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理论及其在老人照顾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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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分析
“

需要
”

的概念入手
,

结合长春市某社区第一手调查统计资料
,

分析城市居家老

人照顾需要及特征
,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试图探索我国城市在社会福利服务发展中应注意 的一

些理论和实际间题
。

一
、

老人照顾需要的界定与意义

社会工作实践领域中
,

确认案主的需要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

是实现助人 自助 目标的基础
。

在社会福利的研究初期
,

很少 人注意
“

需要
”

这一概念 (詹火生
,

19 8 9 )
,

而现在西方有的学者认

为
,

在广泛使用的需要概念也正在被滥用
。

这一概念本身反映出它背后的主观性
、

相对性和文

化特色
,

它反映到意识形态的层 面就可能是第三条道路或 出现 的新的综合 (oD ya l & oG ug h
,

19 9 1 )
。

当今无论在研究领域抑或是社会工作实务层面
,

对
“

需要
”

的界定 已变得十分重要
。

P o n is oe n ( 19 6 2) 指出
,

一个社会 (或者社 区 )的首要责任是要满足其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
,

它们包括生理的
、

社会的
、

情绪的和精神方面的成分
。

界定
“

需要
”

本身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

因

为
“

需要
”

往往是相对的
,

困难之处在于
,

我们定义那些
“

需要
` ,

存在的标准
。

影响定义
“

需要
”

的

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

第一
,

对
“

需要
”

本身的假设
,

认为它是弹性的
,

相对的而非静止的和绝对的 ;

第二
,

社会政治环境 ;

第三
,

资源可获性和技术状况 ( K e t t n e r ,

M o or n e y a n d M a r t i n
,

1 9 9 0
:
4 5 一 4 8 )

O

学者们引用最多的
“

需要
”

定义是引自 M as lo w 的分类
,

他将人类的
“

需要
”

分为五大类
,

按

照 由下至上的等级依次分为生理的需要
、

安全的需要
、

归属及爱的需要
、

受人尊重 的需要和 自

我实现的需要 ( M a s lo w
,

1 9 5 4 )
。

另一个有影响的
“

需要
”

的定 义是由B ar dhs a w 于 1 972 年提出的
,

他将
“

需要
”

分为四大类
:

第一
,

规范的需要
:

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在某一特定情境时所界定的需要
,

这种
“

需要
”

从

学者们和政府部门所做的有关研究调查中可以获得二手性资料 ;

第二
,

感觉的需要
:

个人依其欲望所感觉到的需要 ;

第三
,

表达的需要
:

通过语言等中介传达出来的需要
;

第四
,

比较的需要
:

以
“

区域公平
”

为原则的需要
。

oF dr er 认为因规范
、

标准不同
,

需要可有不同的界定
,

基本可分为两大类
:

1) 从由
“

谁
”

来界定的角度看
,

它有三种界定途径
:

第一
,

它可由社会整体依据大众达成的共识所同意的价值来界定 ;

一 3 1 一

DOI : 10. 16405 /j . cnki . 1004 -129x . 1998. 05. 006



第二
,

它可由有实际需要的福利需要的消费者来界定 ;

第三
,

它可由专家团体来界定
。

2 ) 以界定
“

需要
”

所涉及到的
“

福利服务 目标
”

来区分
:

第一
,

依理想规范或 目标所界定的需要 ;

第二
,

依最低标准所界定的需要 ;

第三
,

依社会中的平均标准所界定的比较需要 ;

第四
,

依个人对自己需要的感觉所界定的
“

感觉的需要
” ;

第五
,

依特定技术
、

程序或知识为基础所界定的需要 ( oF dr er
,

19 7 4 )
。

oD 州和 oG
u g h( 19 9劝提出的

“

人类需要理论
”

可以说是近年来这一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之

一
,

两位研究者提出对需要的划分可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
,

包括
:

第一
,

从身体健康和 自主

性 ( A ut on
o
m y )的角度来考察人的基本需要

;第二
,

满足上述基本需要的社会前提条件
,

它们分

别是生产
,

再生产
,

文化传输和 (政治 )权威 ;第三
,

从个人的 自由和权利角度来探讨这些需要的

满足 ;第四
,

将这些需要满足最大化的理论
。

lC ay t on ( 1 9 8 3) 指出
, “

需要
”

与
“

福利需要
”

的差别

在于
,

前者是指透过两条途径来满足的个体需要
,

它一方面 由家庭来满足
,

另一方面透过市场

机制
,

依个人的经济消费能力
,

从市场购买所需资源
,

如 医疗服务或收 费的社会服务
。

后者则

是指透过社会福利机构
,

以政治力的介入
,

提供各种福利资源 (免 费或部分收取费用 )
,

提供给

有需要的个人或家庭
,

它是在家庭等非正规系统和市场二者都无法满足的前提下
,

向福利系统

提出的一种需要
。

老人作为一个 比较特别的案主群体
,

由于其生理
、

心理 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特征
,

其照

顾需要与家庭等非 正规系统 和福利机构 (正规组织 )有着不 可或缺的联 系 ( s us s m an
,

19 7 7 ;

M un in hc
s ,

1 977 ; iL wt ak
,

19 85 )
。

根据老年学理论
,

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
,

身体状况的改变

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
,

他们的独立性逐渐 消失
,

而依赖性开始增强
。

因此
,

老人
,

尤其是身体

虚弱
、

患病 (尤其是慢性病 )的老人离不开家庭成员 (如子女
、

配偶 )的关怀和照顾
,

但在家庭等

非正规系统无法提供照顾时
,

院舍化的照顾则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
。

在西方社会里
,

可

以说有一点是共通的
,

即老人照顾只有在万不得 已的情形下才会选择院舍化照顾
,

家庭成员会

尽力地维持非正规的照顾
,

因而
,

对照顾者形成的压力也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 ( D ay
,

19 8 ;5

M o n t go m
e r y

,

oG
n y e a & H oo y m a n ,

1 9 8 5 ; S t o n e e t a l
. ,

1 9 8 7 ; K a m
,

1 9 9 6 ; S t o n e ,

aC f f e r a t a &

aS gn l
,

1 9 8 ;7 R an ik n ,

19 90 )
。

所以
,

在理解老人的照顾需要之时
,

一方面要确认满足老人基本

需要的条件
,

另一方面要了解到老人的个人关系网络与他们需要满足之间的重要关联
,

如老年

人在晚年对子女精神慰藉的需要
,

在强调满足老人物质生活的同时
,

切不可忽视对他们亲情关

怀的 内在需要
。

lP an t( 1 9 9 1) 指出
,

对人类 来说
,

普遍的
“

需要
”

并不是与某一特定的道德相联

系
,

而是直接同这种
“

道德机构
”

( M or al a ge cn y )的能力相关
,

因此
, “

自主性
”

不仅同个人行为相

关
,

而且与为个人提供选择的资源环境也有重要的联系
。

如何界定老人的
“

社会需要
”

呢 ? 根据 K et t n er 等学者 ( 1 9 9 0) 的提法
,

有四个方面的特征需

加以注意
:

第一
,

群体性的 ;第二
,

被觉察的和被 表述的 ;第三
,

有赖社会资源辅佐
、

支援的 ; 第

四
,

被政 府公 共决 策部 门所确 认 的
。

在 社 会 工 作 领 域里
,

对 老人 本身 的全 方 位评估

( M u l t i d im
e n s io n a l a s s e s sm e n t )也是 + 分重要的

,

通过它可 以决定老人 自身的需要和服务策略

的制订 ( K an
e ,

19 90)
,

然而对老人具体的社会需要的分类
,

每个社 会都有各 自不同的提法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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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以按照老人的年龄和活动能 力来划分
,

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服务项 目和型态来划分
。

大致看来
,

老人的需要可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
:

生活上的需要
、

健康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需要

(徐立忠
,

19 89 )
。

在中国
,

政府大力提倡老人的
“

五有
”

服务
,

即
“

老有所养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

为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
” ,

它们不仅包括人生存所需的基本需要
,

也包含了个 人参与和 自我发

展的需要
,

这是对发展和改善老人福利状况 的一个参考依据
。

根据以往的研究和调查
,

老人的

基本需要大致可以概括为
:

经济方面的需要
、

日常生活照顾方面的需要
、

医疗健康方面的需要

和精神方面的需要
。

张凡 ( 1 9 9 1) 在一项对城市老人社区服 务需求意 向的调查研究中发现
,

老

人在 日常生活照顾和就医两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
,

因此有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

通常来说
,

老人

在晚年会由于资源和权力方面受到削弱
,

在代际交换关系中较易处于被动和依赖的地位
,

使得

老年人会在晚年对下一代有较大的依赖性
。

然而
,

研究亦表明在老人与子女之 间的相互依赖
、

相互支持是一种代际间的
“

互惠
”

关系
,

它成为老人晚年生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联系之基础

( B al l a r d
一

R e i s e h & W
e ig e l

,

1 9 9 1 : G oo d m a n
,

1 9 8 5 ; M e C u l lo e h
,

19 9 0 ; S h a n a s ,

1 9 8 0 ; W
a lk e r ,

P r a t t & O p p y
,

1 9 9 2 )
。

本文所采用的
“

老人居家照顾需要
”

概念
,

特指在调查研究过程 中老 人自身所感觉到的在

经济
、

日常生活照顾
、

医疗健康和休闲娱乐方面的需要
,

这部分调查对象是指在社区家居环境

中而非养老院居住的六十岁及以上的老人
。

在考察社 区中一般老人照顾需要 的基础上
,

研究

者期望可以进一步探究那些 因健康
、

居住模式等原因而需要家 人或社会特别照顾的老 人之实

际需要
。

怎样理解本研究中这些老人的居家照顾需要与社 会需要之 间的关系呢 ? 笔者以为
,

社会需要 简言之也就是群体的需要
。

在社会实践工作领域里
,

考察案主所在社区存在的问题

是了解需要的一个前提
,

而通过调查研究得到的老人居家照顾需要是形成社会需要的一个基

础
,

因为后者是在受助者 (老人 )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和被机构
、

专业工作者认同以后
,

通过自

下而上的渠道被表达
,

并在政府的政策中得以体现
。

政府或正规组织对社会需要 的界定和看

法
,

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问题的焦点和受助者群体的内在需要
。

二
、

对城市老人照顾需要的调查数据分析

本论文中
,

老人样本的抽取采取 目的性抽样方法
,

研究地 点是长春市社 区服务 发展 比较

好
,

并作为吉林省
“

示 范城 区
”

社区服务重点建设 区域的长春市朝阳区下属 的 C 区居民委员

会
。

其中老年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段是当中的 K l 和 K Z 居民委员会
,

这一地段是长春市的一

个 比较老的城区
,

居民多为老住户
,

老人比较多
。

此段由城建和房地产公司共同开发
,

建成了

两栋二十四层的高层居民楼
,

原住户都已于一 九九六年五
、

六月间迁回到上址居住
,

其它住户

为购进商品房的新住户
。

研究者根据居委会掌握的住房统计名册
,

按性别大致平均分配的原

则
,

目的性地抽取六十岁及以上并在家居住的老年人
,

自一九九七年四月至五月间 由包括研究

者本人在内的五名访问员
,

共抽取了六十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2 00 名
,

成功访问的问卷共 19 4 份

( N 二 19 4 )
。

此次问卷访问共含 59 个问题
,

绝大多数为封闭性的问题
,

每张间卷平均需要 四十

五分钟左右完成
。

由于在老人居住的楼内有两个使用 中的居民俱乐部 (由居民牵头
,

居民委员

会组织 )
,

近三分之一的被访老人在居 民俱乐部接受 了访问
,

其余的为入户访问
。

按照预先设

定的安排
,

在正式的调查展开之前
,

研究者做了前导研究
,

抽取 了 12 名老人进行了访问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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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卷的设计参考了近年国内所进行的老年学方面的 间卷调查之设计和港台学者在老人照顾

方面的调查 (徐勤
,

1 9 9 ;0 aL w
,

1 982 ; C hi & L e e ,

1 9 8 9 ; 谢美娥
,

19 9 3 )
,

使研究者可以尽可能

减少问卷设计方面的错误
,

试调查表明设计的问卷信度达到 90 %
。

(一 ) 被访老人的基本特征

如表 1所示
,

在接受访问的 194 名老人中
,

男性为 100 人
,

占总人数的 5 1
.

5 % ;女性为 94 人
,

占总人数的 4 8
.

5 %
。

被访者的年龄最小为 60 岁
.

最大为85 岁
,

其中 59
.

8 % 的老人分布在 60 一 70

岁区间孟4 0
.

2 % 的老人分布在 70 一 85 岁的区间
,

被访者的年龄均值为 68
.

97 岁 ( M ae n 二 68
.

9 7 )
。

老人的婚姻状况显示
,

69
.

1 % 的老人配偶健在 (n = 13 4)
,

30
.

9 % 的老人 已丧偶 (n = 6 0 )
。

由于

受访的老人都是在解放前 (抗 日战争以前 )出生
,

老人普遍受教育水平偏低
。

在被访的老人当

中
,

20
.

6 % 的人从未受过教育
,

2 3
.

7 % 人只受过小学教育
,

19
.

6 % 的人受过初中教育
,

18
.

0 % 的

人受过高中教育
,

受过大专和大学教育的比例分别为 4
.

6 % 和 1 3
.

4 %
。

表 1 被访老人的主要人口 社会统计特征

人数 (N )

(N = 19 4 )

百分比 ( % )

性 别

10 0 5 1
.

5

9 4 4 8
.

5

性性男女

门jù3.
月

lÙ3
月.1

92飞
à
2
1五,二

5
. .几

7悦
ù
64
门,ù

年龄组

6 0 一 6 4

6 5 一 6 9

7 0 一 7 4

+ 7 5

( M e a n = 6 8
.

9 7 )

婚姻状踩
已 婚

已婚丧偶

资料缺失

受教育程度

文 盲

小 学

初 中

高中 (含中专 )

6 9
.

1

3 0
.

4

0
.

5

13459
1

2 0
.

6

2 3
.

7

19
.

6

18
.

0

4
.

6

13
.

4

1 0 0
.

0 0

40463835926附

大 学专计大合

(二 ) 老人的居家照顾需要

根据前面的定义和假设
,

在本研究中
,

老人的需要被划定三个主要层面
:
一是老人在经济

方面的需要 ;二是老人在医疗健康方面的需要 ;三是老人在休闲娱乐方面的需要
。

由于
“

需要
”

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测量的困难
,

在此研究中
,

研究者将参考B ar dhs a w (1 9 7 2) 对
“

社会需要
”

的

分类
。

老人的具体需要一方面协以社会调查时老人
“

感觉的需要
”

为基础
,

另一方面是以研究

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子女焦点小组访问时子女所感觉到的老人之照顾需要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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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老人的需要时
,

本研究中用下述原则确定老人在某一方面的
“

需要
” :

第一
,

老人表达出的某方面的需要或愿望
,

如老人所期望的某一项服务 ;

第二
,

老人表达出的在 日常生活 中的 困难和未被满足的需要
,

如老人的退休金不能按时

发放
,

老人没钱看病就医等都说明老人有经济方面的需要 ;

第三
,

由被访者在物质和环境指标中所显示的中介需要
,

如经济
、

休闲等方面的需要 以及

心理健康指标显示的社会支持需要等 ;

第四
,

本研究中还试图假定
,

如果老人表示接受某方面的支持或帮助
,

研究者就当作老人

在此方面可能有需要
。

1
.

老人在经济方面的需要

我国城市中
,

大多数老年人经济来锡酬衣靠单位的退休金或离休费
,

他们中有不少人 因离
、

退休较早
,

离
、

退休金不高
,

并且离
、

退休费较少调整
,

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形 下
,

在衣
、

食
、

住
、

行等方面可能需要经济上的支持
。

因此相当比例的老人在离退休后经济上并不宽裕
,

不少老

人还需要子女经济上的支持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准
。

从问卷访问的资料可知
,

在问及
“

您感觉平时的收入是否够用 ?
”

这一问题时
,

只有 48
.

5 %

( n 二 94 )的老人回答
“

足够
” ,

这些老人 当中大多数 ( 63
.

85 %
, n = 60 )是从机关

、

学校等非企业

单位离退休的职工
,

他们的收入属于较有保障的
“

旱涝保收型
” ,

国家制度性保障功能较强
。

回

答
“

手头有点紧
”

和
“

不够
”

的比例为 45
.

3 % ( n = 8 8 )
,

即近一半的老人感觉经济不够宽裕
,

他们

当中以企业离退休职工为多
,

占这部分老人的 72
.

5 % ( n = 6 4 )
。

在当前国有 企业改革面临效

益不佳
,

冗员较多
,

资金周转失灵等较多困境的情形下
,

离退休老人的经济保障也受到明显影

响
。

在本次调查中
,

回答收入很不够的老人 比例只有很小一部分 ( 1
.

5%
,
n 二 3 )

,

中国老人具有

勤于节俭和朴素的传统习惯
,

在访问中多数老人表示在经济上不愿给子女增加负担
。

从调查

来看
,

经济上处于不能维持状况的老人也很少
。

但由于需要和 收入 的足够性本身都是较主观

的指标
,

因此也不能单单从
“

足够与否
”

来测量老人的经济状况及其需要
。

所以
,

也可从其他方

面的数据来反映老人在经济方面的需要
。

在本研究中
,

研究者假 定老人仍接受子女经济上的

帮助
,

就表示老人在经济上可能不足够并需要子女的经济方面的填补支持
。

调查资料显示
,

有

49
.

0 % ( n = 95 )的老人仍接受子女在经济上的支持
,

这说明有相 当比例的老人在经济上可能还

不能完全依赖 自身的退休保障
,

子女的帮助和支持仍显得十分重要
。

深入分析发现
,

不同居住

模式下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比例也有所不同
,

其中与子女合居的老人接受子女经济支持比

例占所有与子女合居老人的 63
.

8 % ( n = 6 0 )
,

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人接受子女经济支持占所有

与子女分开居住老人的 38
.

5% ( n = 35 )
。

在老人被问及
“

您认为哪一方面是晚年生活的第一保

障
”

时
,

尽管多数 ( 54
.

6 %
, n = 1 06) 老人选择

“

离退休保障
”

这一项
,

从经济保障上倾向于正规照

顾
,

但由于 目前城市相当比例的大型国营企业处于亏损
、

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

影响企业职工(包

括离退休职工 )的正常开支 (工资发放 )
,

部分老人生活上的经济来源不稳定
,

这自然要转嫁到

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照顾和支持上
。

经济方面的需要是老人照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考虑要素
,

它不仅直接影响到老人的一般

生活质量
,

也影响到老人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满足
。

从本研究资料来看
,

老人的经济方面需要不

仅受到老人 自身收入来源的影响
,

子女的经济上的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弥补正规保障

(离退休收入 )的不足
,

因此
,

我国目前城市老人经济方面的状况和需要的满足仍受到单位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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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照顾系统 )和家庭 (以子女为主的非正规 系统 )两个方面的影响
,

对两个系统照顾的进一步研

究会帮助研究者理解当前城市老人照顾中出现的问题和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

2
.

老人在健康医疗方面的需要

在老年学或人 口学范畴内
,

老人的健康和医疗需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

因为了解老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
、

利用医疗服务设施的情况
、

便利程度及需要是制定健康医疗服务的一个首要

前提
。

在社会工作尤其是在老年社会工作的领域里
,

了解和评估老人的健康情况和 医疗方面

的需要
,

是开展老年社区服务和增强老人照顾网络的基础
,

在本研究中这一方面资料的获得将

有利于研究者对老人社区服务政策和实践模式的探索
。

为了解老人利用医疗服务的便利性和可近性 ( A cc es is ibl i t y )
,

在调查当中研究者把这种方

便程度依次定义为
:

如无须使用交通工具步行即可
,

则定义为
“

很方便
” ; 如 只须搭乘一次公共

交通工具
,

则定义为
“

不太方便
” ;如须换乘一次交通工具以上则定义为

“

很不方便
” 。

从下表中

可看出
,

61
.

9 % 的老人认为 由住处到 医院 很方便
,

其中男
、

女性的 比例极为接近
,

前者为

3 0
.

4 %
,

后者为3 1
.

4 %
。

另外
,

从调查的数据可知
,

在使用过医院服务的老人中有一半的人对

服务感到满意
,

其中男性和 女性二者 回答
“

满意
”

的 比例接近
。

回答
“

不满意
”

的老人 比例为

3 6
.

1 %
,

其中男性这一 比例为 19
.

6 %
,

稍高出女性这一 比例的 16
.

5%
。

这一数字说明目前医院

服务
,

由于较为欠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项 目和个别性照顾
,

老人看病仍有一定 困难
,

尤其是在药费和 医疗费负担上部分老人感到压力较大
,

加上市内有些医院服务质量
、

管理方面

仍存在不少问题
,

因而病人对其服务之评价也存在差异
。

表 2 老人接近 医疗设施的便利程度和 对医 疗服务的满意程度

男 性 女 性 合 计

人数 ( N ) 百分数 ( % ) 人数 ( N ) 百分数 ( % ) 人数 ( N ) 百分数 ( % )

( N = 19 4 )

6124..49120488183 l

l 0

61203l(J

从住处到 医院便利程度

很方便

不太方便

很不方便

资料缺失或不适 用

59

2 8

3 ( )

l 4

06
月j哎ù飞ù,几707O了,了22 5

l 6

9234飞ù .且2419.78844内J
确.二

对医院服务是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资料缺失或不适用

合 计 10 0 5 1 9 4 4 8 19 4 10 0
.

0

医疗服务是老年人相对有较多需要和使用的一项内容
。

在中国城市老人医疗服务大部分

涵盖在以职业为基础的全民福利中
,

按照国家规定
,

老 人在离退休后仍可享受公费医疗服务
,

这是政府所提倡的
“

五有
”

中的
“

老有所医
” 。

对没有职业的老人 (如家庭 妇女 )来说
,

医疗费则

是主要靠家庭中的子女或老人 自己来承担
。

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以后
,

传统企事业单位的医

疗制度也开始改革
,

许多企事业单位实行了医药费包干制度
,

即一个单位的年度医疗费用是一

次性拨款
,

医疗费超出拨款部分由其自身负担
,

同时将原来几乎免费的公费医疗制度也做了改

革
,

企事业单位职工 (包括退休职工 )要自己承担一定比例的医药费和治疗费
,

不同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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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行业
、

部门和效益差异
,

上述医疗费报销的比例有所不同
。

而近年来随着 医疗制度的改革
,

城市企事业单位职工个 人负担医疗 费的 比例也有所上升
。

从问卷调查中得知
,

近半数

( 47
.

9%,
n一 93 )的老人在平时看病就 医的医疗费仍主要由原单位负担

,

而犯
.

5 % ( n 一 63 )的

老人 自己承担主要的医疗费用
,

只有 1 1
.

9 % ( n 二 32) 的老人医疗费主要 由子女来承担
。

但从长

春市企业经营和职工下岗情况 来看
,

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作的离退休老人的医疗费报销仍然

是一个 目前需要面对并加 以解决的问题
。

通过表 3 的卡方 ( C ih S q au er )检验分析可知
,

老人医疗费的主要承担者与性别
,

年龄和工

作单位性质等社会经济特征在统计上有显著的关系
,

而与居住形式在统计上并无显著的关系
。

表 3 中的结果表明
,

低年龄组
、

男性
、

从非企业单位离退的老人
,

医疗费主要由单位承担
,

即这

部分老人在医疗方面较多得到来自正规系统的照顾 ;而高年龄组
、

女性
、

从企业单位离退休的

老人则较多得到来 自子女的照顾
,

对这些老人来说
,

医疗健康费用的照顾支持主要来自非正规

系统
。

表 3 不 同社会经济特征下 老人医 疗费的 负担情况

由单位负担 由子女负担 由老人 自己负担 合 业
N % N % N % N %

性 别 ( a )

10 0
.

0

10 0
.

0

气à98 47
`.1

ZR
ù比jó弓à,二

2飞
曰飞ù5 8

3 5

6 1
.

0

4 1
.

7

6

l 7

年龄组 ( b)

6 0 ~ 7 4

+ 7 5

居住形式 ( 。 )

与子女合居

与子女分居

单位性质 ( d)

非企业

企业

85

,

4 3
.

8

2 9
.

贬j

l 4

9

6
.

3

2 ( )
.

2

9
.

4

2 9
.

0

17
.

8

7
.

4

性性男女

5 0

l 3

2 5

4 2

1 4 9 1 0 0
.

0

3 1 1 0 0
.

0

4 5

5 6

5 0
.

《)

5 8
.

,

l 6

7

2 9

3 2

3 2

3 3

9 0

9 5

10 0
.

0

10 0
.

0

10 0
.

0

1 00
.

0

0847,户1ù64
1压
48l3叹ù飞à24r6 3240 84

. .1

724悦ù1ù .
压

( a

)卡方 ( e h i 孰 au r e )等于 1 0
.

3 3
.

显著水平为 0
.

0 1
,

自由度 ( d f )等于 2 ;

( b )卡方 ( C h i 匆
u a r e )等于 12

.

1 1
.

显著水平为 0
.

0 1
,

自由度 ( d f )等于 2 ;

( 。 )卡方 ( C h i 匆
u a r e )等于 4

.

7 4
,

显著水平为 0
.

0 1
,

自由度 ( d f )等于 2 ;

( d )卡方 ( C h i 匆
u a r e )等于 2 5

.

6 2
.

显著水平为 0
.

《, 1
.

自由度 ( d f )等于 2
。

在征求老人对医院服务质量的评价意见时
,

只有 50 % 的老人对 医院服务满意
,

不满意的

比例高达 36
.

1%
,

这说明目前为老人在看病就医方面的服务质量还须进一步提高
。

调查中研

究者发现
,

一些离退休老人因为单位经济效益不好
,

发不出工资
,

医药费也不能报销
,

从而加重

了老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
。

在被问及
“

平时看病就 医的最大困难是什 么
”

这一问题时
,

有

5 9
.

8 % 的老人认为医疗费太高
,

无力自己承担
,

这说明老人医疗服务上还十分需要原单位的正

式照顾
,

仍十分期望以往传统 单位负担为主的医疗制度能继续发挥作用
。

在调查中研究者了

解到
,

由于住院费
、

医疗费过高
,

不少老人生病时尽量不住院
,

而且一般都会自己在平时预备

一些常用药品
,

这亦显示老人在资源不足和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会保持一定的自我照顾观念
。

3
.

老人在休闲娱乐方面的需要

休闲娱乐是城市老年人 日常生活需要重要的一方面
,

它也是政府提倡
“

五有
”

服务 (老有所

养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乐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为 )中重要的一环
。

建立老年人休闲娱乐设施
,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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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

是社区和政府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措施
。

在调查中
,

研究者了解到长

春市有关老年人的休闲娱乐设施仍显不足
,

与老年人的实际需要 仍存在较大差距
。

目前老年

人的休闲内容多以 自发组织的群体性活动为主
,

社 区和民政组织的老年性活动限于资金
、

场所

的不足而感到掣肘
,

有相当 比例的老年人在平时的生活中感到寂寞 ( 38
.

65
, n = 7 5 )

。

同时因社

区内或附近较少老年人娱乐活动设施
,

老年人对有关此类的设施知道很少
,

从调查中得知
,

受

访的老人中有 5 3
.

6 % ( n = 10 4) 平时没有参加居住地以外的任何老人群体性活动
。 ·

从表 4 的

数据可看出
,

要满足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面的需要
,

加强倡导和组织
,

增 加设施服务方面的投

入显得尤为紧迫
。

从调查中得知
,

如将来建立新的休 闲娱乐设施
,

组织群体性的老年活动
,

大

多数 (63
.

9 % )老年人会考虑参加这一类活动
,

利用这些设施 (见表 4 )
。

对城市中离开工作岗位的退休老人而言
,

闲暇时间的安排与他们的生活质量有密切的关

系
。

另一方面随老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

老人在家庭内部的权力和影响力也相应下降
。

从
“

活动理论
”

来看
,

这使得老人开始将部分生活 内容向家庭之外扩展
,

老人设法从闲暇时间的

安排中重新得到生活之满足感
,

老人晚年生活的一个突出的需要就是他 们在老人休闲娱乐活

动方面的满足
。

表 4 老年人休 闲和参加群体活动的情况

男 性 女 性 合 计
人数 ( N ) 百分数 ( % ) 人数 ( N ) 百分数 (% ) 人数 ( N ) 百分数 (% )

( N = 1 9 4 )

认3129262361145751475巧131201103()2625-2l()乃涛55.2161613L么431312635

平时感到寂寞与否

很寂寞

寂寞

般实一充

3 8

6 ( j

19

3 0

4 7

4 4

2 4

2 2

85

l砚14

4 3
.

5 3 犷

1244228464Ù
..月
l

很充实

资料缺失或不适用

有否参加老年群体活动

有

没有

资料缺失或不适用

将来是否会考虑使用
新的服务设施

会

不会

资料缺失或不适用

3 0

l 3

06462
..1

合 计 10 0 5 1 9 4 4 8 19 4 10 0
.

0

目前城市中老人休闲娱乐方面的需要之满足尚有很大差距
,

它受到政府资源不足和社区

内服务设施欠缺的影响
,

集中式的以居民休闲娱乐为内容的社区中心还较少
,

老人的户外活动

场所还主要以公园
、

广场为主
。

现时发展的休闲娱乐设施服务由于以市场为导向
,

居民尤其是

老年人的需要容易被忽视
。

在研究者调查访问的 C 居 民区
,

社区内自助互助形式的老年群体

活动 (如居民楼内的俱乐部 )及社区及住街单位之间的联谊活动
,

是目前社区内规模较大的老

人休闲性的活动
,

通过邻里互助组织和社区志愿者等非正规系统的支持
,

老人在休闲娱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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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得到一定的满足
。

但从长远来看
,

建立正规性的休闲娱乐设施和服务将是推动未来老

人正规照顾的一个努力方向
。

三
、

结论

本文所讨论的
“

需要
”

概念基本上是从最低生活保障的角度 出发
,

它 以老人的日常生活需

要内容为限度
。 “

需要
”

是社会工作领域中一个基本概念
,

对案主 (或服务对象 )需要的确认和

评估是实现助人自助 目标之基础
。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满足人 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方面的需要
,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发展 目标
。

在我国尊老养老不仅是一种家庭的

传统
,

也是政府极力推动的事业
。

了解社区内老年人的需要
,

是我国民政工作和社会养老事业

的一个重要前提
。

老年人特质的差异性也使他们的需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

由于老年人在年

龄
、

性别
、

健康状况
、

收入水平
、

家庭构成等方面的差异
,

居家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照顾需要表现

出不同的特点
。

本研究通过对长春市朝阳区 C 居民区 K l 和 K Z 居民委员会部分六十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的问卷调查
,

得到以下有关居家的老年人照顾需要的主要结论
:

第一
,

从调查中可知
,

超过一半的老人感觉经济上不够宽裕
,

其中接近半数的老人还接受

子女经济上的帮助
,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当比例的老人在经济上还不能完全依赖离退休金
,

子女经济上的支持仍起着重要的收入需要不足的填补作用
。

由于 目前城市一部分国有大中型

企业处于亏损
、

半停产或停产状态
,

企业经济效益欠佳使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成为一个难题
,

工

人的生活受到影响
。

这一方面影响到单位离退职工的收 入情况
,

另一方面在这一类企业工作

的老人子女的经济状况也受到影响
,

使他们从经济上照顾父母的能力受到削弱
。

第二
,

超过三成的老人认为自己的身体不好或很不好
,

他们中不同比例地患有多种类型

的老年常见疾病
,

老人 中有近两成的人在 日常生活中还需要家人的照顾
,

这些老人多为健康状

况较差的老年人
,

尤以年龄较高的老人为主
。

调查研究中可看出
,

老年人在健康医疗方面的需

要主要表现在
:

看病就医的便利程度方面
,

一部分老人希望可以就近看病就医 ; 医院服务的质

量有待提高
,

访问中仍有近四成的老人对医院的服务不满意
,

认为工作人员态度和看病取药都

需要改善 ;医疗费用的负担问题
,

调查中近六成的老人认为平时看病就医的最大 困难是
“
医疗

费用太高
” ,

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医疗改革后
,

个人所须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上升
,

这对工

资长期偏低的一些离退休老人来说是一个 压力
,

调查中不少老人反映住不起医院
,

担心自己生

病住院而加大经济上的困难
,

同时许多老人都表示一般的小病不去医院看
,

平时自己备一些常

用药物
,

这反映出老人在使用正规 医疗系统出现困难时
, “

自我照顾
”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
。

第三
,

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退出工作领域后 闲暇时间的增多
, “

老有所乐
”

是指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满足
。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

有近四成的老年人在平时的生活

中感到寂寞
,

同时由于社区内或附近很少有老年人娱乐活动设施
,

访问中有超过一半的老人平

时没有参加任何老年人群体活动
。

老年人在休闲娱乐方面的需要很迫切
,

从调查中得知
,

将来

如建立老年人休闲娱乐设施或组织相宜的老年活动
,

多数老人会考虑利用此类服务设施或参

加此类活动
。

由于
“

需要
”

概念不仅是一个主观的概念
,

而且还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

因此
,

在社会福利领域界定一个符合受助对象或弱势人群的
“

基本需要
”

仍是西方福利国家社

一 3 9 一



会政策的一个出发点 (We t he ry l9 1% )
。

在我国老年人赡养与照顾基本上还是在家庭的层面

来完成
,

但是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将是一个不

可避免的趋势
,

这对多数未来面临高龄化 的城市来说
,

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建立社会安全

网
,

推行社会化的老年人服务体系
,

将是实现我国政府养老政策所提倡的
“

五有
”

目标的前提
,

我国城市针对 日益增加的老年人的生活和 医疗保障需要
,

一方面政府要逐步建立社会化的养

老保障体系
,

特别是为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

以使这些老年人免于贫 困 ; 另

一方面
,

作为社会福利服务的民政部门
,

仍要完善和推广以民众需要和市场导向相 结合的社

区服务体系
,

不但要为老人提供便民利 民服务
,

而且还要为有需要并有支付能力的老人
,

提供

社会化的老年人生活和养老服务
,

如托老服务
,

老人院和老年人社区活动中心的服务等
。

在老

年人社会福利服务的推行过程中
,

政府要做好社区调查和老年人的统计工作
,

客观地掌握老年

人的实际生活需要
,

而不是单从市场经济出发
,

为实现所谓的产业化 目标来考虑老人服务的发

展
,

对于已开展和未来将开展的公营和私营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
,

政府要发挥好监督者的作

用
,

以确保服务质量和水准
,

使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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