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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the data of investigation in Shanghai ,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aged who can

not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in activities ,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 and establishes the theoretical

evalu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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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评价是社会养老保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 是确定老年社会工作目

标和衡量社会工作效率的尺度 。而对老年人群中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料的生活有困难的老年

人而言 , 其生活质量的评估将使人们更加关注这个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 , 并有助于社会福利部门
制定相关政策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一 、 城市生活不能自理居家老人面临的紧迫形势

1.随着老龄化的加速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人数不断增加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的加剧 , 高龄老人 、患重病卧床不起的老人的数

量及其占老年人口总体的比例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根据 1992 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 , 在

60岁及以上的城市老年人中 , 完全丧失穿衣能力的占老年人总数的 1.31%, 其中 60 ～ 64岁的占

0.41%, 70 ～ 74岁的占 1.46%, 80 ～ 84岁的占 3.25%, 85岁以上的占 9.52%。需要长期照料的

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群体将成为老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海为例 , 2000年 60岁及以上户籍老

人达 241.76万人 , 占总人口的 18.3%;其中 80岁及以上老人为 30.56万 , 占 60岁及以上老人的

12.6%。在日益增加的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中 , 他们的带病期占余寿的比重更大 , 无疑

将极大刺激照料需求的增长 , 而照料需求的满足程度又将影响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生活质量。

2.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人大多选择居家养老方式 , 但家庭护理功能有下降趋势
大多数中国老人视家庭为感情和精神的重要支柱 , 是生活的主要场所 , 它可以维护老人晚年

生活的社会性和自立性 , 减少因环境变化对老人产生的消极因素 , 使老年人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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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多数老人选择居家养老的方式 , 同时政府也鼓励居家养老。
作为主要照顾者的家庭成员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及家庭规模小型化而面临极大压力 , 同时也

缺乏应对压力的资源 , 从而使这些家庭为承担协助需要照料护理的生活不能自理老人而提供的各

类型支援 (物质 、精神 、 资讯 、情感支持等)未能达到理想效果 , 心有余而力不足 。家庭护理功
能的明显下降 , 直接影响到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生活质量 。

3.养老社会化发展滞后

“未富先老” 的老龄化特征和高福利国家过度发展入院养老而背上沉重财政负担的教训使我
国更需重视发展社区照料服务 。

在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群体逐渐增大 , 而照料需求和供给又受到家庭照料功能弱化和社区照料
服务尚未充分发展的双重压力下 , 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生活质量将受到影响 , 从而不利于老年人

口的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 。

二 、 城市生活不能自理居家老人生活质量评估的因素分析
1.经济因素

老年人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是衡量老年人 “老有所养” 的标志之一 , 也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

量的基础及重要内容 。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质量 , 又会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 、家庭及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个人经济收入的高低

对物质 、 精神 、 教育和健康生活质量的决定性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2.居住状况及家庭设施条件
(1)家庭设施条件

衡量一般老年人生活质量 , 其中考察的一项是是否有自来水 、 暖气 、 卫生间。针对生活不能

自理老人的特点 , 考察家中是否有抽水马桶及洗澡设备 , 这样既有利于家人照顾 , 也方便了生活
不能自理老人的日常生活 。随着护理水平的提高 , 被照料老人和照顾者对照料用辅助器具的需求

越来越大 , 如特殊用床 、 床垫 、浴盆 、 尿盆 、尿袋 、 多功能手杖等方便化 、保健化 、舒适化的商

品。考核有这方面需求的老人的获得率 , 可以增强老人的自我照料能力 , 提高照料质量 , 同时也
可以为老年护理产业提供市场信息 , 推动老年护理产业的发展 。

(2)居住状况
居家老年人在居住环境的主观评价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正面影响 , 同时老年人对居家

环境较高的满意感也可能导致较高的健康生活评价 , 显示出良好的客观环境可能通过促进健康生

活质量而提升居家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众多研究揭示 ,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体现其生活适应
能力 , 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 因此居家老人的居住条件及生活设施状况是影响生活质量

的重要因素。

步入老年期后 , 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身体素质也发生显著变化 , 对居住空间有特殊的需求 ,
尤其是采取居家养老方式的生活不能自理老人 , 居住环境尤为重要 , 居室的安排布置应充分考虑

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但是由于生活水平有限 , 我国人口居住空间拥挤 , 老年人口的居住状

况无法得到足够重视 。
城市建筑立体空间延伸 , 住宅高层化趋势不可逆转 , 极大地限制了老年人的户外活动 , 迫使

他们在居室内度过更多的时间 。对于居住高层住宅的老人来说 , 最迫切的一个需求是能够经常到

户外活动 。而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 , 出门活动更加困难。在设计老年人居室时可以适当
增加住宅的阳台面积 、扩大视野范围 , 使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户外的气氛 , 还可以增加每

层的公用楼道面积 , 或建造公用阳台 , 增加相邻住户老年人交流的机会
[ 1]
。

在改善家居环境下 , 需扩展老年人的活动空间。老年人与家人 、邻居的交流十分有限 , 还需
在社区之内和社区之间同其他同龄人进行户外交流并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由于活动不便 , 老年人

的活动空间限制在住宅周围很小的区域 , 因此社区要开设专门为老年人活动的场所 , 扩大绿化面

积。
3.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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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况已被学术界公认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生活不能自理老人多
是高龄 、 伤残 、 重病老人 , 评价健康生活质量应更倾向于评价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 。研究有关健

康的测量主要是两个方面:躯体健康 、 精神健康 。

(1)躯体健康
躯体健康一般认为可以从健康的自我评价 、 慢性病的患病情况 、医学症状 、医疗服务的利用

来反映。

(2)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指的是个体对自己身心各方面健康状况的感觉 , 它所反映的是个体在情感层次上对

生活幸福和不幸福的评价
[ 2]
。

把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精神健康评价作为评估这个人群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 其主要原

因是老年人由于机体体能的衰弱 , 心理上变得非常脆弱 , 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群体更是易于出现心

理疾病 , 导致他们对居家养老生活难以产生满意感或幸福感。因此了解现今居家老人的心理障碍
和精神病症 , 为此作出科学的评估 , 及时鉴别 、 干预和预防居家老人的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 , 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

4.照料护理状况
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家老人是最需要生活的照料和护理的。数据表明 , 一般情况下 , 85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其生活自理率达不到 50%。影响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生活照料质量的因素主要有

两个:一是家庭支持 , 二是社会支持。
(1)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是满足和支持老年人基本需求的一种非正式资源 , 主要指家庭的成员给予老人的帮

助
[ 3]
, 本文主要对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两方面因素进行评估:1.生活照料包括①身体照料 , 如

在日常生活中帮助父母洗澡 、 穿衣或上厕所等;②家务料理 , 如帮助父母买东西 、做饭 、坐车 、

写信 、 打电话或管理钱物 。2.情感支持 , 主要指老人需要讨论个人问题或有事需要商量 、建议
或帮助时能否得到子女或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

(2)社会支持

联合国在 1982年通过的 《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明确指出 , 为年长者提供
健康照顾 , 必须承认家庭及其居住社区所具有的平衡和良好的制度特点。随着时间推移 , 人们已

经愈来愈感到这一看法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 把老年人留在家中 , 接受来自家庭和居住地社区的多

种照顾 , 是适应老年人身心需要的 。居家养老方式和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照料的高度需求决定了
社会 “介入” , 即来自家庭外部的人和物的因素对老年人照料的投入 。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老人

的照料 , 既需要时间 、精力 、 食品 、药品和精神关怀 , 也需要家庭成员 、 亲属 、邻居 、 朋友 、医

护人员 、 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的参与 。社会支持包括两方面:
A.来自邻居 、亲属 、 朋友的支持

来自邻居 、 朋友 、亲戚的照顾服务大多在特殊情况下发生 , 这种帮助往往是临时性的 , 但所

起作用很大 , 常常超过了不在老人身边居住的子女的作用 。他们提供的帮助是多种多样 , 包括买
药 、 请医 、雇车 、抬送及成为老人信任的可以交心的朋友 , 这种社会关系是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

分。

B.来自社区的照顾
老年人的社区为老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 4]
:

a.日常生活服务:如送饭到家 、 维修服务 、 安装求助电铃 、 代购食品 、 代领各种补助 、 家

庭访问 、 陪老人聊天 、咨询服务 (法律 、心理 、 保健);
b.医疗保健服务:①建立家庭病床 、送医送药上门 、 派遣生活照料员和专门护理人员;②

陪送医院看病 、 住院陪床等;

c.设立照料培训 、 交流中心 , 给照料者及其家庭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社区为老服务水平对
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 在一个设施齐全 、 服务周到 、 敬老蔚然成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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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权益受到保护的社区 , 老人生活质量有保障的可能性较大 。
目前社区服务在老年人中的作用还是有限。这与其本身功能比较单薄 , 尚未产生规模效益和

形成一个完善的网络以及老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 、 观念都有一定的关系 。随着生活不能自理老

人的人数增多 , 照料需求的不断提高 , 社区应从整体上提升为老服务的水准。虽然社区照顾强调非

正规网络和资源的适用 , 但政府在推动 、制定政策和协调上的角色不能忽略。

199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主持的 “上海市生活不能自理老人家庭照料

与社会支持调查” 数据表明 , 在问到被访老人 “最迫切希望政府和社会在关心老人的生活照顾方

面给予哪些帮助” 的意愿时 , 排在前 4位的如下:(1)进一步搞好社区上门服务;(2)帮助老年

人就近就医;(3)加快老年护理医院的发展;(4)加快托老所的发展。(见表 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面对家庭成员照料负荷大 、缺乏专业照料知识和技能 , 社区照料体系

的资源较缺乏 , 重视加强社区为老服务各项举措是提高生活不能自理居家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

素。 表 1　被访老人最迫切希望政府和社会在关心老人的生活照顾方面给予的帮助
人数 (人) 比重 (%)

1.进一步搞好社区上门服务 29 11.6

2.大力提倡邻里互助和发展包户组 2 0.8

3.加快托老所的发展 9 3.6

4.加快社会福利院的发展 4 1.6

5.加快社区敬老院的发展 4 1.6

6.加快老年护理医院的发展 15 6.0

7.加快老年公寓的发展 2 0.8

8.尽快实施护理保险 2 0.8

9.帮助老年人就近购买生活用品 4 1.6

10.帮助老年人就近就医 18 7.2

11.尽快制定鼓励子女照顾老人在家养老的政策措施 4 1.6

12.教育子女及孙辈关心和照顾年老长辈 2 0.8

13.帮助老人提高自我保健和康复的能力 4 1.6

14.其他 29 11.6

15.无要求 46 18.4

99.无法回答 76 30.4

总计 250 100.0

　　N=250

5.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 , 它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多重影响 。在国内理论

界的老年学和老年社会工作领域里 , 老年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倍受关注的主题 , 也是改善老年人生

活质量的重要出发点 。

老年生活满意程度这一概念和指标在定义和测量上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 , 很难用一套统一

的测量手段来进行评估。国内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尚未有系统的理论和比较成熟的方法 ,

本研究中尝试用老人自评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指标来测定。这样做的好处是简化变量测量 , 利于理

解和回答 。

以上对评估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生活质量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 , 为了更有效地完成这项探索性

研究 , 还需要不断深入的观察 、了解和把握被评估事物的现状 、脉络和趋势。
三 、 如何提高生活不能自理居家老年人口群体的生活质量

1.政府应切实发挥主导作用 , 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网络 , 加强社会支持力度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空间 , 社区内部有相对完善的服务设施和规范化 、 制度化的服务网

络 , 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家庭照料功能的不足。而以社区为中心 , 在社区层面上开展社会工作 ,

要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共同配合 , 这是社区工作的特质决定的 。如果没有社会各种力量的支

持 , 没有政策推动 , 社区照料工作难以达到应有的成效。政府应树立 “以人为本” 的理念 , 针对

家庭困难 , 积极介入帮助 , 在制定法规和政策支持方面保护社会转型期经济能力有限的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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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 尤其关注功能受到严重限制的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生活 。同时 , 在社区服务的融资和社区
服务资源的整合方面 , 通过作为权威机构的政府组织协调才能达到效果。目前一些社区照料服务

欠缺与政策和财政支持不够有关。
表 2　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生活满意度 %

类别 1很不满意 2不太满意 3一般 4比较满意 5非常满意 6无法回答

您现在的健康状况 12.0 26.8 18.8 18.8 1.2 22.4
收入和财产状况 9.6 21.2 24.4 12.4 8.0 24.4

配偶的相处状况 0.0 1.6 10.0 11.6 14.4 62.4
子女对您赡养和照料的状况 3.6 8.4 14.0 32.4 12.8 28.8

参与社会活动的状况 1.6 10.8 11.2 0.8 0.4 75.2
与子女和孙辈沟通的状况 2.0 9.2 16.4 30.4 12.8 29.2

与家人联系的方式和次数 1.6 7.2 18.4 33.6 6.4 32.8

与朋友联系的方式和次数 1.2 6.8 14.8 16.0 2.8 58.4
现在每天的饮食状况 1.6 10.8 22.4 39.2 3.2 22.8

现在的居住状况和环境 8.0 16.4 13.6 31.6 6.0 24.4
现在的娱乐活动状况 2.8 14.4 18.0 8.8 1.2 54.8

现在的公共和个人的交通工具 2.0 9.6 9.2 2.4 0.4 76.4
精神上的信仰和获得支持的状况 1.6 4.8 18.8 16.4 3.2 55.2

现在的人格和尊严得到尊重的状况 0.4 2.4 23.6 27.2 8.4 38

对自己现在的整体生活状况的感受 2.8 9.2 23.2 31.2 10.8 22.8

　　N=250

2.大力发展社区上门照料服务

社区上门照料服务是为老人提供的服务中最迫切和最合时宜的服务之一。其中根据生活不能

自理老人的特殊需要提供的上门诊疗服务 、 家庭体力劳动服务 (打扫 、洗衣 、 购物)、 洗澡服务 、

帮助穿衣 、帮助上厕所的服务 、就餐服务及救助服务等 , 一方面缓解照料者的压力 , 另一方面改
善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生活质量 。社区上门服务是支持家庭养老功能的有效手段 , 而真正享受

到此类服务的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比例并不高 , 这有待于老年照料护理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3.建立社区养老设施

社区养老设施对那些长期卧床不起 , 经济能力有限雇请不起全天候提供照料的保姆的老人和
家庭 , 是解决照料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它既让老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 , 又方便家人探望。特别

是在当前资金不足 、 场地紧缺 、专业工作人员少的条件下 , 开办社区养老设施更需社会支持 。

4.开发老年专用护理保健用品
生产安全 、 便利的老年专用日常用品及护理保健用品 , 可以辅助生活不能自理老人 , 方便照

料者照料 。而目前老年用品很少 , 老年人收入普遍偏低 , 购买力和消费力偏弱 , 因此缺乏推动老

年产品市场的发展动力 , 是制约老年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 。国家应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引导企业

生产老年用品 , 开拓老年用品市场 。
5.提高社区服务的人员素质

社区服务需要大量经过专门训练的服务人员 , 因此应成立社会工作教育培训机构。另外 , 要

逐步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从而改善和提高护理质量 , 减轻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身体和心理的

痛苦 。
生活不能自理老人及其家庭是照料护理需求最大 、最迫切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 , 需要

政府 、 社会组织 、企业 、 家庭的共同努力 , 安排好他们的日常生活 , 解决他们的就医和照料困

难 , 势必增强不能自理老人面对生活的信心 , 势必缓解家庭成员在照料老人和参与社会工作的矛

盾 , 从而有利于各自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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