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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驱动路径研究 

刘冰，吴佳琪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以机构养老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作为条件变量，以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机

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为结果变量，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存

在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同型、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主导—社会经济驱动型、社会经济主导—机构养老

资源配置驱动型等 3 种路径促进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各地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及条件因素

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推动机构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水平，促进养老资源与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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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riving path of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LIU Bing, WU Ji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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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fsQCA to evalua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and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coupl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was not satisfactory, and 

there we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which were mainly affected by basic conditions, inclusiveness, aging degree, 

economic performance, socioeconomic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The three paths were determined to b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These paths 

are respectively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ynergy type,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drive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driven.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conditions, choos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paths,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provide a 

reasonable and healthy elderly care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Keywords: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resource allocation; socioeconomic;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u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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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养老服务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是

“十四五”时期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远景目标[1]。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潜力、专业水平

和示范效应等为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结构性矛盾做

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中国机构养老服务仍然存在

“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发展不均衡不充

分”等问题[2]。对此，《“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以下简称《“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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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规划》）将“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

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作为远景目标，其

中，“支持建设专业化养老机构”“积极推进公办

养老机构改革”等成为“十四五”期间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因此，充分考察和分析中国

现有机构养老资源的配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

助推养老服务体系“均衡、合理、优质、高效”发

展的前提基础。 

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

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关联[3]。一方面，中国老

年群体的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多

层次、高品质的健康养老需求可以激发机构养老服

务的发展潜力，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道路。另一方

面，机构养老服务业作为民生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有利于稳增长和调结构，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的

健康发展[4]。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研究机构养老资源配置对社会经济的

促进作用。康蕊等通过考察机构养老 PPP 模式，发

现养老机构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积极的推

动[5]；马骏等基于“七普”数据，认为养老机构服务

业作为消费导向型产业，能拓宽消费渠道，拉动内

需，未来将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6]；

张捷等基于 SFIC 模型提出，均衡合理的机构养老

资源配置对于改善就业市场、催生新兴产业链、加

速经济战略调整等均有着积极的作用[7]。二是研究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的支撑作

用。张黎利用 DEA、K-means 聚类等方法，发现社

会经济能通过影响养老机构服务业需求主体的购

买力、消费观，进而影响养老机构的发展[8]；陆杰

华等基于共同富裕奋斗目标从资金、设施、政策等

方面考察了社会经济为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带来

的积极效应[9]。不过，上述研究局限于单一因果线

性关系的分析思路，并未对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

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交互影响及驱动路径展开研究，

忽视了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二者

交互影响下的耦合效应。此外，还有极少量研究通

过综合指标评价法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测算了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度，但却并

未就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进行全面系统

的思考，也未对各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理等展

开深入分析[10,11]。实际上，机构养老资源配置和社

会经济发展之间相互联动，共同促进。机构养老资

源配置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现实需要和必然要求。鉴于此，本文从集合与整体

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状况，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研究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协调

发展的驱动因素和前因构型，以期为政府进行机构

养老资源配置的合理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一

种多元并发组合原因变量所致的复杂结果，以线性

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很难提供有

效的研究结论。因此，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fsQCA），基于集合论与布尔代数的剖析，

可以更加客观、可信地回答因果复杂性问题[12]。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是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QCA）的一种具体操作方法，主要针对连续

性变量，根据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校准将变

量转换成一个［0，1］内连续变化的模糊集变量，

因此更具有一般性。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sQCA）可系统化分析事件产生的成因的互动交

流关系、概率关系组成，并尝试表述促使事件造成

的重要因子、因子中间的互相联络及激起事件造成

的错综复杂的成因组成，可推进对事件造成的繁杂

因果关系的深入了解。本文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fsQCA），对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协调发展

驱动因素和前因构型展开研究，利用各地的异质性

和条件之间复杂的组态效应，挖掘机构养老资源配

置与社会经济水平协调发展的复杂因果关系，明确

驱动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耦合协调

度的路径。 

（二）变量设计 

1.条件变量 

本文的条件变量为反映机构养老资源配置情

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一方面，基于

《“十四五”养老规划》提出的养老服务供给应“覆

盖城乡、惠及全民、均衡合理”，并结合机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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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的实际情况，选取“基础条件、覆盖面、

普惠性”作为衡量机构养老资源配置情况的测度指

标。其中，基础条件指标综合反映了各地养老机构

的总体数量与质量水平；覆盖面指标反映了各地机

构养老服务供给的床位规模与功能类别；普惠性指

标则从政府支持力度的视角体现了各地机构养老

资源配置的情况。另一方面，基于已有研究成果，

以李元等[13]构建的养老服务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

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综合考虑社会经

济发展特点和数据的可获得性[14,15]，选取“老龄化

程度、经济运行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其中，老龄化程度反

映了各地老年人口基本情况，经济运行状况和居民

生活水平则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体现了各地社

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各测度指标及其二级指

标描述见表 1。

表 1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情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测度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定义） 指标解释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 基础条件 机构养老规模 养老机构数量 值越大基础条件越优 

服务人员规模 养老机构的专业技能人员数量 值越大基础条件越优 

覆盖面 床位数 每千名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 值越大覆盖面越广 

失能床位占比 护理类床位/机构总床位 值越大覆盖面越广 

普惠性 财政补助收入 财政对养老服务的专项支出 值越大普惠性越强 

老年人福利 财政对老年人福利服务的支出 值越大普惠性越强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老龄化程度 老龄化率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值越大老龄化程度越高 

失能率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失能比重 值越大老龄化程度越高 

经济运行状况 人均 GDP 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常住人口 值越大经济运行状况越好 

地区财政收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值越大经济运行状况越好 

居民生活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 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 值越大居民生活水平越高 

人均消费支出 用于满足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 值越大居民生活水平越高 

注：覆盖面指标中的失能床位占比因部分省份数据缺失，用机构养老的失能老人数占机构床位数代替；普惠性指标中的财政补助收入包括机构

养老建设补助资金和机构养老运营补贴资金等。 
 

2．结果变量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

协调度。结果变量的测算方法如下： 

（1）首先通过归一化法对各二级指标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再采用熵值法测算出各二级指标权

重（为使运算处理有意义，对数据进行非负平移处

理）；通过综合评价函数方法对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与权重进行加权求和[16]，分别计算出各地机构养老

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水平两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

指数 ui。 

𝑢𝑖 = ∑ 𝑤𝑗

𝑛

𝑖=1
𝑥𝑖𝑗                 （1） 

其中，wj表示指标权重 ,xij表示指标标准化值。 

（2）根据机构养老资源配置子系统的综合评

价指数 u1、社会经济水平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u2

建立二者的耦合度模型，计算耦合度 C。耦合度 C

能反映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之间相

互作用的程度。C 的取值范围为［0，1］，C 越接

近 1，则表示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这

两个系统的耦合度越高；C 越接近 0，则表示机构

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的耦合度越低。 

𝐶 = 2
√𝑢1 + 𝑢2

𝑢1 + 𝑢2
                （2） 

（3）由于高耦合度并不表示机构养老资源配

置与社会经济水平两个系统均高，还存在二者均低

的情况[17]。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机构

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两个系统间的协调

发展程度进行测算。耦合协调度 D 的取值范围为

［0，1］，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失调衰退［0，

0.2］、中度失调（0.2，0.4］、勉强协调（0.4，0.6］、

协调发展（0.6，0.8］、优质协调（0.8，1］5 类。 

𝐷 = √𝐶 × 𝑇                   （3） 

式（3）中，T 为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系统与经济

社会发展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𝑇 = 𝛼𝑢1 + 𝛽𝑢2                   （4） 

式（4）中，α、β 分别为这二者的待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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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其均赋值为 0.5。 

（三）数据处理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

区，按照区域划分标准将其划分为东、中、西部 3 个

区域。条件变量中，基础条件、覆盖面、普惠性的二

级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21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8]；

老龄化程度的二级指标中老龄化率来自第七次中国

人口普查数据，失能率采用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19]；

经济运行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二级指标数据均

来源于《2021 中国统计年鉴》[18]。 

在数据处理上，由于 fsQCA 的结果是集合关系，

需要将原始数据从变量维度转化为集合维度，赋予

其集合隶属度[20]，因此需要对变量进行校准。本文

采用直接校准法将 6 个条件变量与 1 个结果变量的

上下四分位数及中位数，作为完全隶属、完全不隶

属、交叉点的 3 个校准点。在 fsQCA 软件中，恰好

在交叉点上的案例会被从分析中删除，借鉴

Campbell 等[21]的研究，将隶属度为 0.5 的值修改为

0.501。为降低潜在的矛盾组态，本文将一致性阈值

设为 0.8，案例阈值设定为 1，概率边缘指数（PRI）

设定为 0.7[22]，低于 0.7 的组合编码为“0”，其余

编码为“1”。变量测量与校准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测量与校准 

变量 二级指标 权重/% 
校准锚点 

完全隶属 中间点 完全不隶属 

基础条件 机构养老数 49.10 0.55 0.33 0.19 

服务人员数 50.89 

覆盖面 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 33.71 0.44 0.38 0.28 

失能床位占比 66.29 

普惠性 财政补助收入 43.56 0.30 0.14 0.09 

老年人福利 56.44 

老龄化程度 老龄化率 40.04 0.55 0.48 0.39 

失能率 59.96 

经济规模 人均 GDP 47.47 0.29 0.21 0.11 

地区财政收入 52.53 

居民生活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 58.59 0.26 0.17 0.11 

人均消费支出 41.41 

耦合协调度 — — 0.59 0.49 0.34 

 
 

三、实证分析与讨论 

（一）耦合结果分析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出 2021 年中国 31 个

省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

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2021 年，中国 4 个

省/市（上海、江苏、北京、浙江）的机构养老资源

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优质协调

区间，其中上海（0.99）耦合协调水平最高；4 个省

份（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处于协调发展区间，

其中广东（0.77）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其余 23 个省

份中，有 12 个省份处于勉强协调区间，8 个省份处

于中度失调区间，3 个省份处于失调衰退区间，其

中海南和甘肃（0.18）耦合协调水平最低。由此可

见，中国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水平的耦合

协调程度不高，仅有 8 个省份达到协调发展及以上

程度，绝大部分省份还处于失调向协调过渡的阶段。 

表 3 2021年中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比较 

东部地区 u1 u2 D 中部地区 u1 u2 D 西部地区 u1 u2 D 

北京 0.37 0.80 0.83 山西 0.15 0.19 0.37 内蒙古 0.21 0.28 0.49 

天津 0.16 0.44 0.53 吉林 0.25 0.17 0.41 广西 0.21 0.13 0.31 

河北 0.39 0.24 0.56 黑龙江 0.22 0.15 0.36 重庆 0.20 0.29 0.49 

辽宁 0.30 0.28 0.55 安徽 0.38 0.25 0.57 四川 0.43 0.27 0.61 

上海 0.68 0.84 0.99 江西 0.31 0.19 0.47 贵州 0.14 0.1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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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东部地区 u1 u2 D 中部地区 u1 u2 D 西部地区 u1 u2 D 

江苏 0.63 0.54 0.86 河南 0.58 0.22 0.60 云南 0.17 0.18 0.37 

浙江 0.53 0.55 0.82 湖北 0.36 0.26 0.57 西藏 0.07 0.14 0.19 

福建 0.24 0.35 0.56 湖南 0.38 0.26 0.58 陕西 0.27 0.22 0.48 

山东 0.53 0.35 0.71 平均值 0.33 0.21 0.49 甘肃 0.12 0.11 0.18 

广东 0.46 0.51 0.77     青海 0.11 0.14 0.26 

海南 0.06 0.18 0.18     宁夏 0.09 0.15 0.25 

平均值 0.40 0.46 0.67     新疆 0.17 0.14 0.31 

        平均值 0.18 0.18 0.35 

 

分地区来看，中国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

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呈现出“东部高、中部次之、西

部低”的阶梯状发展格局。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

值为 0.67，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上海、江苏、

北京、浙江等四个省/市耦合协调度达到优质协调水

平。而上海、江苏、浙江在地理空间上呈带状，有

利于机构养老服务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此外，海

南虽同属东部地区，但其机构养老服务业建设速度

缓慢，地方政府对机构养老服务业的扶持力度不足，

致使其机构养老资源配置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极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为 0.49，处于勉强

协调阶段，其中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等四省

的耦合协调度低于中部地区均值，且吉林、黑龙江

和江西的社会经济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低于机构养

老资源配置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说明社会经济发

展对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的支持作用不明显；西部地

区耦合协调度均值为 0.35，处于失调阶段，只有内

蒙古、重庆、四川、陕西和云南等五个省/市的耦合

协调度超越了均值，而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

较低。其中，四川的耦合协调度（0.61）位居西部地

区首位，是西部地区唯一耦合协调发展的省份，甚

至超越了天津、福建等经济较发达省/市。然而，四

川的社会经济水平综合指数（0.27）却低于天津和

福建。一方面，作为深度老龄化省份，四川各级政

府都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期间

陆续开展了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提升行动、“百千

万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等，为机构养老服务业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四川机构养老服务

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的

2020年中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情况结果，在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0 个监测城市中，成都

市以 83.72 分位居中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首位，

其中养老服务满意度得分第一。可见，政府高度重

视机构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并积极推进政策、资金

等各方面的执行措施是四川机构养老服务迅猛发

展的重要因素。而甘肃和西藏两地，虽早就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设

普惠型社会化养老服务等主要任务，但从实际来看，

机构养老服务业建设速度缓慢，未达到政策目标。

且甘肃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购买社

会养老服务的经济能力较低，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

社会经济的协同效应低，致使两地耦合协调发展处

于中国末端水平。 

（二）必要性检验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对单个变量进行必要

性分析，以此判定某个前因条件是否为结果出现的

必要条件。当某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大于 0.9 时，

该条件被认为是必要条件。通过必要条件检验可知，

在促进耦合协调发展的分析中，单个条件变量的一

致性结果都低于 0.9，不构成促进机构养老资源配

置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结果的必要条件。具体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研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基础条件 0.781 994 0.863 859 

非基础条件 0.300 571 0.307 726 

覆盖面 0.715 274 0.710 101 

非覆盖面 0.339 364 0.387 979 

普惠性 0.835 964 0.892 360 

非普惠性 0.279 383 0.295 587 

老龄化程度 0.598 774 0.644 135 

非老龄化程度 0.478 327 0.502 231 

经济运行状况 0.866 501 0.933 975 

非经济运行状况 0.271 309 0.284 324 

居民生活水平 0.798 506 0.866 983 

非居民生活水平 0.292 557 0.304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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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态分析 

fsQCA计算出 3种解，分别是复杂解、中间解、

精简解，3 种解反映了各自包含的逻辑余项[23]，通

过比较发现复杂解与中间解的条件组合、覆盖度、

一致性都一样，而精简解包含了较多的反事实组合，

因此本文以中间解为主、精简解为辅进行组态分析。

研究发现 6 个条件变量形成了 6 种条件组态，全部

条件组合构成的总体一致性和总体覆盖率分别为：

0.97917、0.7106，所有的条件组合能够解释约 71%

的案例，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表 5）。 

表 5 案例变量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项目 条件组合 原覆盖度 纯覆盖度 一致性 

精简解 A1*D1 0.437 227 0.069 754 8 0.905 684 

A1*E1 0.650 316 0.058 827 0.995 354 

B1*F1 0.650 923 0.195 483 0.937 976 

 

 
总体覆盖率   0.920 41 

总体一致性   0.911 666 

中间解 B1*C1*~D1*E1*F1 0.369 658 0.258 621 1 

A1*B1*C1*D1*E1 0.226 627 0.014 023 8 1 

A1*C1*D1*E1*F1 0.283 693 0.048 021 1 

A1*~B1*C1*~D1*E1*~F1 0.112 919 0.043 103 5 0.973 822 

A1*~B1*~C1*D1*~E1*F1 0.088 028 2 0.033 389 9 0.993 151 

~A1*B1*~C1*D1*E1*F1 0.112 980 0.073 518 8 0.907 805 

 总体覆盖率   0.710 6 

 总体一致性   0.979 17 

注：1) A1、B1、C1、D1、E1、F1 分表代表基础条件、覆盖面、普惠性、老龄化程度、经济运行状况、居民生活水平； 

2)“*”及下文中的“*”均表示逻辑运算中的“和”；3) “～”表示逻辑运算中的“非”。 
 

为更直观展示各组态中核心要素和辅助要素

的组合与案例的关系，将解进行合并分析后发现 6

种条件组态（表 6），可归纳出 3 种促进机构养老

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产生路径。 

路径一：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同型 

组态 1 和组态 5 同属于路径一，呈现出明显的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同特征。此时，高

协调发展是机构养老资源和社会经济均具备相应

规模、互相促进的表征。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

为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以上海为例，十三五期间，

上海市政府坚持把发展机构养老服务作为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持

续推行普惠型老年综合津贴、养老服务补贴等制度

的落地与衍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成效显著，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优质高效。与此同时，上海市政

府积极引导和创新养老服务产业新模式与新业态，

拓展旅居养老、文化养老、健康养老、养生养老等

新型消费领域，将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融入城市微

更新和乡村振兴之中，实现了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

社会经济良性互动和高效协同。也正因如此，上海

市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成果连续四年（2017—2020

年）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路径二：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主导—社会经济驱

动型 

组态 2 和组态 4 同属于路径二，呈现出机构养

老资源配置主导—社会经济驱动特征。此时，机构

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是基于

其合理的机构养老资源配置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

进而带动两者协调发展。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省老

年人口总量居中国首位，规模庞大且快速增长的老

年群体对机构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出了更高的

需求。山东省政府高度重视机构养老的有效供给，

相继出台了 9 个意见及 46 个省直部门联合文件助

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在养老服务业不断取得新进

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山东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截至 2020 年，全省养老服务业拉动了养老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 600 亿元，创造了就业岗位 100 万个，

每年拉动养老服务消费支出 400 亿元。 

路径三：社会经济主导—机构养老资源配置

驱动型 

组态 3 和组态 6 同属于路径三，呈现出明显的

社会经济主导—机构养老资源配置驱动特征。此时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是

基于社会经济对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的支撑，进而带

动两者协调发展。典型案例为北京，北京老龄化程

度较高，呈现出老龄人口基数大、高龄化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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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构养老需求较高。同时，北京经济运行状况和

居民生活水平都位于中国第一梯队，早在 2019 年

北京老年人年均支出已超2万元/人，截至 2020年，

北京市老年消费市场规模达到 1000 亿元，其老年

经济体量、消费市场均处于中国前列。北京重视发

挥市场对养老机构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持续完善

土地供应、财税金融、行政监管、市场准入、日常

运营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养老综合政策，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到机构养老服务中来，为老年人提供多样

化、多层次的机构养老服务。 

 

表 6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组态 

研究变量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基础条件 - ● ● ● ● X 

覆盖面 ● ● - X X ● 

普惠性 ● ● ● ● x X 

老龄化程度 X ● ● X ● ● 

经济规模 ● ● ● ● X ● 

居民生活水平 ● - ● X ● ● 

一致性 1 1 1 0.973 822 0 0.993 151 0 0.907 805 0 

原始覆盖率 0.369 658 0.226 627 0 0.283 693 0.112 919 0 0.088 028 2 0.112 980 0 

唯一覆盖率 0.258 621 0.014 023 8 0.048 021 0.043 103 5 0 033 389 9 0.073 518 8 

注：●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边缘条件，X 表示核心条件缺失, x 表示边缘条件缺失，-表示该条件无影响。 
 

（四）稳定性检验 

在做 fsQCA 稳健性检验时，不同的操作导致的

拟合参数的差异对结果的解读不会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那么就可以判定分析结果是稳健的[24]。为了

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随机删除数据集中编号为

1、8、19、25、29 的 5 省数据（限于篇幅，数据不

在文中列出），得到新的数据集，对于新的数据集

按照原数据集同样的标准进行相同的操作。 

在促进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耦

合协调结果的单因素必要性检测中，各个变量的一

致性与覆盖性均无较大变化，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

性结果都低于 0.9，单个变量依旧不能够促进机构

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组态分析结果

显示，对于新结果中的解仍然是 6 条解释组态，且

6 条组态和未删除前的完全一致，全部条件组合构

成的总体一致性和总体覆盖率分别为：0.988323、

0.730978，同未删除前的总体一致性和总体覆盖率

相比，无较大变化。对于总样本为 31 省的数据集来

说，去除 5 省属于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看待检

测结果，本文的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机构

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测算，以及条件组态因素分析后发现，存在 6 种条

件组态可以促进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

调发展，并可将这 6 种条件组态归纳为：机构养老

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同型、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主

导—社会经济驱动型、社会经济主导—机构养老资

源配置驱动型 3 条路径。由此可见，单个条件并非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条

件，多个条件的复杂组合才是二者协调发展的有效

驱动力。其中，基础条件、普惠性、老龄化程度、

经济运行状况、居民生活水平等在促进机构养老资

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 3条路径中多为核心

条件，发挥着普遍且显著的作用。因此，有效利用

和改善这些条件因素，对提升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

社会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构养老资源

配置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各

地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及条件因素选择不同的发

展路径，推动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良性互

动和协调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东部协调发展区及河南、四川等省应补

齐短板，加大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高

效协同的可持续性。一是充分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系

统内部的各条件要素，持续加大对机构养老服务基

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重点聚焦数据化、智能化

技术在机构养老服务中的开发与应用，夯实机构养

老服务资源的基础。二是加强机构养老资源的有序

配置和重点突破。当地政府应深入挖掘和分析当前

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的短板，明确其发展目标和重点

任务。竭尽所能、量力而为，将机构养老服务业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最后，各地政府应积极

引导和助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加大制度



   

   

第 24 卷第 2 期 刘冰等 省域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驱动路径研究 75  

创新驱动和政策供给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专业化、

个性化机构养老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多样化、高品质的健康养老需求，推动当地社会经

济水平向着更高质量发展。 

其次，中部及西部勉强协调区应进一步提升机

构养老资源配置的精准与协调。当地政府应充分响

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在整合

现有机构养老资源的基础上，推进机构养老资源配

置的精准度，实现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的规模与质量

相统一、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促进机构养老服务朝着

均衡、高效的目标不断发展和完善。此外，要充分发

挥政府宏观调控在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优化上的杠

杆作用。各地民政、社保、规划等政府职能部门应加

强信息共享和紧密合作，对本地机构养老服务的基

础条件进行全面科学规划和整体协调布局。 

最后，西部耦合失调区及海南省应扎实推进社

会经济稳步发展，从社会环境、财富储备、人力资

源、物质条件等方面综合施政，最大限度地发挥老

龄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力争尽快实现机

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当地

政府应积极引导财政、人力、物资等资源下沉，增

加基层养老机构数量和床位数，大力培育优质专业

的养老服务人员，以提高机构养老服务的总体规模

和质量水平。同时，在扎实推进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的基础上，当地政府还应多举措并举，激发机构养

老服务的消费潜力，营造良好的养老消费环境，以

需促供，充分实现机构养老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双向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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