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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探究健康老人的生活方式及生活质量状况。方法方法 实境调

查了 100 位城市健康老人，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记录健康老人的生活流程及生活方式，通过

Dennis Raphael的生活质量衡量模式分类分析，制成生活质量量度表；同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分类结

果进行进一步分层解析，总结出影响健康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结论结论 根据健康老人生活质量状

况的调研分析，结合老人对生活改善的期望，提出健康老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策略，为社区养老服务

体系及服务模式设计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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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explore the lifestyle and living quality of the healthy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It conducts research on 100 healthy elderly people by contextual inquiry and records their lifestyles and living
procedures by half structured interview，then it analyzes the transcripts with Dennis Raphael′s pattern analysis for living
quality evaluation，to make measurement tables of living quality. Meanwhile，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it further
analyz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healthy elderly. Based on suc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healthy elderly people′s living quality and the elderly′s expectation to improve their lives，it
comes up with seve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design for the healthy elderly in community to provide
dependabl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system and design pattern i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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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学家彼得·拉斯里特将人的一生划分为

4个阶段：第一龄为接受照顾和教育的成长阶段；第二

龄为进入社会独立工作，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阶

段；第三龄为离开工作岗位进入退休生活的阶段；第

四龄则是身体机能呈现较明显衰退，须依赖他人照顾

的阶段[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龄持续的

时间逐渐延长。我国60周岁以上的被划分为老年

人。2000-2009年，北京老年人口总量从114.5万人增

加到196.6万人，年均增加9.1万人，年均增速6.2%，高

于常住人口年均增速3.4%。而我国退休年龄规定：男

性6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退休[2]，

因此处于离退休到进入老年人行列的10年间的长者，

不乏很多健康、高学历、条件优越的第三龄，他们必须

提前进入晚年生活，但其中很多人依然有能力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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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潜能，希望老有所为。

基于对北京市朝阳区100位相应年龄段老人的调

查，了解离退休健康老人目前的生活现状，重点研究

他们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状况、家庭及社区支持、

闲暇生活等因素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为社区养老服

务体系及服务模式设计提供可参考的依据，并对我国

老年人如何提高生活质量进行对策性分析，希望为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健康老人生活方式研究

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间，笔者走访了北京市

朝阳区朝来绿色家园社区、望京街道南湖中园小区，

以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先后访问了100位60岁左右、

身心健康、接受过不同程度教育的老人。通过实境调

研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遵循“现实研究—因素分

析—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

1.1 研究方法与操作流程

1）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即事先设定访谈范围、

提问方向等，除少数主要问题事先设定外，其他问题

均不事先确定，而是在自由交谈中形成问题，使访谈

更具有机动性、灵活性，便于深入挖掘受访者信息。

2）采用实境调查的调研方法。走进每一个被访

问者的家中，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及日常生活。能够

亲临现场观察和记录这些微妙的人性瞬间，会为产品

开发过程提供无法估量的价值[3]。同受访者一起前往

他们经常去的场所观察并记录其日常生活方式，获取

详细的用户特征。

3）运用层次分析法将老年人复杂的生活质量系

统、层次化，用一定标度把人的主观判断进行客观定

量化；将定性的问题定量分析，通过逐层比较的方式

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4）参考Raphael的生活质量衡量模式的3个方向

来界定，即存在、归属和发展[4]，见图1。着重于以个人

为单位去量度生活的质量；广泛地应用于量度任何人

士的生活质量；从探索每一个人对生活的可能性的展

望出发；着眼于个人能否独立自主地去组织自己的生

活方式及流程。

1.2 访问内容及调研结构

1）访问的内容主要围绕健康老人的生活流程

（早、中、晚的日常活动），并实境调查与受访者相关的

一些地点及设施，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方式，在此

基础上询问其对生活改善的期望。以黄女士为例进

行访问。黄女士今年66岁，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大专

学历，退休前任小学老师职位，腿部有关节炎，长期参

加社区团的舞蹈编排，基督教信徒，对现在的生活较

为满意。访问记录见表1。

2）以时间为序把老人的生活记录下来形成生活

模式时序表，通过它可以清楚地看到长者们如何安排

自己早、中、晚的活动。以Dennis Raphael的生活质量

衡量模式，把老人的生活内容进行分类解析，制成生

活质量量度表，以此种方式反映健康老人的生活内容

及其质量水平。黄女士生活模式时序表及生活质量

图1 生活质量衡量模式的3个方向

Fig.1 Three directions of the life quality measurement model

表1访问记录

Tab.1 Interview records

学习

运动

社区运动

消遣

闲暇购物

文化活动

旅行

黄女士访问记录

经常在社区活动中心学习集体舞，每天去公园切

磋太极；跟社区的朋友一起学习编织、手工艺等；

在望京街道南湖西的老年学校学习电脑知识

每天进行太极活动，地点包括：南湖公园、望承公

园；另外每星期都与家人到怀柔去远足

每星期三和星期天去社区参加义务活动，包括

去附近养老院和妇幼保健中心；也会去老年大

学帮忙

消遣活动很多，比如阅读，欣赏古典音乐和绘画，

学习编织、手工艺、书法及照料盆栽等

喜欢逛书店，每个月会去望京图书大厦选购太极、

书画方面的书；也会在附近买一些文化用品

喜欢阅读及欣赏有关书画展览；偶尔会去远的地

方比如国博看一些名家大展

每年两次跟家人去加拿大探望留学的儿子，一般

停留两个星期左右；每年会跟女儿长途旅游一次；

平时参加社区中心或者太极协会举办的本地一日

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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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表见表2-3。

根据黄女士以及100位长者一周的生活流程时间

安排可以看出：业余爱好包括练太极、跳集体舞、游

泳、听音乐等；义务工作包括去养老院、妇幼保健院做

义工和老年大学义务服务等。统计结果表明，除了睡

觉和其他的活动外，健康老人在义务工作和业余爱好

表2 生活模式时序

Tab.2 Lifestyle timing

时间

上午

中午

下午

傍晚

晚上

地点

5∶30：家中

7∶30：南湖公园

8∶30：家中

（周二、三）9∶30-13∶00：养老院/妇幼保健中心

（周二、三）11∶30：养老院/妇幼保健中心/老年大学

（周一、四）12∶00：家中

（周五）14∶00-17∶00：老年大学

（周一、四）13∶30：家中

（周二、三）14∶00-17∶00：社区/朋友家

17∶00：回家

（周一、四）18∶30-19∶00：游泳馆

（周二、五）18∶30-19∶00：菜市场

18∶30-19∶00：家中

19∶00：家中

19∶30：外面

20∶00-21∶00：家中

22∶00：家中

交通工具

步行

公交

步行

步行

步行

公交

步行

步行

活动信息

起床

练习太极

早餐、家务、阅读

参加义工活动

在食堂吃午饭

吃午饭

帮忙教学管理

听音乐、练书法

练集体舞/手工艺

做家务

游泳

买菜

准备晚餐

与家人共进晚餐

与丈夫散步

看电视、上网

上床休息

表3 生活质量量度

Tab.3 Life quality measurement

存

在

方

向

归

属

方

向

发

展

方

向

受访者：黄女士

身体状况：良好（脚有时会痛）

运动：每天会到不同地点进行太极活动，偶尔和朋友跳集体舞；每年会旅游几次

现实的生活黄女士觉得已算是理想，每天有忙碌的事情，还有自己的爱好

信仰：每周会到教会义务帮忙

居住地区：南湖中园

每周会到的地方：798艺术区、书店、养老院、老年大学、教会

不定期会到的地方：国家博物馆，本地景点

一年内会到的地方：加拿大，东南亚

与家人活动：每晚与老伴共进晚餐并散步，每年一次到国外看儿子，不定期跟女儿旅游

与朋友活动：每周都会跟朋友一起跳集体舞，每周跟朋友去怀柔远足

与教友活动：一起做礼拜，为教会医务工作

参与社区活动：参加社区各类型文化活动及本地一日游

经济：经济上不需要政府或任何机构援助

医疗：常见病痛会去社区医院

社会活动：参加各种社区举办的文化团体活动；参加太极活动

在家中进行的活动，消遣活动包括：阅读，欣赏音乐、绘画，学习编织、书法及整理盆栽等

义务工作：每周都会去妇幼保健院、养老院、老年大学义务工作

闲暇活动：定期到大型书店选购图书、文化用品

旅游：每年随女儿旅游；每年去一次加拿大；每周去一次近郊远足；经常参加本地一日游

文化活动：喜欢阅读及欣赏书画展览，经常去图书城买文学书；不定期到798艺术区参观

学习，在老年大学学习电脑知识；在社区活动中心跟朋友学习手工艺；阅读喜欢的文学书

生理

心理

精神

客 观 生 活

环境

社会环境

社 群 融 入

能力

实 际 生 活

方面

闲 暇 生 活

方面

自 我 拓 展

方面

项目内容

身体状况

精神及情绪

价值观

外在环境的

联系

与人际关系

的联系

拥有足够的

资源

不同类型的

工作活动

闲暇及娱乐

活动

改善及提升

知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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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花费的时间最多，由此可以看出以黄女士为代
表的健康长者的生活热衷在“老有所乐”和“老有所
为”这两个方面。

1.3 调研结果分析

人口社会学特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调查样本见
表4。可以看出：（1）年龄增长使离退休老人的健康状
况下降，对生活的满意度呈下降趋势，老年人健康问题

是改善生活满意度的重点之一；（2）自理能力对生活质

量的影响很大，生活半自理的老人是社会应该重点关

注的对象；（3）参加社区活动和享受卫生中心服务对离

退休老人生活质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前者满足了老

人在离开工作岗位后对于活动场所和与他人交流的需

要，后者能提供老人慢性病用药与身体保健服务；（4）

参加老年大学和去旅游的频率可以拓宽阅历和补充新

知识；（5）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满意度相应提高，学历

较高的老人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较好，对生活现状更加

满意；（6）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会因对孙辈的照顾受到

影响，自由支配的时间对于老年人来说很重要；（7）健

身、逛街、聚会等其他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

著，但仍呈正相关。

2 健康老人生活质量因素分析

2.1 构建生活质量因素层次结构

以Raphael的生活质量衡量模式的3个方向将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量度逐层分解，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

型，见图2。第1层为健康老人A，第2层为健康老人生

活质量的3个组成部分，第3层为影响因子，每个影响

因子影响一个或几个方向。

2.2 构造判断矩阵及相对权重的计算

课题组成员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讨论，通过层次分

析法两两比较，确定层级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综

合有关人员的判断，确定层级总排序的权向量[5]，可以

构造下列4个判断矩阵。比较结果见表5-8。

采用和积法[6]进行计算，得到相应各判断矩阵，各

层次单排序计算及一致性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5得判断矩阵：

书书书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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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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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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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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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人口社会学特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调查样本

Tab.4 Research sampl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level

性别

年龄

健康

状况

文化

程度

自理

情况

居住

情况

社区

活动

中心

社区

卫生

中心

老年

大学

健身

设施

旅游

逛街

购物

朋友

聚会

男

女

60~64岁

65~69岁

70岁以上

健康

良好

体弱

大专以上

中学程度

初中及以下

没有接受正

规教育

完全自理

半自理

与子女同住

与孙子女同住

与配偶同住

独居

经常

偶尔

从不

经常

偶尔

从不

经常

偶尔

从不

经常

偶尔

从不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有时

很少

从不

人数/人

43

57

64

21

15

35

48

17

37

34

19

10

64

36

29

27

31

13

46

41

23

37

41

22

18

22

60

32

43

25

12

33

48

7

28

35

29

8

29

52

19

满意/%

76.3

73.2

72.8

75.4

77.6

86.1

79.5

67.2

78.4

76.7

72.6

72.8

82.7

64.3

79.1

61.2

75.4

70.5

86.7

71.3

58.1

83.5

69.5

67.2

81.7

76.2

71.6

79.1

71.8

70.2

91.2

75.4

72.8

74.5

79.5

76.2

71.1

74.8

77.3

72.6

74.9

一般/%

23.1

25.3

25.9

23.8

22.0

11.2

19.3

30.2

19.8

20.4

26.7

25.7

16.7

33.3

20.0

36.0

23.3

28.8

13.2

27.4

40.0

15.3

29.7

30.7

7.9

23.5

27.7

20.1

27.0

28.5

8.6

24.1

26.1

23.9

19.8

23.3

27.9

23.5

22.3

26.8

21.8

不满意/%

0.6

1.5

1.3

0.8

0.4

2.7

1.2

2.6

1.8

2.9

0.7

1.5

0.6

2.4

0.9

2.8

1.3

0.7

0.1

1.3

1.9

1.2

0.8

2.1

0.4

0.3

0.7

0.8

1.2

1.3

0.2

0.5

1.1

1.6

0.7

0.5

1.0

1.7

0.4

0.6

3.3

人口社会学特征

13



包 装 工 程 2015年6月

其中：W为权重向量；λmax为最大特征根；λCI为

一致性指标（衡量不同标度下判断矩阵的标度优劣）；

λRI为随机一致性指标（参照国家标准）；λCR为一致性

比例（不同标度的随机一致性指标不同）。

进行数据汇总得到对于健康老人生活质量影响因

子的层次总排序，见表9。（1）2级影响因子中发展方向

B3的权重最高，其次是归属方向B2和存在方向B1。同

时调研样本也表明，老年人普遍认为参加社区活动中

心、老年大学、旅游的频率与生活质量呈高度正相关。

计算结果与调研结果一致，可以得出老年人越来越重

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此外归属方向B2的权重达到

23%，说明社会环境及老年人的社群融入能力对其生

活质量有一定影响。（2）在3级影响因子中，精神层面

C3的权重排在第1位，反映了老年人晚年精神生活的必

要性与重要性；社群融入能力C6的权重排在第2，即参

与社区活动、社区医疗以及义务工作方面对老年人生

活质量影响很大，表明晚年生活需要老有所乐、老有所

医。（3）排在第3位的影响因子自我拓展C9，包括增长知

识、参与文化活动等。调研样本显示，经常参加老年大

学的人中有81.7%的老人表示对生活质量满意，但人数

只占总人数的18%。由此可以推测：随着受教育程度

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健康老人在自我拓展方面的需

求权重值将逐渐加大，老有所为即为社会发挥余热，成

为他们追求的目标。（4）将3级影响因子按权重数值大

小分为3组，第一组与健康相关（C8，C1，C4）；第二组与自

图2 健康老人生活质量因素层次结构

Fig.2 Hierarchy diagram of healthy elderly people′s life qua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表5 以“健康老人”为准则的

比较结果

Tab.5 Comparison resu-
lts based on "Healthy El-

derly Direction"

A

B1

B2

B3

B1

1

3

7

B2

1/3

1

5

B3

1/7

1/5

1

表6 以“存在方向”为准则的

比较结果

Tab.6 Comparison results
based on "Being Direction"

B1

C1

C2

C3

C1

1

2

5

C2

1/2

1

3

C3

1/5

1/3

1

表7 以“归属方向”为准则的

比较结果

Tab.7 Comparison re-
sults based on "Belonging

Direction"

B2

C1

C2

C3

C1

1

4

7

C2

1/4

1

5

C3

1/7

1/5

1

表8 以“发展方向”为准则的

比较结果

Tab.8 Comparison re-
sults based on "Becoming

Direction"

B3

C1

C2

C3

C1

1

1/2

1/3

C2

2

1

1/2

C3

3

2

1

表9 健康老人生活质量影响因子的层次总排序

Tab.9 Total sorting lis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heal-
thy elderly people′s life quality

第三层次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B1

0.122

0.083

0.202

0.723

0

0

0

0

0

0

B2

0.230

0

0

0

0.077

0.214

0.709

0

0

0

B3

0.648

0

0

0

0

0

0

0.239

0.137

0.623

权重值Cn

0.083

0.202

0.723

0.077

0.214

0.709

0.239

0.137

0.623

排序

8

6

1

9

5

2

4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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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得判断矩阵：

由表7得判断矩阵：

由表8得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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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能力有关（C7，C5，C2）；第三组反映个人追求（C3，C6，

C9）。由此看出，离退休的城市健康老人关注精神生活

大于物质生活，享受家庭生活更注重社会活动。

3 健康老人社区养老服务设计发展策略

根据健康老人晚年退而不休的生活态度，制定了

养老服务发展策略，见图3。尽管老年人情况不同，但

是他们都依存在“社区”这个平台，要充分利用这个平

台，发展社区老年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从物质到精神

上的服务和帮助[7]。

社区需要为老人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根据健康

程度不同提供相应的活动场所、健身器材，给他们带来

快乐和健康的同时，也加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文化交

流[8]。社区应设置老年活动中心，组织一些针对健康老

人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以提高老人

的生活质量。例如针对低学历的健康老人提供学习机

会和沟通平台；健康长者帮助高龄或患病老人，以形成

一种“自服务”的养老模式。社区可以提供自我拓展实

现自我社会价值的平台及融入社群活动的机会。对于

有较高学历及特长的老年人，充分利用他们退休前的

工作优势，投身社会活动，例如社会公益、环境保护

等。只有在社会上继续发挥出自己的余力，才能真正

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9]。

4 结语

笔者先对城市社区100位第三龄老年人从健康状

况、学习、运动、社区活动、闲暇生活、文化活动和生活

满意度几个方面进行调研，然后利用Dennis Raphael的

生活质量衡量模式，分类整理分析影响老人生活质量

的因素，得出的结果与调研结果基本一致，互相印证。

由于本次研究的对象要主是针对北京市的健康老人，

研究所得结果是否能推论到全国城市的社区，还有待

进一步验证；提出的健康老人社区养老服务设计发展

策略，以及基于社区平台的“自服务”养老模式初步构

想，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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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健康老人生活需求与养老服务发展策略

Fig.3 Need of living for healthy elderly peopl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elderly health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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