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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长期护理保险对受益人他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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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２０１６年中国启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以来，各地探索出了不同的运行模式。本文基于长期护
理保险试点地区受益人群的调查数据，以保险受益人的他评生活满意度为效果指标，比较不同的长期护理保

险运行模式对受益人生活状况的影响，并揭示造成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通过维护失能者的健康状态，缓解

家庭的经济负担，长期护理保险会显著改善失能者的生活境况；但现金、服务和混合三种待遇给付模式下的效

果存在显著差异，服务给付对受益人他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最好，现金给付效果最差；与非正式照料服务

相比，正式照料服务对他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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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长期照护是为长期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系列社

会照护和医疗护理服务，是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

相结合的一种公共服务。［１］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

明，长期照护是满足失能老年人照护需求的有效途

径。［２］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失能人群的规模

快速增长，而大部分地区仍面临照料服务资源匮乏

的窘境，建立一个可持续、可负担的长期照护体系迫

在眉睫。［３］２０１６年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始实行长期护理

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国家级试点；２０２０年国家
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发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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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入推进试点工作。经过５年的探索，国家级长
护险试点城市（区）已扩至４９个，在《指导意见》的政
策框架下，地方政府结合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政

府财政支付能力、医疗和养老服务资源等条件，建立了

不同的长护险运行模式，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研究表明，长护险是提升失能人群生活质量、减

轻家庭照料负担的有效途径，亦能有效减少医疗支

出，促进医保基金的优化配置。［４］然而在不同的长护

险运行模式下，这些效果是否存在差异？随着长护

险试点工作的深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运

行模式的效果，从而为长护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

优化提供依据。保险受益人的生活状况是测量长护

险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４］，本文以受益人的他评生

活满意度为度量指标，评估长护险对受益人生活状

况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的待遇给付模式和照料服务

方式对失能者生活状况的影响效果差异，以期对不

同的长护险运行模式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为后续

长护险制度的完善和推广提供事实依据。

２研究现状与理论分析

２１长护险效果评估与生活满意度
随着长护险试点的推进，人们开始结合实际工作

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长护险制度试点取得的成效。目

前对于各试点地区的制度评估多从政策内容及执行过

程这一角度展开；有学者对青岛、成都、北京石景山区

和南通等试点地区的相关政策进行文本分析，聚焦于

制度设计方案的完善。［５６］但是，对政策内容的评价难

以准确地反映最终实施效果。近年来，有研究尝试评

估部分试点地区的长护险实施效果［４，７］，亦有学者运

用宏观统计数据［８］或老年专项调查数据［９１０］，通过对

比试点城市和其他地区人群或部分地区人口试点前后

在健康水平、照料者负担、照料需求满足度和医疗消费

支出等指标上的差异间接评估长护险制度的实施效

果。但上述效果指标中的差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源于

长护险项目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而且，既有研究大多

从某个维度展开，较少对制度在改善受益人群生活质

量方面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鉴于此，本文以生活满

意度作为反映受益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通过分析

长护险试点地区的老年受益人群的生活状况，对长护

险的实施效果做出全面的评价。

生活满意度是人们根据自我价值标准和主观偏

好对个体生活状况和质量进行的主观整体性评

价。［１１］人们会综合人口特征、经济因素、健康状况、社

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等多个维度，通过生活满意度指

标对其当前的生活状况做出全面的感知评价。［１２］因

此，相较于其他评估指标，生活满意度可以更加全面

地反映社会政策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在评价长护险

实施效果的问卷调查中，由于保险受益人普通处于

重度失能状态，多缺乏独立回答能力，存在受访人家

属代答的现象，自评问卷中的信息更多反映了失能

者家属的判断。［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他评

生活满意度这一指标。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他评这一

测量方式，并比较了自评和他评在生活质量评价上

的认知差异。在生活质量相关研究中，多以生活满

意度作为测量指标，根据他评生活质量的定义，他评

生活满意度一般由患者的亲属或照料者评价，他们

清楚了解患者的整体状况，测评结果较为准确。此

外，相关研究认为，他评者与患者的关系、对自身的

期望以及照顾者在长期照护中产生的负面情绪等因

素都可能会影响评估结果。［１３１４］

２２长护险影响他评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２２１长护险影响他评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机制

研究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

障制度可以显著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１５］然而，近

年来启动的长护险在提高受益人生活满意度方面的

具体作用机制仍有待考察，而长护险在待遇给付方

面的多样化和差异化也增加了作用机制的复杂性。

有研究指出，长护险不仅有助于维护失能群体的健

康状态，延缓日常活动能力的衰退［９］；而且能减轻家

庭长期照料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４］。而上述因素

均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１２］。由此推断，通过维护

失能者的健康状况，以及缓解家庭承担的照料经济

负担，长护险能够改善受益者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

的生活满意度。对此本文假设：

Ｈ１：享受长护险待遇对失能者的他评生活满意
度具有改善作用；

Ｈ２：失能者的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负担在长护
险与他评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２２２长护险待遇给付模式与他评生活满意度
长护险实际发挥的效力可能会因保险提供的支

持方式而存在差异。长护险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现金

给付、服务给付和混合给付三种模式。［１６］现有研究从

理论上探讨了三种给付模式的优缺点。现金给付可以

自由选择购买非正式或正式的照料服务，在减轻受益

人家庭经济压力的同时，给予了他们更多的自主选择

空间，但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无法确保失能者享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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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护理服务［１７］，进而削弱了制度在维护失能者健

康状况方面的效果。相较于现金给付，服务给付切实

提供了正式的照料服务保障，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照料

负担［１８］，更符合长护险制度建立的初衷，能更好地发

挥社会效能，但是存在不够灵活的缺点。混合给付则

结合了现金给付和服务给付的优势，不仅能有效达到

护理服务的制度目标，也更加灵活，但是面临监管较

难、政策执行成本较高的问题。［１６］通过以上讨论，推断

长护险实际发挥的效力会因保险提供的支付方式而存

在差异，并提出研究假设：

Ｈ３：三种长护险待遇给付模式对失能者他评生活
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顺序是：混合给付＞服务给付＞现
金给付。

２２３长护险照料服务方式与他评生活满意度
在不同的待遇给付模式之下，失能者接受长期

照料服务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在正式照料服务中，

失能者可以接受专业的照料服务，家庭照料者的压

力相对较小［１９］，但是对家庭的支付能力要求较

高。［２０］非正式照料是由配偶、子女或者其他亲属提供

的无偿性照料服务［２１］，其在改善失能者生活状况方面

存在双向的作用，可以通过降低老年人抑郁程度和孤

独感［２２］，以及增加老年人的内疚感，影响其生活满意

度。［１５］考虑到本文的测量指标是长护险受益人的他评

生活满意度，代答者与失能者大多是照料者与被照料

者的关系，相较于非正式照料，正式照料服务能大幅减

轻家庭照料者的压力，代答者可能更倾向于失能者接

受正式照料，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Ｈ４：正式照料服务对他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
应大于非正式照料服务。

综上所述，失能老年人通过享受长护险待遇获得

正式或非正式的照料服务，这一过程可能会对家庭承

担的照料经济负担和受益人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的作

用，从而间接地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由此，本文提出长

护险对他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长护险对他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３资料与方法

３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２１年由中国人民大学

老年学研究所组织的《长护险申请与使用状况》问

卷调查。此次调查在４９个国家级长护险试点中选
取了１６个典型地区，采取定额随机抽样方法，在每
地随机抽取７０名长护险受益人作为实验组，抽取
处于长护险申请等待期或公示期的３０名等待人群
（尚未享受待遇）作为对照组，进行自填式问卷

调查。

鉴于１６个地区的人口规模存在很大差异，增加
了上海和成都等人口规模庞大的试点地区的样本数

量，最终共填写了１６９１份问卷，清洗后获得１６５８条
记录，有效样本量达到９８０５％ ，其中实验组（受益
人群）１３２５份，对照组３３３份。考虑到长护险受益
人可能无法独立填写问卷，问卷可由受益人填写或

由亲属代填，最终的问卷代答率达到９８％。尽管长
护险并非专门针对老年人群，但是总样本中有

９０７７％为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鉴于老年和非老
年群体在自评和他评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本研究

仅对由他人代评生活满意度的１４７２个老年人样本
进行分析。

３２研究设计
３２１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致力于揭示长护险不同运行模式的效

果及其作用机制。鉴于使用的数据来自一次性问

卷调查，利用这种截面数据进行因果推断时，其结

果的可靠性存在一定问题。对此，有学者建议通过

准实验提高这类数据因果关系评估的可信性［２３］；

而基于潜在结果模型下的倾向值匹配法，作为一项

准实验设计在非实验数据的因果推断中应用较为

广泛。［２４］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按照以下步骤展开

分析：

第一步，比较长护险受益人群和对照组的他评

生活满意度，揭示享受不同待遇给付模式和照料服

务方式的保险受益人的基本特征。

第二步，使用多元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采用逐
步回归方法，分析待遇享受行为对失能老年人他评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比较不同的给付模式和服务

方式对受益人的影响，初步验证经济负担和健康变

化对长护险影响的中介效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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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使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检验待遇享受行为与经济负担和健康变化变量之间

的关系，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经济负担和健康变

化差异，进一步验证两种因素的中介效应。

第四步，为了提高截面数据因果推断的可靠性，

通过倾向值匹配的方式来控制和消除选择性误差，

进一步检验待遇享受行为对失能老年人他评生活满

意度、经济负担和健康变化的改善作用。

第五步，利用 ＫＨＢ中介效应分解方法，检验长
护险对他评生活满意度的内在影响机制，对受益人

群的健康状况与经济负担、他评生活满意度的中介

效应进行分解，比较健康和经济作用机制中介比例

的大小。

３２２变量的测量
（１）因变量。通过他评生活满意度分析失能老

年人的生活状况，他评数据主要来自问卷中的问题

“对于长护对象目前的生活状态，您感到满意吗？”，

研究将其设置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的三级

测量指标。

（２）自变量。综合已有研究和调研数据，本文设
定如下自变量：第一类是失能者的年龄、性别等人口

特征。第二类是经济负担，以照料护理费用自付比

例来反映，并作为经济中介变量。第三类是健康状

况，包括患慢性疾病数量、近两个月身体健康变化等

变量。鉴于主观评估的身体变化情况可以整体评价

失能者一段时期内的健康变化［２５］，选取该变量作为

健康中介变量。第四类是长护险制度提供的社会保

障，作为核心关键自变量，主要通过长护险待遇享受

行为、给付模式以及照料服务方式进行反映。第五

类是社会支持，老年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于家

庭［１２］，家庭成员是主要照料者，通过与配偶或未婚伴

侣、子女的居住安排可以测量家庭提供的照料资源。

第六类是情感因素，通过代答者是否是主要照料者，

以及代答者与失能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测量。本文借

鉴沈丹等人提出的失能老人层级递补照料框架［１９］，

按照失能老年人照料者中心的非正式支持到外围的

正式支持的顺序，将代答者与失能者之间的关系划

分为配偶、子女、其他亲朋邻居、保姆和机构工作者

五类。

３３样本人群的基本特征
研究分析使用的有效样本包括１１８２名保险受

益者和作为对照组人群的２９０名尚未享受待遇的失
能老人。在总样本中，高龄和女性老人的比重均超

过一半，家庭照料护理费用自理比例超过６５％。尽
管６０１２％的样本人群近两个月的身体状况没有恶
化，但是他们的健康状况较差，人均患有 ４种以上
的慢性疾病。此外，超过１／３的代答者是被访失能
老人的主要照料者，失能老人的子女占代答者

的５８２２％。

表１　样本人群的特征变量分布

维度 变量
百分比／均值

对照组 实验组 合计

统计

显著性

人口

特征

年龄（均值） ７８０１ ７９０８ ７８８７

性别

　男 ６４４８ ４３１５ ４７３５

　女 ３５５２ ５６８５ ５２６５





经济

负担

护理费用自付比例

（均值）

０８１ ０６１ ０６５ 

健康

状况

慢病数量（均值） ４１３ ４２０ ４１８

健康变化

　维持不变或变好 ５１７２ ６２１８ ６０１２

　变差 ４８２８ ３７８２ ３９８８

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



长护险 护理险待遇领取 １９７０ ８０３０ １００ ／

待遇给付

　现金给付 ／ ３６６３ ／ ／

　服务给付 ／ ３９３４ ／ ／

　混合给付 ／ ２４０３ ／ ／

照料服务

　正式照料 ／ ５３３８ ／ ／

　非正式照料 ／ ４６６２ ／ ／

照料

资源

与配偶／子女同吃住

　配偶支持 ５３７９ ４０９５ ４３４８ 

　子女支持 ４７９３ ４４１６ ４４９０ 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

情感

因素

代答者身份

　主要照料者 ４２４１ ３６６３ ３７７７

　非主要照料者 ５７５９ ６３３７ ６２２３

代答者与失能者关系

　配偶 ２２７６ １５８２ １７１９

　子女 ５５１７ ５８９７ ５８２２

　其他亲朋邻居 １９３１ ２２９３ ２２２１

　保姆 １０３ ０６８ ０７５

　机构工作者 １７２ １６１ １６３





样本规模（人） ２９０ １１８２ １４７２ ／

注：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表示不适用；连续型变
量的特征值为均值，已在括号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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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受益者中，选择现金、服务、混合给付的

受益人分别占比为３６６３％、３９３４％和２４０３％，
５３３８％的受益人接受正式照料服务。此外，表１还
比较了待遇受益人群和对照组样本的相关特征信息

发现，这两类人群在年龄、性别、经济负担、健康变

化、配偶支持、代答者身份、与失能者的关系等方面

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失能老人享受长护险待

遇的行为与多个因素密切相关。与对照组相比，实

验组的平均年龄更大，女性占比更多，受益人护理

费用自付比例更低，他评身体健康状况未恶化的

比例更高，得到的配偶支持相对较少。实验组代

答者为非主要照料者、是失能者子女的比例高于

对照组。

４实证结果

４１受益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待遇给付方式比较
４１１受益人群和对照组人群的生活满意度

比较待遇受益人群和未享受待遇的对照组人群

的他评生活满意度可以发现，失能者的他评生活满意

度在受益人群中更佳，代答的受益人亲属中表示“满

意”的比例为６２１８％，高出对照组人群３０８０个百
分点。

图２　他评生活满意度的比较

４１２受益人群的待遇给付和照料服务
分析发现，不同待遇给付模式下的受益人群特

征，如经济负担、健康变化、代答者身份、与被访者关

系等方面，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选择服务给付的失

能老人的护理费用自付比例最低，而选择现金给付

的老年人最高；近两个月身体健康状况变差的受益

人群选择现金给付比例最高，达到４３８５％，而选择
服务给付模式的受益人群中身体健康状况不变或变

好的比例更高，达到４１７７％。此外，研究还发现，不
同照料服务方式下的失能老人在性别、经济负担、家

庭照料资源、代答者身份、与被访者关系等方面均存

在显著差异。与接受正式照料服务的受益人群相

比，选择非正式照料服务的老人的经济负担最重，护

理费用自付比例达到６８％，超过前者的５６％。

表２　保险受益人群的特征（Ｎ＝１１８２）

变量
待遇给付模式（均值／百分比）

现金给付 服务给付 混合给付
统计显著性

照料服务方式（均值／百分比）

非正式照料 正式照料
统计显著性

年龄（均值） ７９４７ ７８７４ ７９０４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７９１０ ７９０６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性别

　女 ３６９０ ４０７７ ２２３２
　男 ３６２７ ３７４５ ２６２７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４８８１ ５１１９
４３７３ ５６２７



护理费用自付比例（均值） ０７１ ０５０ ０６５  ０６８ ０５６ 

慢病数量（均值） ４２２ ４２７ ４０６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４２３ ４１６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健康变化

　变差 ４３８５ ３５３５ ２０８１
　维持不变或变好 ３２２４ ４１７７ ２５９９

 ４８３２ ５１６８
４５５８ ５４４２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照料资源

　配偶支持 ３７４０ ４１７４ ２０８７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６６９４ ３３０６ 

　子女支持 ３９０８ ３６２１ ２４７１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６９７３ ３０２７ 

代答者身份

　主要照料者 ４０８８ ４１１１ １８０１
　非主要照料者 ３４１８ ３８３２ ２７５０


６３２８ ３６７２
３６９８ ６３０２



与失能者关系

　配偶 ３６３６ ４７０６ １６５８
　子女 ３９７４ ３６７３ ２３５３

５６１５ ４３８５
４３７６ ５６２４

　其他亲朋邻居 ３０６３ ３８３８ ３１００
　保姆 ０００ ８７５０ １２５０
　机构工作者 ２６３２ ５２６３ ２１０５

 ５０９２ ４９０８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９ ８４２１



样本规模（人） ４３３ ４６５ ２８４ ／ ５５１ ６３１ ／

注：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表示不适用；连续型变量的特征值为均值，已在括号中注明。

３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３，Ｖｏｌ１６Ｎｏ４

４２长护险对他评生活满意度、健康变化和经济负担
的影响

４２１长护险对他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１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揭示了

长护险待遇享受行为与失能者他评生活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受益者他评生活满意的可能

性是未享受待遇的对照组人群的３６８３倍。模型２进
一步加入经济负担和健康变化状况变量后发现，长

护险待遇享受行为这一特征对失能老年人他评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减小，发生比下降。据此推断，长护险

享受行为、经济负担和健康变化、他评生活满意度之

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

模型３将长护险待遇进一步细分为服务给付、

现金给付和混合给付三种模式，以及正式和非正式

照料服务两种方式，考察和比较不同待遇给付模式

与照料服务方式对受益人他评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

异。回归结果显示，接受服务支付和混合支付的受

益人他评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分别是选择现金给付模

式的受益人的１６８２倍和１５８７倍，接受正式照料的
失能者中他评生活满意的概率是接受非正式照料者

的１９２２倍。模型４在模型３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
量，结果显示，待遇给付模式和照料服务方式对受益

人群的他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减小，发生比下降。

上述事实表明，长护险受益人群的经济负担和健康

变化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同给付模式下的受益人他评

生活满意度差异。

表３　多元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发生比） 待遇受益人群（发生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保险待遇行为（未享受） 享受待遇 ３６８３ ２９６２

待遇给付（现金给付） 混合给付 １５８７ １３９０

服务给付 １６８２ １３９０

照料服务（非正式照料） 正式照料 １９２２ １８４３

年龄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２

性别（女） 男性 ０９３６ ０９１５ ０９ ０８６９

经济负担 ０３６４ ０５００

健康变化（不变或变好） 变差 ０３６２ ０３６６

患慢病数 ０９４８ ０９９６ ０９２２ ０９６６

照料资源（无配偶支持） 配偶支持 ０６５９ ０６３３ ０８７８ ０８２７

　　　　（无子女支持） 子女支持 ０８９６ ０９０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３

代答者身份（非主要照料者） 主要照料者 ０５８６ ０５９２ ０７４３ ０７２８

与被访者的关系（配偶） 子女 ０８８９ １０１２ ０９９４ １０６１

其他亲朋邻居 １４１４ １５０６ １７５６ １７６５

保姆 ２６４４　 ２１９６　 １７２６１８３ 　 ６５９８０１ 　

机构工作者 １７３７　 １８３９ １１４９　 １２８５　

样本量 １４７２ １１８２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７１２ ０１１２１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９３６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ｄ －１２９２４０５ －１２３５４６７ －９６０６３９ －９２５９０５

注：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括号中内容代表分类变量的参照项。

４２２长护险对健康和经济负担变化影响
研究还检验了长护险待遇享受行为与经济负

担和健康变化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受益者健康状况变差的可能性是未享

受待遇的对照组人群的０６１倍；相较于对照组人
群而言，受益者经济负担会降低 ０１９８。这表明，

享受长护险待遇可以改善失能者的健康状况和减

轻其家庭自付照料费用的比例。综合表 ３全样本
模型和表４结果，可以进一步推断，长护险待遇行
为在经济负担和健康变化、他评生活满意度之间

确实发挥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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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健康变化模型 经济负担模型

发生比 标准差 回归系数 标准差

保险待遇行为（未享受） 享受待遇 ０６１０ ００８８ －０１９８ －９２２０
年龄 ０９９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１６４０
性别（女） 男性 １０１１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０
患慢病数 １２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７ ２１５０
照料资源（无配偶支持） 配偶支持 ０８７７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无子女支持） 子女支持 １１０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４１０
代答者身份（非主要照料者） 主要照料者 １３３７ ０１８４ －００４８ －２３３０

与被访者的关系（配偶） 子女 １３５６ ０２６０ ００６８ ２４１０
其他亲朋邻居 １０８０ ０２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５５０
保姆 ０２２４ ０２３８ －００２０ －０２００
机构工作者 １５３４ ０７０２ －００６６ －０９５０

经济负担 自付比例 ０９６０　 ０１６７

健康变化（不变或变好） 变差 －０００４　 －０２３０

注：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括号中内容代表分类变量的参照项。

４３长护险影响他评生活满意度、健康变化和经济负
担的稳健性检验

作为一种近似实验的方法，倾向值匹配法常常

用于一次性数据的因果推断中。图３是基于核匹配
结果的倾向值密度分布图，结果显示，在匹配前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值密度分布图差异较大，这证实

了选择性机制确实存在。核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倾向值密度分布图十分接近，两组样本之间的

特征差异得到有效消减，样本达到平衡，匹配结果

较好。

图３　核匹配前后倾向值密度分布比较

　　表５展示了在近邻匹配、核匹配、半径匹配和卡
尺匹配等方法下测算的长护险待遇享受行为对他评

生活满意度、健康变化和经济负担影响的平均处理

效应。可以发现，通过四种不同匹配方法估计所得

到的计量结果基本趋于一致，可以说明研究结果具

有较强稳健性。经过倾向得分匹配的反事实估计

后，发现长护险待遇享受行为对失能老年人他评生

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的净效应在

２８２～３７８％之间；并能显著改善经济负担和失能
者健康变化情况，影响的净效应分别在１０％ ～１１％
之间和１８％～１９％之间。

表５　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效应

变量 匹配方法 实验组 对照组 ＡＴＴ 标准误 Ｔ值
他评

生活

满意

度

近邻匹配 ２５３７ ２１５９ ０３７８ ００６８ ５５６
核匹配 ２５３７ ２１８０ ０３５６ ００６３ ５６９
半径匹配 ２５３７ ２１９７ ０３４０ ００６７ ５０８
卡尺匹配 ２５３７ ２２５５ ０２８２ ００８１ ３４７

健康

变差

近邻匹配 ０３７６ ０４８８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４ －２５６０
核匹配 ０３７６ ０４８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１ －２５６０
半径匹配 ０３７６ ０４８４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２ －２５７０
卡尺匹配 ０３７６ ０４８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３ －２０９０

经济

负担

近邻匹配 ０６１４ ０８０２ －０１８８ ００２５ －７６８０
核匹配 ０６１４ ０８００ －０１８６ ００２２ －８３７０
半径匹配 ０６１４ ０７９７ －０１８３ ００２３ －７８６０
卡尺匹配 ０６１４ ０７９７ －０１８３ ００２９ －６２８０

注：近邻匹配是采用“一对四”的匹配方法，核匹配采用标准核，半径

匹配的半径是００１，卡尺匹配的卡尺值为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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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３，Ｖｏｌ１６Ｎｏ４

４４健康变化和经济负担的中介效应
运用ＫＨＢ分解方法，将长护险提供的照料服务

对他评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并计算健康中介和经济中介路径作用于结果

变量的大小。表６结果显示，照料服务对受益人他

评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直接效应估计值均小于总效应

估计值，且两数值的符号相同，表明健康和经济因素

对长护险的制度效果发挥存在中介效应，并分别解

释了照料服务在提高待遇受益者他评生活满意度方

面取得成效的２３０％和１８７２％。

表６　长护险对他评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效应估计

中介效应 路径 总效应（Ｒｅｄｕｃｅｄ） 直接效应（Ｆｕｌｌ） 间接效应（Ｄｉｆｆ） 贡献率（％）

健康中介效应 照料服务—健康变化—他评生活满意度 ０８０１（０１４６） ０７８３（０１４６） ００１８（００３３） ２３０

经济中介效应 照料服务—经济负担—他评生活满意度 ０７７９（０１４４） ０６３３（０１４７） ０１４６（００４１） １８７２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括号内为标准误。

５讨论

５１长护险通过健康和经济中介效应显著改善失能
者的生活状况

相较于长护险的申请者和等待者，保险受益人

他评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更高，享受长护险待遇显著

改善了失能者的生活满意度，验证假设 １的判断。
长护险为保险受益人提供的正式或非正式照料服

务，可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减轻家庭自付照料费

用的比例，这一结果印证了以往研究结论［４，９］，并显

示了对他评生活满意度的间接影响，假设２得到验
证。并且对于代答者而言，他们更关注长护险带来

的经济效应，正式照料服务可以减轻家庭照料者的

照料强度，降低他们因照料失能者而损失工作收入

的可能性，也可以减少用于获取失能老人照料服务

的开支。换言之，在选择正式照料服务的人群中，健

康变化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小于经济负担。

５２不同待遇给付模式和照料服务方式的效果存在
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还证实，三种待遇给付模式对受益人

他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服务给付由

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直接向失能者提供专业的照料

服务，可以更有效地改善失能老年人生活状况。混

合给付的影响效果次之。现金给付则需要失能者及

其家庭利用失能补贴在照护服务市场上自行购买服

务，给付方式虽然简单，但是这种给付模式下的补贴

难以转化为专业的照料服务，难以充分发挥改善失

能者生活状况的积极效果。这一结果部分验证了假

设３的推断。此外，研究发现正式照护服务对失能
者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大于非正式照料服务，假

设４得到验证。与受益人相比，代答者更加满意长
护险提供的正式照料服务的效果。在正式照料服务

中，失能老年人可以周期性地接受来自于长护险定

点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为家庭照料者提供了

喘息的时间，而后者往往作为问卷的代答者，也因此

会更加认可正式照料服务的效果。

６建议

６１加强社会化照料服务产业建设
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将导致家庭照料资源逐

渐减少，正式照料服务在失能老年人照料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然而，当前我国的社会照料服务产业不发达，

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匮乏，无法满足失能群体多样化

的护理需求，从而限制了正式照料服务效用的发挥。

对此，未来的长护险应该将社会照料服务的供给作为

保证制度成效的关键环节，不断推进照料服务产业建

设，提升专业照料服务的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

６２重视混合待遇给付模式
未来的长护险采用单一的现金给付或服务给付

方式均无法应对失能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随着社会

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专业化、个性化照料服

务的供给将得到有效改善，混合给付模式的灵活性

优势将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因此成为长护险待遇给

付的主要发展方向。

６３完善长护险制度建设
采用混合给付模式的前提是高水平的长护险运

行和经办管理能力、高质量的社会照料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各长护险试点地区的运行和经办管理体

制仍未厘清，地区差异明显，未来仍需进一步明确政

府、社会力量、失能者家庭等各方主体在保险运行过

程中的地位和职能，完善保险运行和经办管理机制，

推动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信息平台和标准建设，方

能更好地发挥长护险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前中国的长护险试点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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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将重度失能人群作为受益对象，受其健康状态的

限制，调查问题多由家庭成员代答，这种方式获得的

结果难以排除代答者的认知偏误和情感影响，降低

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然而，考虑到目前国内外针

对长护险受益人的微观调查数据匮乏，亦缺少对试

点地区保险受益人生活状况的评价，本研究仍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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