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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需失衡及其治理∗

———基于需求管理视角的调查分析

曾 　 莉

摘　 要：当前我国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需错位问题依然存在，“供给真空”和“供给过剩”问题同时并存，特殊困难

老人生活质量堪忧。 从需求管理视角出发，现实中特殊困难老人服务存在需求管理意识不足、供需矛盾突出、服务

决策与需求目标对接有限等问题，而需求信息获得不充分、需求分析偏误、需求转化有效性不足等可能是导致供需

错位的深层次原因。 解决供需失衡问题，需立足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理念，加快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需求管理的制度

建设，提高需求调查的动态性、需求分析的科学性和需求转化的有效性，切实推进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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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问题尚

未完全消除，后扶贫时代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精准

性和有效性尤其值得关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和动态性

日益明显，政府的常规化服务供给难以完全适应社

会需求的变化。①目前实践中相关部门仍主要凭借

经验或习惯来判断老年人的需求并进行服务供给，
无论是传统的内部供给，抑或开放式的项目制供给，
养老服务的供需错位问题依然存在。

２０１８ 年，民政部专门成立养老服务司，其目标

是强化老年人的福利和特殊困难老人的救助工作，
保障老年人尤其是特殊困难老人的生活质量。 随

后，地方政府针对特殊困难老人也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有关精准服务的政策文件，其中涉及民政、残联、
卫计、医保、红十字会等不同口径的服务。 笔者调研

发现，一方面，政府针对特殊困难老人的相关服务进

行得如火如荼；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特殊困难老人

对政府的各种热心服务反应冷淡。 这种“费力不讨

好”的现象值得探究。 从学界研究来看，以往研究

更多聚焦服务供给侧方面，探讨养老服务提供者和

生产者的各种问题，对服务需求端的关切不足。 要

切实解决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供需错位问题，完善

需求管理至关重要。 公共服务需求管理是公共服务

供给方对公众需求偏好和需求信息的调查、分析、整
合、传递和转化的全过程。②其中，公众的真实偏好

是服务供给的逻辑起点和归属，服务质量最终取决

于供给方对受众需求的管理水平，而非脱离实际的

抽象判断。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特殊困难老人服

务究竟面临怎样的供需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供给

真空”与“供给过剩”并存的现象？ 对此，本文借助

公共服务需求管理理论，结合 ２０１９ 年 ５—７ 月对上

海市 Ｆ 区 ７ 镇和 ２ 街道的访谈、问卷与相关政策文

本等资料，分析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供需失衡及其

内在机理，进而为我国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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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及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推进做出努力。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公共服务需求管理研究

需求管理最初源自经济学领域，在企业管理中

尤为盛行，后逐步拓展至公共管理领域。 需求管理

概念最早是 １９８５ 年由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提出的，
旨在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引导用户优化用电行为，
以提高电力供给效率和使用效益。③就一般意义而

言，需求管理是管理实践的一种计划方法，用于产品

或服务需求的预测、计划和控制。④在宏观管理层

面，需求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之一⑤，强调政

府通过需求预测、计划和干预实现特定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研究者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会妨碍国

家整体经济繁荣，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可以控制总需

求以避免经济衰退。⑥在福利经济学看来，需求管理

更多强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社会整体的福利水

平⑦，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 在微观管理层面，需求

管理聚焦组织管理、业务流程和项目运作，主要针对

私人产品或服务，强调整合分析和管理用户需求信

息，制定生产决策，以实现需求效用和供给效率最大

化。⑧与宏观层面的需求控制相区别，微观层面的需

求管理强调将需求嵌入销售、运营、综合业务等过

程，把需求管理作为组织的责任⑨，并通过规划需

求、预测需求、沟通需求、影响需求实现组织的最佳

目标⑩。 可见，微观层面的需求管理体现了将需求

融入供给端的全过程性、系统整合性和目标导向性。
本文将聚焦微观管理领域，探讨需求管理在特

殊困难老人服务中的实践和理论问题。 公共服务需

求管理来自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和服务型政府的

内在要求，其目的是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

务供给模式，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广义上，
公共服务需求管理是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

导，对公共服务需求进行全方位管理的行为活动。

狭义上，它是指对服务需求进行调查、分析、整合、传
递，进而吸纳转化为可供公众接受的服务项目的整

个过程。狭义上的公共服务需求管理是本文探讨

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需求管理的基础。
如何进行公共服务需求管理？ 对此问题，许多

学者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认为，从需求管理内容出

发，公共服务需求管理应包括需求采集、需求分析、
需求转换三个主要步骤，应以需求导向的信息获取

为前提，确保公共服务精确化供给。此观点强调了

需求管理的实质内容，是构建需求管理框架的基础。
有学者研究了需求管理的过程，提出公共服务需求

管理是一个有机系统的管理过程，通过需求主体的

信息表达及供给主体的科学决策，促使供需双方在

信息上无缝对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项

目。需求管理的系统过程要求各环节管理的衔接

性和整体性，任何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供需错位。
也有研究者基于价值理念强调，不仅要重视需求信

息的获取和分析，还需要利用需求管理中的需求引

导理念，引导甚至创造有效需求，以解决公共服务领

域中的供需脱节和效能低下问题。可见，公共服务

需求管理的目标在于通过对需求信息进行科学系统

的分析、管理、传递、转化等，满足公众需求，解决供

需失衡问题。 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理论层面的探

讨，结合公共服务实践的需求管理分析尚显不足。
为此，本文将借助公共服务需求管理理论，对特殊困

难老人服务供需失衡问题进行探讨。
（二）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需失衡研究

对于特殊困难老人，现有政策文件尚未有统一

的规定。 早期研究者主要从经济角度对特困老人进

行界定，认为特困老人是无社会救济、无单位生活补

贴、无子女的“三无靠”的老年人。根据《“十四五”
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民发〔２０２１〕５１ 号），特殊困难

老人是指重残、失能失智、留守、空巢、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的老年人。 《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民发〔２０２１〕
４３ 号）规定，特殊困难老人包括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无履

行义务能力的 ６０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在此基础上，
一些学者从健康角度来理解特殊困难老人，认为疾

病、失智或老化是界定特殊困难老人的关键因素。

可见，相较于一般老年人，特殊困难老人除年龄因素

外，其家庭状况、经济能力、健康水平等更为弱势。
本文所认定的特殊困难老人包括高龄、空巢（纯老

家庭）、失能失智、失独、重病大病、特殊供养、低保

等老年人。
关于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国内

外针对性研究甚少，其与一般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

题有诸多共性。 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主要体现为

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供给总量的严重不足表明，
当前服务供给处于一种残缺型福利状态，造成服务

的效率和质量低下。结构失衡则体现在服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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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失衡状态，即服务主体无法满足

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尤其是特殊困难老人因经济

与健康水平普遍低于普通老年人，其医养需求也难

以得到切实保障。对此，有研究者从公地悲剧、
政府失灵、多元福利供给等角度分析了养老服

务供需失衡的原因。 事实上，供给总量不足的确是

供需失衡的主要表现，但是养老服务的福利性和需

求刚性表明，仅仅依靠扩产增量难以真正解决供需

失衡问题。 因此，供给方对服务需求的管理直接影

响着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关于如何应对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需失衡问

题，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一般养老服务并从供给和需

求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就供给来看，大多数研究者

从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层面展开探讨，认为供给

主体的单一性及其监管机制问题使服务供给的数

量、质量及效率与有效需求之间偏差较大，因而多元

主体的供给有助于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推进供给侧

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也有研究者提出，在供给方

式上可以围绕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三种养

老模式提供多样化服务产品，扩大对失能、重病、
高龄等特殊困难老人的覆盖面，如国际上为失能失

智老人展开的较为成熟的“区域 ＤＣＮ 照护网络”模
式为处于健康和认知困境的老年人提供评估、干预

及资源协调等服务。 事实上，我国养老服务供给

层面的改革虽然不断推进，但供需失衡问题始终未

能得到解决。 当然，推进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多元化

的同时，尚需关注服务是否符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因为这是解决供需失衡的关键。 就需求来看，由于

需求表达意识不足及表达渠道不畅，老年人服务需

求的有效传递受限，因而老年人需求的精准识别

非常重要，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照老人的需求层

次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打破供需失衡状态。
总之，养老服务被赋予公共属性后，服务的决策、生
产、提供、获得、反馈等是一条完整的供需链，单一供

给或需求视角的研究都存在片面性。 对于特殊困难

老人来说，只有立足需求管理，将需求信息与服务供

给对接，服务供需失衡难题才有可能破解。
（三）理论框架

基于需求管理视角探讨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供

需失衡问题，首先要厘清特殊困难老人需求的具体

内容。 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
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级，激励和指引着个人的行

为。 奥尔德弗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ＥＲＧ 理论，认为人的核心需求有三种，即生存、相互

关系和成长。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对“顺序”的强

调不同，ＥＲＧ 理论认为即使一个人的生存和相互关

系之需求尚未得到完全满足，他仍然可以为成长需

求而努力，而且三种需求可以同时起作用。 结合奥

尔德弗的需求层次理论和笔者的调研资料，本文将

特殊困难老人的需求分为生活照料需求、医疗健康

需求、经济支持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四类。 其中，前
三种需求对应 ＥＲＧ 理论的生存需要，属于基础性需

求；精神文化需求对应 ＥＲＧ 理论的相互关系需求和

成长发展需求，属于发展性需求（见图 １）。

图 １　 特殊困难老人的需求层次模型

服务需求的分层分类是解决特殊困难老人服务

供需失衡的基本前提。 本文借助公共服务需求管理

理论和特殊困难老人需求层次模型，建立其服务需

求管理框架（见图 ２）。 该框架将满足老年人需求的

全过程作为一个流程来管理，在每个环节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进而更好地了解需求、分析需求和满足

需求。 需求管理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 动态的需

求管理从需求调查（即需求信息获取）开始，将收集

到的需求信息进行分层分类，然后通过需求分析，将
亟待回应的公共需求精准传递给决策者；决策者在

考察受众群体、资金来源、政策目标等内容后，把需

求转化成实际可操作的服务或产品，并在实施阶段

定期对受众者进行追踪反馈，从而不断更新或完善

服务内容，提高供给效率，化解供需失衡矛盾。

图 ２　 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需求管理的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需求管理主要包

括以下三个环节：第一，需求信息获取。 需求信息获

取是供给方主动收集需求信息的过程，它是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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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明确需求源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服务供给决

策的前提。 为了高效获取需求信息，除了完备的需

求调查机制，科学的需求调查方法尤为重要，如问卷

调查、访谈、建立原型和现有资料等都是常见的方

法。 第二，需求分析。 获得需求信息后，相关部门应

对需求信息进行甄别，确保需求的精准匹配。 需求

分析是在需求分类基础上进行的，其包括原始数据

或文本操作化、数据分析和综合、需求分析报告制

定、需求分析评审等环节。 同时，需求分析的具体内

容应尽量考虑需求的可靠性、资源和权力的使用限

度、成本消耗限度、服务开发进度，并预估需求实现

的目标。 需求分析应做到以下几点：建立分析框架

前先理解问题，再分析不同表述的需求源，然后整合

相同需求，进而给需求赋予优先级，删除含糊性及极

端私人的需求，使分析结果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
第三，需求转化。 需求转化是养老需求信息进入生

产环节的重要步骤，它是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特点的

养老需求选择服务生产方式的过程，也是公共服务

生产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环节。 该环节主要经历两阶

转化：第一阶是将分析后的公共需求转化成公共服

务需求，第二阶是将公共服务需求转化成服务生产

需求。 总之，以上三个环节是需求管理的关键，也是

本文关于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需求管理理论框架的重

要内容。

三、上海市 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需的实践考察

（一）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的基本情况

针对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供需矛盾，２０１９ 年

５—７ 月笔者在上海市 Ｆ 区 ７ 镇和 ２ 街道开展了实

地调研，调研基本覆盖全区街镇。 Ｆ 区作为上海的

一个远郊区，财政经济综合实力在全市处于中等偏

下水平，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 Ｆ 区老龄化水平

（３４．４％）与上海市平均水平基本持平，７０ 岁以上的

老龄人口占比略高于全市。 表 １ 显示，Ｆ 区特殊困

难老人主要包括高龄、空巢、失智失能、失独、重病大

病、特困供养、低保老人 ７ 大类。 其中，高龄老人和

空巢老人占绝大多数，低保、特困供养、失独老人所

占比例相对较小。 同时，调研发现，失独老人备受关

注，供需矛盾较小，这与国家对失独家庭的重视密不

可分；失能失智老人的困难诉求最为集中，他们是供

需失衡中较突出的群体，是近年来医疗卫生资源总

量不足的重要体现。

表 １　 Ｆ 区及各街（镇）特殊困难老人的具体分布

单位：％

高龄 空巢
失能
失智

失独
特困
供养

低保
重病
大病

四团镇 ４１．２５ ２６．０８ ３．３１ １．７１ ０．６０ ０ ２７．０５
金汇镇 ４９．７０ ３７．２１ １．５２ ０．８７ ０．９２ ０．５１ ９．２７
青村镇 ５６．５０ ２２．７５ ９．６０ １．４１ ０．４９ ０．２２ ９．０３
柘林镇 ４６．５９ ３６．６０ １．５４ ０．１０ ０．９８ ０．１９ １４．００
庄行镇 ４６．７５ ３２．００ ５．９０ ０．８６ ０．５０ １．１０ １２．８９
南桥镇 ２７．３９ ２５．６８ １４．７９ １．３０ ０．８７ ０ ２９．９６
奉城镇 ８．８０ ７２．００ ６．３３ ９．８１ ０．５９ ０．７６ １．７１

奉浦街道 ７．２３ ７１．０２ ２．８２ ０．９８ ０．１２ ０．４３ １７．４０
西渡街道 ５８．５８ ３２．３１ ３．１０ １．７７ ０．３６ ３．０４ ０．８４

Ｆ 区 ３７．５７ ３９．２２ ５．７５ ２．６１ ０．６８ ０．５８ １３．５９

注：数据根据实地调查结果整理获得，时间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二）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状况

１．服务供给现状

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给主要包括普适性服

务和特殊性服务两个维度。 其中，针对所有老年人

（包括特殊困难老人）的普适性服务有基本养老保

险及医疗保险、长护险服务、老年综合补贴、一般性

医疗服务、“四堂间”综合为老服务等。 针对特殊困

难老人的服务，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或特殊性（见表

２）。 总体而言，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给呈现领

域广泛、对象多元、内容精细等特点，但服务供给的

有效性不够理想，一些政策关照较多的特殊困难老

人服务存在供给过剩，而一些政策真空地带的特殊

困难老人生活依然窘迫，如支边回沪特困老人的医

疗和养老问题、老人家庭拖累问题等。
除了普惠性养老服务，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还对

特殊困难老人服务做了更加精细化的安排，针对特

殊困难老人群体提供助餐服务、适老化改造、老龄津

贴、大病医疗补助、特困老人救助供养服务等。 此

外，独居、失独、残疾等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不断受到

重视，残联、红十字会、妇联等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如残疾老人的服务供给多由本区残联负责，主要涉

及残疾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居家养护补贴、护理用品提供、上
门体检、特定辅助器具服务、无障碍设施家庭改造

等；市卫健委为失独家庭老人提供特别扶助金、失独

家庭援助、辅助就医等服务；市医保局为特殊困难老

人提供长护险服务补贴、医疗救助（含门急诊、住
院）、特殊医疗救助等。 这些对弥补特定困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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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欠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服务需求现状

笔者通过结构式问卷和非结构式访谈获取 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的服务需求信息（见表 ３）。 其中，
发放问卷 １０８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１０２ 份；问卷内

容主要依据前文特殊困难老人需求层次模型进行设

计；访谈对象包括各类特殊困难老人、街镇民政工作

人员、社区工作者以及区老龄办干部、社保干部、残
联干部、社会救助工作人员、计生委工作人员、医保

干部等，共计 ４８ 人次。 调查结果显示，加大经济支

持力度是绝大多数特殊困难老人的呼声，Ｆ 区特殊

困难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度

为 ８０％以上，医疗健康需求的满足度为 ６５％。 这说

明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文化需求方面老人都得到了较

大的满足，其在生活照料上对家居清洁护理的需求

尤为强烈，希望多项服务能叠加享受，而对精神文化

的需求度一般。 同时，医疗需求成为特殊困难老人

最主要的需求，现有常规体检、就医与康复远远不能

满足其需要，医疗健康需求将成为未来针对特殊困

难老人服务供给的重心。
表 ２　 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给情况

服务维度 服务类别 服务内容

普
适
性
服
务
供
给

基本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 发放退休金、养老金及基本医疗保险等

长护险服务
对服务需求进行等级评估，老人享有与需求评估等级相对应的社区居家照护、养老机构照护和
住院护理等服务

老年综合补贴 根据年龄层次给老人发放金额不等的综合养老补贴

常规医疗服务 定期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签约家庭医生优先享有健康评估、预约门诊、双向转诊等服务

“四堂间”综合为老服务 依托农村宅基地为农村老人提供助餐、聊天娱乐、学习讲座、议事协调等综合社区居家为老服务

特
殊
性
服
务
供
给

高龄老人服务
送医下乡、上门体检、节日补贴或实物慰问、送轮椅和藤椅等助老器具、老伙伴计划（涉及预防失
能、健康科普、精神慰藉等服务）

失能失智老人服务 残疾人两项补贴（护理补贴和生活补贴）、护理用品、提供特定辅助器具、家庭适老性改造

空巢老人服务 街镇日间服务机构提供老年活动室、老伙伴项目、居家养老服务

失独老人服务 节日慰问、组织旅游、心理关爱、搭建文化娱乐活动平台

特困供养老人服务 帮困粮油卡（针对散住）、生活补助金、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丧葬办理

低保老人服务 家庭适老性改造、帮困粮油卡 ／ 券、居家照护服务

重病大病老人服务 医疗救助、医疗补助、医保综合减负

其他特殊困难老人服务 综合帮扶（包括个案帮扶、项目帮扶和其他特定帮扶）

注：上述资料根据访谈与政策文件资料整理获得。 其中，长护险服务合并了 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医保

办、市发改委、市物价局、市卫计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等联合发布的《关于本市开展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意见的

通知》中的居家医疗护理服务。 “四堂间”综合为老服务是 ２０１４ 年 Ｆ 区民政局发起的一种基于农村宅基地的为老服务模式。
表 ３　 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需求情况

需求
类型

特殊困难老人类型

高龄老人 空巢老人 失能失智老人 失独老人 重病大病老人 特困供养老人 低保老人 其他老人

生活照料服务 ★★★ ★★★ ★★★ ★★★ ★★★

精神文化服务 ★★★ ★★★ ★★★

医疗健康服务 ★★★ ★★★ ★★★ ★★★

个性化诉求
居家服务、疾病
预防与就医

出行
康复护理、
上门诊疗

精神慰藉 经济支持 居家清洁
个性化
需求

个性化
需求

注：上述资料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整理获得。 ★★★代表老人需求强烈。

　 　 就老年人需求的差异性来看，自理能力、经济状

况、区域环境等是影响老年人需求满足度的重要因

素。 其中，具备自理能力、无经济困难、与家人同住

的老年人对生活照料需求的满足度相对较高，自理

能力较差的老年人对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度相对较

低；医疗健康需求满足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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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好的区域，老人满足度较高；在动迁街镇，
由于原有社会关系遭到破坏，邻里关系有待重建，受
城市开放思想影响，老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社会参

与需求更加强烈。 总体而言，特困供养老人和低保

老人的需求满足度较好，失能老人、重病大病老人的

状况较差，其各项服务需求都亟待解决。 此外，其他

困难老人如“老两残”（即家中两位老人都失能）、子
女拖累老人等群体，由于其家庭状况特殊，存在不同

程度的生活困难情况，其需求具有个体性和特殊性，
如何针对性地满足其需求，将成为养老服务需求管

理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四、上海市 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

供需失衡的问题透视

　 　 （一）服务供需失衡的主要表现

为满足特殊困难老人的服务需求，Ｆ 区组织相

关部门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多层次养老服务，如生活

照料、医疗健康、经济支持、精神慰藉等，特殊困难老

人的生活质量有了一定提升。 然而，由于传统观念、
资源条件、需求多元、专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特殊

困难老人的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始终难以完全对

接，部分服务出现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的现象，进而

影响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
１．供给不足：常态供给难以回应特殊困难老人

急剧增长的需求

根据奥尔德弗的需求层次理论，特殊困难老人

的需求可分为基础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两大类。 就

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的基础性需求来说，供给不

足问题依然存在。 近年来，常规化的养老服务供给

尚停留在普通的养老金支持和医疗报销上，随着人

口老龄化加重，老年人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供给不足

问题逐渐凸显。
第一，重病大病医疗保险服务难以满足老年人

尤其是经济困难和长期患慢性病老人的实际需求。
首先，大病医保报销比例低，很多老年人无法承受高

额的自付费用。 对此，Ｆ 区特困老人在大病重病及

长期慢性病医疗支出的自费部分超过 ３ 万元时，可
以申请慈善基金会的帮助，慈善基金会按一定的比

例报销医疗支出。 这是对大病重病及长期慢性病老

人的一项特别资助。 但是，由于资金来源不稳定，其
可持续性难以保障。 其次，重病大病老人看病手续

烦琐。 如医院规定的转院证需要多方奔波才能拿到

且有效期只有半年，大病老人报销尤其是人户分离

的大病老人报销流程十分复杂。 最后，辅助就医成

本高。 Ｆ 区大部分重病大病老人就医仍以亲属陪护

为主，大病老人希望增加护工在家的服务时间，对语

言交流的需求也变多。
第二，失能失智老人的服务供给不足。 Ｆ 区失

能失智老人服务主要来自养老机构。 一方面，公办

民营、民办民营养老机构的护理价格昂贵，老人负担

不起；另一方面，公办公营养老机构收费相对较低，
但其服务供给与老人需求不匹配，导致入住率较低。
同时，镇（村）级养老机构建设滞后，无法承接失能

失智老人的服务项目，这类老人的服务供给缺口较

大。 在 Ｆ 区，专业性养老机构虽然不多，但仍然存

在不良竞争，失能失智老人成为竞争的受害者，其实

际需求得不到满足。 事实上，失智失能老人的服务

需求主要还是基础性需求，如生活照料需求和医疗

照护需求，生活照料多数由家人承担，医疗照护则成

为一大难题，具体表现在医生难找和医药难求两方

面。 可见，失能失智老人的服务供给不足，实际上是

基础性需求中的医疗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
第三，残疾老人的服务供给不足。 具体表现为

居家养护服务的覆盖面窄、助残员不足、生活用品短

缺等。 Ｆ 区残疾老人对无障碍设施改造和助残出行

服务的需求量较大，助残出行服务主要包括帮助残

疾人出行、两个月一次的上门走访等基础性服务，但
助残员一直处于严重短缺状况。 Ｆ 区主要通过购买

第三方助残员提供助残服务，相关财力保障不稳定，
村委会或居委会自身也无收益，导致第三方助残员

服务跟不上。 同时，助残用品比较紧缺，申请条件严

格且享受名额有限。 另外，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长
期护理保险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叠加使得部分特殊困

难老人（主要为经济困难）不愿意申请居家养老服

务。 此外，残疾人的精神慰藉服务缺口也较大。
总之，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更

多体现为服务供给精细化程度不高、服务形式化突

出，缺乏基本的需求管理意识，自上而下的常态化被

动管理导致服务中的细节管理不到位，特殊困难老

人无法有效使用服务项目，服务供给真空问题凸显。
２．供给过剩：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特殊困难老人

的实际需求

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有所不同，ＥＲＧ 理论认

为前者需求层次的顺序并非固定，高低层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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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起作用。 以特殊困难老人的需求为例。 对

于某位患有慢性病的农村老人来说，即使其医疗健

康需求尚未得到完全满足，他依然有精神文化需求。
因此，在保证基础性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发展性

需求也是完善需求层次、协调供需的重要途径。 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给过剩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供给过剩。 其主要体

现在失能等级评估缺乏科学的衡量标准，服务内容

设计不合理。 长护险服务运作采用“套餐服务”模

式，虽然提供了很多服务项目，但这些服务项目并不

符合特殊困难老人的实际需求。 如失能失智老人和

高龄残疾老人更需要 ２４ 小时的持续服务，但长护险

服务项目没有设计此项内容。 同时，部分服务存在

重叠现象，导致一些特殊困难老人不愿意申请收费

性服务项目，使此类服务供大于求。
第二，生活方面的智能化服务供过于求。 一是

针对高龄独居老人提供的腕表、手环等智能设备使

用率不高。 Ｆ 区不少长护险的承包机构为监管护理

员上门服务质量，要求护理员在服务时间内通过

Ａｐｐ 记录服务过程。 由于大部分护理员年龄在 ４０
至 ５０ 岁之间，对智能软件的使用不是很熟悉，而且

相关软件开发不尽如人意，常出现定位不准、计时错

误等问题，加之很多老人对护理员不停看手机存在

误解，因此护理员和老人对智能软件监控服务的做

法都有怨言。 二是部分娱乐服务不符合特殊困难老

人的实际需求。 基于需求管理的长护险服务的优越

性和复杂度自不必说，但具体应用到特殊困难老人

身上时，由于缺乏对需求分析的重视度以及需求转

化的灵活性，需求背后的深层原因没有被挖掘出来，
服务供给整体效率不高，服务套餐设计也不合理。

总之，由于我国公共服务的传统供给主要由政

府部门提供，服务供给在公共决策上存在自上而下

的路径依赖，这种决策模式难以体现特殊困难老人

的需求偏好，甚至容易偏离其需求目标造成浪费，这
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服务供需失衡的原因分析

１．需求信息获取不充分

特殊困难老人的服务供给未能对接需求，其主

要原因在于服务供给方对特殊困难老人的需求未做

深入调查和动态摸排。 事实上，忽视信息采集，必然

导致特殊困难老人需求信息不完善或不准确，决策

者根据有限的信息设计服务，必然造成服务供需失

衡。 具体而言，Ｆ 区特殊困难老人需求信息获取不

足的原因表现为：一是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人力不

足，导致调查的范围和对象非常有限。 大部分特殊

困难老人的需求信息主要来自村委会或居委会的被

动“观察”，仅个别老人有机会表达其需求，很多老

人由于行动不便只有在村委会或居委会干部来访时

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需求。 二是调查团队的专业性

不够，需求信息获取难以深入。 如实际访谈中的沟

通方式、询问技巧、方言障碍等都对特殊困难老人需

求信息的获取产生影响。 Ｆ 区的需求调查一般是在

服务项目启动时进行的，由于调研人员缺乏专业性，
调查结果大多来自村委会或居委会的反馈。 三是被

调查的特殊困难老人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
需求表达不到位。 一些特殊困难老人对调查问题理

解不到位，需求反馈出现偏差，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

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只能依靠家属或护理员

反映其需求。 这些都阻碍了特殊困难老人需求信息

获取的精准性。
２．需求分析存在偏误

针对特殊困难老人表达的需求信息，不同的分

析人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有可能造成需求分析的

偏误。 其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需求分析人员专业知

识的狭隘性可能导致需求分析结果无效。 分析人员

大都有自己的行业背景，而在需求管理知识方面较

为薄弱，若分析人员缺乏实际经验和需求分析知识，
其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就难以保证，甚至有可能出现

严重偏误。 二是分析方法和流程应用不当。 目前国

内公共服务的需求分析人员大多没经过专门训练，
而由一般管理人员承担，分析方法和流程管理较随

意，以致分析结果主观性强，不利于供需对接。 三是

需求甄别有偏差，公共需求和私人需求容易混淆，从
而导致以偏概全。 这是需求分析的难点和重点。 尤

其当需求不集中时，分析人员需要结合多方面的知

识，删除含糊性和极端私人性的需求，梳理整合出多

数特殊困难老人的优先需求。 需求整合过程不仅是

一个技术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 需求分析一旦

出现偏差，后续服务产品设计也会偏离最初的需求

目标，造成服务供需错位。
３．需求转化有效性不高

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公共服务需求转化包括

两个阶段：一是将公共需求转化成公共服务需求；二
是将公共服务需求转化成服务生产需求。 出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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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转化不顺的情况，是因为特殊困难老人的服务

供给存在职责不清、多部门职能交叉重叠等问题，需
求转化遭遇梗阻。 从纵向看，其涉及上海市、区、街
镇等不同层级的政策文件和服务项目。 由于上下级

职责分工不是非常明确，街镇往往成为最后的“托
底层”，而街镇资源恰恰最为薄弱，故而上级政府设

计的公共需求在“托底层”难以完全转化为可操作

的公共服务需求。 从横向看，其涉及民政、人社、卫
健、残联、医保、红十字会等多个条线。 虽然各层级、
各条线都很关注特殊困难老人的服务供给，但不同

层级、不同条线提供的服务有诸多重叠。 如民政部

门负责的居家养老服务与医保部门推行的长护险服

务存在一定交叉；民政、残联和红十字会三部门都提

供对失智失能老人的送护理品服务，服务内容大体

一致；很多老人重复使用各条线的资源，以致服务供

给效率较低。 可见，在公共服务需求转化为服务生

产需求的环节，各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和沟通，需
求转化很难精准到位。 另外，在需求转化的两个阶

段，相关部门对服务实施的可行性、政策环境、成本

等缺乏深入分析，而且需求转化的最终方案没有经

过老人回访和第三方再评审程序，供需信息无法及

时调整，以致需求转化不畅。

五、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需失衡的治理路径

（一）立足共同生产理念，构建参与式特殊困难

老人服务新模式

共同生产源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美国城市公共

服务研究，是新公共治理范式的核心内容。 其旨

在将公共服务各环节引入公众参与，促进公众、管理

者与服务提供者的良性互动，生产更有效、更高质量

的公共服务。 共同生产要求公民在公共服务环

节———至少是服务的供给环节投入和贡献资源，当
然政府或其他服务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极为重要，所
以共同生产必然涉及公民与这些组织和人员的互动

关系。 新时代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强

化共同生产的价值理念，深入推进多方参与的公共

服务供给模式，尤其是对服务对象资源的开发至关

重要。
事实上，我国特殊困难老人的部分服务供给已

呈现共同生产的特征，很大部分服务主要依靠家庭

自我照料和互助帮扶，政府发挥支持者角色，引导老

年人提升自我照料和相互照料的能力。 基于此，可

借鉴新公共治理的“共同生产”观，构建特殊困难老

人服务的参与式养老服务模式，即在特殊困难老人

养老服务中，政府和老人是相对平等的共同生产者，
共同参与服务设计、服务供给、服务管理和服务评

价。 具体而言，基于共同生产的服务模式，强调服务

主导而非产品主导，即服务使用者也是价值的生产

者，养老服务只有在老人使用后才能体现其价值所

在。 作为服务使用者的老人有权利向政府、社会充

分表达自己的实际需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数

据支撑。 因此，需求管理应强化老人的政策主体意

识，帮助老人树立服务权利理念，引导有能力的特殊

困难老人积极参与照护服务质量的监督过程，加强

服务供需的积极互动。 同时，基于共同生产的服务

模式，建立服务需求反馈机制，保证服务对象在使用

服务后有途径反馈服务质量，及时发现和纠正服务

偏差，提高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另外，在制定服务政

策时，应积极推行“政策咨询模式”，广泛邀请社区

工作者、服务机构管理者、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人员等

参与政策讨论，提升服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加快需求管理的制度建设，推进特殊困难

老人服务供给的规范化

公共服务需求管理的目的在于将有效需求信息

传递给服务决策系统，并转化为适配的公共服务。
为此，应构建开放的公共服务决策体系，重视需求表

达和需求管理，实现供需信息的有效对接，提高公共

服务供需的适配性，这就需要相关制度的完善与配

套。 具体而言，应加强政府对特殊困难老人服务需

求的评估制度建设，而且家庭照料者的服务需求评

估也应建立相关对接制度；应完善社会力量供给服

务的相关审查制度（如资格评定和等级划分等），以
促进社会有序参与服务供给；应建立家庭照料者补

贴制度，提高家庭照料服务质量，缓解政府供给服务

的压力。 在具体操作层面，政府可依靠专业研究团

队或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基于实地调查研究，结合

需求管理各环节的要求，形成高质量的制度体系。
（三）加强需求动态调查，提高特殊困难老人服

务供给的适变性

有效需求调查的关键是对真实信息的把握和对

信息背后真相的挖掘，这需要反复沟通和识别。 只

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调查结果才能更接近真实的

有效需求，才能为后续高效的需求分析和需求转化

提供条件。 首先，适时培养调查人员的专业技能，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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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沟通技巧、方言会话技巧、关键信息识别技巧、
归纳总结能力等，促使特殊困难老人信息得到高效

更新，并将其信息质量控制在需求管理的前端。 其

次，完善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建立特殊困难老人动态

信息系统。 事实上，大部分地区特殊困难老人的基

础信息分散于民政、医保、残联等多个部门，要对特

殊困难老人群体进行针对性的服务需求管理，必须

全面系统把握其信息。 因此，需建立养老服务信息

共享平台，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整合特殊困难老人的

服务资源，搭建特殊困难老人的动态信息系统和智

慧综合服务平台，并最终将智慧服务平台嵌入“一
网通办”或“一网统管”平台，提高服务供给的适变

性。 最后，建立动态管理体系，提高需求信息获取的

有效性。 坚持需求导向，厘清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

之间的关系，明确责任分工，简化调研流程，深入一

线获取需求信息，提升需求信息获取的效率。 就特

殊困难老人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建立有一定灵活度

的管理体系，村委会和居委会等自治组织负责服务

输送的完整性与准确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服务生

产，以保证需求调查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四）加强需求分析的科学性，促进特殊困难老

人服务需求的精准识别

在需求分析和识别环节，科学有效地对需求进

行分层分类是特殊困难老人服务精准供给的前提。
需求分析是公共服务需求管理的重要环节，需求信

息在转化成服务内容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两个阶段，
而贯穿全程的关键是科学分析。 无论是分析方法还

是需求模型，都要在量化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撰写调查报告。 具体还应明确界定特殊困难老人的

类别，避免服务对象的混淆和服务内容的叠加。 同

时，应优化需求识别方法与程序，提高需求识别的可

操作性。 一是保证分析指标尽可能全面且可量化，
包含收入、支出、健康状况等个人特征以及居住条

件、主要照护者等家庭特征。 二是增加家庭综合能

力评估，对有能力却不给予照护的家庭成员，应当通

过法律援助等途径，强化子女的责任义务观念。 在

此基础上，对需求信息进行甄别、分析、综合，然后对

需求进行排序，结合政策要求筛选出有效的服务需

求。 最后，将理论分析出来的需求进行实践比对，逐
一排查服务需求的供给情况，分类构建相关数据库，
其中需要单独分析重复性供给和供给真空的数据资

料，得出最终的服务生产信息。 这样，特殊困难老人

服务的供需对接也就水到渠成。
（五）提升需求转化的有效性，实现特殊困难老

人服务供需对接

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是公共决策的过程，更是公

共管理和共同生产的过程。 当特殊困难老人的养老

需求转化为具体的服务政策时，必须始终坚持公共

需求导向，保证自下而上精准匹配。 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提升特殊困难老人需求转化的有效性：一是抓

住核心功能，即在基本确认服务或产品框架后抓重

点，切勿因小失大。 如在设计智慧健康手环时，不能

过于关注其智能感和美感而忽略老人的家庭条件或

操作能力，否则可能导致转化结果出现偏差。 二是

做到深入浅出，即重视特殊困难老人群体的价值观，
不过度纠结服务产品的外观设计。 针对高龄老人和

残疾老人出行不便情况，笔者发现，老人表达的信息

是出行不便，其背后希望能轻松便捷出行。 就基础

性需求而言，身体机能的老化和残疾导致其无法像

普通人那样出行，他们更希望有代步工具、专人陪

送、适老化设施等以方便其出行；就发展性需求而

言，与被迫蛰居在家里的老人相比，行动自如老人在

生活层次、精神状态、消费水平等方面的需求都会更

高。 可见，在了解特殊困难老人需求背后的价值观

后，服务开发人员更容易精准把握这些老人的实际

需求，促进服务供需的有效对接。

注释

①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读
书》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②陈水生：《公共服务需求管理：服务型政

府建设的新议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③Ｓｔｅｖｅｎ Ｊ．
Ｒｏｓｅｎｓｔｏｃｋ．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９３， Ｖｏｌ．８， Ｎｏ．３， ｐｐ．１５６０－１５７２．④顾锋、张涛：《需求管理的新视

角及其发展》，《社会科学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⑤［美］詹姆斯·托

宾：《通向繁荣的政策》，何宝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８—
１２ 页。 ⑥［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高鸿业译，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年，第 ３２—３４ 页。 ⑦高鸿业、王海滨：《西
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３９ 页。 ⑧［美］加

里·阿姆斯特朗、［美］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学》 （第 １３ 版），
赵占波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１—３４ 页。 ⑨［美］菲利

普·科特勒等：《营销革命 ３．０：从产品到顾客，再到人文精神》，毕崇

毅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７８ 页。 ⑩Ｇｅｏｒｇｅ Ｅ． Ｐａｌｍａｔｉｅｒ，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Ｃｒ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Ｒｏ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２５－１２８．［美］约瑟夫·Ｅ． 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

学》（第三版），郭庆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 页。

０６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美］珍妮特·Ｖ． 登哈特、［美］罗伯特·Ｂ． 登哈特：《新公共服务：
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４１
页。 吕炜、王伟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均等化问题研究———
基于公共需求与政府能力视角的分析》，《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４ 期。 盛明科、蔡振华：《公共服务需求管理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

辑———社会主要矛盾的视角》，《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杨柳：《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需求管理》，《中国党政

干部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翟小会：《需求管理、文化治理与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创新》，《学习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徐勤：《城
市特困老人———急需社会保护的群体》，《人口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５ 期。
Ａｌｅｘｅｙ Ｄｕｄｅｖｉｃｈ， Ｌｉｕｄｍｉｌａ Ｈｕｓａｋ， Ｔｒａｃ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Ｓｅｎｉｏｒ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 ｐｐ．１２－１５； 蒲新微、牛思涵：《养老需关注之重

点：贫病交加的老年人口》，《西北人口》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王琼：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城市

老年人口调查数据》，《人口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夏玉珍、徐大

庆：《项目制下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制创新研究》，《广西社会科

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张世青、王文娟、陈岱云：《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中的政府责任再探———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黄少安：《生育成本外部化与生育的“公地悲剧”———基于

中国家庭养老体制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涂

爱仙：《供需失衡视角下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政府责任研究》，《江西

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汪大海、张建伟：《福利多元主义

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问题———“鹤童模式”的经验与瓶

颈》，《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倪东生、张艳芳：《养老服

务供求失衡背景下中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政策研究》，《中央财经大

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邓大松、李玉娇：《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制度

理性、供需困境与模式创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贾康、孙洁：《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

的研究》，《管理世界》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２ 期。 张新辉、李建新：《社区老

年服务供需动态变化与平衡性研究———基于 ＣＬＨＬ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的

数据》，《社会保障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Ｈｅｎｒｙ Ｂｒｏｄａｔ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
Ｃｏｎｎｏｒｓ，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Ａ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４，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ｐｐ．２２１－２２６．廖芮等：《我国健康老龄化背景下的医养结合：
基本理念、服务模式与实践难题》，《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Ｇｒäｓｋｅ， Ａｎｎｉｋａ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Ｓｙｌｖｉａ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Ｃａ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 ｐ．１８１．王春娟：《农民公共产品需求

表达机制的建构———基于公共选择的视角》，《农村经济》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 肖云、随淑敏：《我国失能老人机构养老意愿分析———基于

新福利经济学视角》，《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美］亚伯拉

罕·哈罗德·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译，九州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第 ９２ 页。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Ｐ． Ａｌｄｅｒｆ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６７，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６， ｐｐ．５０９－

５２０；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Ｐ． Ａｌｄｅｒｆｅｒ．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ｅ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９６９， Ｖｏｌ．４，
Ｎｏ．２， ｐｐ．１４２－１７５．Ｒｏｇｅｒ Ｂ． Ｐａｒｋｓ， Ｐａｕｌａ Ｃ． Ｂａｋｅｒ， Ｌａｒｒｙ Ｋｉｓｅｒ，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ｓ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８１， Ｖｏｌ． ９， Ｎｏ． ７，
ｐｐ．１００１－１０１１．Ｊｅｆｆｒｅｙ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ｒｂ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４，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４， ｐｐ．４６５－４８４．

责任编辑：海　 玉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Ｚｅｎｇ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 ｓｕｐｐｌｙ ｖａｃｕｕｍ＂ ａｎｄ ＂ ｅｘｃｅｓ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
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ｓ ｗｏｒｒｙ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
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
ｍ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ｅｄ ｄｅ⁃
ｍ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ｓｅａｔｅ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１６

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需失衡及其治理———基于需求管理视角的调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