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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基于 ＣＮＫＩ（２００８—２０１９）数据

赵梦雨， 李含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２０１６ 年老龄办发布的统计显示，２０１５ 年我国老年人中失能、半失能人口数量已达 ４ ０６３ 万，占老年人口比重 １８．３％。
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成为中国养老研究中最复杂和最棘手的问题，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本文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分析了 ＣＮＫＩ 中有关失能老人服务的文献，采用关键词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当前及未来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领域的热点和趋势，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依据，也为未来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研究提供了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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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养老服务行业将是一个朝阳产业，随着中国逐

步实现全面小康，人们会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加之

当前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老年人口会越

来越多，养老服务的市场份额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失

能老人养老服务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中国的养

老政策体系会更加完善。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使用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检索条件为主题

“失能老人养老服务”，发文时间不设置（检索时间

为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 日），共检索到 ４６０ 篇文献，去除报

纸、会议等非学术论文，共计获得以“失能老人养老

服务”为主题的论文 ４３５ 篇。 最后，将文献导出并

命名为“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ｔｘｔ”，保存在名为“ ｉｎｐｕｔ”的文件夹

中供分析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是一款由陈超美教授团队研发、

在 ｊａｖａ 环 境 下 运 行 的 可 视 化 文 献 分 析 软 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有助于帮助学者通过文献分析了解相关

领域的研究基础、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等。 本文通过

分析关键词共现及聚类来研究失能老人服务的现

状、热点和趋势。
２　 研究的基本情况

失能老人服务是当前较为新兴的研究热点，通
过发文量分析能够了解到当前研究的大致趋势。 从

知网检索到文献未设置始末时间限制，共检索到自

２００８ 年至今共 ４３５ 篇学术论文。 从图 １ 中可以观

察到，２０１２ 年之前，每年发文数量不超过 １０ 篇，可
见当时虽有学者研究但不是热点问题。 ２００８ 年第

一篇研究失能老人服务问题的是山西财经大学王晓

庆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城市与农村部分或完全不

能自理的老年人已经占到了 ３５％左右。 随着年龄

的增加，身体健康状况下降，自理能力下降，依赖他

人的程度上升［１］。 所以，研究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问

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由于国务院 ２０１１ 年发布了《社会养老体系建设

“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出了关于实施老年护理补

贴和护理保险的政策建议。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若干的意见》，其中提出

了关于投保健康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建议。
因此，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关于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的论文

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２０１７ 年，长期护理保险

被纳入《“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

设规划》并在上海、成都、青岛等地开展试点，２０１７
年也迎来了发文量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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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研究文献数量

Ｆｉｇ．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３　 研究热点分析

３．１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分析文章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出文

章 的 研 究 重 点。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 设 置 节 点 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设置时间后其他设置不变，运算结束后

点击可视化，可以得到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的高频关

键词图谱，节点表示出现的频次高低，节点之间的连

线粗细表示共现强度。 从表 １ 和图 ２ 可以看出关键

词频次排名前十的高频词。 其中失能老人、长期照

护、养老机构、医养结合、农村失能老人等这些高频

词不仅反映出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学者研

究的热点领域。
表 １　 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研究频次排名前 １０ 的关键词

Ｔａｂ． １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失能老人 ２８３
２ 长期照护 ５８
３ 养老机构 ２３
４ 医养结合 ２３
５ 农村失能老人 ２２
６ 失能 ２２
７ 机构养老 ２１
８ 社会支持 １９
９ 家庭照顾者 １５
１０ 养老服务 １４

图 ２　 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Ｆｉｇ． 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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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长护险自推行试点以来，各试点都是在摸

索中前进，国家虽在 ２０１６ 年出台文件，但各地试点

开展时间却不尽相同，而且从覆盖范围、资金筹集、
护理形式、待遇支付水平、护理等级评定等方面都存

在较大差异。 这不仅会再次造成地区的碎片化，而
且在机制体制方面都存在缺陷，这些问题都是不可

忽视的［２］。 其次，养老机构、机构养老等高频词反映

出当前社会养老形式的变化，国家逐渐开始提倡社区

养老、家庭养老的形式，养老方式多样化可以迎合老

年人老不离家的传统理念。 社区养老需要社区机构

调查清楚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养

老服务。 社区机构需要根据实际调研为老年人建立

需求数据库，并让老年人参与到服务供给的制定中，
在一段时间后检查服务的提供质量，再进行改善。 但

经过对一些社区服务机构的走访中发现，这些机构档

案数量庞杂，而且服务表上大部分的服务长期没有提

供，这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可能会激发老年人与

社区之间的矛盾，拉大双方的距离。 再次，医养结合

也是近年来非常热门的话题［３］。 养老机构在开展医

养结合时多以健康咨询和体检为主，同时也面临着医

养服务属性不明，政策不完善，资金不到位，公众认知

不足的问题。 另外，社区老年人的娱乐生活、心理健

康等方面都需要专业人士，但这些岗位缺乏高素质人

才，也就造成这些专业方面缺乏支撑。
　 　 中心度代表着节点在网络中的媒介能力，是测度

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关键词的中心度越

大，说明其影响程度越大。 从表 ２ 中可以发现，中心

度较高的几个词分别是失能老人、对策、长期照护、养
老机构、生活质量等，这些词不仅说明当前的研究热

点，还指出了政策急需规范的一些领域，为政府制定

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失能老年人的生活不仅需

要长护险这样的政策保障，也需要社会各方的协同。
失能老人因为身体机能的丧失已经降低了生活质量，
如果在养老机构再受到不妥当的安排，那么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可以说是降到几乎为零［４］。 这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都代表了失能老人服务的热点话题。
３．２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失能老人服务的热点问题，运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关键词自动聚类功能，并使用关键词

标注，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３ 所示。 该图以家

庭照顾者为中心，共分为农村、长期护理保险、对策、
家庭照护、长期照料 ６ 个聚类。 由于聚类之间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本文根据文献和可视化图谱进行了

进一步的梳理。 首先，按照地域可分为城市和农村。

其次，根据照护方式可以分为家庭照护、社区和机构

照料。
表 ２　 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研究中心度排名前 １０ 的关键词

Ｔａｂ． 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１ 失能老人 ０．５４

２ 对策 ０．２４

３ 长期照护 ０．１９

４ 养老机构 ０．１６

５ 机构养老 ０．１６

６ 生活质量 ０．１３

７ 长期护理保险 ０．１１

８ 医养结合 ０．１０

９ 老龄化 ０．１０

１０ 需求 ０．１０

３．２．１　 失能老人服务的地域差异分析

从聚类 １、２ 结合文献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城市和

农村在失能老人服务方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２０１２ 年中国农村老龄化比城市高出 １．２４％，农村失

能老人比率比城市高出 １０．１％，由于养老机构数量

不足以及老年人固有的养老思维方式，大多数失能

老人选择居家养老［５］。
总体来说，城市的社区照护服务主要偏重于生

活服务、休闲娱乐、门诊服务，其他方面比较欠缺，但
这相较于农村已经成熟很多了［６］。 农村社区除了

村卫生所有个别的医生提供日常的医疗服务之外，
并没有专业的康复人员和康复器械，不能满足失能

老人的特殊康复需求。 根据调查数据得知，中国失

能老人康复医院有 ２６５ 家，其中在城市的康复医院

占到了 ８３％，农村地区仅有不到 ２０％。 全国康复类

的资源发展的不完善，农村地区更是少之又少，这就

急需建立起农村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体系［７］。 政府

应在政策倾斜、基金调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多向

农村倾斜，在农村地区逐步搭建起社区养老的服务

平台。 在向老人提供服务时，应该多注重失能老年

人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疏导。 另外可创新开展老人互

助等模式，政府与市场双服务的方式为失能老人提

供多种选择。
３．２．２　 失能老人服务的照护主体分析

从聚类 ０、２、４、５ 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失能老人

照护主要有三种方式：家人居家照护、雇人照护、居
家社区照护以及机构照护。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第一种照护方式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农村失能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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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失能老人的照护服

务更容易实现社会化，而农村的照护社会化实现起

来更加困难。 人口流动也是社会服务发展的一个推

动因素，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得知老年空

巢家庭已占 ３１．７７％，这种代际分离的居住模式使得

家庭照护模式受到了极大地阻碍。 对于失能老人来

说，家庭照护另一大阻碍是专业护理知识的缺乏，不
仅是家庭成员，很多家庭护理人员多是年龄偏大、受
教育水平较低，同样缺乏专业的培训，对失能老人的

照护不能起到专业的康复作用［８］。
农村老人机构养老模式主要有“五保”人员供

养和公寓式养老。 “五保”老人的敬老院为政府出

资，只向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服务，并不对社会开

放，但这种养老模式并没有受到农村老年人的欢迎，
入住率并不高。 公寓式养老是针对经济条件较好的

老人，而且接受的老人多为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只有

少数接收失能老人，而且这些机构会根据老人身体

状况有不同的收费。 对于失能老人老说，由于入住

费用高昂，只能选择居家养老，接收家人间断式、非
正式的照护，这些照护大多是日常起居和饮食，对于

康复和保健方面的照护处于空白状态［９］。 尽管农

村失能老人服务的市场空缺如此巨大，但对于社会

机构来说，投建农村养老机构存在投入大，风险高，
收益低，尽管有相关的优惠政策，社会机构进入农村

发展的意愿不是很大。

　 　 根据数据统计得知，失能老人中约 ９０％以上患有

慢性病，约 ３１％以上患有重大疾病，这表明老年人在

医疗方面的需求是很强烈的。 尽管需求强烈，在老年

人方便就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
存在药品不全、设备简陋、医疗水平低等，家庭医生签

约率也不尽如人意。 另外，失能老人看门诊的一大制

约因素就是路程问题，因为失能老人身体原因不便于

出门也导致了重度失能老人门诊率非常低［１０］。

图 ３　 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Ｆｉｇ．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４　 研究趋势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的看到对失能老人服务近十年来

的发展趋势，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关键词共现的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视图，并对相关参数进行调节，如图 ４ 所示。 可

以看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失能老人服务的研究热点在

不断改变。

图 ４　 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研究关键词时区图

Ｆｉｇ． ４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２０１１ 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通过调查，到
２０１０ 年底中国失能老年人数达到 ３ ３００ 万，其中

１ ０８０万老人是需要护理的完全失能老人。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４ 年 ７ 年间中国养老床位翻了一倍，但由于费用

高等原因，空床率居高不下，机构也常年亏损，这种

处境使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间对养老主体的研究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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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关键词多为社区、机构养老、护理服务、社会支

持等。
２０１５ 年主要关注领域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倾

斜，更加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生活质量，这就需

要社会多方的力量支持，医养结合的开展也是为了

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为失能老年人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使其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２０１６ 年国家出台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文件并

在各地试点推行，长护险便成为这两年较为热点的

研究领域，与之相关的老年人的照护需求也成为了

一大热点。
５　 结束语

通过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失能老人服务的 ４３５ 篇

文献的可视化分析，着重分析了研究的基本情况、研
究热点和研究趋势，得出如下结论：

（１）中国失能老年人养老问题虽然一直存在，
但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逐渐成为热点。 这是因为我国养

老保险制度建立时间短，很多制度都还在研究完善

中，但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失能老年人

的比重上升，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问题逐渐成为研究

的热点话题。 长期护理保险的出台，这一领域成为

一大研究方向，尤其在长护险出台后的一年，相关文

献发文量达到近年来最高值。
（２）从关键词聚类分析来看，失能老人服务的

话题中，更加侧重于养老主体的研究和地域的研究。
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成为三大主体，不同

的养老主体之间又有不同的养老服务模式，由于家

庭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大部分老年人还是倾向于

家庭养老。
（３）从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图中可见，失能老人服务的相

关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关注老年人自身需求，不仅是

照护身体，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也尤为重要。 身体机

能的丧失已经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如果

再不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方面，再好的照护服务也不

能提高失能老年人的幸福感。 总而言之，失能老人

服务已然成为重视的研究方向，而现在致力于研究

的方向正在为之后的政策打下基础。 失能老年人服

务是养老方面的一大主题，也是养老保险体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分析不仅

可以得出当前的研究热点，还能得出发展趋势，这对

学者有很大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当前随着各地试点

的展开，长护险和失能老年人的服务政策的不断推

行，也推动着对失能老年人的服务政策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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