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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老有所养，是全社会关注、涉及千家万户的重大
民生问题。作为人口大省，老龄化和社会养老问题尤其不可忽视。为促进这
一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编辑部今日特刊发山东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研
究员撰写的“2016年山东省养老机构调查追记”。这次系统调研活动虽然是在
一年多之前，但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正在不
断彰显，并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八千里路云和月
—2016年山东省养老机构调查追记

□崔树义

2016年8月19日至10月15日，山东社会科
学院人口所“山东省养老机构发展瓶颈及其破
解”课题组联合省老年产业协会，在我和白玉光
会长带领下，历时56天，行程万余里，先后赴全
省17个市，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个人访谈等方
式，对17市近50个县市区的80余家公办、民办、
公建民营等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和城市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农村社区幸福院的投资和收支状况、
床位和入住情况、政策补贴情况、老年人能力评
估、人员管理、老年人需求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了解，并重点关注了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建设、养老服务标准化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评估等问题，为破解山东省养老机构所面临的
发展困境收集了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由同一
批人马就同一问题在全省进行如此大规模普遍
调研，在我院甚至我省历史上还不多见。近两
个月的忙碌，逾万里的奔波，其中的酸甜苦辣，
点点滴滴，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追忆起
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老龄化和养老服务问题是山东社科院人
口学研究所传统的重点研究领域，有关研究成
果得到业内同行的公认，早在2006年便曾分
别被国家原人口计生委和全国老龄办授予“全
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和“全
国老年问题研究先进集体”称号。仅2012年
以来，围绕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社会救助、失
独家庭老人社会救助、失能老人长期照护、农
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社区和居家老人养老服
务等问题，就有5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省
部级课题以及多项横向委托课题获得立项，研
究成果除了公开发表外，还得到多位省领导的
肯定。但是，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理论和宏观
层面，对于现实问题，特别是山东的现实问题，
虽有较多涉及，但总感觉研究不透。近年来，
人口所新引进人员增多，有两位还是海归博
士，团队成员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年轻
博士们理论基础好，思想活跃，眼光敏锐，拼劲
足，掌握先进研究方法，但也有个普遍弱点，就
是对国情、省情不熟悉。对于以服务省委省府
决策为宗旨的地方智库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
个致命的短板。弥补这个不足的最好的办法，
无疑就是大量开展实地调研。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和实践之树常青。
智库的应用性研究课题必须进行大量的充分的
调研，对此人们早已形成共识。只有进行扎实
的实地调研，研究者才真正有话语权，研究结论
才有说服力。不调研，不深入实际，你怎么熟悉
你所研究问题的实际情况？怎么获得第一手资
料？怎么能够准确地发现和揭示问题？怎么能
够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破解问题的对
策？“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大
人民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不深入实地调查，不
真正了解这一实践，没有大量调研数据支撑，我
们的应用对策研究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

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2016年4月，根据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工程的要求，人口学研究所创新团
队经过慎重考虑，将《山东省养老机构发展瓶
颈及其破解》确定为团队支撑项目，并决定在
山东省进行实地调研。因为近年来，中央政府

对养老问题非常重视，连续出台了许多扶持政
策，集中体现在对养老机构的扶持上。我们在
前期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是：许多地方政府大
兴土木，不断在城市里兴建大型豪华型养老
院，遍地开花式地在城市社区里兴建日间照料
中心，在农村社区里兴建类似日间照料中心的
幸福院。但是，另一方面，群众虽然普遍有入
住机构养老的需求，但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却普
遍在50%以下，有的甚至不到10%，日间照料
中心（幸福院）更是形同虚设，基本无人问津，
造成床位闲置、资源浪费严重。那么，问题究
竟出在哪里？是上级下达的床位指标过高？
是地方领导人追求政绩工程？是养老机构自
身运营存在问题？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
构养老三种养老模式脱节？还是群众机构养
老意愿虚高？这些问题如何才能有效破解？
如此等等，都需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来寻找
答案。

由于经费和人力有限，我们起初打算做典
型调查，在全省找几家有代表性的养老机构，再
结合现有的面上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搞出一
篇研究报告。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种典型调
查的代表性很不充分，根本无法说明问题。于
是决定集全所之力，对全省17个市进行普遍调
查，每个市至少选3家养老机构进行问卷调查，
辅之以座谈和个人访谈。3家养老机构中，公
办、民办、公建民营各一个，同时要兼顾不同规
模、不同收费档次、不同经营情况、不同地理位
置等。这样一来，虽然工作量大大增加，研究周
期大大延长，但我相信，将来的调查结论会更切
合实际，更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但是，由同一批人马在短时期内就同一问
题在全省17个市进行如此大规模调研，谈何
容易！这不仅在社科院院历史上不曾有过，甚
至在山东省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历史上也不多
见。仅选取调查样本这一项工作，就让我们几
次想打退堂鼓。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与省有
关部门（民政厅）合作，由其下发通知，作为任
务布置下去，这样肯定会顺风顺水，一路绿
灯。但是，职能部门的工作本来就很繁忙，是
否答应合作还是未知数，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这种通过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安排的调研，很容
易搞成类似领导检查工作，把座谈会搞成成绩
汇报会，选点只选最好的，座谈对象也经过层
层筛选。可以想见，这样调研的结果是不太容
易了解到真实情况、难以得到真实数据的。而
这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由于调查样本不够多，但分布范围又很大，使
用传统抽样调查的方法显然无法保证调查结果有
足够代表性。而全部采取抽样，在全省选这么多
点，仅凭我们一己之力，又肯定难以做到。

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
正在我们为此焦头烂额，甚至打算放弃时，

盼来了意想不到的救兵——6月的某一天，山东
省老年产业协会的白玉光会长主动找上门来
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原来，作为行业组织，他们也打算对作为老年产
业重要支柱的养老机构的情况做一些深入了
解，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的优势在于
熟悉各地养老机构情况，但缺乏必要的调查方
法和研究手段。而且，白会长性格豪爽，坦诚实
在，我们心有灵犀，各取所需，可以说“一拍即
合”：他们主要负责调查点的联络，我们则主要
负责调研以及后期调研报告的撰写。解决了选
取和联络调查点这个最大的难题，接下来的工
作对我们来说就是轻车熟路了：搜集分析现有
文献资料，确定调查点，拟定调查问卷和座谈提
纲，试调查……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已经是8月
中旬了。

三、八千里路云和月

滂沱大雨中，我们出发了
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早上，天空忽然

毫无征兆地下起了滂沱大雨。七点半，和白会长
约定出发去泰安调研的时间到了，团队人马也已
全部到齐，大雨却依然毫无停歇的样子。此时正
值交通早高峰期间，平时繁忙的舜耕路，早已是挤
作一团。黑云压城，雨借风势，其恐怖情形，不由
得让人想起了2007年的“7.18”大暴雨。

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去，天黑风高，雨大路滑，风险不言而喻。
不去，万事俱备，只待出师；出师不利，则全

盘计划势必打乱。
我将征询的目光望向众人。大家投来的，

是一束束坚定的眼神，如一道道电光，穿透密布
的雨幕，没有犹豫，没有惊怕，更没有退缩！我
心头不禁一热：

出发！
车子从济南南收费口上了高速，雨势依然

不减，从车窗向外望去，天地茫茫。若在往常，
车里早已是欢声笑语，此时却鸦雀无声——大
家心里的紧张，已在脸上表露无遗。倒是我们
聘请的司机师傅，虽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开
车，却神情轻松，不时地讲上几句笑话，意在打
破车里的沉闷。也许对他来说，这种天气行车
早已是司空见惯。我用手机拍照发了一个朋友
圈，很快，便收到近百个点赞、关心和祝福——
阳光总在风雨后，谢谢！

上午九点半，车子平稳地停在了泰安泰山
慈恩医养中心门口。我们为期近两个月的漫长
的调研，便这样在滂沱大雨中拉开了帷幕。

日夜兼程
古语云：万事开头难；西谚曰：好的开始是

成功的一半。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对全省17市
养老机构的调研分为5个阶段紧张而有序地进
行：第一阶段，8月19日—25日，泰安、聊城、德
州、滨州、东营、潍坊；第二阶段，9月4日—9日，
烟台、威海、青岛、淄博；第三阶段，9月11日—
14日，临沂、潍坊、莱芜；第四阶段，9月22日，济
南；第五阶段，10月10日—15日，菏泽、济宁、枣
庄。基本上是每天一个市，每个市调研3—5个
分布在不同县区且不同类型（公办、民办、公建
民营等）、不同规模、不同档次的养老机构，参观
2-3个城市社区照料中心或农村幸福院，行程之
紧张自不待言，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来形
容丝毫不为过：白天参观、座谈、访谈、填写问
卷，晚饭后赶赴下一个调查点，能够在晚上10点
之前到达便已算是万福。记得8月21日晚由平
原赴滨州时，本来路途就不近，加上高速修路，
司机又跑错了路，到达入住酒店时已是夜里12
点多。一天的劳累，半夜的奔波，大家几乎都懒
得洗漱，倒头便睡了。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而

是几乎天天如此，别说我和白会长这早已年过
半百之人，便是其他几位年轻人，心里也直呼

“受不了”。
其实，要说调研中最累心、最让人着急上火

的，不是调研本身，也不是路途奔波，而是最后
联系、确定调查对象（养老机构）。虽然说每次
出发之前，白会长都已通过各种关系，基本确定
了大部分调查对象，但计划不如变化快，因种种
原因中途变卦、临时调整的事情几乎在每一地
都会遇到。每到这时，我便会和白会长开玩笑
说：考验您的时刻又到了。但老年产业协会毕
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组织，17市中也仅有
半数成立了老年产业协会，即使白会长能耐再
大，也有力所不及的时候。记得9月11日晚饭
后由菏泽赶赴某市的路上，当最后与某市确定
明天要调研的养老机构时，却传来了我们最不
愿意听到的消息：明天因故不能接待，请以后择
时再来。尽管我们一再说明：我们仅仅是来调
研，只需帮助联系有关养老机构，无需任何官员
陪同，绝不影响他们工作安排，但仍难以说服对
方。已年届花甲、见多识广的白会长，此时也是
无可奈何，不免频频摇头，连连叹气。无奈之
下，我只好公事当成私事办，通过该市的某位领
导，顺利安排好了第二天的行程。

那天到达入住的酒店，又已是夜半时分。
吾爱吾家，吾爱美景，吾更爱调研
断断续续近两个月五千多公里的行程，跑

遍了山东17个市的近50个县市区，途中美景无
数，却只能隔窗远远欣赏，而不能驻足停留，慢
慢游览，这不能不说是此次活动的一大遗憾，特
别是对于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这样的机
会毕竟不多。不仅仅是因为有“八项规定”的约
束，而且也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哪怕是拿出半
天，哪怕是下午的调研早结束一个小时，哪怕是
中途停留半个小时！没有，一次也没有。唯一
一次例外，是8月20日傍晚由聊城赶往夏津途
中，趁车子加油的短暂间隙，在美丽的东昌湖北
岸匆匆留下了唯一的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而
且，我所参加调研人员——田杨、杨素雯、张月
君、孙同德、王承强以及我本人，老家都在山东，
都完全可以借此次调研之机回家看看。但是，
由于行程安排紧张，大家都主动顾全大局，没有
一人提出类似要求，即便家门近在咫尺。

吾爱吾家，吾爱美景，吾更爱调研。

四、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调研结束后，课题组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
投入了更紧张的后期工作：问卷核查、笔记整
理、数据分析、文章撰写等。可喜的是，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我们艰苦的调研不久便陆续得到
了回报。目前可见的成果主要有：

第一，调研报告《我省养老机构发展中的十
大问题及对策》通过山东社科院《呈阅件》（2016
年第31期）上报后，次日便得到季缃琦副省长批
示：“建议很好。请省民政厅认真阅研，结合
2017年养老工作安排，提出意见措施。可安排
一次专门会议研究，请社科院、老年产业协会一
起参加。”

第二，论文《养老机构发展瓶颈及其破解
——基于山东省45家养老机构的调查》于2016
年12月投送人口学界最顶尖期刊《中国人口科
学》后，2017年第2期便得以发表。从投稿到刊
发，仅用了两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第三，论文《机构养老:繁荣背后的乱象》，
2017年2月22日在《大众日报》理论版发表，引
起省民政厅领导高度关注。

第四，论文《养老机构扶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基于山东省45家养老机构的调查分析》，近
期将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

当然，以上收获仅是表面上的，更重要的是：
第一，了解了省情。对于山东的老龄化和

养老服务问题，我们过去虽然通过各种文献资
料早已有比较全面的宏观了解，谈论起有关理
论和数据来也可以做到头头是道，但在这些理
论和数据与我们之间，总是有一层看不见的隔
膜，对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并没有很透彻的体
察。通过调研，数据、特别是我们自己收集的大
量第一手数据，便不再是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
而是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具体形象。（下转4版）

图4 2016年8月21日，在平原县养老服务中心与老
人一起联欢。

图3 2016年8月19日，崔树义微信朋友圈截图。
图5 2016年8月20日，调研组途径聊城东昌湖时
匆匆留影。

图1 2016年9月7日，在威海东发老年公寓与入住
老人交谈。

图2 2016年9月9日，在淄博张店区夕阳红老年公
寓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