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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养老服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新疆兵团养老行业协会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与新疆兵团养老行业协会

成立课题组，于 2022 年 9 月以问卷星网络问卷的形式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养老服务人才状况调查，问卷发放

范围包括新疆、陕西、贵州、四川、甘肃、江苏、河

南、湖北、安徽、河北、广东、黑龙江、吉林等 13个

省区市，共收回有效个人问卷 2004 份，机构问卷 271

份。本次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养老服务人才基本特征、

工作强度和工作待遇状况、技能培训状况、职业发展

状况等等。本文主要报告本次调查个人问卷和机构问

卷收回的数据结果。 

1.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1）养老服务人才以女性为主。如图 1，在调查

的 2004 份个人受访者中，女性有 1650 人，占比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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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而男性仅有 354 人，占比 17.7%。 

 

图 1 受访者性别结构 

 

图 2 受访者年龄结构状况 

（2）养老服务人才年龄偏大。如图 2，个人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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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0岁, 299, 14.9%41-55岁, 1123,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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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41-55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有 1123 人，占比高达

56%，其次为 56 岁及以上和 29-40 岁的受访者，各有

299 人，占比达到 14.9%，而 18-28 岁的青年受访者只

有 283 人，占比 14.1%。 

（3）养老服务人才多处于城镇。如图 3，在调查

的 2004 份样本中，处于城镇的受访者达到 1320 人，

占比 65.9%，处于农村的受访者 684 人，占比 34.1%，

大致相当于城镇受访者的一半。 

 

图 3 受访者城乡结构状况 

（4）养老服务人才多为已婚人士。如图 4，2004

名被调查者中 1526 名已婚，占比 76.1%，未婚人口占

比 14.7%，离婚和丧偶人口分别占比 5.8%和 3.3%。这

城镇, 1320, 65.9%

农村, 68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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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婚姻结构有利于为大多数从业者提供相对稳定的

家庭环境，促使其安心从事养老服务工作。 

 

图 4 受访者的婚姻结构状况 

（5）养老服务人才的健康状况良好。如图 5，本

次调查中，26.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非

常好，36.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比较好，

3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一般，而认为自己

的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和非常差的受访者分别只占

1.5%和不足 0.1%。对于“您目前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中，有 86.5%的受访者回答“无”，

其他人回答“不知道”或“无”。就此而言，受访者健

康状况较好，便于为从事养老服务行业提供良好的健

离婚, 116, 5.8% 丧偶, 67, 3.3%

未婚, 295, 14.7%

已婚, 1526,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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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障。 

 

图 5 受访者的自评健康等级状况 

 

图 6 受访者工作岗位状况 

（6）养老护理员是养老服务人才的主体。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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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调查的 2004 位养老服务业受访者中，有 1075

名养老护理员，占比超过一半，其次为后勤人员和管

理人员，分别有 311 人和 346 人（包含院领导和其他

管理人员），占比分别为 15.5%和 17.2%，其他岗位人

数较少，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占比非常低，均不足 5%。 

 

图 7 受访者从业年限状况（单位：%） 

（7）长期从事养老服务的人才占比低。如图 7，

从工作年限结构来看，从业不满 1 年的受访者占比

20.5%，1-3 年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到 28.5%，其次

是从业 3-5 年的受访者，占比 23.4%，随着从业年限

的延长，受访者占比降低，从业 8 年及以上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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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13.7%。不同从业年限受访者占比的差异表明，一

方面，该行业比较缺乏经验丰富的长期从业者，另一

方面，该行业可能存在随着从业年限的增长人才逐渐

流失的风险。 

 

图 8 受访者的聘任方式 

（8）养老服务人才的聘任方式以合同制为主。如

图 8，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合同工占比高达 83.5%，

其次是临时工，占比为 10.8%，其他情况占比较低。总

体上，合同制是本次调查中受访者的主要聘任方式。 

（9）社会人员是养老服务机构最主要的招聘来源。

如表 1，本次调查的机构中招聘渠道包含社会人员的

机构占比 96.7%，远高于其他招聘来源的机构比例，招

编制人员, 54, 2.7%

合同工, 1673, 83.5%

临时工, 216, 10.8%

其他, 6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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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渠道包含高职院校和中职院校的养老服务机构分别

只有 22.5%和 18.5%，15.1%的养老服务机构采用过人

事代理招聘工作人员，而招聘渠道包含本科院校和研

究院校的机构比例很低。由此来看，社会招聘是养老

服务机构获取人才的最重要渠道，而院校学生的招聘

渠道占比低。 

表 1 养老服务机构招聘渠道状况（多选） 

招聘渠道 
选择选项机构数

（个） 

调查的机构总数 

（个） 

 

选择率 

（%） 

社会人员 262 271 96.7 

高职院校 61 271 22.5 

中职院校 50 271 18.5 

人事代理机构 41 271 15.1 

本科院校 15 271 5.5 

研究院所 4 271 1.5 

其他 9 271 3.3 

（10）养老护理员是养老服务机构最紧缺的人才

类型。如表 2，在本次调查的 271 家养老服务机构中，

有 85.6%的养老服务机构缺乏养老护理员，此外，康复

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基

层管理人员、健康管家等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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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养老服务机构的紧缺人才类别状况（多选） 

人才类型 
选择选项的机构数 

（个） 

调查的机构总数 

（个） 

选择率 

（%） 

护理员 232 271 85.6 

康复治疗师 113 271 41.7 

护士 94 271 34.7 

社会工作者 87 271 32.1 

心理咨询师 84 271 31.0 

医生 81 271 29.9 

基层管理人员 61 271 22.5 

健康管家 57 271 21.0 

2.受访者的工作强度和待遇状况 

养老服务行业是养老服务人才的主要就业领域，

是其实现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其支撑个人

和家庭消费的经济来源。养老服务人才在工作中既需

要付出辛苦，也需要获取回报。因此，养老服务人才

的工作内容、工作待遇及其社会保障情况成为养老服

务人才研究必不可少的方面。 

（1）养老服务人才日均工作时间偏长。如图 9，

工作时间在 8小时以内的受访者仅占 7%，其余的受访

者日均工作时间在 8 小时以上。其中，日均工作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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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受访者占比 43%，日均工作 10-12 小时的受访

者占比 29.3%，日均工作 12 小时以上的受访者占比

14.5%，还有 6.2%的受访者不分工作时间，需要保持随

叫随到的状态。从被调查者工作时间构成来看，大部

分养老服务受访者需要承受较长的劳动时间。 

 

图 9 受访者日均工作时间结构状况 

（2）养老服务人才照料老人的数量偏多。如图 10，

受访者一对一服务老人的比例只有 2.5%，一对多和集

体照料是更为普遍的照料模式。按照平均一名服务人

员照料 4 位老人的国家标准来看，部分养老服务人员

的照顾老人数量较多，一人照料 5-7 人和 8 人及以上

的人员共占比 44.5%，工作任务偏重。 

8小时以下
7.0% 8～10小时

43.0%

10～12小时
29.3%

12小时以上
14.5%

不分时间，随叫随到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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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受访者照料老人的数量状况 

表 3 受访者压力来源构成状况（多选） 

压力来源类型 
选择该选项人数 

（人） 

参与调查人数 

（人） 

选择率 

（%） 

不能及时照护亲人 847 2004 42.3 

老人及家属的认可度 784 2004 39.1 

照顾老人的人数和工作量 652 2004 32.5 

沟通能力 623 2004 31.1 

团队协作的紧密度 621 2004 31.0 

工作技能的熟练度 438 2004 21.9 

技能恐慌 170 2004 8.5 

未到退休年龄患上职业病

无法就业 
169 2004 8.4 

（3）难以维护亲情是养老服务人才最主要的压力

来源。如表 3，“不能及时照护亲人”得到 40%以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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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的认同，“老人与家属的认可度”“照顾老人的人

数和工作量”“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的紧密度”等

也都有超过 30%的受访者认同。“工作技能的熟练度”

“技能恐慌”和“未到退休年龄患上职业病无法就业”

三类压力来源的认同比例相对较低，但仍然是不可忽

视的工作压力来源。 

 

图 11 享受“五险一金”或者生活补贴的受访者占比状况 

（4）多数养老服务人才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社会

保障或福利，但覆盖面还需扩大。如图 11，至少可以

享受“五险一金”之一的受访者比例达到 63.5%，还有

10.3%的受访者表示可以得到生活补贴或者津贴，而

17.6%的受访者没有任何保险和补助，8.6%的受访者表

不清楚
8.6%

没有任何保险和补助
17.6%

生活补贴或津贴
10.3%

五险一金(至少一种)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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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对此不清楚。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受访者可

以享受到一定的保险和补助，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受访

者还尚未被覆盖，福利的覆盖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图 12 受访者的工资满意度状况 

（5）多数养老服务人才对工资收入满意度不高。

如图 12，受访者大多对自己的工资水平满意度较低，

34.5%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工资感到非常满意或比较满

意，40.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资水平一般，17%的

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资收入偏低，还有 8.4%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的工资收入与工作量不匹配。 

（6）养老服务人才经济状况不乐观。如图 13，在

2004 名受访者中，有 65.8%的受访者表示收入基本够

5.6

28.9

40.1

17.0
8.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单
位
：%



 

 

14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用，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经济比较困难或

非常困难，而仅有不足 8%的受访者表示经济比较宽裕

或非常宽裕。养老服务人才收入水平整体偏低是当前

的现实情况，逐步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收入水平是

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必要之举。 

 

图 13 受访者经济状况 

（7）养老服务人才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如图 14，

所调查的 2004名受访者中，认为自己生活“比较不幸

福”和“非常不幸福”的比例总共只有 2.3%左右。认

为自己生活满意度“一般”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到

47.2%，而认为自己生活“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

的受访者占比之和也超过了一半。总体而言，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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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较高。 

 

图 14 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状况 

3.受访者的培训状况 

专业化的技能培训是养老服务人才获得服务技能

的必要途径，培训的覆盖面和专业性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养老服务人员的工作技能水平。因此，本研究调查

了养老服务工作者现阶段参与培训的状况和问题。 

（1）多数养老服务人才都参与过岗前或在职培训。

如图 15，在 2004 名受访者中，有 58.1%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参加过岗前和在职培训，分别有 22.9%和 18%的受

访者表示自己只参加过在职培训或岗前培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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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都参与过至少一次相关的

培训。 

 

图 15 受访者参加培训的类别构成状况 

（2）养老服务人才的培训机构以自己所在机构为

主。如表 4，69.6%的受访者表示参与过自己工作的机

构的培训，41.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参与过民政部门或

者其委托机构的培训，23.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参与过

其他社会机构的培训，而参与过职业院校和医疗卫生

部门或其委托机构培训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11.5%和

11.2%，参与过其他机构培训的受访者占比 0.8%。从参

与培训的机构来看，本单位是最主要的培训组织部门，

而民政部门和医疗卫生部门也为培训发挥了一定作用，

岗前培训
18.0%

岗前和在职

都有
58.1%

在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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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阶段受访者参与专业医疗机构和职业院校培训的

比例相对较低，培训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表 4 受访者参与培训的机构状况（多选） 

培训组织机构 
选择此选项人数 

（人） 

访问总人数 

（人） 

选择率 

（%） 

自己工作的机构 1395 2004 69.6 

民政部门或其委托机构 824 2004 41.1 

其他社会培训机构 465 2004 23.2 

职业院校 231 2004 11.5 

医疗卫生部门 

或其委托机构 
224 2004 11.2 

其他 17 2004 0.8 

（3）基础性的医疗和生活照料是养老服务人才最

需要的培训内容。如表 5，受访者对“您认为应该加强

养老服务人才哪些方面的培训”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

中，对于“医”和“养”两方面有继续培训需求的受

访者均超过一半，“老年病预防与照护”是受访者需求

最集中的培训内容，70%的受访者认为应继续加强该方

面的培训；其次“基础护理”和“生活照料”两个方

面的培训也有超过 60%的受访者认为需要继续加强，

一半左右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加强“心理慰藉”“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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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健康管理”和“营养膳食”等方面的培训，其

余例如“保健养生”“服务礼仪与伦理”“社会工作”

“经营管理”等方面也有一些受访者表示还需要通过

继续培训加以强化。整体来看，基本的医疗服务和生

活照顾是需要重点强化的培训项目。 

表 5 受访者认为自身仍应加强的培训内容状况（多选） 

培训内容 
选择此选项人数

（人） 

调查总人数 

（人） 

选择率 

（%） 

老年病预防与照护 1403 2004 70.0 

基础护理 1291 2004 64.4 

生活照料 1287 2004 64.2 

心理慰藉 1191 2004 59.4 

康复护理 1106 2004 55.2 

健康管理 1093 2004 54.5 

营养膳食 987 2004 49.3 

服务礼仪与伦理 725 2004 36.2 

保健养生 725 2004 36.2 

社会工作 594 2004 29.6 

经营管理 493 2004 24.6 

4.受访者的职业发展状况 

对养老服务机构而言，养老服务人才是养老服务

机构的宝贵资源，养老服务人才的发展是机构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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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收获财富的基础。对养老服务从业者而言，

实现职业发展是个人获取更高收入和实现自身价值的

必由之路。因此，本研究还调查了养老服务人才发展

情况。 

表 6 受访者择业原因构成状况 

受访者择业原因 
选择人数 

（人） 

参与调查总人数 

（人） 

选择率 

（%） 

养老服务工作有发展前景 387 2004 19.3 

爱好、喜爱和老年人相处 265 2004 13.2 

工作地点合适 367 2004 18.3 

收入比较稳定 451 2004 22.5 

与所学专业相符 178 2004 8.9 

为了生存，当作谋生手段 236 2004 11.8 

单位有五险一金保障 

或生活补贴 
104 2004 5.2 

其他 16 2004 0.8 

（1）客观的经济原因是养老服务人才选择养老服

务行业的主要原因。如表 6，主观自愿的择业原因例

如“认为养老服务工作有发展前景”的受访者占比达

19.3%，认为该工作是“爱好、喜欢和老年人相处”的

受访者占比达到 13.2%，认为该工作“与所学专业相

符”的受访者占比达到 8.9%。客观的经济原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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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工作“收入比较稳定”的受访者占比 22.5%，

“为了生存，当作谋生手段”的受访者占 11.8%，认为

“工作地点合适”的受访者占比 18.3%，认为“单位

有五险一金保障或生活补贴”的受访者占比 5.2%。总

体上，主要因为客观经济因素选择从事该职业的受访

者占比更高。 

 

图 16 家庭成员支持受访者择业的原因状况（多选） 

（2）经济原因也是家庭成员支持养老服务人才从

事养老服务业的主要原因。如图 16，54.6%的受访者得

到家人支持的原因是“收入稳定”，其次认为养老服务

业是“爱心事业”也是其家人支持其从业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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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占比达 46.2%。此外，“离家近”“就业上岗容易”

“缴纳社会保险”等原因也得到了较多受访者家庭的

支持，但“福利待遇不错”这一选项的支持者相对较

低。 

表 7 受访者对自身发展的看法（多选） 

对自身发展的看法 
选择此选项人数 

（人） 

调查总人数 

（人） 

选择率 

（%） 

缺少职业奖补 989 2004 49.4 

缺乏专业指导 860 2004 42.9 

缺少晋升途径 614 2004 30.6 

无职业规划 576 2004 28.7 

职称评审渠道不畅 202 2004 10.1 

（3）养老服务人才对自身职业发展有不同的看法。

如表 7，49.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缺乏职业奖补，42.9%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职业缺乏专业指导，30.6%的受访

者表示缺乏职业晋升途径，28.7%的受访者表示缺乏职

业规划，还有 10.1%的受访者表示面临职称评审渠道

不畅的问题。职业待遇、职业晋升与职业发展问题需

要得到有关方面的充分重视。 

（4）人力资源供给不足是养老服务机构面临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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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人才发展问题。如表 8，本次调查的 271 家养

老服务机构中，74.9%的机构存在人力资源供应不足的

问题，养老服务人才短缺的严重性可见一斑；人员专

业化程度低和流动性强的机构分别占比 64.2%，人员

职业培训不足的机构占比 46.5%；人员缺乏社会认同

感、缺乏职业发展空间的机构比例分别达到 56.8%和

34.3%。从调查结果可知，现阶段养老服务机构面临的

人才发展问题众多，人力资源供给不足问题将成为制

约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 8 受访者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多选） 

问题 
回答此选项的机构数 

（个） 

调查的机构

总数 

（个） 

选择率 

（%） 

人力资源供应不足 203 271 74.9 

专业化程度较低 174 271 64.2 

人才流动性较大 174 271 64.2 

缺乏社会认同感 154 271 56.8 

职业培训不足 126 271 46.5 

缺乏职业发展空间 93 271 34.3 

（5）养老服务人才对所期望的激励措施态度不一，

关于绩效和收入的激励措施更受欢迎。如图 17，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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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所期望的激励措施反馈结果比较分散，其中“健

全绩效考核”和“设置年资津贴”两项措施的支持者

超过一半，“设置等级津贴”“开展优秀人才评选”“设

置项目分红或岗位分红”这三项措施的支持者超过

40%，“举办技能竞赛”这一措施的支持者占 34.7%。 

 

图 17受访者对激励措施的期望分布状况 

（6）提高待遇是养老服务人才呼声最高的诉求。

首先，如图 18，提高工资待遇的支持者达到 71.1%。

其次，加强养老服务行业宣传也成为受访者呼吁的重

要措施，其支持者达到 62.8%。此外，建立健全职业资

格制度、提高权益保障、加强心理疏导这三项措施的

支持者也都达到 45%左右。最后，增设相关学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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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关支撑评价体系两项措施的支持者也都超过了

30%。受访者对这些措施的反馈结果反映出养老服务人

才待遇和保障不足、社会认可度低、职业晋升和发展

渠道不畅等现实问题。 

 

图 18 受访者职业发展的建议状况 

本研究综合以上调查结果认为：养老服务人才发

展存在政策支持乏力、培养规划不清晰、职业培训不

规范、激励机制缺失、行业标准欠缺、社会认知度低

等问题。破解养老服务人才发展难题需要完善顶层设

计，强化政策保障；明确人才培养方向，夯实人才基

础；强化职业培训，提升人才素质；完善激励措施，

拓宽人才渠道；健全人才制度，拓宽职业空间；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养老服务人才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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