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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梳理现有文献，分析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的主要方向，为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提供科学建
议。方法／过程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获取文献数据，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将相关研究历程分为３个阶段，通
过ＬＤＡ模型识别各阶段主题变化，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并提出见解。结果／结论 国内社区养老
服务研究聚焦于养老模式、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及社区服务，旨在提供全面、专业的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社区养老服务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未来该领域应加强服务评估、重视人才建设、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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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文

随着生育率下降和医疗技术进步带头的寿命延

长，中国的人口结构正逐渐向老龄化方向发展［１］。

老年人进入老年期，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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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发生重大转变［２］。社区养老服务成为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

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３］提倡 “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积极鼓励并支持社区建设养老服

务设施和资源，涵盖护理、照料、康复和文化娱乐

等，以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４］。同时，政府也致

力于提高养老院条件，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确保老年人得到妥善照顾，切实推进社区养老服务

的发展［５］。

为深入研究国内社区养老服务，采用隐含狄利

克雷分布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主题建
模方法，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选取学术期刊为数

据源，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将该主题发展历程划分为

３个阶段。通过模型识别并提取各阶段主题，从主
题演变角度分析近２０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以期
为理解社区养老服务研究提供新视角。

２　研究设计与方法

２１　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是指一个生物体、组织或系统从出生

到死亡的时间跨度，即从诞生到消亡的整个过

程［６］。生命周期的概念已广泛应用于各领域，描述

系统或物体的完整发展过程。在社区养老服务研究

中，该概念将其演化划分为３个阶段［７］。

２２　ＬＤＡ模型

ＬＤＡ模型由ＢｌｅｉＤＭ等［８］提出，是一种用于生

成主题词的分析工具，核心结构涵盖词、主题、文

档３层，通过无监督学习推导出 “文档－主题”和
“主题－词”的概率分布，揭示文本数据的主题结
构。通过识别文本中的主题和主题之间的分布关系

挖掘语义信息。

２３　ｐｙＬＤＡｖｉｓ可视化工具

ｐｙＬＤＡｖｉｓ是一个开源的Ｐｙｔｈｏｎ库，可以从大量
文本中识别不同主题，并找出与这些主题相关的单

词。其主要功能是将ＬＤＡ模型的结果转化为可视化
形式，使用户能够直观地理解文本数据中的主题分

布和主题间的关系［９］。

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

３１　数据收集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源，以 “社区养老服

务”为主题，时间限定为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１２月
３１日，选择学术期刊，其他条件不限制，精确检
索，共检出文献题录５５５２条，整理清洗检索结果，
清除噪声文献，删去数据缺失与不相关文献１１４１
篇，最终获得文献数据４４１１条。

３２　数据分析

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近年国内有关社区养老的

重要政策划分阶段，２０１５年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

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推动智慧健康
养老产业的蓬勃发展［１０］，２０２０年 《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１１］明确提出 “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国内社区养老服务主

题划分为３个阶段：萌芽期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发
展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和成熟期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见图１。萌芽期发文量少，知识体系及理论基
础薄弱，主题局限，领域学者相对少。发展期领域

研究明显增多，发文量快速增长，文献积累稳定上

升，对该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成熟期文献量在峰

值后维持高水平，波动平稳并略有下滑，表明研究

已积累丰富基础，方向和主题渐趋稳定。

图１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年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

阶段及文献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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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困惑度的最优主题数确定

将分词后的语料经过词项频率 －逆文档频率
（ｔｅｒ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Ｆ－

ＩＤＦ）特征提取得到的文档 －词矩阵输入 ＬＤＡ模
型，计算３个阶段主题的困惑度，见图２。根据拐
点前后走势，确定萌芽期主题数为６个［１２］，发展期

主题数为５个，成熟期主题数为５个。

图２　不同时期困惑度曲线

４１　基于ｐｙＬＤＡｖｉｓ的萌芽期结果可视化

使用ｐｙＬＤＡｖｉｓ将主题模型的结果可视化呈现。萌

芽期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可视化结果，见图３。归纳总
结萌芽期不同主题下的关键词，概括该阶段的各主题

名称，形成社区养老服务研究领域主题词表，见表１。

图３　萌芽期ＬＤＡｖｉｓ主题可视化结果

表１　萌芽期６个主题及其对应关键词
主题 主题名称 关键词 （前１０个）

１ 社区养老服务整合 政府、供给、政策、机制、嵌入式、机

构、资源、优化、制度、能力

２ 农村老龄化护理　 老人、农村、家庭、老龄化、人口、经

济、生活、空巢、照料、机构

３ 智慧化护理　　　 互联网、生活、智能、数据、调查、护

理、质量、利用、文化、技术

４ 设施优化　　　　 设施、评价、设计、服务中心、建设、

服务质量、资源、优化、综合、空间

５ 产业协同发展　　 文化、企业、老龄化、资源、路径、优

势、产业、协同、专业、困境

６ 医养服务体系　　 建设、服务体系、医养、机构、政策、

国家、工作、老龄化、医疗、改革

　　主题１是社区养老服务整合，强调在应对老龄
化社会挑战时，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

和政策制度等方面与老年人生活功能相关的议题。

主题 ２是农村老龄化护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
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需要为老年家庭提供更多

的支持和帮助，如经济援助、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等。主题３是智慧化护理，智能穿戴设备实时监测
健康，确保精准护理，智能机器人、远程医疗等全

方位照护，使老人享受科技关怀。主题４是设施优
化，通过增设无障碍设施、优化空间布局、引入智

能家居，为老年人打造便捷、舒适、安全的居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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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主题 ５是产业协同发展，在老龄化社会背景
下，企业、产业、专业机构等各方应协同合作，充

分利用资源，探索有效的供给路径，以应对老龄化

社会的困境。主题６是医养服务体系，国家在社区
养老事业中起主导作用，改革医养服务体系和基础

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关爱，促进其

身心健康和社会融入。

在萌芽期，农村老龄化护理和医养服务体系受

到关注，开始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尚不

完善，需要优化升级；智慧化护理急需充分利用信

息化技术［１３］。因处于早期阶段，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劳动力充沛，老年人健康状况尚佳，养老压力

相对较轻，老龄产业开始发展。

４２　基于ｐｙＬＤＡｖｉｓ的发展期结果可视化

社区养老服务在发展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的相
关文献明显增多，对该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化，人口

老龄化加剧和养老需求增长，社区养老服务成为重

要社会问题。发展期可视化结果，见图４。发展期
主题词表，见表２。

图４　发展期ＬＤＡｖｉｓ主题可视化结果

表２　发展期５个主题及其对应关键词

主题 主题名称 关键词 （前１０个）

１ 农村老龄化护理　 家庭、农村、老年人、社会、机构、传

统、功能、老龄化、空巢、护理

２ 医养服务体系　　 政策、老龄化、老年人、医养、人口、

国家、产业、服务体系、经济、建设

３ 数字化转型升级　 技术、服务业、数字化、改革、基础、

民生、政策、工作、信息化、融合

４ 综合老年关怀体系 老年人、生活、照料、调查、护理、医

疗、精神、文化、服务中心、卫生、

５ 公共服务体系　　 合作、建设、服务设施、资金、基础、

队伍、专业化、公共服务、资源、市场

主题１是农村老龄化护理，同萌芽期主题 ２，
农村老龄事业是长期以来的重点关注对象，突显农

村养老问题的严峻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主

题２是医养服务体系，同萌芽期主题６，表明该主
题延续发展，在萌芽期和发展期都较受重视，建设

发展医养服务体系有助于优化社区养老。主题３是

数字化转型升级，通过改革和政策引导，加强信息

化建设和促进产业融合，加速社区养老事业转型升

级，推动我国养老事业发展。主题４是综合老年关
怀体系，不仅涵盖物质层面的需求，还关注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通过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

便捷、高效的服务。主题５是公共服务体系，通过
合作方式，利用资金和资源，建设和完善基础服务

设施；注重队伍专业化培训和发展，提供更加专

业、高效和全面的公共服务。

在发展期，农村老龄化护理和医养服务体系仍

是研究重点。重视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开始

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和老年文化发展［１４］，综合老年

关怀体系形成，老龄产业雏形显现，公共服务体系

成为发展期的新热点。

４３　基于ｐｙＬＤＡｖｉｓ的成熟期结果可视化

在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的成熟期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领域学者的研究热度达到峰值，研究成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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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研究不仅关注基本的物质和生活需求，还关注

老年人的心理、社交、文化等多维度的需求，以全

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成熟期可视化结果，见

图５。成熟期主题词表，见表３。

图５　成熟期ＬＤＡｖｉｓ主题可视化结果

表３　成熟期５个主题及其对应关键词

主题 主题名称 关键词 （前１０个）

１ 护理体系建设 护理、模式、空巢、政策、机制、资源、

文化、建设、医疗、老龄化

２ 医疗体系改革 老年人、创新、调查、照料、医疗、模式、

护理、服务中心、意愿、改革

３ 服务质量管理

与优化　　　

设施、服务设施、设计、评价、优化、服

务质量、精确、建设、模型、策略

４ 养老服务驿站 驿站、保健、老年人、照料、娱乐、专业

服务、志愿者、社交、健康、老龄化

５ 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设施、改革、服务设施、服务体系、

服务业、试点、规划、高校、空间

主题１是护理体系建设，不断加强护理体系建
设，能够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和效率，为老年人提供

更加安全、舒适和满意的护理体验，促进养老事业

进步。主题２是医疗体系改革，进一步提高社区养
老服务的医疗保障水平，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医

疗服务需求，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主题３是服
务质量管理与优化，通过科学设计和建设，结合有

效的评价和优化策略，提升服务质量，以及养老服

务精准度，实现精确养老。主题 ４是养老服务驿
站，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集医疗保健、日常照料、精

神慰藉、文化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为老年人提供

从身体到心灵的全方位照护。主题５是公共服务体

系，同发展期主题 ５，在发展期重在建设和完善，
在成熟期重点转向改革升级，体系建设与时俱进更

能满足社区养老建设的需要。

在成熟期，公共服务体系仍是研究热点，医疗

体系改革和养老服务驿站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政府

及机构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护理体系建设，搞好服

务质量管理与优化［１５］，实现服务发展与创新。整体

而言，成熟期研究全面、专业、实证，紧密结合实

践与政策，优化养老服务。

５　结论和建议

５１　研究结论

５１１　社区养老由政府干预转向自发　公共服务
体系与驿站的发展，反映社区养老呈现从政府主导

逐渐转向自发行为的趋势，该转变源于传统模式面

临灵活性和个性化服务不足的挑战。为应对挑战，

社区开始自发组织并探索养老服务的新模式［１６］。自

发参与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还增强了

社区凝聚力和互助精神。

５１２　社区养老服务关注点由老年人身体健康转
向身心健康　在萌芽和发展期，社区养老服务主要
聚焦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随着研究深入和老龄化

趋势加剧，服务关注点逐渐扩展到老年人心理健康

和社交需求。医疗技术进步已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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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水平，社区养老服务更强调提供全面、细致、温

暖的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在身心健康和社交方面多

样化的需求［１７］。

５１３　养老模式趋于多样化　养老模式不断创

新，通过引入新技术、新理念、新服务，打造具有

特色和优势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例如，利用互联

网技术建设 “互联网＋养老”平台提供智能化、便

捷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为老年

人提供更为全面、专业的养老服务。

５２　发展建议

５２１　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质量，加强服务评估和

监管　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现服务资源优化配

置和信息及时共享，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提升生

活质量；建立便捷的举报渠道和投诉处理机制，鼓励

老年人和家属积极举报和投诉不合规的服务机构；建

立奖惩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养老服务机构给予奖励，

对服务质量不达标的机构进行处罚和整改［１８］。

５２２　关注农村养老事业发展，做好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人才培训体系，提升养老服务人

员的专业素养［１９］。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机构

开展农村养老领域的学科研究和创新，推动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为农村养老事业提供更科学、有效的解决

方案。培养社会志愿者参与农村养老服务，通过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关爱和支持。

５２３　多措并举，推动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　简

化设备，降低老年人数字使用门槛，使其掌握基础

技术知识，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建立社区互助机

制，鼓励志愿者与老年人结对提供技术支持，推动

数字技术普及与应用［２０］；缩小老年人与数字时代的

差距，实现技术赋能。社区养老服务更智能、高效

地为老年人营造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

６　结语

本研究采用ＬＤＡ主题模型对社区养老服务领域

进行主题识别和热点分析，剖析我国社区养老服务

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治理对策。本研究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如文献来源局限于近２０年的学术期

刊，未涵盖学位论文、会议等资料，且研究方法主

要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ＬＤＡ模型，较为单一。在未
来研究中可以扩大文献量和检索时间范围，结合其

他研究方法提高结果的可借鉴性。

作者贡献：殷彩明负责数据处理、论文撰写与修

订；袁永旭负责提出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修订；

王涟负责数据处理、论文修订；孙一凡、陈俊冶负

责论文修订。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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