无意愿无行为” 与 “有意愿有行为” 状态均认定

为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与行为未出现悖离, 是意愿和行为无偏离的理想情

形①, 赋值为 0; “有意愿无行为” 则认定为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出现悖

离, 赋值为 1②。
(2) 核心解释变量。 根据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关注感知行为控制、 习惯与偏好、

情境三方面因素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 感知行为控制包括居家

养老服务购买力与认知度。 其中, 服务购买力以过去一年老年人的年总收入水平测度。 但

CLASS 问卷中并未直接测量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程度, 本文以老年人的认知能力

和是否做过社会养老服务相关的养老规划与安排作为代理变量。 其中, 认知能力是指人脑接

受、 加工、 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33] , 认知能力高的老年人可以更好地获取与学习居家养

老服务方面的知识, 从而提升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程度。 老年人认知能力通常采用情景记忆

能力和精神状态两项指标得分之和进行度量[34] 。 老年人是否做过社会养老服务相关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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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伦理道德倾向性产品期许的 “有意愿有行为” 状态不同, 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目标是保障有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
能够享有养老服务, 并不是推动无需求意愿的老年人都产生意愿并使用养老服务。 因此, “无意愿无行为” 与 “有
意愿有行为” 两种状态均可以视为老年人根据效用最大化所形成的意愿和行为相统一的理想决策结果, 都不构成需
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根据本文对 “需求意愿与利用行为悖离” 的定义, 仅将研究问题限定在 “有意愿无行为” 的悖离现象, 不考虑 “无
意愿有行为” 的悖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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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安排选择了问题选项中与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密切相关的长期护理保险进行测度。
作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护理保险与居家养老服务均是实现居家养老的

重要保障, 能够有效缓解老年人居家养老压力和降低养老服务利用的成本[35] , 将长期护理

保险纳入养老规划和安排的老年人无疑对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更高的认知度。
习惯与偏好主要是指老年人对基于代际和自我照料的传统养老模式的偏好, 问卷问题设

置为 “您认为老年人的照料应该主要由谁承担?” 对应的回答选项为政府、 社会、 子女、 老

人自己或配偶、 政府 / 子女 / 老人共同承担。 若被访者选择 “子女” 和 “老人自己或配偶”
则认定老年人具有强烈的传统养老模式偏好。

情境因素包括家庭、 社区和社会三个层次的环境因素。 其中, 家庭层面的养老资源是老

年人基础的养老保障, 提供主体主要是子女、 亲属等家庭成员[36] , 以子女数量和老年人感

知到来自家人的支持程度两方面进行衡量[37-38] 。 前者具体采用家庭内存活的儿子数量和女

儿数量测度, 后者则根据家庭支持网络、 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三项指标汇总所得综合指标度

量①。 社区层面的情境因素可细分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与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 前

者通过社区供给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数量测度, 而后者用老年人所在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利

用率衡量, 以反映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社区同群效应[40] 。 社会层面的激励政策因素主要指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政策, 通过老年人领取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金额测度。
(3) 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特征是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

的重要因素[2,4,10] , 因此本文控制了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等变量。
此外, 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的异质性, 本文还控

制了社区城乡属性及所在省份变量。
各变量的含义、 测度方式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N= 7712)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测度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意愿与行为悖离 悖离= 1, 一致= 0 0. 277 0. 447
关键解释变量

感知行为控制 收入 过去 12 个月, 被访老年人年总收入的
对数

8. 301 1. 347

养老规划与安排 养老规划和安排中是否包括长期护理保
险, 是= 1, 否= 0

0. 003 0. 055

认知能力 老年人认知能力得分, 通过情景记忆能力
与精神状态两项指标加总计算所得

13. 830 2. 700

习惯与偏好 传统养老模式偏好 老年人的照料主要由子女和自己或配偶承
担= 1, 政府 / 社会也需承担= 0

0. 422 0. 494

情境因素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金额 (元 / 月) 1. 047 16. 51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 0. 087 0. 169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数量 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数量 0. 689 1.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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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SS 通过三个问题对老年人感知到的家庭支持程度进行了测度: “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家人 / 亲戚见面或联系?”、“您能和几个家人 / 亲戚放心地谈您的私事?”、 “当您需要时, 有几个家人 / 亲戚可以给您提供帮助?”, 参考现有研究
将回答计分为

 0—9 分[39] , 各维度得分加总后分别得到取值范围为
 0—27 

分的家庭支持变量, 在此基础上进行标准
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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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测度 平均值 标准差

儿子数量 健在男性子女数量 (人) 1. 300 0. 936
女儿数量 健在女性子女数量 (人) 1. 167 1. 043
家人支持程度 依据家庭支持网络、 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

三项指标汇总所得标准化得分 (分)
0. 290 0. 978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为 1, 女性为 0 0. 517 0. 500
年龄 被访老年人年龄 (岁) 70. 915 6. 905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 = 1, 私塾 / 扫盲班 = 2, 小学 = 3,

初中= 4, 高中 / 中专 = 5, 大专 = 6, 本科
及以上= 7

3. 067 1. 336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1, 比较不健康 = 2, 一般 = 3,
比较健康= 4, 很健康= 5

3. 358 0. 857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为 1, 其他为 0 0. 714 0. 452
社区城乡属性 农村为 1, 城市为 0 0. 402 0. 490

　 　 注: 本文还控制了老年人所在省份。

四、 结果及分析

1.  

推断性统计分析

参考吴春雅等的研究[41] , 本文采用相关系数与差异 t 检验两种方法探测老年人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如表 2 所示, 老年人及其子群体的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

的相关性较弱, 相关系数均未超过 0. 4, 表明意愿对实际行为的预测能力较差; t 检验分析

结果证实了意愿和行为在老年人整体及其不同子群体中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统计学

意义上的差异。 进一步统计发现, 老年人整体意愿与行为悖离比例达到 27. 67%, 且这一悖

离状况在不同特征老年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 群体差异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高龄、 高受教育

程度和高收入老年群体中意愿和行为悖离现象更为突出。
表 2　 老年人及其子群体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分析

划分标准 子群体 意愿均值 行为均值 相关系数 差异 t 检验
意愿与行为

悖离比例 (%)
群体差异
方差分析

性别 男 0. 332 0. 059 0. 354 38. 698∗∗∗ 27. 30 0. 283
女 0. 342 0. 061 0. 354 38. 110∗∗∗ 28. 07

年龄 75 岁及以上 0. 371 0. 068 0. 352 30. 592∗∗∗ 30. 26 4. 593∗∗
60—75 岁 0. 323 0. 057 0. 355 44. 935∗∗∗ 26. 67

受教育程度 文盲 0. 257 0. 037 0. 333 21. 597∗∗∗ 22. 01 22. 850∗∗∗
初中及以下 0. 356 0. 064 0. 352 46. 001∗∗∗ 29. 17
高中 / 中专 0. 391 0. 083 0. 377 17. 850∗∗∗ 30. 74
大专及以上 0. 308 0. 060 0. 377 8. 138∗∗∗ 24. 88

收入状况 2000 元及以下 0. 275 0. 044 0. 348 28. 044∗∗∗ 23. 10 23. 873∗∗∗
2000—7000 元 0. 356 0. 057 0. 329 32. 871∗∗∗ 29. 97
7000 元以上 0. 380 0. 079 0. 375 33. 220∗∗∗ 30. 07

整体 全样本 0. 337 0. 060 0. 354 54. 314∗∗∗ 27. 67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0%、 5%和 1%。

2.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进一步采用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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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收入水平和居家养老服务认知等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对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一结果与研究假说 1 相符。 年收

入增长 1%, 老年人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概率下降 0. 8%。 同时, 老年人认知能力提高 1
分和将长期护理保险纳入养老规划与安排, 则分别使意愿和行为发生悖离的概率下降 1%和

16. 3%。 由此可见, 收入水平和对居家养老服务认知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增强购买能力和降低

无知的畏难情绪, 减少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表 3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估计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估计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感知行为控制 收入 -0. 044∗ 0. 026 -0. 008∗ 0. 004
养老规划与安排 -0. 949∗ 0. 562 -0. 163∗ 0. 096
认知能力 -0. 061∗∗∗ 0. 011 -0. 010∗∗∗ 0. 002

习惯与偏好 传统养老模式偏好 -0. 282∗∗∗ 0. 059 -0. 048∗∗∗ 0. 010
情境因素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0. 004∗ 0. 003 -0. 001∗ 0. 000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比率 -0. 727∗∗∗ 0. 220 -0. 125∗∗∗ 0. 038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数量 -0. 064∗∗∗ 0. 019 -0. 011∗∗∗ 0. 003
儿子数量 -0. 071∗∗ 0. 035 -0. 012∗∗ 0. 006
女儿数量 0. 020 0. 030 0. 003 0. 005
家人支持程度 -0. 079∗∗ 0. 032 -0. 014∗∗ 0. 005

控制变量 性别 0. 013 0. 058 0. 002 0. 010
年龄 0. 012∗∗ 0. 005 0. 002∗∗ 0. 001
受教育程度 0. 110∗∗∗ 0. 026 0. 019∗∗∗ 0. 004
健康状况 -0. 125∗∗∗ 0. 033 -0. 021∗∗∗ 0. 006
婚姻状况 -0. 103 0. 067 -0. 018 0. 011
社区城乡属性 -0. 115 0. 073 -0. 020 0. 013

LR chi2 1218. 16∗∗∗

Pseudo 

R2 0. 134
样本量 7712

　 　 注: 1. 本文还控制了老年人所在省份; 2.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0%、 5%和 1%。

传统养老模式的偏好与习惯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负向作用,
这一结果与研究假说 2 相悖。 传统养老模式偏好的淡化使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发生

悖离的概率增加了 5%。 这一结果反映出尽管传统养老模式偏好的弱化刺激了老年人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意愿, 但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习惯与偏好仍未形成, 使得实际利用行为滞后于服

务需求意愿的产生, 这就导致没有传统养老模式偏好的老年人群体其悖离比例远高于具有传

统养老模式偏好的群体。
有利的家庭、 社区和社会层面情境因素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一结果与研究假说 3 一致。 家庭层面, 儿子数量和家人支持程度的增强

能够显著减少意愿和行为的悖离, 但女儿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反映出老年人仍将儿子数

量视为家庭养老资源的关键指标, “养儿防老” 不仅仅是传统的文化观念, 更是家庭养老资

源的现实[42] 。 社区层面,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数量每增加 1 项能使意愿和行为发生悖离的概

率降低 1. 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每提高 1%, 则可以使这一概率降低 12. 5%。 社会

层面,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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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 反映了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等社会激励政策的有效性。 可见, 外在情境因素通过提升服

务利用的可及性和便利性等方式, 能够有效地降低居家养老服务潜在需求向实际利用行为转

化的门槛。
此外,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 年龄、 受教育程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健康状况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及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居家养老服务意

愿与行为悖离发生的概率在提升, 而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其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

概率较低。 同时, 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和性别差异, 这些

结果与预期基本相符。
3.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发生机制的解释结构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 根据表 3 的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提取出

显著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 分别用 S1 表示收入状况、 S2 表示居

家养老服务认知度、 S3 表示传统养老模式偏好、 S4 表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S5 表示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利用率、 S6 表示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数量、 S7 表示家庭养老资源、 S8 表示年龄、
S9 表示受教育程度、 S10 表示健康状况。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则用 S0 表示。
在已有文献研究与咨询有关专家学者的基础上, 并结合老年阶段特征①, 本文确定了各影响

因素之间的主要逻辑关系, 如图 2 所示, 其中, V 表示行因素对列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 A 表示列因素对行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O 表示行因素与列因素之间没有直接或间

接影响关系。

图 2　 影响因素逻辑关系

根据图 2 影响因素逻辑关系与公式(2)—(5), 可以推演出各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 R、
可达矩阵 M 以及反映各影响因素层次结构的 T 矩阵②。 接着, 利用有向图, 通过有向箭头连

接相邻层级及同一层级的影响因素, 得到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之

间的逻辑层次结构关系, 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以得出, 收入、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家庭养老资源、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数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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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结合老年阶段特征确定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 如, 健康是重要的人力资本, 可以促进收入增长, 同时,
收入代表着对健康资源的购买力, 有助于提升健康水平。 但是随着老年人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 健康对收入的作用
趋于弱化, 而收入对健康的作用趋于增强, 因此, 结合老年阶段特征确定的两个变量之间的主要逻辑关系是后者。
因篇幅所限, 邻接矩阵 R、 可达矩阵 M 以及层次结构 T 的具体形式未在原文中展示, 读者若感兴趣, 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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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结构关系

导致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深层根源因素;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和健康状

况是中间层间接因素; 居家养老服务认知度、 传统养老模式偏好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

是表层直接因素。 具体而言,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机制可以表现

为以下三条路径。
路径一: 收入、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家庭养老资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数量→健康

状况→居家养老服务认知度、 传统养老模式偏好→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

离。 在该路径中, 首先, 年龄等五个深层根源因素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年龄的增长

将导致老年人生理机能的衰退和健康水平的下降, 而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能够增强

老年人对医疗保健资源的购买能力, 提高对慢性病等身体健康风险的忧患意识[43] , 提高其

健康水平。 同时, 家庭养老资源作为养老保障的重要力量, 是提升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显著基

础性条件[36] , 而家庭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 能够有效地弥补家庭养老资源的不

足[24] , 从而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健康状况[44] 。 其次, 健康状况影响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

的认知度与传统养老模式偏好, 并最终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健康水平的下降会增加老年人对养老风险的感知, 催生养老服务资源的强烈需求[45] , 为老

年人在家庭支持日渐弱化的背景下了解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并逐步改变传统养老模式偏好提供

了内在驱动力。
路径二: 收入、 年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居家养老服务认知度、 传统养老模式偏好→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 在该路径中, 首先, 收入与年龄作为两个深层根

源因素直接影响了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通常情况下, 老年人收入状况与年龄是我国居家养老

服务补贴政策发放的重要标准。 其次,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这一中间层间接因素影响了老年人

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度和传统养老模式偏好。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政策能够提高居家养老服

务保障水平, 降低服务相对成本, 有助于激发老年人了解社会养老服务的兴趣, 淡化老年人

传统家庭养老偏好。 最终, 居家养老服务认知度与传统养老模式偏好成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表层直接驱动因素。
路径三: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数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意愿与行为悖离。 首先, 作为居家养老服务良好开展的基础性条件,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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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强老年人养老服务利用的可及性和便利性, 有助于提高社区整体的居家养

老服务利用率。 其次,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的上升是减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

与行为悖离的直接驱动因素。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基于 logit-ISM 模型分析了老年人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及其影响因素, 并进一步探讨了各因素间的逻辑层次关系。 研

究发现: 第一,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悖离, 近 30%的老

年人虽然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 但并未转化为实际的利用行为。 第二, 本文构建的理论

分析框架能够很好地解释悖离产生的原因。 收入水平、 居家养老服务认知度等感知行为控制

因素, 家庭养老资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与养老服务供给水平、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等

家庭、 社区与社会层面情境因素以及传统养老模式的偏好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

行为悖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三, 解释结构模型结果进一步显示, 收入、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家庭养老资源、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数量是影响悖离的深层根源因素, 并通过居家养老

服务补贴和健康状况等中间层间接因素, 作用于居家养老服务认知度、 传统养老模式偏好和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等表层直接驱动因素, 最终影响到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

行为的悖离。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缩小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研究和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

启示。 首先, 增强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感知行为控制是政策实施的重要切入点。 一方

面, 低收入是现阶段导致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与行为悖离的深层根源因素, 这与杜鹏和

王永梅等人的研究发现[2] 相呼应, 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潜在需求向利用转化仍然是一种

需要收入保障的消费行为。 这有悖于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初衷, 社会养老服务的首要服务对

象是难以依靠自身和家庭进行养老的贫困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可能偏离

了政府 “保基本、 保困难、 兜底线” 的方向, 没有做到 “雪中送炭”, 反倒为有一定经济条

件的老人 “锦上添花” [46] 。 因此, 需要健全旨在提高老年人经济保障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和 “兜底式”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有社会养老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群体应该成为居家养老

服务保障制度的重点和优先人群, 扩展低收入家庭在居家养老服务选择中的可行能力。 另一

方面, 可以通过在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知识讲座, 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 提高老年人对居

家养老服务的认知度, 避免老年人产生无知的畏难情绪, 增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向利用

行为转化的内在动力。
其次, 构建有利的社区与社会层面情境因素是缩小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

重要保障。 在社区层面,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是影响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形成后能否向

利用行为转化的深层根源因素, 这反映出现阶段我国仍存在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缺口, 服务供

给端仍是导致悖离问题形成的基本因素。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起步较晚, 受资金、 人员、
设施等方面的限制, 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仍有待提升[5] 。 因此, 必须首要推进城

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基本全覆盖, 从数量和质量上全面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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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平, 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力度, 为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提供良好的基础物质

条件。 同时, 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选择决策也会受到社区其他老年人行

为的影响, 社区服务利用率的提高能够缩小老年人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因此, 需要充分发挥

居家养老服务利用者的榜样示范作用, 创造平台加强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营造社区良好

氛围。 在社会扶持政策层面, 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决策实际上是老年人基于

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的结果, 而以政府补贴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支持可以通过直接降低相对成

本的方式有效缩小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现阶段, 我国大部分省份已经逐步推行了居家养老服

务补贴政策, 以政府补贴的方式为有养老困难的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支持, 但现阶

段这一补贴制度存在明显的 “救助” 特征, 覆盖范围较窄, 补贴水平仍有待提升。 因此,
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等激励政策, 提高整体保障水平, 因地制宜地

确立更有效益的补贴发放形式、 发放范围和发放标准, 这也是现阶段打开居家养老服务市

场, 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最后, 养老习惯与偏好因素是破解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困局的潜在障碍。

随着劳动力流动和家庭规模核心化、 小型化, 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持续弱化, 基于代际和

自我支持的传统养老模式偏好将逐渐减弱, 这为以居家养老服务为代表的社会养老服务发展

提供了契机。 但是, 本文的研究也反映出, 在传统养老模式偏好弱化的过程中, 利用行为的

发生滞后于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产生, 传统养老习惯到社会养老服务利用习惯的转变需要一

定时间的铺垫, 这也是导致偏好弱化却带来悖离增加的原因。 因此, 不仅需要从观念上逐渐

让居民认识到居家养老服务是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 更要着力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

量, 改善老年人养老服务体验, 逐步培育出利用社会养老服务的习惯与偏好, 这是缩小意愿

与行为悖离的重要举措。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在变量度量上有待进一步完善, 如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局限于整体测度, 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程度缺

乏更直接的测度变量等; 第二, 尚未将居家养老服务价格等因素纳入理论分析框架, 尽管当

前居家养老服务大多处于政府购买服务阶段, 但价格仍然是需求与行为悖离研究中需要考虑

的经济变量。 未来的研究不仅需要构建更好的研究逻辑和理论框架, 需要更全面和准确的数

据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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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tivating the potential demand of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social endowment resources.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havior-Situ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elderly’s desire and behavior for home care service by logit-ISM model,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in 2018.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lderly’ s demand willingness and 

adoption of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in China, where nearly 30% of the elderly didn’ t 

convert the demand willingness into actual utilization behavior.  The control factors of 

perceived behavior, situational factors of family, community, and society, as well as 

preference factors of the elderly can explain the causes of dissnonace.  The probability of 

deviation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improving the elderly’s income level and cognition 

of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enhancing family pension resources, increasing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supply and providing home-based care service subsidies, while the 

weakening of the elderly’s p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deviation.  Among them, income, family endowment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supply level are the roo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iation.  The intermediate indirect factors, such as home care subsidies and health status, 

act on the superficial direct factors, such as the recognition of home-based care service, the 

preference of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l, an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and ultimately affect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Keywords: home-based care service; the paradox between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logit-
ISM model;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ttitude-Behavior-Situ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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