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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失能老人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失能老人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其家庭照护者面临

着多重困境。文章以南京X社区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法，深入剖析了社区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面临的

经济、健康、心理、社交及支持等多重困境，其原因可归结为家庭支持不足、政府政策保障不足及社会

支持体系的不完善这三个方面。研究强调照护者困境的社会重要性，提出对策建议，旨在提升社会对这

一群体的关注与支持，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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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aging process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number of disabled elderly people is also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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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by year. As a special group of disabled elderly, their family caregivers are faced with multiple 
difficulties. Taking X Community in Nan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deeply analyzes the multiple difficulties faced by family caregivers of disabled 
elderly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such as economy, health, psychology, social and support. The 
reasons can be attributed to insufficient family support,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policy guarantee 
and imperfect social support system. The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social importance of caregivers’ 
plight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social attention and 
support for this group, which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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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有关资料显示，南京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共有 182.46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9.36%；其中，

65 岁及以上的居民人数为 136.57 万，占比 14.49%。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老龄化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问题是我国发展的关键[1]。 
老年人照护资源匮乏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问题。南京市的新生儿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

今年南京市的平均生育率为 6.01% [2]。由于新生儿数量的减少，未来的家庭生活将变得更为艰难。虽然

国家实行了“二胎”政策，但是由于人口发展的滞后作用，导致了其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在短时间内

无法解决。而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迁移速度加快，年轻人在照料老年人方面的精力日益不足，致

使家庭养老脑功能日趋弱化。 
但是，受照护市场供给不足以及传统养老观念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失能老人仍然主要依靠家庭照

护。2011 年《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报告显示，“从完全失能老年人的整个社会支持网络来看，

他们从家庭以外能够获得的支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不完善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体系，家庭的养老

照护功能之实现将会越来越艰难[3]。 

2. 研究现状 

失能老人由于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研究表明，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过

4000 万。在社会化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不足、家庭照顾文化偏好明显以及家庭购买服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失能老年人在家主要由家庭成员照顾。我国在政策支持和设施环境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尽管有

一些政策出台，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导致失能老人在日常生活、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社

会支持。家庭照护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仅需要提供日常护理，还要面对失能老人的心理问题和

社会孤立感[4]。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失能老人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急剧上升。目前，我国的长期

照护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主要依赖家庭成员提供日常照护[5]。然而，由于养老服务费用较高且老年人口

收入水平偏低，这一模式难以持续。因此，构建一个多元协同和整合视角下的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体系

显得尤为重要。而社会联系对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有积极影响，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通

过增强社会联系和提供全面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提升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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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失能老人在社会支持体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在政策支持方面，虽然政府逐步完

善了长期照护服务政策，但实际执行中仍面临供给与需求错位的问题[7]。其次，家庭支持方面，由于家

庭规模小型化以及老年人长期护理成本逐步增高，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负担加重。此外，社区和机构

的支持也不足，导致失能老人的居家养老生活面临困难[8]。 
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理功能、适应性和抵抗力的衰退是主要原因之一[9]。

此外，抑郁、慢性病数量、自评健康状况等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10]。失能老人常因生活自理能力欠缺而

感到被排斥，这种心理状态进一步影响其生活质量。 

3. 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3.1. 概念界定 

我国对失能老人的定义主要基于其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程度，通过综合评估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项

活动能力来确定其失能等级。这一定义不仅涵盖了身体功能的丧失，也包括了认知和感知觉功能的受损，

从而确保对不同需求的失能老人提供相应的照护服务。“失能”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可以总结出一些

与功能有关的状况，如社会参与受限和功能的丧失。 
家庭照护者目前尚无统一的概念。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家庭照护者的界定，其定义主要包含以下四个

要素：1) 居住安排：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居住在一起或者分开居住；2) 照顾内容：包括吃饭、穿衣、洗澡、

吃药、陪护就医、康复锻炼、心理陪伴等，促使被照护者身心和社会等功能正常发展的项目；3) 照护者

与被照护者之间的关系：基于血缘、亲缘或者姻缘关系等，而不是经济利益或专业关系；4) 照顾地点：

家庭或者家庭之外场所，如医院发生的就医陪护、住院陪护，商场发生的购物陪护[3]。 
学术界对于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通常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

包括“进食、修饰(洗脸、刷牙、洗澡等)、穿衣、如厕、平地走路、上下楼梯”六项指标，“独立完成”、

“需要帮助”、“完全依赖他人”三个等级分别对应完全自理、部分自理和不能自理。其中 1~2 项不能

自理为轻度失能，3~4 项不能自理为中度失能，5 项及以上不能自理为重度失能。本文将按照以上标准对

老人的失能程度进行界定[11]。 

3.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 
通过调查问卷调查家庭照护者的基本信息，内容涉及失能老人及家庭照护者的一般情况。主要包括：

1) 失能老人资料：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失能程度、疾病状况。2) 照护者资料：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健康状况等信息[12]。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地修正，从而达到对现状的更深层次理解。主要内容包

括：家庭收入、每天照顾时长、照顾技能、健康自我评估、照顾内容、照顾理由、照顾感受、照顾困难

与期待。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搜集与整理有关资料，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对策(如表 1)。 

3.3.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地点为南京市 X 社区，通过了解选择了以下三位家庭照护者作为访谈对象。具体情况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性别 年龄 与被照护者关系 失能程度 照护时间 

1 男 78 配偶 重度失能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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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女 63 女儿 轻度失能 三年 

3 女 65 女儿 中度失能 五年 

4. 南京市 X 社区失能老人照护者困境 

照护者在照顾失能老年人过程中，经常要做同样的工作，这可能会对其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由于失能老人对照料人员的依赖性，使照护者不能正常工作以获取正常的经济收入，也不能进行正常的

社交，这给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此外，由于缺少与他人的交流，照顾者渐渐脱离了社交圈，面

临着沉重的照顾负担，心中的负面情绪很难得到释放，进而引发了诸如悲观、抑郁等精神疾病。 
在照护过程中，家庭内部也会出现交流障碍，患者与原本应该分担照护责任的家属，会因为照护工

作的分配以及之前的不良沟通方式而产生矛盾。由于家庭成员间的不良关系，照顾者很难得到家人的帮

助，部分照顾者只能自己一个人承担照护责任，没有人可以分担，从而陷入经济、生理和精神上的压力。

此外，全天的照顾工作，让照护者没有时间与人交流，社区与亲友的支援也十分有限。这些因素对照护

者造成很大的压力。 

4.1. 经济困境 

照顾失能老年人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困境之一就是经济压力。照护者必须负担老年人的日常开销，

包括护理费用、药费和医药费等。有些照护者因为要专心照料家中的失能老年人而不能出去工作或打工，

从而使家庭经济收入下降。尤其对于有年迈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影响则更为严重。这就造成了一

种恶性循环，即整个家庭面对经济风险的能力下降。而有工作的家庭照护者，则要在生活与孝道两者间

作出抉择。有些独生子女有自己的家庭，对他们而言，要兼顾照顾失能老年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她刚生病的时候，住那个 ICU，住了好几天了，后来就变成植物人了。我们又买了吸氧和吸痰的机器，这也花

了不少钱。后来她出院之后，都是我在照顾她，每天的那个纸尿裤和护理垫要用很多。时间久了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我也想找个护工来帮我做，但是我儿子觉得护工肯定要一直干，家里也没那么多钱，我还跟我儿子因为这个吵

了一架，后来么也就算了。(案例一) 

4.2. 身体健康问题 

长时间参与失能老年人护理工作的家属长期承受着高强度和精神高度集中的照护，导致其患有多种

慢性病，并对其身心产生了一定的损害。 
家庭照护者的照护内容囊括了失能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时间太久，体力消耗太大。一些失能家

庭的照护者会进行重复地弯腰、蹲下或坐下，这不但考验照护者的身体状态，也会不断地损害他们的健

康，长久地负担照顾失能老人，让照护者们无暇休息、无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而另一方面，亲戚漠视

和逃避责任，拒绝为照护者分担责任，这让照护者的照顾工作变得更加繁重。 

我也老了，儿子离婚了，也没有其他人帮我。儿子又要忙着上班挣钱。每天帮她擦身子啊，做流食，换尿垫都

是我坐的，我现在一下雨腰就疼得厉害，也不知道还能辛苦几年。(案例一) 

我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忙，要么就是不肯伺候，现在主要就是我来照顾我父亲。我自己也有糖尿病，平时不光要

注意我自己的身体，还得照顾他。我父亲耳朵不太能听见了，每次喊他都得大嗓门。这两年我自己的身体也不怎么

好了。(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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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心理压力 

当面对老年人时，照护者多半会“孤军奋战”，觉得孤独。失能老年人的照护工作是一种身体和心

理上的双重考验，也是照护工作的一大难题。长时间枯燥与反复的照护让照顾者感到压力，让他们丧失

了对周围事物的认知能力，从而容易烦躁、沮丧。 
此次的调查对象大多是自己独立承担照护工作。随着照护年限的延长，照护者的负面情感也逐渐增

多，而大部分照护者都能感觉到内在情感的改变。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家庭照护者的情感控制

水平较低，缺乏有效的减压途径。 

每天呆在屋子里照顾她，很容易觉得无聊。我儿子也不理解我，所以呢，我跟我儿子经常会因为这个吵架。(案

例一) 

4.4. 社会交往的减少 

接受调查的多数家庭成员表示，他们缺乏个人生活的时间，每天都与老年人待在一起，几乎没有自

己的时间。部分失能老年人因自身体质及衰老等原因，随着时间的延长，失能的程度日益增加，这使得

家庭照护者需要全天陪伴在其周围，大部分照顾者都反映出老年人失能程度增加对其社交能力产生了严

重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瘫痪在病床上的严重失能老年人，他们的饮食和饮水都离不开别人的照顾。虽然

照顾者能够为其提供日常照顾和心理上的照顾，但是其社会交往活动却在不断地减少，甚至出现了与社

会脱节的现象。 

我很想出去转转，但是没有办法啊。长时间下来我以前那些朋友啊，亲戚啊都不怎么走动了。(案例一) 

4.5. 缺乏社会支持系统 

目前，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使得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难以获得来自其他家庭和机构的有效的

社会支持。社区是人们生活、学习、生活的主要空间。在社区内，有公益团体的各项服务，这对于失能

老人家庭照护者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但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针对失能老年人的专业机构并不多。另外，

在某些地区，由于缺乏针对失能老年人的活动场地、设备、相关的专家等，致使其照护者不能得到有效

的社会支持。 

家里没钱请护工，也不知道上哪里请护工，就只能我来照顾，有时候我的兄弟姐妹也会帮忙。一些社会补贴啊

什么，我也不是很了解。(案例二) 

之前请过护工，但是一直照顾下去太贵了，前段时间就辞退了。如果社区能提供机构或者上门照护那就最好了。

(案例三) 

5. 南京市 X 社区失能老人照护者困境原因分析 

造成以上困境的原因有很多，以下将从家庭，政府与社会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5.1. 家庭层面 

家庭照护者缺乏能够替代其完成照护工作、为其提供休息时间的多种辅助手段，且家庭成员间关系

较为紧张，制约了照护者支持网络的发展。 
目前，我国对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工作普遍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大多数的年轻人为了工作都

会将照顾孩子的责任推给家里的老人或者妇女。家里没人照顾。部分失能老年人的子女因逃避照护责任

而产生矛盾，照护工作不合理分配将养老负担转移到一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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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府层面 

当前，我国缺乏针对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者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也缺乏针对失能老年人的相关

政策补助和工作岗位，使得他们很难得到外界的资助。在访谈过程中，大多家庭提出了“请护工很贵”、

“钱存不住，又要花钱”，而失能家庭面临着高额的护理费用的同时其收入情况也并不十分理想。由于照

顾负担较重，照护者无法通过就业、子女赡养等方式筹得足够维持自己及照顾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费用。另

外，政府财政补贴难以覆盖所有失能家庭。他们大多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领取的补助也比较低。 

5.3. 社会层面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数量为 4.0 万个，床位数量为 503.6 万张。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共有 31.8 万个，床位数量为 312.3 万张[13]。而 2021 年我国失能老年人数量约为 4500 万[14]，
这就意味着现有 4 万多个养老院只满足了国家的 0.69%。提供充足的养老机构及设施，可减轻照护者照

顾的负担，使他们得到纾解。然而，我国城乡、各区域之间的老年服务业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养老服

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导致部分家庭不能很好的享受到社会支持。 
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老人更多地采用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方式，因此，社区的居家养老是

值得大力发展的。然而，由于受到诸多制约，我国社区养老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社区基本养老保险

的投入仍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其向社会募集的部分资金存在空缺，且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再加上我

国的高龄老人人数众多，政府的资金投入很大，难以支撑。 

6. 改善南京市 X 社区失能老人照护者困境的建议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努力，既要解决失能老人照护者经济、精神和生

活上的困境，也要解决专业护工缺乏的问题。完善专业护工制度，缓解照护者压力。因此，需要政府、

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为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提供更好的照顾。 

6.1. 巩固以家庭为主的照护模式 

通过对南京市 X 区某小区的现场调研，发现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家庭照护仍然是失能老人照护的

主流模式。为此，我们应通过切实的对策，强化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其主体作用的持续

发挥。 
强化基于家庭的养老照料，应当从如下途径进行：一是发扬优良传统孝道，突出子女对其父母的照

料义务，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老人、关爱老人、扶助老人的良好环境。第二，由于社区的经济发展状

况不尽相同，因此，应该按照失能老年人的家庭财务状况及失能程度，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以减轻其

困境，使其实现“老有所养”的制度化。第三，探索“居家养老”方式，通过社区养老协会和社区养老

院等多种形式，全面推行“居家养老”，并对失能老年人进行“上门照护”[15]。 

6.2. 政府要制定相应政策 

国家应当加大对失能老年人社保制度的投资力度，使其在发生风险时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储备以应对

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同时，对于丧失能力的老年人的家庭照顾者在财务上给予支持。对于重点推动建

立健全失能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其提供必要的财力、物资保障。 
政府也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提供政策支持，同时要加大对专业护工的扶持

力度。其次，应该鼓励和支持有资质的企业进行专业护工的培训和考核，同时对护工进行规范管理，从而

提高专业护工的素质和服务质量。再次，要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组织。政府可以为社区志愿者组织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资金支持。最后，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规范护工市场，保证护工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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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完善以养老机构为主的社会支持体系 

在我国，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缺少专门的护理服务，多数乡镇养老院承担了全部老年人的照顾责任。

即使是较发达的地方建立的一些养老机构，也缺少专门的护理人员，所以需要加速发展专门的养老机构，

健全基础设施，培养专门的护工。 
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最大的困难在于缺少经费。所以，专业养老机构建设需要政府的扶持，国家

需要出台关于设立专业养老机构的优惠政策。 
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有别于普通老年人，护理人员工作能力的高低将决定其长期的护理质量。为

此，我们应尽快建立一批以专职护理人员和社会工作者为主，社会志愿者为辅的高质量护工队伍。 
社会各界力量需共同努力，解决失能老人照护者经济、精神和生活上的困境。巩固以家庭为主的照

护模式，完善专业护工制度，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完善以养老机构为主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失能老人家

庭照护者提供更好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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