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4期 总第117期
2023年8月

日间照料服务也叫托老服务，是指在社区为老

人提供一个照护场所，老人白天入托，由工作人员

照料日常生活，晚上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的一种养老

模式。研究表明，日间照料服务为老人提供了日常

生活所需的社会互动［1］，能提高老人幸福感［2］，改善

老人睡眠习惯［3］，减少家庭照顾者的压力［4］，并有助

于改善照顾者和老人之间的关系［5］。《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年要

实现符合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

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

至今，我国日间照料服务发展还存在供需不匹

配等诸多问题：一方面，部分老人的需求缺乏有效

供给，另一方面，日间照料中心的供给存在无人买

单、利用率低的现象［6］。日间照料中心如何真正实

现“家门口的养老”愿景，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既

有发展初期相关部门对日间照料中心服务模式仍

在摸索的原因，也有资金来源单一、投入不足的原

因［7］。结合国际经验及我国实际，日间照料服务采

取政府补贴+老人自付的模式，既有利于缓解老人

的负担，也能够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通过付

费项目厘清老人真实需求，是能够实现日间照料长

期运营的有效模式。因此，了解居民对日间照料服

务的购买意愿和支付意愿，可以为政府决策和制定

补贴标准制定参考依据，从而更合理化地利用财政

资金并保障老人的权益。

购买意愿指消费者愿意实施某购买行为的概

率，即是否愿意购买日间照料服务。支付意愿是消

费者接受某消费产品所愿意支付的金额，反映了消

费者对该产品的个人估价，即愿意为日间照料服务

支付多少金额。本研究聚焦于广东省东莞市X镇，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在该镇对 60岁以上的老人和

家中父母为60岁以上的成年子女展开问卷调查，研

究该镇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购买意愿、支付意愿及

其影响因素。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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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CVM）通过利用征询问题的方式诱导人们对

公共物品的偏好，并导出人们对此物品的保存和改

善最大意愿支付值（WTP），是测量支付意愿的最主

要方法［8］。 其中支付卡法便于问题的理解，可以降

低拒答率［9］，本研究拟采用支付卡式展开研究，即列

出一组支付投标金额，由受访者从中选择最大支付

意愿值，情境设定为对被调查项目的内容和功能进

行详细介绍之后询问支付意愿。

一、对象和方法

（一）调查对象

老人是日间照料中心的主要需求群体，但不可

忽视的是，在中国，受孝道文化的影响，成年子女对

老人的许多养老决策产生重要影响［10］，因此，结合

中国的家庭伦理、家庭权力关系特征，养老决策的

相关研究必须从参与者主体（老人）扩展到成年子

女这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和决策影响者。因而，本

研究将老人及成年子女均纳入，纳入标准为在东莞市

居住半年以上的60岁以上老人及家中父母为60岁以

上的成年子女。

调查时间为2022年9月15日—11月15日。考

虑到部分老人的受教育程度及公众对日间照料的

了解度不高等因素，本调研采取具备专业知识的调

研人员和被调研者一对一访谈的形式，且问卷由调

研人员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填写。

（二）问卷设计

问卷经课题组讨论、专家咨询后拟定，由三部

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主要基于

安德森卫生服务可及性理论拟定了老人问卷和成

年子女问卷的个人信息部分，针对老人的问卷主要

了解其个人情况、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家庭情况；

针对成年子女的问卷主要了解其个人信息、父亲/母
亲的健康状况、父亲/母亲的经济状况、父亲/母亲受

子女的照护情况；第二部分是购买意愿，指居民是

否愿意购买日间照料服务；第三部分是支付意愿，

指假设在有需求的条件下，消费者愿意为日间照料

服务支付的最大金额［11］。

支付意愿是调查的主体部分，采用条件价值评

估法的支付卡式。本研究在考察了东莞市常平镇、

厚街镇日间照料中心收费以及企石镇、塘厦镇、道

滘镇和清溪镇居家养老服务收费的基础上，初步确

定了调查价格的参考范围值。

（三）样本量的确定

通过公式计算抽样调查的样本数量，在误差不超

过e的情况下所需样本数量（n）的计算公式为［12-13］：

n= Z 2
a/2P(1 -P)

e2

P为愿意支付的概率，设定为 1/2，本研究采用

0.95（1-e）的信赖水准，由计算公式可得问卷样本数

n=384，拟发放问卷400份。

（四）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SPSS 25.0软件，购买意愿采用卡方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多

因素分析；支付意愿采用 U/H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

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共发放 400份问卷，回收 400份，应答率 100%。

剔除数据不完整及明显逻辑矛盾的无效问卷，最终

获得392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8%。

（一）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

1. 总体购买意愿

调研对象中有 251人愿意购买日间照料服务，

占比64.03%，141人不愿意购买，占比35.97%。

2. 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进行交叉分析和 Pearson卡方检验，其中购买

意愿为因变量，对各因素与购买意愿的相关性进行

分析。经过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后，相关性结果

如表 1所示。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中老人子女

数量、老人是否有子女在本市、老人是否与子女同

住、户籍、受教育程度、结余情况与日间照料服务购

买意愿相关。

3. 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将经单因素分析后有统计学意义的6个变量进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买意愿与

教育程度、结余情况及老人子女数量相关。教育程

度更高的更愿意选择日间照料服务，教育程度为小

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对日间照料服

务的购买意愿分别是没上过学调查对象的 1.85倍

（P=0.283）、1.91 倍（P=0.226）、3.89 倍（P=0.016）、

8.47倍（P=0.001）及13.84倍（P<0.001）；受访者结余越

多的购买意愿越强，结余1~1 000元、1 001~2 000元、

2 001~3 000元、3 000元以上的居民对日间照料服

务的购买意愿分别是没有结余居民的 2.30倍（P=
0.036）、3.95倍（P=0.002）、2.84倍（P=0.022）及1.37倍
（P=0.327）；子女数量越多的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

的购买意愿越弱，老人子女数量为 2个、3个、4个、

4个以上的购买意愿与子女数量为 1个的比值为

0.45（P=0.109）、0.46（P=0.131）、0.31（P=0.033）及

0.12（P=0.004）。具体见表2。
（二）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1. 支付意愿

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月支付意愿集中在3 000
元以下，其中1 500元选择的人数最多，占比18.37%，

如图1所示。根据支付意愿的分布频率图可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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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居民对日间照料包月服务的支付意愿期望值，其

数学公式为：

E（WTP）=∑
i = 1

n

AiPi

Ai为投标数额，Pi为受访者选择该数额的概率，n

为可供选择的数额数，为12。除去零支付意愿，正支

付意愿的数学平均值E（WPT）=2 127.2元/月。本研

究利用该值代表人均日间照料服务月支付意愿值［14］。

2.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利用 SPSS 25.0软件进行探索分析后，受访者

日间照料包月服务支付意愿值不符合正态分布，因

此单因素分析使用非参数检验（U检验或者 H 检

验），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家庭身

份、户籍、流动情况、教育程度、老人健康情况、是否

独自居住、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老人结余情况、子

女结余情况（P均<0.05）。
3.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将日间照料包月服务支付意愿值经单因素分

析后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法（α入=0.05、α出=0.10）进一步分析影

响因素。共线性结果显示，容忍值>0.5，方差膨胀因

子（VIF）<5，说明回归方程中的各个变量之间无共

线性问题。

多因素结果分析显示（表3），有统计学意义的有

家庭身份

性别

户籍

流动情况

教育程度

结余情况

老人是否有退休金及养老金

老人是否有子女资金支持

老人是否有退休后劳动收入

老人健康情况

成年子女（60岁及以下）
老人（60岁以上）

男
女

农村
城市

户籍在东莞市内
户籍在东莞市外广东省内
户籍在广东省外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每月结余3 000元以上
每月结余2 001~3 000元
每月结余1 001~2 000元
每月结余1~1 000元
没有结余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很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不好
很不好

164（64.8）
089（62.6）
109（60.6）
142（67.0）
161（59.0）
090（75.6）
091（65.9）
050（65.8）
110（61.8）
008（36.4）
031（50.8）
061（53.0）
051（67.1）
046（82.1）
054（87.1）
109（65.7）
026（68.4）
040（78.4）
038（62.3）
038（50.0）
124（67.4）
127（61.1）
093（58.9）
158（67.5）
057（61.3）
194（64.9）
045（68.2）
103（64.4）
079（63.2）
020（54.1）
004（100.0）

87（35.2）
52（37.4）
71（39.4）
70（33.0）

112（41.0）
29（24.4）
47（34.1）
26（34.2）
68（38.2）
14（63.6）
30（49.2）
54（47.0）
25（32.9）
10（17.9）
8（12.9）

57（34.3）
12（31.6）
11（21.6）
23（37.7）
38（50.0）
60（32.6）
81（38.9）
65（41.1）
76（32.5）
36（38.7）

105（35.1）
21（31.8）
57（35.6）
46（36.8）
17（45.9）
0（0）0.0

0.660

0.186

0.002

0.702

<0.001

0.020

0.192

0.080

0.528

0.356

变量 /分组
选择人
次（%）

不选择
人次（%） P值

老人慢性病情况

老人自理情况

老人子女数量

老人是否有子女在同个城市

老人多久见一次子女

老人是否独自居住

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

老人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

有
无
不清楚

完全自理
需要部分帮助
需要极大帮助
完全依赖

1个
2个
3个
4个
4个以上

是
否

每天
2~3天一次
一周/两周一次
一月一次
几个月一次
一年一次
几年一次
不确定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53（67.4）
092（59.7）
006（54.5）
220（63.0）
025（75.8）
003（50.0）
003（75.0）
040（87.0）
095（65.1）
069（63.9）
038（52.8）
009（45.0）
180（61.0）
071（73.2）
061（60.4）
028（60.9）
025（65.8）
014（53.8）
077（72.6）
039（63.9）
004（44.4）
003（60.0）
023（69.7）
228（63.5）
132（59.5）
119（70.0）
074（59.2）
177（66.3）

74（32.6）
62（40.3）
5（45.5）

129（37.0）
8（24.2）
3（50.0）
1（25.0）
6（13.0）

51（34.9）
39（36.1）
34（47.2）
11（55.0）

115（39.0）
26（26.8）
40（39.6）
18（39.1）
13（34.2）
12（46.2）
29（27.4）
22（36.1）
5（55.6）
2（40.0）

10（30.3）
131（36.5）
90（40.5）
51（30.0）
51（40.8）
90（33.7）

0.126

0.417

<0.001

0.030

0.329

0.478

0.031

0.173

变量 /分组
选择人
次（%）

不选择
人次（%） P值

表 1 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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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支付意愿：3.06%
5 000元：4.08%

4 000元：2.55%
3 500元：2.55%

500元：9.69%

1 000元：13.27%

1 500元：18.37%

2 000元：13.27%
2 500元：15.05%

3 000元：15.56%

图 1 日间照料服务月支付意愿情况

4个变量：教育程度、老人健康状况、受访者结余情况

及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日间照

料服务的支付意愿越高，结余更多时居民对日间照料

服务会产生更高的支付意愿。但老人健康状况较差

时并没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老人无子女提供照料时对

日间照料包月服务的支付意愿反而更低。

三、讨 论

（一）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情况

购买意愿调查中，392位对象中有251人愿意购

自变量

户籍（城市）
教育程度（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大学及以上

结余情况（没有结余）
结余1~1 000元
结余1 001~2 000元
结余2 001~3 000元
结余3 000元以上

老人与子女同住
老人有子女在本市
老人子女数量（1个）

2个
3个
4个
4个以上

常量

β

0.288
0.614
0.646
1.359
2.136
2.628
0.834
1.374
1.042
0.315

-0.512
-0.182
-0.809
-0.783
-1.172
-2.105
0.104

SE

0.283
0.572
0.533
0.563
0.640
0.675
0.397
0.449
0.456
0.322
0.308
0.368
0.505
0.518
0.550
0.721
0.752

Wald
1.032

30.529
1.152
1.469
5.833

11.130
15.162
13.380
4.404
9.385
5.223
0.959
2.766
0.245
9.901
2.563
2.282
4.537
8.521
0.019

P

0.310
<0.001
0.283
0.226
0.016
0.001

<0.001
0.010
0.036
0.002
0.022
0.327
0.096
0.621
0.042
0.109
0.131
0.033
0.004
0.890

Exp（B）

1.333
1.847
1.908
3.892
8.465

13.841
2.302
3.952
2.835
1.370
0.600
0.834
0.445
0.457
0.310
0.122
1.110

95%CI
0.765~2.323
0.602~5.666
0.671~5.428
1.292~11.725
2.413~29.689
3.688~51.951
1.057~5.017
1.641~9.521
1.160~6.930
0.730~2.573
0.328~1.096
0.405~1.715
0.165~1.199
0.166~1.262
0.105~0.911
0.030~0.501

表 2 购买意愿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常量
教育程度
老人健康状况
受访者结余情况
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

偏回归系数

1.816
0.547

-0.305
0.245
0.799

标准化回归系数

—
0.320

-0.112
0.158
0.150

t
3.670
6.736

-2.331
3.267
3.165

P
<0.001
<0.001
0.020
0.001
0.002

共线性统计量
容忍值

—
0.912
0.900
0.879
0.913

VIF
—

1.097
1.111
1.137
1.096

表 3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买日间照料服务，占比 64.03%，但其购买意愿大多

以子女难以为老人提供养老支持为前提，即日间照

料服务有其适宜的服务对象——难以从家庭获取

养老支持的老人。这既反映出我国居民的养老观

念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也反映出空巢老人、独居

老人很可能是日间照料服务的重点服务对象。但

分析结果显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及其成年子女

并没有明显的购买日间照料服务的倾向，这可能与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养老院、保姆上门护理等可以全

天提供照料服务的养老模式有关［15-16］。

居民的购买意愿主要受教育程度、收支情况

及子女数量影响。安德森卫生服务可及性理论提

出，如果影响因素主要是人口倾向性特征（如年

龄、性别）、服务需要（如健康或失能状况）因素，则

是平等的可及性；如果影响因素主要是倾向特征

因素（如教育程度、种族）或使能资源（如收入水

平、服务供给可能性），就是不平等的可及性。本

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支状况对居民的购买意愿

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了日间照料服务不平等的可

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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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情况

支付意愿调查中，人均日间照料服务月支付意愿

值为2 127.2元，可以看出居民对于养老问题的重视

和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认可，但日间照料中心包月服务

支付意愿期望值低于市场参考定价（2 500元/月），可

见东莞市日间照料服务的持续发展需要政府予以

一定的补贴。

居民的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老人健康状况、

受访者收支情况及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的影响。

这一结论也与Mirowsky等［17］观点一致。教育程度

越高，更加愿意接受日间照料服务这种能够保持和

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受访者结余越高，对日间照

料服务的支付意愿也越高。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

更高、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地区日间照料服务的支

付意愿也会更高，日间照料服务更容易得到发展和

认可。但分析发现当老人健康状况较差时并没有

更高的支付意愿，老人无子女提供照料时居民对日

间照料包月服务的支付意愿反而更低，这可能与居

民对日间照料服务的不了解、不信任有关。目前老

人难以从家庭获取养老支持时更多地是选择去养

老院，政府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和宣传普及不到

位，较少人了解及选择日间照料中心。同时居民大

多认为日间照料中心主要是提供基础照护服务，当

身体状况较差、有慢性病时更愿意选择专业医院或

请专业的护工照顾。

（三）日间照料服务在东莞市的发展潜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月结余在

2 000元以上。根据《2021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东莞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62 126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63 740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
188元。因此东莞市居民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综

合来看，东莞市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总体选择意愿

较高，大多数居民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在有需要

的假设前提下为日间照料服务支付的意愿也较高，

因此日间照料中心在东莞市具有一定的发展潜

力。且居民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平更高、文化

氛围更为开放的城市可能更适合日间照料中心服

务的发展，也会得到更多居民的选择。

通过综合分析日间照料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情

况，可以发现目前东莞市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存在

着较为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的情况，老人具有较强

支付意愿的医疗保健服务在东莞多数镇街尚未提

供或仅有基础医疗服务，难以充分满足老人的需

求。除此之外日间照料中心还面临着定位不明晰

的问题，部分居民觉得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医疗

保健服务并不值得信任，更愿意选择医院及专业

的心理咨询机构。因此日间照料服务的发展首先

需要解决好定位问题和供需失衡问题，才能发挥

自身独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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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urchase and payment intention of day care services in a
town of Dongguan

CHEN Jiaqi1，YIN Yonghong1，ZHANG Leiyu1，ZHANG Yuyingdong1，CHEN Xiaochang2，3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3.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Public Health
Policy Research and Cooperation Center，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Dongguan 523808，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in a town of Dongguan by adopting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22. The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one ⁃ to ⁃ one questionnaire
surveys on the basic information，purchase intention and payment intention of home ⁃ based elderly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for daycare service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 demand of residents for day care serv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daycare in Dongguan. The chi⁃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rchase intention. U/H test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yment inten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51 of the 392 respondents
were willing to purchase daycare services，accounting for 64.03% . The average monthly payment value of
daycare services was 2 127.2 yua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residents is affected by education level，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Residents’willingness to pay for daycare was influenced by
education level，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respondents and whether they had
children to provide care. The study found that daycare service has a particular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Dongguan.

Key words：daycare；conditional valuation method；purchase intention；willingness to pay；elderly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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