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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发严峻的情况下，上海也进入了深

度老龄化时期。同时，作为中国最具代表的国际大都市，伴

随其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城市功能扩散性发展、“新上海

人”日渐集聚、中心城区城市基建空间有限等特点，老年人

的生活、就医、陪伴需求呈不断增长趋势。本研究通过文献

查阅、数据比较、案例研究、调查问卷等方法，粗浅探究了

深度老龄化背景下超大城市的社区养老现状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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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部分社区养老现状的调研报告 

 

一、研究问题 

根据 1956 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

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

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

龄化。1982 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或

地区进入老龄化。 

据《文汇报》报道，2023 年 4 月 10 日，上海市民政局

负责人在参加“2023 民生访谈”中介绍，上海老龄化高峰预

计在 2035 年之前来临，目前老年人口已达 550 万；上海的

养老设施布局需“未雨绸缪”提前布局。许多来自“新上海

人”家庭的年轻一代，家里三代同堂。祖父母皆随其子女前

往上海定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均在外地，自身拥有各类

基础疾病；即使在上海生活多年，但在生活环境、语言环境

上依然存在既有习惯和现状不相适应的情况，此类家庭模式

在上海较为普遍。 

一方面，从城市治理角度出发，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

挑战，上海做出了很多先行性探索。2005 年率先围绕“9073”

养老格局（即 90%居家照顾，7%享受社区养老服务，3%由机

构代为照顾养老），通过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

管齐下”，为老人们提供体系化、多维度的养老环境，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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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高质量发展的大城养老“上海样本”。12014 年，上海

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涵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保障体系、

政策支撑体系、需求评估体系、行业监管体系”的“五位一

体”养老服务发展目标。22019 年嵌入式养老成为上海超大型

城市的养老服务模式首选。意旨在社区内围绕老年人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基本需求，嵌入相应的功能性设

施、适配性服务和情感性支持，让处于深度老龄化的社区具

备持续照料能力，使老年人原居安养。 

另一方面，从老年人自身需求角度出发，物质救助、基

本养老需求在不断提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日益完善

的社会政策供给下得到了极大满足。但是，基于社区人口老

龄化、高龄化，以及家庭日益小型化的程度，社会化养老服

务需求也开始呈现向多元化、向精神层面需求拓展的趋势。

比如，对于中年丧偶的老年群体，尽管能够和子女生活在一

起，衣食无忧，仍时常感到精神空虚，需要情感慰藉。 

    第三，从社会家庭和谐角度出发，伴随“421”家庭模式

（4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成为主流倾向，以及“少

子化”现象，家庭在看护照护老人方面已经展现出了迫切需

求。据对外发布的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

海人口从年龄构成看，0—14 岁人口为 243.63 万人，占 9.8%，

与 2010 年相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为 1661.91

万人，占 66.8%，比 2010 年下降 9.5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

 
1
 《构建“9073”养老格局的上海之策》2024-01-22 来源：城市怎么办——智库研
究 
2
 《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媒体公布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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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为 581.55 万人，占 23.4%，比 2010 年提高 8.3 个百分

点，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04.9 万人，占 16.3%，比 2010

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同时，外省市来沪人口增多，也带来

了家庭养老的问题。 

 

基于此，对超大城市、深度老龄化的社区养老问题进行

前瞻性研究十分必要。通过调查研究，便于相关部门了解民

生诉求，完善社区养老的对策制度；同时，加强家有老人的

家庭主体对社区养老的重视；促进青年群体了解学习社会人

口发展趋势，营造孝老敬亲的社会氛围，弘扬尊老助人的精

神文化。 

 

二、研究现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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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作为上海面临的重要民生课题，对养老服务的研究讨论

层出不穷。已有很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社区养老

所面临的难题、短板、原因以及解决路径。比如，有的从机

构养老切入，指出机构养老作为社会化的养老模式，其具有

专业化、规范化的优势，但机构养老的收费标准、从业人员

专业水平、功能分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还应持续关注

养老功能由单一逐步走向多样化发展的路径。3又如，有的从

社区养老体系建设的角度切入，认为近年来社区养老服务事

业发展虽快，却仍存在着服务形式化严重、从业人员素质偏

低，医疗保健和护理设施不健全，精神文化生活、社交娱乐

不够丰富等诸多问题。4还有部分研究对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

模式进行了专题研究，表明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高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老年病患者日益增加。从而对如何健全医养结

合养老模式的对策进行了探讨。5 

这些研究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上海作

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度老龄化情况突出；上海的经

济社会发展十分繁荣，为多元方式解决社区养老提供了支撑

前提；上海家庭收入和开支水平相比于国家平均水平较高，

一定程度能够承受不同养老路径的成本；同时上海作为中国

文化素养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对于给老年人提供情感精神

 
3
 《上海市机构养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张昊，《中国集体经济》2018 年第 36 期 
4
 《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分析》——2021 年 5 月 12 日 
5
 《“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研究》——金莲玲，202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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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护的方案相对更易形成共识。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其他研

究的基础上，通过数据比对和案例研究分析养老问题的现状，

力争一定程度了解上海社区养老的最新动态并提出相关对

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对比分析法 

1.从户籍老年人口总量情况看  

（1）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6 

◆全市户籍人口 1471.16 万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518.12 万人，占总人口的 35.2%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61.66 万人，占总人口的 24.6%。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20.7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0%。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81.98 万人，占 60 岁及以

上年人口的 15.8%,占总人口的 5.6%。 

◆10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729 人，其中男性 678 人，女

性 2051 人。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7 

◆全市户籍人口 1478.09 万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533.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36.1%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82.44 万人，占总人口的 25.9%。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33.47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8%。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82.53 万人，占 60 岁及以
 

6
 《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2019 年度 
7
 《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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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人口的 15.5%,占总人口的 5.6%。 

◆10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080 人，其中男性 792 人，女

性 2288 人。 

（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8 

◆全市户籍人口 1495.34 万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542.22 万人，占总人口的 36.3%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02.3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6.9%。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47.7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6.6%。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83.88 万人，占 60 岁及以

上年人口的 15.5%,占总人口的 5.6%。 

◆10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509 人，其中男性 869 人，女

性 2640 人。 

（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9 

◆全市户籍人口 1505.19 万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553.66 万人，占总人口的 36.8%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24.40 万人，占总人口的 28.2%。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3.17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5%。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83.15 万人，占 60 岁及以

上年人口的 15.0%,占总人口的 5.5%。 

◆10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528 人，其中男性 887 人，女

性 2641 人。 

可见，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即便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但

整体趋势还是不断加深，在户籍人口持续增加的态势下，其
 

8
 《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2021 年度 
9
 《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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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增大。尽管以 60 岁为基准，占总人口比例相对维持在

36%左右，每年以不到 1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但如果细化

到>65 岁、>70 岁,乃至>80 岁的群体看，加速的程度相对就

更加迅速了。由此说明，对养老服务问题的研究仍显必要。 

2.从老年人口的年龄构成情况看  

（1）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老年人口年龄构成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老年人口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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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老年人口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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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图标可以看到，80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例相对保持

稳定，60—64岁以上老人占比从2019年底的30.2%降至 2022

年底的 23.3%；70—79 岁以上老人占比从 2019 年底的 26.8%

升至 2022 年底的 32.5%，说明人口寿命增长的同时，也对现

实社区服务供给提出了新的需求，面对新形势下的不同年龄

段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身体特征，对服务的项目将会有所

不同。 

3.从各区老年人口的基本信息情况看，单位：万人，% 

地区 总人口 

60 岁及以上 65 岁及以上 80 岁及以上 

人数 

占本地

区总人

口比重 

人数 

占本地

区总人

口比重 

人数 

占本地

区总人

口比重 

全市 1505.19 553.66 36.8 424.40 28.2 83.15 15.0 

黄浦区 70.13 30.23 43.1 22.89 32.6 4.31 14.3 

徐汇区 94.54 34.46 36.5 26.96 28.5 6.07 17.6 

长宁区 57.51 23.11 40.2 17.7 30.8 3.92 17.0 

静安区 90.57 37.57 41.5 28.58 31.6 5.45 14.5 

普陀区 89.94 38.00 42.2 29.08 32.3 5.25 13.8 

虹口区 64.76 28.54 44.1 21.85 33.7 4.32 15.1 

杨浦区 104.06 41.98 40.3 31.61 30.4 6.14 14.6 

闵行区 126.70 40.24 31.8 31.17 24.6 6.18 15.4 

宝山区 107.22 41.10 38.3 31.06 29.0 5.39 13.1 

嘉定区 72.51 25.16 34.7 19.24 26.5 3.72 14.8 

浦东新区 327.01 108.06 33.0 82.68 25.3 15.78 14.6 

金山区 52.85 18.79 35.6 14.73 27.9 2.94 15.6 

32.50%

29%

23%

15%
70—79岁
65—69岁
60—64岁
80岁及以上



 12 

松江区 72.05 21.75 30.2 17.03 23.6 3.32 15.3 

青浦区 52.51 17.51 33.3 13.06 25.9 2.78 15.9 

奉贤区 55.92 19.95 35.7 15.31 27.4 2.95 14.8 

崇明区 66.91 27.21 40.7 20.91 31.3 4.63 17.0 

2022 年末各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区总人口比重

位列前三位的依次是虹口区、黄浦区和普陀区，均超过 40%

以上，都是中心城区；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总人

口比重位列前三位的依次是崇明区、长宁区和虹口区，依然

以中心城区为主。该数据说明人口比重的情况不一样，中心

城区和郊区的社区形态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对养老设施的供

给将会提出不同的需求。而 60 岁以上老年人人口比重增加

位列前三位的则是崇明区、金山区和奉贤区；80 岁以上高龄

老年人人口比重增加位列前三位的则是崇明区、金山区和青

浦区。说明即便当前郊区老龄化程度尚可，却呈现上升且增

速高于中心城区的趋势，对未来基础设施的为老功能的考量

需要提前谋划。 

（二）抽样问卷调查法 

调研目的：随机抽样，通过线上问卷调查，设计了 20 个

相关问题。调查内容涵盖了老年人群的居住状态、养老院入

住意愿、养老服务需求、老年日间照护中心、老年活动室、

助餐服务、家政服务、居室适老化改造、代配药服务以及标

准化老年学校等多个方面。统计回收问卷的回答结果，旨在

了解上海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对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服

务的需求和意见。 

    调研时间：2024 年 6 月 

调研对象：随机选取某中心城区某街道的所辖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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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对象一定程度可代表上海中心城区老年人对养老

需求的情况。 

调研方法：问卷调查，在某街道抽取 21 个居民区，每个

居民区随机选取 10名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共 210 人，进行

线上问卷调查。发放线上问卷 210份，有效问卷 210份，完

成率 100%。 

调研问题： 

1.老年人的居住状态 

整体来看，与配偶同住是最主要的居住状态。 

2.是否考虑过未来入住养老院？ 

参与调查的人中，有 34.29%考虑过未来入住养老院，而

65.71%的人表示没有考虑过未来入住养老院。因此，未来居

家养老或社区嵌入式养老依然是主要趋势。 

3.认为上海养老院最需要改进或增加哪些服务？（多选，

选择入住养老院的群体回答） 

选项 小计 比例 

与配偶同住 139 66.19% 

与子女同住 37 17.62% 

独居 32 15.24% 

其他：[请在此区域内作答] 2 0.9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72 34.29% 

否 138 65.7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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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对上海养老院最需要改进或增加的服务中，医

疗服务的需求最为突出，占比高达 93.06%。其次是膳食质量，

占比为 63.89%。在娱乐设施和交通便利性方面也有一定需求，

分别占比 33.33%和 40.28%。另外，有 5.56%的受访者提到了

其他需要改进或增加的服务，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了解。 

4.是否了解或使用过老年日间照护中心？ 

可以看出，相对较多的人群有接触过老年日间照护中心，

但仍有一部分人群对此并不了解或没有使用过。在提供服务

或宣传方面，可能需要加强对老年日间照护中心的宣传和推

广工作，以提高人们对该服务的认知和了解程度。 

5.是否希望所在社区新建或扩建老年日间照护中心？       

选项 小计 比例 

医疗服务 67 93.06% 

娱乐设施 24 33.33% 

交通便利性 29 40.28% 

膳食质量 46 63.89% 

其他：[请在此区域内作答] 4 5.5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72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12 53.33% 

否 98 46.6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希望 66 31.43% 

希望 94 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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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社区新建或扩建老年日间照护中心的意愿，有

31.43%的人表示非常希望，44.76%的人表示希望，22.86%的

人表示无所谓，只有 0.95%的人表示不希望。绝大多数人

（76.19%）表示希望或非常希望所在社区新建或扩建老年日

间照护中心，社区居民对新建或扩建老年日间照护中心持支

持态度。 

6.所在社区是否有老年活动室？ 

可以看出大多数社区都设有老年活动室，但仍有一部分

人对此不太清楚。 

7.是否希望所在社区新建或改建老年活动室？ 

8.是否知道所在社区的助餐服务（包括堂食和送餐）？ 

无所谓 48 22.86% 

不希望 2 0.9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有 180 85.71% 

没有 17 8.1% 

不清楚 13 6.1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希望 81 38.57% 

希望 80 38.1% 

无所谓 48 22.86% 

不希望 1 0.4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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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是否使用过所在社区的助餐服务？ 

可以看出，使用和未使用助餐服务的比例相差不大，社

区助餐服务的普及率较高。 

10.是否希望社区提供更频繁或更多样化的助餐服务？ 

综合来看，超过 8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或非常希望社区

提供更频繁或更多样化的助餐服务，表明对此项服务有较高

的需求和期待。 

11. 是否知道所在社区的家政服务？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95 92.86% 

否 15 7.1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03 49.05% 

否 107 50.9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希望 94 44.76% 

希望 87 41.43% 

无所谓 29 13.81% 

不希望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59 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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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是否使用过所在社区的家政服务？ 

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在所在社区并没有使用家政服务，

可能是因为个人习惯、经济因素或者其他原因导致。 

13.是否希望社区提供更多样化或更专业的家政服务？       

针对社区提供更多样化或更专业的家政服务的期望，仅

有 0.95%的受访者表示不希望。绝大多数受访者对社区提供

更多样化或更专业的家政服务持有积极态度，其中超过九成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或非常希望。 

14.是否了解居室适老化改造？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72 81.9% 

否 38 18.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否 51 24.2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73 34.76% 

否 137 65.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希望 92 43.81% 

希望 97 46.19% 

无所谓 19 9.05% 

不希望 2 0.9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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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是否考虑过或已经进行了居室适老化改造？       

大约一半的人群已经意识到居室适老化改造的重要性，

但仍有一部分人群有待进一步的宣传和教育。 

16.是否希望社区或相关部门提供更多关于居室适老化

改造的信息或指导？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希望或非常希望社区或相关部门

提供更多。 

17.是否知道所在社区的代配药服务？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63 77.62% 

否 47 22.3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18.是否希望社区增加或改进代配药服务？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01 48.1% 

否 109 51.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希望 79 37.62% 

希望 99 47.14% 

无所谓 31 14.76% 

不希望 1 0.4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希望 76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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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大多数人希望社区增加或改进代配药服务，

表明对这项服务的需求较高。 

19.是否知道或了解所在社区的标准化老年学校（社区

（老年）学校）？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48 70.48% 

否 62 29.5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20.是否希望社区建设或扩建标准化老年学校？       

大多数受访者对社区建设或扩建标准化老年学校持有

积极态度，特别是希望和非常希望的比例较高。 

调研结果数据分析：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对于“家门口”的为老服

务需求迫切，其中：对“增加养老院”“增加老年人日间照

护（照料）中心”“新建改建老年活动室”、“助餐服务”

希望 102 48.57% 

无所谓 31 14.76% 

不希望 1 0.4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希望 71 33.81% 

希望 84 40% 

无所谓 52 24.76% 

不希望 3 1.4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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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比较高。首先，中心城区社区居民对于配套设施的需

求比较突出。中心城区的社区多为老式社区，房屋以老旧公

房、早期商品房和老洋房为主。即便所居住的是高档商品房，

住宅小区环境良好，也不排除对整个社区养老服务的需要。

且居住在高档商品房小区的还是以年轻群体为主，因此，在

社区整体规划和公建配套设施上需要结合老年群体的情况，

包括年龄结构、经济状况以及既有社区形态等进行充分分析。

其次，居住在不同房屋类型的居民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存在

质的差异。居住在老公房的居民对“增加老年人日间照护”

等“基本民生”类服务的呼声较高；居住在新公房的居民存

在“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专业水平”等“质量民生”

类服务的需求。 

（三）实证案例研究法 

采取通过社区收集典型案例的方式，了解社区老年人的

具体生活状态，并通过案例解决的过程、路径了解等，从“一

件事”找到“一类事”的规律。本文选取以某社区一“政策

找人”、“集成供给”的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基本情况： 

社区某老伯 60 岁，未婚无子女，没有亲属，肢体残疾，

患有很多老年病，独居，家居室内杂乱。该老伯日常喜欢捡

拾垃圾，堆放于室内或楼道。社区干部入户做进一步的了解，

发现老伯不善言辞，身体状况不太好。通过交流还发现老伯

内心也一直处于焦虑状态，主要是因为其家庭条件差，亲戚

朋友们也不愿与其往来，感到比较孤独，害怕自己生病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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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还担心将来的养老送终问题。 

案例解决措施： 

“组合拳”帮扶：一是对接政策。根据其个人情况，按

照有关救助政策，给其办理相关服务，消除其最担心的养老

后顾之忧。二是对接社会资源。通过引入社会资源，为其进

行了室内改造、安装居家安全智能设备，改善居住环境。三

是链接心理关爱。建立亲情的纽带，帮其联系在外地的姐姐；

发动楼组志愿者形成邻里互助守望的和谐氛围；社区资源链

接提供上门健康管理服务。上述措施使得老伯的状况得到极

大改善。 

案例启发启示： 

社区养老是综合性服务体系，需要精准锁定、靶向发力、

资源整合。一是精准型救助，通过日常的走访、科学地评判、

真切地关怀勾勒出精准人物画像，进而了解真正需求所在。

二是多元型救助，扩大社会各方对社区养老的服务供给，比

如慈善基金会、社区单位、第三方社会组织等，形成资源池。

三是关爱型救助，形成资源连接下的“物质＋服务+心理”救

助模式的转变，实现“按需救助”。 

 

四、对策建议 

当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老年人。俗话说“家有一老

赛过一宝”。老年人一定程度成为了家庭生活的稳定器，

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美满生活，不仅是“小家”的愿

景，更是“大家”的目标。着眼需求导向、打通社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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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床边、身边、周边”三大场景，需要政府、市场、社

会、家庭等各方付出更多努力。 

一是聚焦“床边”，整合资源解决老人卧床护理的基本

养老需求。根据老年人不断增长的趋势以及增长速率的情况，

进行分析研判，确定对养老床位的需求程度。在此基础上，

推进养老机构床位建设，发挥机构养老的集约化优势，来满

足老年人卧床护理需求。还可以考虑到中心城区土地供给紧

缺的情况，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使老年人家中的床

位成为具备“类机构”照护功能的床位，由专业服务团队及

时响应服务请求。 

二是关注“身边”，优化服务提高老人家庭生活质量。

推动“食”“居”“行”等各类为老服务嵌入社区居家养老。

比如，增设养老助餐点位，方便老年人就近助餐和送餐。比

如，加大居家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打造安全、便利、舒适

的生活空间。又如，针对认知障碍的老年人，进一步营造认

知症友好社会氛围，完善认知症全链条服务模式。 

三是辐射“周边”，对社区养老的专业支撑服务进一

步系统化。针对老年人基础性疾病多的特点，提升机构医

养结合服务能力。对于老年人需求较大的配药服务，可采

取养老机构加强自身药品配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配、

以及联动互联网医院和社会零售药店发挥作用等多维模

式。针对养老服务专业性强的情况，进一步关注务队伍能

力提升。还可以丰富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设计，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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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从小做起，关心身边、家中的老年人，让养老话题

更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