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社科文摘 52022

社 会 SHEHUI

一、理论视角：需求溢出理论

根据“需求溢出理论”的基本逻辑，对于价值性

公共事务的解决就需要政府（公权力）、社会组织等

多元主体合力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对于高校

社区空巢老人而言，由于家庭成员的缺位和机能的

限制，其养老服务需求多属于溢出需求。本文沿着

需求溢出理论的视角，基于河南省某高校社区的实

地调研，旨在把握在社区养老快速发展阶段高校社

区空巢老人“溢出需求”与“养老困境”的内在联系，

并探寻有效的困境破解机制，更好地满足高校社区

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二、缺位：高校社区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

（一）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机制的缺位

调查发现，目前社区存在适老化设施和相关养

老服务提供不足的问题。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无外

乎衣食住行，对于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而言，“衣”和

“住”更多属于非溢出需求，可以由个人或家庭解

决。就“行”而言，老年人机能下降、行动不便，虽然

外出活动可以借助辅助设备，但同时也对社区适老

化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空巢老人而言，“食”也

是一大难题。而社区也并没有为老人提供上门送餐

或者建设老年食堂等服务。医疗与老人们生命安全

息息相关，在医疗服务方面，社区并没有提供上门看

病、护理、送药、检查身体等医疗服务，甚至连最基本

的社区医院都没有配备。

（二）风险应急处理机制的缺位

各类安全风险（如摔伤、疾病突发）是老年生活

中的巨大威胁，风险的预防和发生时的应急处理机

制就尤为重要。特别是空巢老人，由于身边缺少人

员照顾，在遭遇风险时难以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难

以挽回的后果。然而社区的风险应急处理机制处于

缺位状态。风险应对和处理的事后性特征更加突

出，预防性较弱。

（三）社会专业力量在高校社区养老服务建设中

的缺位

调查发现，社区的老人们对社会力量提供养老

服务的概念十分模糊，在谈及养老服务需求时，更多

地要求学校参与服务供给。社区出于自身综合利益

的考量也没有主动考虑引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养老

服务建设中，更多按照规章制度和学校安排来进行

服务。加上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社区较为严格的安

保机制和封闭独立性，各种社会力量和组织机构难

以进入，导致社会力量在高校社区养老服务参与中

严重缺位。

（四）高校在高校社区养老服务建设中的缺位

虽然市场化进程削弱了高校与高校社区的关

联，但单位保障制的色彩和观念仍然深深烙印在高

校社区老人们的观念中，加上高校社区名义关系上

与高校的关联性，因此高校也应该发挥作用。但调

查发现学校在养老服务建设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学校和二级单位只是在年节或敬老月等时段派人上

门为老人服务，其拥有的部分养老资源（如医药护领

域的专业力量）也没有充分利用。

（五）邻里互助机制的缺位

邻里互助养老模式是破除养老困境的重要途

径。对于空巢老人而言，邻里互助机制可以有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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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应对日常风险，满足老人精神等方面需求，对老人

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代城市社区中社会

互动减少、邻里关系寡淡，老人们普遍对社区缺乏归

属感。调查发现，老人们的社交仍主要集中在和退

休前的同事之间的互动，和其他群体的互动较少。

实体空间互动减少也导致邻里互助机制的缺位，对

于空巢老人来说也少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支持。

三、构建：高校社区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破解机制

探究

（一）定期探访空巢老人需求，构建需求导向型

养老服务供给机制

高校社区相关人员应当定期探访空巢老人，及

时询问其养老需求。社区要根据其需求完善相应养

老设施和养老服务。在基础设施供给方面，首先要

完善基本的适老化基础设施建设，如社区医院、老年

食堂和老年购物中心等。更要结合老年人需求特

点，保证社区养老建筑内部空间环境设计符合老年

人的实际需要。在养老服务供给方面，社区要提升

服务供给的针对性，根据实际情况和老人们的需求

切实进行养老服务供给，构建需求导向型养老服务

供给模式。

（二）关注隐性外生需求，构建老年风险应急处

理机制

打造智慧型社区，建立紧急救援系统。通过寻

求财政支持或引进社会资金，为空巢老人安装“求援

警报”，警报后端连接社区值班室，当老人突遇风险

时，可以按下求援警报，及时得到社区的救助。社区

应当积极开展各类应急措施培训，帮助老人们学习

伤情应急处理的相关知识，当老人们突然摔倒或者

遇到其他伤害时，可以及时自救或者得到他人的救

助，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三）引入社会专业力量，构建多元化专业化养

老服务供给机制

社区在养老服务建设中应该加大社会力量的引

入。由于社区的实力相对薄弱，因此在社区养老服

务引入社会力量的进程中，政府也应积极参与，通过

政府购买或财政拨款等方式支持社区引入社会力量

参与养老服务。政府也要积极推进服务组织专业化

建设，大力支持培育专业化的服务团队，以更精准地

满足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社区要建立健全相应的

监管机制，加强对社会力量的监管。同时政府和社

区也要积极引导培训，加强社会力量的自我监管

能力。

（四）高校充分参与，构建高校资源养老服务参

与机制

高校可以参考美国的UBRC模式，探索建立“课

堂教学＋社区实训”的专业教育模式，充分引入专业

资源进驻社区养老服务。对有完善的医药护专业体

系的高校，可以加强相关二级学院同社区的联系，整

合资源，将社区作为学生实习实训的地点，在满足学

生实训需求的同时，也可以为空巢老人提供更专业

的服务。对于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也可以为社

会工作者提供各类资源支持，培养更具针对性的社

工人才，促进社会工作充分参与空巢老人的生活

中。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可以组建志愿服务团队，形

成“医药护＋社工”的志愿服务模式，更好地满足空

巢老人的医疗健康和精神慰藉等各方面的需求。

（五）充分发挥老人主体性，构建邻里互助机制

由于我国的老龄化是“未备先老”，因此提升老

年人主体性也是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有效举措之

一，这就要求政府和社区促使曾经被忽视的老年群

体加入社区养老服务建设进程中，激活他们的主体

性和创造性。社区要充分调动老人们的主体性，鼓

励老人们之间加强联系、守望相助，增进邻里互动，

构建邻里互助机制。社区也可以利用老人们对互联

网掌握程度较高的特性，建立相应的微信群，以此实

现虚拟线上的“共同在场”，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弥

补空巢老人的精神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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