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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可持续性比较

刘田静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根据可持续性的定义，基于需求与供给视度对长期护理保险进行研究，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对北京、上海、青岛、潍
坊四个地区四种长期护理保险模式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进而讨论其可持续性。 从老年人经济来源、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标准、
保障水平、居家养老的偏好及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五个方面出发，提出扩大老年群体经济来源，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稳定、可持

续的护理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筹资渠道，提高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水平，加强居家及社区护理服务均等化建设，以期为中国建

立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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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研究可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的大多数国家均建立起长期护理

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制度。 长护险是满足老

年人护理需求，缓解社会养老护理压力，减轻失能老

人家庭护理负担，保障老年人失能后生活质量的有

效解决方案。 为应对随失能而来的老年生活质量降

低和医疗费用增长问题，２０１６ 年《关于开展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出台，确定了 １５ 个

城市作为中国的长护险试点地区。
关于长期护理及长护险的现有文献，研究长护

需求与长护险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居多。 对苏皖两省

进行调查得知，经济欠发达地区、无子女、洗澡有困

难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并有退休金的失能老年人

长护服务需求更高，从而提出发挥公共财政功能，增
加社会惠民工程投入，为盈利与非盈利的养老服务

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并特别关注无子女及生活不能

自理的高龄老人［１］。 基于江苏省调查，针对农村老

人偏好医疗、家政等居家养老服务，但价格影响了需

求的特点，提出以社区为载体，结合农村老人真实需

求，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２］。 基于江苏省调查，
主观因素方面护理费用、支付能力、护理需求、保险

观念对长护险需求影响显著，人口统计学因素中文

化程度与参保意愿正相关，从而建议应提高居民收

入、加大长护险宣传、完善长护服务体系［３］。 从个

体特征、意识观念、经济因素、家庭状况角度对长护

险需求进行分析，建议此后应加强对护理经济风险

的关注，建立强制性长护险制度，加大宣传引导公众

参保［４］。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从经济因素、非经济

因素两个角度出发，确定养老保障水平、利率、城镇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对长护险需求

影响显著［５］。 其次，文献多是关于中国试点的思考

及方案比较。 对国家规定的 １５ 个试点地区长护险

保障政策、筹资政策、给付政策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保障成果初显，根据试点地区的实践特色，提出覆盖

群体是否应该覆盖全民、筹资模式是否多元、生活照

料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的讨论［６］。 从筹资、保障、运
行三个方面比较，讨论其中不足，并提出可尝试强化

与医保、工伤、生育保险的制度衔接，鼓励社会筹资，
规范制度细则等建议［７］。 对四川老年人进行调查，
“生活能够自理”使得老人对长护险持消极态度，依
赖家庭成员的非正式护理，从而提出加强制度宣传，
结合医疗保险，平衡个体收入差异的建议［８］。 对青

岛居民进行参保意愿调查，年龄、教育、收入及子女

数量、自评健康状况对失能老人参保意愿影响较大，
提出加强宣传，提高公众失能风险意识、护理保险认

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建议［９］。 另外有学者对失

能评估工具、中国长护险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而对

于长护险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定量研究仍存在缺失。
鉴于此，本文选取 ４ 个长护险制度差异较大的试点

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青岛和潍坊，对其长护险

可持续性进行定量分析，本文研究有益于中国长护

险建立起健康与良性发展模式。
１　 构建理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１．１　 可持续性概念及理论模型

本文关于长护险可持续性，将其定义为 ２ 个方

面。 首先要满足当代参保人员的长护需求，使其切

实享受到长护险的权益，又不损害后代参保人员长

护险需求，保障后代权益不受侵害；其次能够保持旺

盛的发展力，保持长护险资源永续利用，实现长护险

的更好、更稳定发展。 对于长护险而言，可持续性被

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同时影响。 从需方与供方两个

角度出发，讨论长护险经济、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对

其可持续性的影响。 通过整理归纳长护险需求分析

的相关文献，影响长护险需求的主要因素为失能人

员的经济保障、个人情况、及养老方式偏好。 其中，
经济保障包括被保险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来源与日常

消费；个人情况指对长护险需求产生影响的个人特

征因素；养老方式偏好表明被保险人的长护险需求

偏好。 而讨论供给方对长护险可持续性的影响，则
选取了长护险的基金支持及保障水平、护理服务提

供方式、护理服务的给付范围。
根据上述讨论，可建立长护险可持续性的理论

模型，见图 １。
１．２　 构建长期护理保险可持续性指标体系

根据长护险可持续性的理论模型，整理长护险

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归纳总结，选取影响

长护险需求的主要因素，以及选取与理论模型中相

对应的长护险供给可持续性影响指标。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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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持续性

服务内容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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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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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情况

个人
情况

养老
方式

长期护理保险

图 １　 长期护理保险可持续性理论模型

Ｆｉｇ． １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表 １　 三级指标体系

Ｔａｂ． １　 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可持续性 需求－经济情况 经济来源

经济收入

经济支出

供给－长护险基金 政策了解

筹资标准

保障水平

服务内容可持续性 需求－个人情况 健康程度

受教育程度

子女数量

供给－护理服务 医疗护理

生活照料

护理费用报销

服务方式可持续性 需求－养老方式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供给－给付范围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２　 模型构建

层次分析法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将复杂问

题逐层分解细化为各指标的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

法［１０］。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将系统的多个影响因素

由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的分析方法。 层次分析

需要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元素权

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根据层次分析法所得权重向

量，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评价对象、评定要素、
评价的模糊评语，以此建立模糊关系，得出隶属度矩

阵，最终进行综合评判。 对此过程可做阐释分述如

下。
２．１　 建立多级递阶层次结构

　 　 根据上述长护险三级指标体系，建立层次结构

模型，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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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层次结构模型

Ｆｉｇ． 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２．２　 构造判断矩阵

以上一级 Ｃ 要素作为评价标准，同级要素两两

比较以确定判断矩阵元素，判断矩阵 Ｂ 中 ｂｉｊ 表示以

Ｃ 为评价标准，要素 ｂｉ 对 ｂ ｊ 的相对重要程度。 比较

尺度通常采用数字 １ ～ ９及其倒数作为标度［１１］。 根

据文献数据、 专家意见等， 反复讨论后确定 ｂｉｊ 的

值。
２．３　 计算权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研究时， 对判断矩阵 Ｂ 先计算其最大特征根，
再求出其对应的特征向量 Ｗ， 即权向量。 所得

Ｗ（Ｗ１，Ｗ２，…，Ｗｎ） 为对应 ｎ 个要素的相对重要度，
即权重系数。 此时需用到的数学公式为：

ＢＷ ＝ λｍａｘＷ， （１）
　 　 接下来，进行一致性检验，其数学公式可表示

为：

ＣＩ ＝
λｍａｘ － ｎ
ｎ － １

． （２）

ＣＲ ＝ ＣＩ
ＲＩ

（３）

　 　 当 ＣＲ ＜ ０．１ 时，认为可通过一致性检验。
２．４　 确定模糊综合评价要素

确定因素集 Ｕ ＝ ｕｉ{ } ，ｉ ＝ １，２，…，ｎ， 即评价对

象的集合。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确定评价因素 ｕｉ

分别为青岛、上海、北京、潍坊长护险的可持续性。
确定评价目标 Ｘ ＝ ｘ ｊ{ } ，ｊ ＝ １，２，…，ｍ， 本文评

价目标根据上述层次分析法所得各要素权重，选取

权重大于 ０．０５ 的要素为模糊综合评价的评价目标。
建立评价尺度集 Ｖ ＝ ｖｉ{ } ，ｉ ＝ １，２，…，Ｋ，将评价

分为 ４ 个等级 Ｖ ＝ ｛很好，较好，一般，较差｝ ＝ ｛１００，
８５，７０，５５｝。

确定因素权重Ｗ（Ｗ１，Ｗ２，…，Ｗｎ），本文因素权

重由上述层次分析方法确定。
２．５　 建立模糊关系隶属度矩阵

请 ２０ 位长期护理相关研究人员根据所提供的

评价尺度，对上述四个地区长护险可持续性的相关

评价目标进行评价。 对于方案 Ｎｋ，第 ｘ ｊ 个评价目标

做出 ｖｉ 评价等级的可能性大小 ｒｋｉｊ， 即其隶属度大

小，最后可得该方案的隶属度矩阵 Ｒｋ ＝ ｒｋｉｊ( ) 。
２．６　 进行综合评判

根据上述所得各因素的隶属度矩阵向量 Ｒ，以
及因素集的权重向量 Ｗ，则综合评定结果、即综合

评价向量为：
Ｂ ＝ Ｗ  Ｒ． （４）

　 　 其中，“ ”为由模糊算子构成的合成运算。
对 Ｂ 进行归一化，得出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并

根据对评价尺度的赋值，计算各方案的优先度。
３　 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３．１　 层次分析

根据上述层次分析结构，请 ５ 位长护险研究人

员，从可持续角度出发，对指标进行两两对比赋值，
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正赋值不一致的指标，最终

确定出指标关系。 计算得出相应指标权重，对所得

权重进行排序，权重小于 ０．０５ 的指标对目标层影响

过小，因此剔除所占权重小于 ０．０５ 的指标。
３．２　 模糊综合评价

从指标层出发，根据上述层次分析计算确定因

素权重向量为 Ｗ ＝ （０．２５７ ７，０．１１８ １，０．１７８ ０，
０．０８２ ３，０．０８２ ３）， 以及确定模糊综合评价的评价目

标 Ｘ ＝ ｛经济来源 Ｂ１１，筹资标准 Ｂ１５，保障水平 Ｂ１６，
居家养老 Ｂ３１， 居家养老 Ｂ３４｝， 根据评价尺度集

Ｖ ＝｛很好，较好，一般，较差｝， 请 ２０ 位长期护理相

关研究人员从各指标的可持续性角度出发，对北京、
上海、青岛、潍坊 ４ 个地区的各评价目标进行评价。
计算各评价目标获得各评价等级的比例，求出其隶

属度大小，最终得出 ４ 个隶属度矩阵。
选取算子 （Ｍ（ ×， ∨）） 进行 Ｂ ＝ Ｗ  Ｒ 模糊合

成运算，分别得出 ４ 个地区长护险可持续性综合评

判结果，各评价等级所占比例相加大于 １，因此，对
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归一化处理，得到最终的综合评

判结果，详见如下：
Ｂ１ ＝ ［０．５９０ ６， ０．２９５ ３， ０．０９８ ４， ０．０１５ ７］
Ｂ２ ＝ ［０．５８１ ４， ０．２９０ ７， ０．０９６ ９， ０．０３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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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３ ＝ ［０．６００ ０， ０．３００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Ｂ４ ＝ ［０．５４２ ２， ０．２７１ １， ０．１２４ ２， ０．０６２ ４］

　 　 根据对评价尺度中评价等级的赋值 Ｖ ＝ ｛很好，
较好，一般，较差｝ ＝｛１００，８５，７０，５５｝，相应计算出北

京长护险可持续性得分为 ９２．５０ 分；上海长护险可

持续性得分为 ９１．３４ 分；青岛长护险可持续性得分

为 ９１．９１ 分；潍坊长护险可持续性得分为 ８９．４０ 分。
定义可持续性较好标准为 ９０ 分，则潍坊长护险可持

续性有待改善。
４　 结束语

通过上述对北京、上海、青岛、潍坊长护险可持

续性定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从需求角度来说，经济来源可持续性存在

地区差异，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北京、上海、
青岛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被保险人经济来源更为广

泛，有利于支持长护险的推广与购买，可持续性较

好；老年人的居家养老偏好使得对居家养老方式的

护理服务需求更高，４ 个地区老年人居家养老偏好

差异较小，需求角度的长护险居家养老可持续性较

好。
（２）从供给角度看，北京市海淀区采取商业保

险的形式，长期护理互助保险与人保寿险北京分公

司进行对接，其筹资标准较其他 ３ 个地区更高，用于

运转长护险的资金更加充足，从而其制度可持续性

最好。 上海地区直接根据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按比例

缴费，较青岛与潍坊地区的医疗保险基金中比例划

转筹资力度更大，长护险基金可持续性更好；北京作

为商业保险模式提供的保障水平相对更高，解决失

能人员需求的程度更高，更有利于保险的可持续发

展。 青岛与潍坊地区居家护理保障水平持平，而上

海地区对应失能老人的切实需求，其护理保障水平

略低，影响长护险的良性发展；从居家养老供给角

度，４ 个地区均在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就目前已有居

家护理服务而言，４ 个地区基层护理服务提供机构

对当地提供的护理服务暂不能完全满足当地居家护

理服务需求，不利于长护险的良性发展。
综合前文论述，本文拟提出以下建议：

（１）以收入水平为着手点，缩小地区间经济差

异，保障老年群体养老金水平及家庭供养水平之外，
积极探索商业养老金发展及其他老年人收入渠道，
扩大老年群体经济来源。

（２）推广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强化社区与机

构的护理功能，增强老年群体对社区护理及机构护

理的偏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稳定、可持续的护理

服务体系。
（３）建立多元筹资渠道，转变现收现付的筹资

模式，促进长护险基金的积累，增强其保障能力及抗

风险能力。
（４）提高长护险的保障水平，切实满足失能人

员的实际护理需求，纳入生活照料，扩大长护险保障

范围，增强失能人员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５）加强居家及社区护理服务均等化建设，保

障失能人员及时享受到服务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
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服务，扩展健全居家及社区护

理服务体系，使长期护理服务供需平衡，提高长护险

的健康与良性的可持续能力。
参考文献
［１］ 戴卫东． 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皖两省

调查的比较研究［Ｊ］ ． 人口研究，２０１１，３５（４）：８５．
［２］ 张国平． 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苏省的社会调查［Ｊ］ ． 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４，２０（２）：９５．
［３］ 曹阳，陈洁，连慧莹，等． 我国长期照护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Ｊ］ ．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８，１１
（４）：１９．

［４］ 曹信邦，陈强．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中国

人口科学，２０１４（４）：１０２．
［６］ 李强，厉昌习，岳书铭．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方案的比较与思

考—基于全国 １５ 个试点地区的比较分析［ Ｊ］ ． 山东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３．
［７］ 吴海波，雷涵，李亚男，等． 筹资、保障与运行：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方案比较［Ｊ］ ． 保险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７（９）：４３．
［８］ 李鑫，刘祯帆，龙霖，等． 四川老年人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态度及原因调查［Ｊ］ ． 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８，３４（１１）：１５６３．
［９］ 张奇林，韩瑞峰． 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居民参保意愿研究—来自

青岛市的调查［Ｊ］ ． 社会保障研究，２０１６（２）：４５．
［１０］ 王飞鹏，白卫国． 农村基本养老服务可及性研究—基于山东省

１７ 个地级市的农村调研数据［Ｊ］ ． 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７（４）：５４．
［１１］邓雪，李家铭，曾浩健，等． 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

应用研究［Ｊ］ ．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２０１２，４２（７）：９３．

４６１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