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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文章基于 中 国 老年人健康长 寿影 响 因 素调查 ( 数据
,
运

用 方 法和 多 状 态生命表法分别编 制 中 国老年人 日 常生 活照 料生命表 ,

并在 此基础上重点 分析老年人 日 常生活照料的平 均 预期 时 间 及其 占 余寿 的 比

重 。 研究 结果发现 ,
老年人 日 常 生活 照料的 平均 预期 时间 性别 差 异 明 显

,
岁

男 性老人平 均预期照料时 间 为 年 ,
女性老人平 均 为 年 。

此外 , 预期

轻度照料时 间 比预期 重度照料时 间 长 ,
但城 乡 之间基本没有差弄 。 随着年龄的

增长 ,
预期轻度照料 时 间 呈 下 降趋势 ,

而 男 性和女性预期 重度照料 时 间 在不 同

年龄阶段基本是一 个相对 固定 的值 ； 不 同 类 别 的 预期 照料时 间 及其 占 余 寿 的

比重存在较大差异 。 文章认 为
,
政府建立和完善照料保险制度和老年照料服务

体 系 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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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世纪 , 随着人 口 老龄化和高龄化进程的加剧 , 中 国失能老人规模也呈 日 益增加

的态势 。 根据 国家人 口 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 平台数据 、国 际通用人 口预测软件

的预测和 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 心课题组 ( 的研究 , 年底 , 全 国部分

失能和完全失能 的城乡老年人约 万
, 占老年人口 的 。 其 中完全失能人 口 为

万 , 占 老年人 口 的 预计到 年 , 全 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 能老年人 口 约 为

万 , 占老年人 口 的 , 其中完全失能人 口 万
,
占老年人 口 的 。 日益增多的失

能老人的照料需求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 尽管 目 前有不少关于老年人照料需求的文献 ,
但

关于老年 日 常生活照料时间的文献相对较少 , 而且主要集中在临终前照料时间 的研究 。 战

本研究为
“

十二五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
“

人 口与发展数学模型与综合决策支持系统
”

( 课题编号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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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 运用 年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和 年死亡跟踪调査数据 ,
通过对不同健

康状况高龄老人临终前完全需要他人照料时间的分析 , 发现中 国 高龄老人临终前完全需要

他人照料的平均时间为 天
, 其中健康老人临终前完全需要他人照料的平均时间为

天
, 而患病老人临终前完全需要他人照料的平均时间为 天 。 曾 毅等 ( 根据中 国老

年人 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估算 , 发现 年中 国 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周 需要照料的时间

平均约 为 小时 。 顾大男等 基于 中 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 因素研究项 目 年的

调査数据研究发现 , 中 国 岁 及以上老年人临终前最后 个月 平均需要他人完全照料 的

时间为 天
, 临终前最后 个月 为 天

, 临终前最后 年为 天
,
而 岁及 以上老年人

卧床不起的天数为 天 。

然而 现有研究文献鲜有关注个体进入老年期后需要多长的平均预期照料时 间 , 且研究

方法主要是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简单计算均值 , 缺乏对整个老年期预期照料时 间的分析 。

单纯通过问卷调查 了解照料时间存在测量上的偏误 , 因为老人和家人都难 以在回答问卷时

准确估算过去的 时间 ,
而且通过问卷调查无法获得中年人进入老年期后的预期 照料时间 。

如果利用假想队列 和生命表的方法 , 即假设老人按照某一 日 常生活 照料的概率或需求率度

过老年期 ( 岁及 以上 )
, 那么我们就可 以获得老人在老年期的不 同年龄阶段的预期照料时

间 。 鉴于此 本文将在老年 日 常 照料需求 的多维定义的基础上 ,
运用 法和多状态

生命表法 , 量化老年 日 常照料需求 的平均预期时间 , 以期认识中 国老年人的照料时间需求

特点及规律 。

一

、 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 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 因素调查 ( 数据 。 调查范围

覆盖全国 个省份 等 , 。 目前已进行了 、 、 、 、 和 年

次调查 , 每次调査均涉及老年人的基本人 口 特征 、家庭特征 、居住安排 、生活方式 、 心理特

征 、经济与医疗资源 、 日 常生活行为能力 ( 和 、 自 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 认知功

能 、患病情况及其对 日 常生活的影响 ( 黄匡时等
,

。

本文主要使用 年 的时点数据 ( 个样本 ) 和 年 次跟踪调査的

队列数据 。 队列数据在 年有 个样本
,
到 年调查时 有 个样本存活并

接受调査 , 个样本丢失 , 个样本死亡 ； 到 年调查时 , 有 个样本存活并

接受调査 ,
个样本丢失 个样本死亡 。 两次跟踪调査的访谈率分别为

年 和 年 ) 。

二 ) 老年 日 常生活照料界定

本文将老年 日 常生活照料界定为身体照料 ( 、家务照料 ( 、 心理照料 、疾病

照料和认知护理 个方面 。 在 个具体照料维度的基础上 , 我们综合考虑老年 日 常生活照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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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主观意愿 ( 自评健康状况 ) 和调査员评估需求 ,
运用潜在分类模型识别老年人 日 常生活

照料时间 的概括性特征 ( 不区分具体照料 内 容的综合性照料 ) 和等级性特征 分为轻度照料

和重度照料 ) 。

身体照料

这主要从 日 常生活 自理能力来测量 ,
包括洗澡 、穿衣 、室 内 活动 、上厕所 、吃饭和控制大

小便 个项 目 。 每个项 目 有 个回答 ：

“

完全 自 理 ,
无需他人照料

”

、

“

部分 自理 , 需要一定程

度 的照料
”

和
“

无 自理能力 , 完全需要他人的照料
”

。 本研究将
“

完全 自理 无需他人照料
”

界

定为无需照料 ,
而将

“

部分 自 理 需要一定程度的照料
”

和
“

无 自理能力 , 完全需要他人的照

料
”

界定为需要照料 , 其中 , 前者定义为轻度照料 后者定义为重度照料 。 个项 目 中有 个

及以上项 目 为重度照料视为身体照料的重度需求 有 个及以上项 目 为轻度照料定义为身

体照料的轻度需求 , 个项 目都不需要照料定义为无身体照料需求 。

家务照料

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缺陷包括能否到邻居家 串 门 、能否独 自 外出 买东西 、能否独 自做饭 、

能否独 自洗衣服 、能否连续走 里路 、 能否提起大约 公斤重的东西 、能否连续蹲下站起

次 、能否独 自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项能力 。 每个项 目 分为
“

能
”

、

“

有一定困难
”

和
“

不能
”

个 回答 。 本研究把
“

有一定困难
”

和
“

不能
”

合并为
“

不完全能
”

, 然后将老人的家务照料划

分为 类 ： 如果老人在 个项 目 中 有 个及 以上项 目不完全能做到视为严重残障 , 即需要

重度照料 ；有 个项 目不完全能做到视为轻度残障 , 即需要轻度照料 ； 个项 目全能做

到视为健全 , 即不需要照料 。

疾病照料

调查要求每
一位被访老人 自报是否患有所列 出 的近 种慢性疾病 。 针对每一

种慢性疾病 , 设置一个问题 ：

“

对 日常生活的妨碍程度
”

。 本研究将
“

相当大
”

和
“

一点儿
”

界定

为对 日 常生活有妨碍 ,
将

“

没有
”

界定为对 日 常生活没有妨碍 。 本研究将没有慢性病的人群

和有慢性病但对 日 常生活没有妨碍的人群归 为
一类 , 即不需要照料人群 ；

将有 项慢性病

且对 日 常生活有妨碍的归为需要轻度照料人群 ；
将有 项及以上慢性病且对 日 常生活有较

大妨碍归为需要重度照料人群 。

心理慰藉

这主要从
“

我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想得开
”

、

“

我经常感到紧张 、 害怕
”

、

“

我经常觉得孤

独
”

、

“

我觉得越老越不 中用
”

和
“

我现在老了 , 但与年轻时一样快活
”

个问题来测量 。 个问

题的备选答案 为
“

很像 、像 、有时像 、 不像 、很不像
”

。 本研究将
“

很像 、像 、有时像
”

定义为需要

照料 ；

“

不像 、很不像
”

定义为不需要照料 。 如果
一

个老人 个变量测评结果都很健康 , 则被

定义为不需要心理照料 , 项 以上需要照料即视为需要照料 。如果 项 目都需要照料则视为

重度照料 。

认知护理

调查使用认知功能简易量表 ( 来测量老年人的认知 功能 。 认知功能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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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包括 个方面 ：方 向定位能力 (

一般能力 ) 、 反应能力 、 注意力和计算能力 、 回忆能力及

语言 、理解和 自我协调能力 。 本研究选用 个问题 , 总分为 分 。 调查对认知功能

指标的测量的备选 回答为
“

对 、 错 、无法 回答
”

, 本研究将 回答正确编码为 , 回答错误或不

能 回答编码为 。 按照
一般的调查方法 , 如果 个指标有 个回答错误或不能 回答即视为

认知存在障碍 ( 等 ,
。 据此 , 个指标如果有 个及 以上 回答错误 ( 分及以

上 ) 即视为需要认知护理 其 中 分为认知功能轻度缺损 , 分及 以上认定为认知功能

重度缺损 。

三 ) 分析方法和参数设置

本文主要使用 法和多状态生命表法来编制 中 国老年人 日 常生活照料生命表和

估算中 国老年人 日常生活照料的平均预期时间 。 方法数据相对容易获得 ,
而且计算

过程相对简单 更重要的是在有限数据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结果 。 不过 , 由于

方法通常是静态假设 ,
在精确度上无法和多状态生命表媲美 ( 等

, ；

等 , 。 多状态生命表计算方法相对复杂 , 而且对数据要求 比较高 ,
至少需要两个时点

的跟踪调査才能计算各种状态 的转移率 , 如果转移状态 比较多 , 多状态生命表法通常要求

相对较多的 样本 。 考虑到有 年的 队列数据和 年的时期数据
,
我们将同时

使用两种方法分别计算老年人 日 常生活预期照料时间 。 用 年的时期数据做 分

析 , 用 年 的队列数据做多状态生命表分析。

法需要提供年龄别死亡率和年龄别 的照料需求率 。 本文采用 年普查 的年

龄别死亡率 , 尽管研究样本的调査时间为 年 , 但 年全国 只有 。抽样调查 , 抽样

调査的年龄别死亡率数据可能与真实的 死亡率数据存在偏差 , 因此采用 年的年龄别

死亡率数据更为科学 。 在获得分年龄别死亡率数据之后 , 根据 年样本数据 ,
通过潜在

分类模型计算不同 照料 内容和不同 照料等级及综合性 ( 不区分照料内容 ) 的年龄别 日 常生

活照料需求率

多状态生命表法假定不 同的照料需求状态间可以 相互转换且不 同照料需求状态的死

亡率不同 ( 顾大男 等 , ； 曾毅 , 。 本文将队列时期初状态设定为
“

不需要照料
”

、

“

需

要照料
”

；时期末状态为
“

不需要照料
”

、

“

需要照料
”

、

“

死亡且临终前不需要照料
”

、

“

死亡且

临终前需要照料
”

； 时期初每个状态均可 向时期末任何
一

个状态转换 ( 见图 。 这里有两个

可逆状态 (

“

不需要照料
”

与
“

需要照料
”

) 和
一

个不可逆状态 ( 死亡 ) 之间的转换 。

多状态生命表法的第
一

步是估算不 同状态之间 的转移概率 。 在队列数据 中 ,
转移概率

是指时期内发生某状态转移的人数与时期初有可能发生此状态转移 的人数之 比 ( 曾毅 ,

① 本文通过潜在分类模型识别需要照料 的老年人
, 模 型中纳人身体照料需求 ( 、 家务照料需求

、心理 照料需求 、疾病照料需求 、认知护理需求 、 主观照料需 求和访谈员评估需求等 个外

在变量 , 既考虑主观照料意愿 因素 , 又考虑 了客观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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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了避免一次观察存在 的误差 , 我
存活且不霈要照料

不 要照料
们使用两次跟踪 调查计算获得 的转移概

存活且需要照料 率的平均数作为最后的转移概率 。 考虑到

年的 次调查每次间隔时 间

■

：
：

■ 死亡且临终前不需要照料 为 年 , 本文在年龄分组上也按照每 年
麵料 ：

、

, 为 组 , 共分为 个年龄组 。

而
、

死亡廳前翻料
」

二 主要分析结果“

、

图 两次调 査时点之 间状态转移概率示 意 图 (

一

)
法的结果

注 为存活概率 , 为死亡概率 。 右下标 中 , 为 不 区 分照料 类别 和等级 的 预期 照

不需要照料 为需要照料 。 左下标 为两次调查 间 料时 间

隔 。 例如 必 为时期初处于不需要照料状态 而时 法的计算结果显示 , 男性和女

性进人 岁 时 的平均预細料时间分别

为 和 年 , 相差 年 。 图 反映出 中
…

男性 卜
■

男性 国 老人预期 日 常生活照料时 间 上 的性别
女性 承 女性

差异 。 在低年龄阶段 , 男性和女性的预期

‘ 照料时间差别 比较明显 。 不过 , 随着年龄

讓
、

■

的增长 ,

二者趋于
一

致 ,
而且无论男性还

是女性 , 平均预期 照料时间都在下降 但下

降 的速度有所不同 , 男 性缓慢下降 , 女性
■

则是直线下降 。

尽管老年人平均预期 照料时 间随着

年龄下降 , 但老年人的预期照料时间 占余

图 中国老年 人 日 常生活预讓料时间的性别差异
寿的比重却不断上升 。 男性和女性老年人

岁 时预期照料时间 占余寿 的 比重分别

为 和
,
而到 岁 时分别为 和 在 岁 时分别为 和

岁时分别为 和 。 也就是说 岁前后大约一半的余寿处于照料期 , 岁 时八

九成的余寿需要照料 。 整个老年期 , 女性预期照料时间 占全部余寿的 比重 比男性高 个百

分点 , 且差距在不同年龄段基本
一

致 。 图 显示
, 男 性和女性预期照料时间 占余寿的 比重几

乎是两条平行线 。

预期轻度照料时 间和预期 重度照料时 间

从照料等级来看 , 男性和女性 的预期 照料时间差别依然明显 。 岁 时男 、女预期轻度

照料时间分别为 年和 年 。 但这种差别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缩小 见图 男性和女

性在 岁时预期重度照料时间分别为 年和 年 。 可见 男女预期轻度照料时间差别较大 ,



中国老年人平均预期照料时间研究

而预期 重度照料时间
■ “ “

男性轻度 男性
」

男性

差别较小 。 随着年龄 、 男性重度
, 女性 “ 女性

的增 加 , 男 性 和女性
°

的预期重度照料时间
讓 、 雪 震

变化不大 , 男 性 基本
蜃

二
保持 在 年 , 而女性

则 略微下降 。 图 显 篇

无 乂 雨助 日召料 计
■ ■ ‘ ‘

、
》 〃 、 、

间的变化也主要是预
—

期 轻 度 照 料 时 间 下 图 中 国老年人分性别 和分等级的 曰 常生 活预期照料时 间及 占 比重

降 , 预期重度照料时

间变化不大 。

从预期照料时间 占全部余寿 的比重来看 ,
无论是预期轻度还是重度照料时 间 占余寿 的

比重 , 整体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略有不同的是 , 本文计算的女性预期轻度照料时

间 占余寿 的比重在 岁时开始下降 ,
而男性则在 岁 时也出现下降 。 从预期轻度照料时

间和预期重度照料时间 占全部照料时间 的比重来看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无论男女 , 轻度照料

需求所 占 比重下降 , 重度照料需求上升 见图 。 在整个老年阶段 , 男性基本以轻度照料时

间为主 , 而重度照料时间为辅 ,
而女性则是低年龄阶段以轻度照料为 主 ,

高年龄阶段重度照

料需求则 占据主导位置 尤其在 岁年龄段 。

不 同 照料类 别 的预期 照料时 间

图 显示不同照料类别的预期 照料时间差异较大 。 从数量上看 , 在 种照料类别中 ,

岁的预期心理照料时间最长 , 女性接近 年 , 男性超过 年 ；其次为 岁的预期家务照料

时间 ’ 女性接近 年 , 男性超过 年
；
时

间最短的 照料类别为预期身体照料时

间
, 女性为 年 ,

而男性为 年 。 从 丨。 女性身体照料

变化趋势来看 , 除预期身体照料时间和

男性预期认知护理时间随年龄变化较
男性疾病照料

小外 , 其他照料类别都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逐渐下降 , 其中 预期心理照料时间和

预期家务照料时间下降速度最快 。从性 心

别差异来看 , 预期身体照料和预期疾病

照料的性别差异最小 , 而 岁 时 的预 °

期 家务照料时 间 、预期心理照料 时间
⑶ )

和预期认知护理时 间的性别差异较大 。 图 中 国老年人分性别分类别 的预期 照料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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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 岁 的预期家务照料时间

相差 年 , 预期 心理照料时间 相 差

年 , 预期认知照料时间相差 年 。

男性家务照 料 图 显示不同 照料类别的预期照料

謹
：。

性 料 时 间 占余寿的 比重存在明 显差异 。从具

。

男性疾病照《 照、
另 丨沖 ’

女性疾病照料 的预期 心理照料时 间 占余寿 的 比重最

— 男粗 、麵料 高 女性超过 , 男性超过 ；
其次

——女性心理照料 为 岁 的预期家务照料时间 占余寿 的

男性认 比重 , 女性接近 ,
男性超过

；
占

余寿比重最小的为预期身体照料时间 ,

°

男 性和女性均不到 。 从变化趋势来
年龄 ( 岁 )

看
,
除预期疾病照料时间 占余寿的 比重

中 国老年人分性别分类别的预期 照料时间
随着年龄增加基本保持不变外 其他照

料类别 占余寿 的比重都随着年龄的增

加而逐渐上升 , 其中 ,
预期身体照料时 间 占余寿的 比重和预期心理照料时间 占余寿的 比重

缓慢上升 , 而预期家务照料时间 占余寿的比重和预期认知照料时间 占余寿 的 比重呈快速上

升趋势 。 从性别差异来看 , 预期身体照料和预期疾病照料占余寿 的 比重的性别差异最小 ,
而

预期家务照料时间 、预期心理照料时间及预期认知护理时间 占余寿的 比重的性别差异较大 。 与

其他照料类别 占余寿的比重不同的是 , 女性预期疾病照料时间 占余寿的 比重要低于男 性 。

二
) 多状态生命表法的主要结 果

性别 差异

表 为利用多状态生命表计算 的结果 。 从表 可 以看出 , 无论是预期 照料时间还是预

期照料时 间 占其余寿的 比重 , 女性普遍高于男性 。 无论男女 ,
预期照料时间都随着年龄增长

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且男性与女性预期照料时间 的差距逐渐缩小 。 从预期 照料时间 占余寿

的比重来看 , 无论男女 ’其比重均逐渐上升 ,
而且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在不同 年龄段基本是一

个固定的值 。 总体来看 无论男 女 , 预期照料时间占余寿的 比重先快速上升 、然后在高年龄

阶段趋于稳定并在某些年龄呈现下降趋势 。

总之 , 在 岁 时 , 男性和女性都有 年的预期照料时 间 , 随着年龄增加 , 预期照料

时间呈现下降态势 。 尽管如此 , 预期 照料时间 占余寿的 比重却在不断上升 在高年龄阶段甚

至达九成多 。 此外 ,
无论是预期照料时间 ,

还是预期照料时 间 占其余寿的比重 , 女性均 比男

性高 ,
性别差异特征明 显 。

城 乡 差异

表 显示 , 无论是预期 照料时间 , 还是预期照料时 间 占其余寿 的 比重 , 城镇和农村 的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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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男性和女性老人预期 寿命与预期照料时间及其 占 比

男 性 老 人 女 性 老 人

—

预期寿命 预期健康 预期照料 预期照料 预期寿命 预期健康 预期照料 预期照料

年 ) 寿命 年 ) 时间 年 ) 时间占 比 ( 年 ) 寿命 年 ) 时间 年 ) 时间 占 比

注 ： 预期照料时间 占 比是指预期照料时间 占全部预期寿命 的比重 。

表 城镇和农村老人预期 寿命与预期照料时 间及其 占 比

城 镇 老 人 农 村 老 人

—

预期寿命 预期健康 预期照料 预期照料 预期寿命 预期健康 预期照料 预期照料
、

年 ) 寿命 年 ) 时间 年 ) 时间 占 比 ( 年 寿命 年 ) 时间 年 ) 时间占 比

—

—

注 ： 预期照料时间 占 比是指预期照料时间 占全部预期寿命的 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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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并不大 。 除了 少数年龄上略存差异外 , 大部分年龄几乎没有差异 。 在预期照料时间 占其余

寿的 比重上 农村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非 常相似 。

综上所述 , 法和多状态生命表法在预期照料时 间上的值差别不大 , 但在 预期照

料时间 占其余寿的 比值上存在较大差别 , 多状态生命表法估计的 比重普遍要高 。 通 常在数

据相 同 的情况下 ,
多状态生命表法的估计结果应该低于 法 , 因为它考虑 了从不需

要照料到需要照料的变化过程 ,
而本文却得到相反 的结果 , 主要原 因在于数据上的差异 和

年龄分组方法上的不同 。 由 于 法使用 的是 年时期数据
, 而多状态生命表法使

用 的是 年的队列数据 , 加上多状态生命表法采取的是年龄分组的方法呈现结

果 , 所以两种方法不具有可 比性 。 然而 由 于不同方法各有优势 , 同时采用两种方法估计可

以增强估计的可信度 。 因此 , 本文在分析预期照料时间时 同时采用两种方法 。
一方面 可以

通过两种方法来互相印证 从而更加准确地获得老年预期照料时间的客观结果 ； 另一方面 ,

可以通过采取不同方法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 ,
比如 法不仅可 以获得总特征 ,

还可以

相对容易地获得各个维度或类别上的特征 。

三 、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 , 本文得出 以下基本结论 ： ( 女性比男性平均预期照料时间多 年左右 。

不同等级的预期 照料时间差异较大 , 预期轻度照料时间 比预期重度照料时间长 。 ( 不

同类别的预期照料时间存在明显差异 。 岁的预期心理照料时间最长 其次为 岁的预期

家务照料时间 ,
预期身体照料时间最短 。 ( 预期照料时间 的性别差异明显 城乡之间基本

没有差异 。 城乡 之间无论是预期照料时间还是预期照料时间 占其余寿的比重几乎是高度一

致的 , 但男 性和女性在预期照料时间及其占余寿 的 比重上差异 明显 , 尤其在进入老年期 的

初期 , 男性和女性的差别最大 ,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差距逐渐缩小 。 上述研究结论和发现

不仅加深了对中 国老年人 日 常生活照料的时 间需求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理解和认识 ,
而且 引

发了对企业和政府关于老年照料方面的一些政策思考和讨论 。

第
一

探索建立和完善老年终身照料保险制度 。 研究结果显示 , 目前中 国老年人
一

旦进

人老年期 , 其平均预期照料时 间为 年 男性 年 , 女性 年 ) 。 随着平均预期寿

命的不断增加 , 未来平均预期 照料时间会不断增加
；
随着照料内涵 的丰富 , 照料时间需求也

会相应延长 。 这就迫切需要探索建立和完善老年终身照料保险制度 。 尽管 目前中国 已 建立

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但养老保险和照料保险是两个不 同 的概念 。 随着养老 内涵 日 趋丰富 ,

综合性的养老保险无法满足 日 益丰富 和精细化的养老照料需求的客观需要 。

第二
,
建立和完善多样化老年照料服务体系 。 预期老年照料时间的性别差异 、 等级差异

和内 容差异呼唤老年照料服务体系 的多样化和全面发展 ,
建立分性别 、 分年龄和分照料类

别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 , 也就是根据性别差异制定针对老年人的照料政策 , 根据照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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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级进行政策设计
,
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 。

第三 , 企业开发老年照料方面的产品和服务应遵循老年照料的时间需求规律 。 岁 的

预期 照料时间是老年期的累积性照料时 间 ,
可能是间断性或连续性的 。 如果是间断性的 , 需

要开发与 短期照料相关的产 品和服务 ,
而与短期照料相关的服务可以 由家庭和社区提供 ,

也可 以 由 日 间养老机构提供 ； 如果是连续性的 , 可以开发与长期照料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
由

养老机构或 以房养老的家庭提供 。

第 四 ,
开发老年照料时间预测 和动态评估工具 。 企业和科研机构可以研发老年预期照

料时间预测 与动态评估软件及工具体系 ,
开展个性化动态或实时评估 、预测 , 为个人 、企业

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

本研究受样本的局限存在以下不足 ：

一

是受队列样本规模 的限制 ,
无法用多状态生命

表分析不 同照料类别 和程度的预期照料时间 , 也无法控制居住安排和养老保险状况等特征来

进
一步分析 。 二是队列观察时间较短 , 从 年仅有 年的观察期 , 如果能有观察

到 年或更长时间的足够的个案 ,
就能获得更加可靠的研究结论 。 三是本研究并没有给出

分照料类别和照料程度的模型生命表 , 这些模型生命表将有助 于为老年人 口 数据不足的地

区提供平均预期照料时间 的估计和预测 , 这将是未来可以探讨和深入研究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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