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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２０１４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开

始加速ꎬ２０１３年中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２亿人[１]ꎮ老龄高峰将于２０３０年左右到来ꎬ并持续２０余
年[２]ꎮ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引起了政府、民众以及学界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高度关注ꎮ与此同时ꎬ在步

入老年后ꎬ如何选择自己的养老方式也成为研究焦点问题ꎮ
国外有关养老意愿的研究通常结合某一特定问题展开ꎬ并将养老意愿操作化为“和谁一起居住”ꎮ

如一项关于韩国老年人６种不同养老方式下的抑郁症状研究显示ꎬ和配偶居住的韩国老人比独居和独

自与子女居住的韩国老人较少出现抑郁症状ꎬ其中性别因素表现出显著差异[３]ꎮ一项关于印度北方邦

和喀拉拉邦老人养老意愿研究指出ꎬ老年人养老意愿受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存活子女数、受教育程

度、职业、经济状况的影响ꎮ模型结果显示ꎬ有存活子女、经济依附他人的男性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和家

人一起生活[４]ꎮ而一项从文化、经济与人口学因素考察居住在美国的中国老年人和日本老年人养老意

愿的研究指出ꎬ虽然受到文化同化的冲击ꎬ移民文化仍然是影响他们选择和已婚子女一起居住在扩大

家庭的主要因素[５]ꎮ
而国内研究多见对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ꎬ按照研究地域可以划分为全国范围的普适性研究

和地方代表性研究ꎮ并因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ꎬ对养老意愿的操作化亦有差别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

尽相同ꎮ程亮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ꎬ年龄、健康状况、养老保险和样本类型(城市样本和农

村样本)对“养老靠政府”“养老靠子女”“养老靠自己”、“养老靠政府、子女和自己”的选择产生显著

影响[６]ꎻ龙书芹等对江苏四城市居民进行养老意愿调查发现ꎬ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养老观念(指子女对

老年父母的责任)、居住意愿(指理想的居住方式)和养老意愿(指年老时是否愿意靠子女赡养)产生

影响[７]ꎮ杨晓龙等对山东烟台市１２７３位老年人进行的养老意愿调查指出ꎬ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对老年

人选择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有显著影响[８]ꎮ李建新等指出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孩子数和经济状况因

素影响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对子女养老的期待[９]ꎮ
然而上述研究忽视了老年群体中内在异质性ꎬ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不

同ꎬ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精神障碍患者ꎮ精神障碍是一类具有诊断意义的精神方面的问题ꎬ特征为认知、
情绪、行为等方面的改变ꎬ可伴有痛苦体检和 /或功能损害[１０]ꎮ随着人口老化及人类寿命的延长ꎬ不少

精神障碍患者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ꎬ成为老龄人口中一个极为特殊的边缘群体ꎬ而长期疾病过程中躯

体及神经功能的变化、代偿、平衡势必会给患者带来新的影响[１１]ꎮ此外ꎬ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和家庭

照顾功能衰退加大了这一弱势群体养老服务的困境ꎬ和正常老年人相比ꎬ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养老特

殊性是家庭、社区、一般养老院、精神专科医院所无力承载的ꎮ迫切需要将精神障碍患者的养老服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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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精神健康社会服务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公共视野ꎬ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专门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养老

意愿进行研究ꎮ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方法ꎬ对上海市 Ｊ 区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患者和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发放问卷

２２０份ꎬ回收２００份ꎬ回收率９１％ ꎬ其中有效问卷１９２份ꎮ研究对象均为２５岁以上患有精神疾病ꎬ经主管医

师认定为病情稳定的精神障碍患者ꎬ且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ＩＴＡＱ)评分大于或等于２０分[１２]ꎮ所有

调查问卷均由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逐一面询填写完成ꎮ研究对象中ꎬ男性４５. ８％ ꎬ女性５４. ２％ ꎻ６０岁以

下５８. ３％ ꎬ６０岁及以上４１. ７％ ꎬ平均年龄５４. ８４岁ꎻ小学及以下学历１３. ０％ 、初中学历２７. １％ 、高中或中

专学历３３. ９％ 、大专学历１７. ２％ 、本科及以上学历８. ９％ ꎻ住院病房２６％ ꎬ社区康复机构(阳光心园)
２６％ ꎬ社区居家休养４８％ ꎮ

(二) 研究变量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的养老意愿依据其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划分为四类ꎬ即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

老、机构养老、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养老ꎮ家庭养老可理解为在家里由子女供养或老伴供养或

亲属供养ꎮ机构养老是指老年人集中居住在敬老院、福利院、托老所等机构中养老ꎬ它采用福利化或市

场化的运作机制ꎬ为老年人养老兴建专门的居住与生活服务设施ꎬ依照自愿原则ꎬ将老人集中供养并

使之安度晚年[１３]ꎮ社区居家养老为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ꎬ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

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１４]ꎮ而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是由«上海市

精神卫生条例»①提出的为生活自理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护理和照料服务ꎬ因而成为本文研究的

一种可行的养老方式ꎮ
本研究将影响精神障碍患者养老意愿选择的因素分为人口学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

姻、收入、住房面积、有无子女)、疾病情况(精神疾病类别、住院年限、病程年限、是否在阳光心园康复

过、自理情况)和主观态度(“养老防老”态度、和子女关系、认为普通养老院是否接收老年精神障碍患

者)ꎮ

(三) 统计方法

使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３. 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与统计分析ꎮ首先ꎬ采用单因素分析ꎬ通过交互分析展

现出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ꎬ再运用卡方检验方法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显著性ꎬ最
后ꎬ建立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对影响精神障碍患者养老意愿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ꎮ

三、研究结果

(一) 养老意愿

由表１可知ꎬ大多数研究对象选择了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养老ꎬ对这个全新的养护模式抱

有信心ꎻ有２３％的研究对象选择家庭养老ꎬ他们更喜欢有自己的空间和自由ꎻ有１９％ 的老人选择社区

居家养老ꎻ有１２％的老人选择普通机构养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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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是由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ꎬ并自２０１５年３月
１日起实施ꎮ



表１　 您愿意选择哪种养老方式进行养老

方式 家庭养老 机构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
精神障碍患者社区

养护机构养老
合计

频数 ４４ ２３ ３６ ８９ １９２
百分比 ２３％ １２％ １９％ ４６％ １００％

(二) 影响因素与养老意愿交叉分析

下面以养老方式为因变量ꎬ以人口学基本情况、疾病情况、主观态度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交叉分

析ꎬ分析结果如下ꎮ
人口学基本情况中ꎬ年龄因素对养老意愿有明显影响ꎬ６０岁以下的相比于６０岁及以上的研究对象

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养老ꎮ婚姻情况因素对养老意愿也有

影响ꎬ未婚者更愿意在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养老ꎬ而选择家庭养老的以已婚者居多ꎮ经济状况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养老意愿ꎬ高月收入的研究对象倾向于家庭养老ꎬ而中低收入者较多选择

精神障碍患者养护机构ꎮ此外ꎬ生活在上海的居住面积成为影响其选择养老方式的因素之一ꎻ从有无

子女上来看ꎬ有子女的更愿意进行社区居家养老和在精神障碍患者养护机构养老ꎬ而无子女者更多的

选择家庭养老ꎬ结果有别于一般老年人的ꎮ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未有显著影响ꎮ
疾病情况来看ꎬ精神疾病类别中ꎬ多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对象(３３. ９％ )选择了精神障碍患者

养护机构ꎻ住院年限因素影响显著ꎬ住院年限越久越愿意在家养老ꎬ反之则愿意在精神障碍患者养护

机构养老ꎻ此外ꎬ接受过社区康复服务的研究对象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精神照护资质的养护机构ꎮ而病

程年限、自理情况影响不显著

主观态度方面ꎬ“养儿防老”态度因素有明显影响ꎬ赞同其观点的研究对象愿意在家养老ꎬ而不赞

同或是一般的则倾向选择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精神障碍患者养护机构养老ꎮ对于普通养老院是

否接收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看法对养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ꎬ认为普通养老院不接收老年精神障碍患

者入住的研究对象中仍然希望在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的有３１. ８％ ꎬ分别是其他养老方式的１０
倍左右ꎮ和家人关系亲密程度并未对精神障碍患者养老意愿产生影响ꎮ

(三) 模型分析

以养老方式的选择为因变量ꎬ其中以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养老为参照组ꎬ以年龄、婚姻

状况、月收入、居住面积、有无子女、精神疾病类别、住院年限、是否接受过机构康复服务、“养儿防

老”态度、认为普通养老院是否接收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为自变量建立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ꎮ如表２所示ꎬ
模型给出各自变量的相对风险比(ＲＲＲ)ꎮ该模型总卡方１３４. ９０ꎬ模型 Ｒ２为０. ２７８３ꎬ模型能够较好

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ꎮ表２中各变量影响程度具有不同的特点ꎬ结果表明ꎬ年龄、疾病种类、养老防老

态度和认为普通养老院是否接收老年精神障碍患者成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ꎮ６０岁以上的研

究对象以及持赞同“养儿防老”态度的研究倾向于在熟悉的地方养老ꎬ究其原因ꎬ可能是受传统思

想的影响ꎻ与患有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相比ꎬ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对象相更倾向家庭养老、社区

居家养老和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养老ꎬ这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病程特点ꎬ长期住院的特点有

关ꎬ使他们排斥封闭式的机构养老方式ꎮ“认为普通养老机构是否接收患有精神疾病的老人入住”
这一因素考察了现有养老困境也对精神障碍患者养老意愿的影响ꎮ家庭的无力承担、社区环境的不

接纳促使研究对象寻找可以接收自己的养老机构ꎬ然而普通养老机构制度性的排斥凸显整个社会

对其养老服务的缺位ꎮ无处安置老年生活的研究对象认为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不失为解决

这一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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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的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家庭养老 机构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

ＲＲＲ ＲＲＲ ＲＲＲ
年龄 ４. １５０８０７∗ . １４２０９２９∗ . ２５９９２７７∗

婚姻状况 . ８４４５１０８１ . ５３５６０６１ . ３２８８２９
月收入 １. ６１８１５７１ . ８８９７７９１ . ８６９４５∗

有无子女 １. ０８３０６５２ . ９７７２６４２ . ０９４４７７
住房面积 . ６７９０６０３ . ５８６４７５ . ９４８２３５８

精神疾病类别 １. ３５０７７３５ . ６８７１１８∗ １. ２７３４５６
住院年限 １. ９７６２８２１ . ４１８６３９２ . ２２６０８８∗

是否接受过机构

康复服务
２. ８９０７０６ . ４０９７０４ . ３２１２１１３

养老防老态度 . ７７０９７６３ . ８０７８５７２

一般养老院是否

接收老年精障患者
２. ８９０７０６∗∗ １. ６４２８８７２ . ８７８７１∗∗∗

　 　 注:模型总卡方 ＝ １３４. ９０∗∗∗ꎻ自由度 ＝ ３０ꎻ模型 Ｒ２ ＝ ０. ２７８３ꎻ∗Ｐ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０１

四、讨论与结论

(一) 精神障碍患者养老意愿分析具有独特性

以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的养老意愿研究与以往其他养老意愿研究相比ꎬ人口学相关因素在

影响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并无明显差异ꎮ而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疾病特点、住院时间以及现存养老困境

对养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ꎬ使得该研究结果具有独特性ꎮ这一独特性表明研究对象内在异质性对养老

方式的选择有不同影响ꎬ证明有必要专门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养老意愿进行研究ꎮ在重点考虑年龄、精
神疾病类别、传统观念、养老机构机制等因素外ꎬ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ꎬ更全面覆盖精神障碍患者

这一群体的特殊性ꎬ为解决该人群的养老问题提供针对性的现实依据ꎮ

(二) 应推进社区精神康复养老机构的建设

从研究结果可见研究对象对于未来可以承载他们养老服务的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的需

求ꎬ这一需求基于当下精神障碍患者的养老困境ꎬ而这一困境不仅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特点有

关ꎬ还反映出宏观背景下这一养老问题缺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力支持和有效介入ꎮ首先ꎬ民政系

统所属养老机构明文规定ꎬ不允许接收有精神病史的老年人入住ꎮ因为大多数老年精神障碍患者需要

长期服药ꎬ即使处于疾病缓解期ꎬ复发率也很高ꎬ会对其他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ꎮ同时ꎬ精神疾

病的诊疗、开药、药品管理及护理ꎬ需要专业人员、具备专业资质ꎬ一般养老机构不具备这些条件和资

质ꎬ因此ꎬ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不适合入住普通养老机构ꎮ其次ꎬ卫计委所属精神病专科医疗机构ꎬ主要

负责对精神障碍患者急性期的住院治疗ꎬ也不承担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养老职能ꎮ再者ꎬ残联部门负

责精神障碍者的康复工作ꎬ工作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壮年患者人群ꎬ旨在帮助他们提升社会工作技能ꎬ
更好地回归社会ꎬ也不承担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养护职能ꎮ此外ꎬ由于该群体的特殊性ꎬ照料责任、风
险不同于一般老年人ꎬ因此这一群体往往很难实现通常的家庭养老[１５]ꎮ因此ꎬ应积极加快推进精神障

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的建设ꎬ填补精神卫生领域养老服务建设的空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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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倡导消除精神障碍患者“社会污名”的服务

尽管采用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养护机构的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养老需求

的ꎬ克服现有养老机构设计的不足ꎬ不过ꎬ值得注意的是ꎬ之所以精神障碍患者选择社区养护机构的比

例明显高于其他养老方式ꎬ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ꎬ就是“社会污名”的作用ꎮ可以说ꎬ精神障碍患者社

区养护机构的选择这一意愿本身就反映了“社会污名”的结果ꎬ而这样的养老方式的选择也有可能成

为进一步“社会污名”的起点ꎮ因此ꎬ在推进社区精神康复养老机构建设的同时ꎬ就需要加强精神障碍

患者“社会污名”的识别和消除服务ꎬ挖掘他们的能力和才华ꎬ避免过度保护ꎬ让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不

再被视为社会的“包袱”ꎬ活得有尊严ꎬ让我们的社会有尊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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