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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2016年 6月 27日国家首批长期护理保

险试点城市名单的公布，安徽省安庆市政府立即开

展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建立和发展工作。现政策

实施已有两年之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截至2019
年7月，参保职工已达23.8万人，累计新增符合待遇

标准人数达 597人，累计享受待遇人数 448人。参

保人的满意度调查在保险政策评价中作用显著，既

可以作为重要指标来衡量当前保险政策实施现状，

同时可作为未来保险政策调整的方向性目标。本

研究通过对安庆市市区内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

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的满意

度，明确参保人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为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庆市市区内

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具体方法

为：按照地理区位将安庆市划分为大观区、迎江区、

宜秀区，然后在各个区分别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并发

放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在安庆市大观区、

迎江区、宜秀区分别发放问卷120份、160份、120份，

共计发放问卷400份，其中有效问卷383份，有效率

为95.75%。

（二）研究内容

调查内容有四个部分：① 参保人的基本信息

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等。② 参保

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知晓情况，包括参保原因、是

否了解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了解途径等。③ 参保人

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需求利用情况，包括身体状

况、照护服务在生活中的地位、是否享受了长期护

理保险待遇等。④ 长期护理保险对参保人的影响，

包括照护支出是否成为生活重担、对长期护理保险

发展的信心、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总体评价等。

（三）资料处理与分析

运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通过 SPSS22.0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安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

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分析（χ2 检验）和

多因素分析（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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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 果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383名调查对象中，男性、女性分别占36.00%和

64.00%；年龄在 60岁以上的居多，占 77.80%；婚姻

状态中已婚者占50.91%；文化程度初中和大专及以

上者较多，分别占 30.81%和 39.16%；个人月收入和

个人月支出中以 2 001~4 000元的人数最多，分别

占 67.10%和 52.48%；子女个数为 0 者最少，占

19.30%（表1）。

（二）长期护理保险的知晓情况

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知晓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383名调查对象中仅有 208名了解，知晓率为

54.31%，相对较低；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原因占比

最高的前 3位分别是医保直接扣除（32.38%）、单位

代缴（31.85%）、可以报销或减免费用（26.11%）；了

解途径主要是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医院和养老院

等宣传、社区宣传及听他人说等方式，其中医院和

养老院宣传的了解途径占比最高，为60.58%（表2）。

变量

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原因

是否了解长期护理保险

了解途径

单位代缴

可以报销或减免费用

响应政府号召

周围人都参加了

医保直接扣除

不了解

了解

电视、手机等新闻媒体

医院、养老院等宣传

社区宣传

听他人说

数量

122
100
034
003
124

175
208

049
126
011
022

构成比（%）

31.85
26.11
08.88
00.78
32.38

45.69
54.31

23.56
60.58
05.29
10.58

表2 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知晓情况

（三）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的需求利用情况

本次调查的参保人中，基本能够自理者占比最

高，占 30.03%；认为照护服务在（晚年）生活中的地

位非常重要的有216名，占比为56.40%；在383名调

查对象中有92名享受过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占比为

24.00%（表3）。

变量

身体状况

照护服务的地位

是否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健康

基本能够自理

部分能够自理

完全不能自理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

比较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是

否

数量

083
115
081
104

216
142
014
011
000

092
191

构成比（%）

21.67
30.03
21.15
27.15

56.40
37.08
03.67
02.87
00.00

24.00
76.00

表3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的需求利用情况

变量/分组

性别

年龄

婚姻

文化程度

个人月均收入

个人月均支出

子女个数

男

女

30岁及以下

31~45岁
46~59岁
60~69岁
70~79岁
80岁及以上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2 000元以下

2 001~4 000元
4 001~6 000元
6 001~8 000元
8 001~10 000元
10 000元以上

1 000元以下

1 001~2 000元
2 001~4 000元
4 001~6 000元
6 001~8 000元
8 000元以上

0个
1个
2个
3个及以上

数量

138
245

021
033
031
092
094
112

037
195
031
120

067
118
048
150

025
257
090
007
000
004

018
088
201
053
009
014

074
099
113
097

构成比（%）

36.00
64.00

05.48
08.62
08.09
24.02
24.54
29.24

09.66
50.91
08.09
31.33

17.50
30.81
12.53
39.16

06.53
67.10
23.50
01.83
00.00
01.04

04.70
22.98
52.48
13.84
02.35
03.66

19.30
25.85
29.50
25.33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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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满意度

在本次研究中，383名调查对象认为参保后对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或有一定提高的人数及占比分

别为177名（46.21%）、179名（46.74%）；88.25%的参

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有信心；对长期护理保

险的满意人数占比为86.16%，不满意的人数占比为

13.84%。总体而言，对现行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参保人的满意度不是很高（表4）。

变量

长期护理保险带来的影响

发展的信心

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总体评价

明显提高

有一定提高

基本没影响

有一定降低

明显降低

非常有信心

比较有信心

一般

比较没有信心

非常没有信心

不满意

满意

数量

177
179
027
000
000

139
199
032
005
008

53
330

构成比（%）

46.21
46.74
07.05
00.00
00.00

36.29
51.96
08.36
01.31
02.09

13.84
86.16

表4 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评价情况

1. 单因素分析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满意度的单因素分析是

以是否满意为因变量，将参保人的基本情况和相关

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可能影响因素的范围，包括性

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个人月均收入、个人月均

支出、家庭常住人口、子女个数、身体状况、照护支

出占家庭支出比、照护支出是否是重担、照护服务

的地位、是否知晓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否享受长

期护理保险待遇、长期护理保险带来的影响、发展

信心等。从单因素分析结果来看，长期护理保险参

保人对保险的满意程度与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

度、个人月均收入、个人月均支出、子女个数、身体

状况、是否知晓长期护理保险、照护服务的地位、是

否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照护支出是否成为生活

重担、长期护理保险带来的影响和发展信心等因素

有关（P < 0.05，表5）。
2. 多因素分析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满意度的多因素分析是

以是否满意为因变量，其中令“否”为0，“是”为1，并
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因

素二项Logstic回归模型中，在分析过程中自变量是

以赋值最低的作为参照，变量名及编码见表 6。使

用非条件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

况、身体状况、是否知晓长期护理保险、照护支出是

否是重担和护理服务的地位等6个因素与长期护理

因素

性别

年龄

婚姻

文化

个人月均收入

个人月均支出

子女个数

χ2值

04.528
16.180
07.922
25.364
34.140
30.021
18.735

P值

0.033
0.006
0.048

＜0.001
＜0.001
＜0.001

0.001

因素

身体状况

是否知晓长期护理保险

照护服务的地位

是否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照护支出是否是重担

长期护理保险带来的影响

发展信心

χ2值

35.308
24.858
27.180
13.817
17.848
15.238
30.501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5 参保人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保险满意度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根

据分析结果可知，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女性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满意程度是男性参

保人的3.061倍；已婚、离异和丧偶的参保人对长期

护理保险的满意程度分别是未婚参保人的 0.065
倍、0.054倍、0.040倍；基本能够自理、部分能够自理

及完全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满意

程度分别是身体健康参保人的 1.647倍、13.778倍、

11.521倍；知晓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参保人对长期

护理保险的满意程度是不知晓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参保人的 3.743倍；认为护理服务在生活中比较不

重要的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满意程度是认为

护理服务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参保人的 0.050倍；

认为照护不会成为生活重担的参保人对长期护理

保险的满意程度是照护会成为生活重担的参保人

的3.743倍（表7）。

三、讨 论

（一）长期护理保险满意度影响因素探讨

分析发现，性别和婚姻状况均是长期护理保险

参保人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女性参保人的满意度是

男性参保人的3倍多，其原因可能是男性承担着家庭

经济的主要压力，工作更为辛劳，对健康的消耗也更

大，故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对政策的满意度［1］。以未

婚的参保人为参照，已婚、离异和丧偶的参保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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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的满意程度更低，究其原因，可能是

已婚的参保人有配偶相伴，精神慰藉和生活照顾更

为充足，对政策提供的服务要求更高，这与戴卫东

等［2］对上海市失能老人长期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及其

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离异和丧偶的参

保人较未婚的参保人对政策的满意度低可能是因

为内心受过创伤，故对相关事物的评价都较为悲

观，但这一点还需进一步论证。

此外，参保人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知晓情

况对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知晓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

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满意程度是不知晓者的

3.743倍，即知晓程度越高，满意度越高。但从调查

结果来看，安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了解政策的

人数占比仅为54.31%，说明安庆市在推进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的试点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参保

原因方面，调查人数的64.23%都是通过单位代缴或

医保直接扣除等被动方式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因此

并不是他们参与意愿的真实表现；从了解途径来

看，养老院和医院的宣传占 60.58%，说明参保人对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认知主要依赖于养老院等机

构，另外社区和电视媒体的宣传较少，需要进一步

加强［3］。

分析显示，相比认为照护服务在生活中非常重

要的参保人，认为照护服务在生活中比较不重要者

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满意程度更低，说明健康意识和

对照护服务的重视程度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参

保人对政策的满意度。相比身体状况健康的参保

人，基本能够自理、部分能够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

的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满意度较高，其原因可能

是身体状况较差的人群发生疾病、伤残、失能等事

件的危险性较健康人群大，故对长期护理服务的需

求高［4］。长期护理保险对于满足待遇条件的参保人

变量

X1-2

X3-2

X3-3

X3-4

X8-3

X8-4

X9-2

X10-4

X12-2

B

1.119
-2.729
-2.920
-3.220
2.623
2.444
2.085

-2.990
1.320

SE
0.454
0.894
1.121
1.071
0.750
0.917
0.501
0.811
0.382

Wald
6.071
9.314
6.778
9.045

12.247
7.111

17.339
13.603
11.936

P值

0.014
0.002
0.009
0.003
0.000
0.008
0.000
0.000
0.001

Exp（B）
3.061
0.065
0.054
0.040

13.778
11.521
8.044
0.050
3.743

OR（95%CI）
1.257 ~ 7.455
0.011 ~ 0.377
0.006 ~ 0.489
0.005 ~ 0.326
3.171 ~ 59.867
1.911 ~ 69.456
3.015 ~ 21.460
0.010 ~ 0.246
1.770 ~ 7.914

表7 参保人满意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影响因素

性别

年龄

婚姻

文化程度

个人月均收入

个人月均支出

子女个数

身体状况

是否知晓长期护理保险

护理服务的地位

是否享受长期护理保险

照护支出是否是重担

长期护理保险带来的影响

发展信心

变量名及编码

X1-1：男=1；X1-2：女=2
X2-1：30岁及以下=1；X2-2：31~45岁=2；X2-3：46~59岁=3；X2-4：60~69岁=4；X2-5：70~79岁=5；X2-6：80岁
及以上=6
X3-1：未婚=1；X3-2：已婚=2；X3-3：离异=3；X3-4：丧偶=4
X4-1：小学及以下=1；X4-2：初中=2；X4-3：高中或中专=3；X4-4：大专及以上=4
X5-1：2 000元以下=1；X5-2：2 001~4 000元=2；X5-3：4 001~6 000元=3；X5-4：6 001~8 000元=4；
X5-5：8 001~10 000元=5；X5-5：10 000元以上=6
X6-1：1 000元以下=1；X6-2：1 001~2 000元=2；X6-3：2 001~4 000元=3；X6-4：4 001~6 000元=4；
X6-5：6 001~8 000元=5；X6-5：8 000元以上=6
X7-1：0 =1；X7-2：1 =2；X7-3：2=3；X7-4：3个及以上=4
X8-1：健康=1；X8-2：基本能够自理=2；X8-3：部分能够自理=3；X8-4：完全不能自理=4
X9-1：不知晓=1；X9-2：知晓=2
X10-1：非常重要=1；X10-2：比较重要=2；X10-3：一般=3；X10-4：比较不重要=4；X10-5：非常不重要=5
X11-1：是=1 ；X11-2：否=2
X12-1：会=1；X12-2：不会=2
X13-1：明显提高=1；X13-2：有一定提高=2；X13-3：基本没影响=3；X13-4：有一定降低=4；X13-5：明显降
低=5
X14-1：非常有信心=1；X14-2：比较有信心=2；X14-3：一般=3；X14-4：比较没信心=4；X14-5：非常没信心=5

表6 参保人满意度影响因素变量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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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给予现金补贴、护理服务等补偿方式，所以可

以使部分身体状况较差的参保人享受到政策待遇，

故这类人群满意度较高。此外，在保险满意度的单

因素分析中，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参保人满意

度是未享受待遇的13.81倍，也证实了上述观点。

调查还发现认为照护不会成为生活重担的参

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满意度较认为照护会

成为生活重担的参保人高，原因可能是认为照护服

务不会成为生活重担的参保人经济条件较好，可以

自由利用经济资源购买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照料

服务，从而提升保险的满意度，这与史薇等［5］的研究

结论相同。

（二）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针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

安庆市的发展与扩面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创新宣传方式，增强参保人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的政策认知

政策的认知是进行政策评价的必要前提，只有

在全面了解政策内涵的条件下才能对现行的政策

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6-7］。调研结果也证实了知晓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参保人满意度远高于不知晓

的参保人。因此，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机构应积极探

索政策宣传途径上的创新，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公

共场所、职工单位等媒介，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

人群的宣传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阵地［8］。其次，创

新和丰富宣传方式，尤其是重点考虑调查中参保人

认为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和与居民接触频繁的传播

媒体，如电视、手机等，或是将长期护理保险知识拍

成公益广告等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进行播放；或是开

展社区长期护理保险宣传活动，与居民面对面沟

通，以化解部分居民对长期护理保险费用报销相关

知识的盲点；或是编写涉及长期护理保险保费标

准、保险补偿供予方式、申请流程等各类业务的服

务手册进行发放，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期护理保险
［9］。另外，宣传内容的可读性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要素，宜采用简洁易懂的语言介绍长期护理保险这

一新兴政策，让居民明确其政策优势、财政补贴、保

障力度、给付待遇等，进而提高居民的参保意愿和

对保险的认可度。

2. 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的心理认同

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在参保人

心理的定位标准。研究结果显示，身体状况较差的

人群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满意度较身体状况健康的

高，说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得到了一部分可能

有照护需求的参保人的认可，但目前健康状况良

好、暂时没有照护需求的参保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

心理认同情况不乐观。因此，对于此类暂未有照护

服务需求人群的健康教育很有必要。另外，由于长

期护理保险的参保条件并没有对年龄作出明确的

限制，很多参保人正值盛年，缺乏对长期护理的正

确定位，在调研过程中也普遍认为长期护理在生活

中作用并不突出，故政府部门可以在公共场所广泛

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活动，更正他们的定位误

区，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正确看待长期护理服务并积

极从事护理服务工作［10］。

3. 完善制度设计，推进针对失能等弱势群体的

政策保障，让政策福利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首先，应该进行制度定位［11］。建立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的初衷就是减轻失能人员个人及家庭的长

期护理负担，整合医疗护理和社会服务资源，培育

护理服务市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12］。作为一项基

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应该惠及全

体居民，但目前推行试点时仅在市区城镇职工群体

中实施。制度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

社会责任。因此，建议政府逐步扩大政策的覆盖范

围，不仅要保障市区内城镇职工的权益，还要尽可

能地兼顾各类人群，实现政策的全覆盖［13］。其次，

加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建设，不断提升

长期护理服务水平。具体举措包括优化失能人员

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完善医疗及护理信息的联动

系统，建立科学、严格的护理机构准入制度和人员

资质要求等［14］。失能人员是一类特殊的群体，其照

护要求和难易程度不同于普通人群。因此，在服务

过程中应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密切关注失能人员及

家庭的照护需求。同时在资金支持方面，也应协调

和安排部分财政资金向该类弱势群体适度倾斜。

最后，在保险的后期扩面和完善工作中，积极培养

长期护理市场，探索形式丰富的服务供给方式，不

断提高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以促进安庆老龄

化事业健康发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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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atisfa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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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ur hundred participants i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Anqing city we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and data were collected.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was 86.16% .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8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nder and 6 factors such as policy awareness
affecte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marital status，physical condition，cognition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burden
of care expenditure and status of nursing servic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Anqing city needs to be improved，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take efforts in policy publicity and health education，and to promote the system protection for disabled groups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and to improve the policy sens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insur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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