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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永梅１ 　 李　 强１ 　 刘保春２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 模型，对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两

者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就发展水平而言，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

较低且极化现象严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一般，除青岛外，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整体滞后于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 就耦合协调度而言，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共分为四种类型：青
岛为优质协调类型，济南、潍坊和烟台为初级协调类型，其余地市则为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类型。 就影响因素而

言，经济增长、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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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

矛盾。 经济增长无法自动地转化为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从而

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社会保障作为一种重要的分配性制度，具有显

著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是国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一组

重要关系，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保障的目的则是通过再分

配的手段来抵御各种风险，两者相互影响［１］。 多数人认为经济发展为社会

保障提供财富基础的同时，也给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带来更多挑战与机遇，
而社会保障的功能则具有经济和社会二重性，目前，中国正在探索社会保障

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呈现出“中社会福利，中经济增长”新
态势［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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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失

能问题日益严重，长期照护社会风险加剧。
２０１６ 年我国开始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工作，２０２０
年又将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取得初步成效。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一

环，对解决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问题起到重要作

用，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长期照

护保险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提升居民

总体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消费，促进就

业，拉动长期照护行业和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
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经济高质量发

展也对长期照护保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长期照护保险提供了较好的服务

支撑，如照护机构、照护床位、照护人员等；此
外，为扩大制度覆盖范围、保障范围，提高待遇

给付水平，增强长期照护保险基金运行的可持

续性等提供支持。 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二者之间的良性

循环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民

群众共享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为失能群体提

供更好的保障。 因此，对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进行耦合协调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与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保障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

的经济学家将社会保障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但由于社会保障并非生产性的制

度，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主要是考察社会保

障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即形成了“是什么

因素影响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对这些因素会产

生什么影响”的分析路径［１］。 这一点在长期照

护保险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中体现较为明显，学
者们较多关注长期照护保险对经济发展影响因

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就业和医疗消费支

出方面。 在长期照护保险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研

究中，荆涛等（２０２１）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

多期 ＤＩＤ 模型量化研究长期照护保险对就业

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照护保险通过提高个体

工作意愿，降低提前退休概率，改善个体健康水

平增加劳动就业［３］。 于新亮等（２０２１）基于世

代交叠模型和合成控制法评估长期照护保险对

女性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照护保险主要

通过减轻女性家庭老年人照料负担来提升其劳

动就业［４］。 于新亮等（２０２１）又将研究视角进

一步聚焦到农村女性就业上，发现长期照护保

险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农村女性就业概率、延长

其潜在工作时间［５］。 在长期照护保险对医疗

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中，于新亮等（２０１９）评估

了长期照护保险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发现

青岛市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后，人均医

疗费用呈现短暂下降后快速增加现象，对医疗

需求产生释放效应［６］。 马超等（２０１９）运用双

重差分法评估长期照护保险控费效果，发现长

期护理保险的实施节约了医保基金支出，有效

提高医疗资金利用效率［７］。 王贞等（２０２１）基

于上海市医保实际报销数据，利用倍差法考察

长期照护保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结果发现，居
家护理补贴会减少医疗支出，对医疗资源产生

替代作用，改善被护理者健康；机构护理补贴对

医疗费用影响较小， 但改变了医疗资源配

置［８］。
少数学者对长期照护保险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进行双向研究。 陈凯等（２０１９）对 １２ 个试点

地区 ２０１７ 年长期照护保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协调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多数试点的协调度有

待进一步提高［９］。 刘文等（２０２０）选取长期照

护保险筹资系统、经济发展系统和人口结构系

统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发现我国长期护

理保险筹资水平与经济发展、老龄化水平的耦

合协调类型整体为初级耦合协调，试点地区之

间差距较大［１０］。 钱丽等（２０２２）对山东省和江

苏省试点城市的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水平与人口

经济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多数试点城

市处于过渡和失调阶段，长照护保险筹资水平

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之间不相适应的问题亟

待解决［１１］。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较多借鉴，

但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关于长期照护保险和经

济发展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多为长期照护保

险对经济发展的单向影响，仅有个别学者对二

者的双向关系进行研究。 其次，在现有长期照

护保险与经济发展双向关系的研究中，长期照

护保险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偏少，且鲜有学者研

究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

其影响因素。 因此本文基于调研数据和宏观数

据，对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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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长期照护保

险和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三、指标体系构建与方法介绍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通过分析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之间的关系，借鉴已有文献［９ － １７］，构建长期照

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具

体来说，从照护服务资源投入、保障水平和基金

运行三个维度构建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选取定点照护机构数、照护床位数和

照护人员数衡量照护服务资源投入水平，选取

待遇给付人数、人均待遇给付水平和参保人数

衡量长期照护保险保障水平，选取长期照护保

险基金收入和支出衡量长期照护保险基金运行

水平。 从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和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出发，选取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大气污染度、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可支

配收入等 ２０ 项指标构建山东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表 １　 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要素层 指标层 方向

长期照护

保险

照护服务资源投入

Ａ１ 定点照护机构数 ＋

Ａ２ 照护床位数 ＋

Ａ３ 照护人员数 ＋

保障水平

Ｂ１ 待遇给付人数 ＋

Ｂ２ 人均待遇给付水平 ＋

Ｂ３ 参保人数 ＋

基金运行

Ｃ１ 长期照护保险基金收入 ＋

Ｃ２ 长期照护保险基金支出 ＋

经济高质量

发展

创新发展

Ｄ１Ｒ＆Ｄ 人员投入强度：Ｒ＆Ｄ 从业人员数 ／ 劳动就业人数 ＋

Ｄ２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Ｒ＆Ｄ 经费支出 ／ ＧＤＰ ＋

Ｄ３ 每名 Ｒ＆Ｄ 人员专利授权数 ＋

Ｄ４ 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强度：科技财政支出 ／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

协调发展

Ｅ１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Ｅ２ 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Ｅ３ 消费差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Ｅ４ 产业结构合理化：第三产业总值 ／ ＧＤＰ ＋

绿色发展

Ｆ１ 电量消耗度：电耗消费总量 ／ ＧＤＰ －

Ｆ２ 大气污染度：二氧化硫排放量 ／ ＧＤＰ －

Ｆ３ 污水排放度：废水排放总量 ／ ＧＤＰ －

Ｆ４ 固体废弃物排放度：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 ＧＤＰ －

Ｆ５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开放发展
Ｇ１ 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 ／ ＧＤＰ ＋

Ｇ２ 利用外资的强度：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 ／ ＧＤＰ ＋

共享发展

Ｈ１ 人均可支配收入 ＋

Ｈ２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强度：社保与就业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Ｈ３ 财政教育支出强度：教育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Ｈ４ 每千人口卫生机构数 ＋

Ｈ５ 每千人口养老机构数 ＋

　 　 此外，进一步分析影响长期照护保险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因素，借鉴已有研

究［１８ － ２１］，从经济增长、老龄化程度、医疗卫生发

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这四个方面分别选取

人均 ＧＤＰ、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政府

卫生健康支出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

重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指标数据来源于山

东省各地市长期照护保险调研数据，经济高质

量发展指标和影响因素指标数据来自于《山东

省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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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含义 单位

经济增长 人均 ＧＤＰ 万元 ／ 人

老龄化程度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

医疗卫生发展水平 政府卫生健康支出 亿元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产业增加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二）方法介绍

１． 综合指数评价法

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法测度山东省长期照护

保险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体步

骤如下：
（１）指标标准化处理。 采用极差标准化对

正向、负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Ｚ ｉｊ ＝
Ｘ ｉｊ － Ｘ ｊ

ｍｉｎ

Ｘ ｊ
ｍａｘ － Ｘ ｊ

ｍｉｎ

负向指标标准化：Ｚ ｉｊ ＝
Ｘ ｊ

ｍａｘ － Ｘ ｉｊ

Ｘ ｊ
ｍａｘ － Ｘ ｊ

ｍｉｎ

上式中，Ｘ ｊ
ｍａｘ为第 ｊ 项指标的最大值，Ｘ ｊ

ｍｉｎ为

第 ｊ 项指标的最小值，Ｘ ｉｊ为第 ｊ 项指标第 ｉ 个样

本的标准化值。
（２）确定指标权重。 利用熵权法计算指标

权重。 首先计算出随机变量的均值 Ｐ ｊ ＝ １
ｎ

Σ
ｎ

ｉ ＝ １
Ｚ ｉｊ；再计算出均方差 σｉ ＝ Σ

ｎ

ｉ ＝ １
（Ｚ ｉｊ － Ｐ ｉ） ２；最

后得出指标 Ｘｊ的权重 Ｗ ｊ ＝
σ ｊ

Σ
ｎ

ｊ ＝ １
σ ｊ

（３）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

Ｕ ＝
（ Σ

ｎ

ｉ ＝ １
Ｚ ｉｊＷ ｊ）

Σ
ｎ

ｊ ＝ １
Ｗ ｊ

上式中，Ｕ 为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２．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常用于衡量多系统或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公式如下：

Ｃ ＝
４（Ｕ１Ｕ２）
（Ｕ１ ＋ Ｕ２） ２{ }

１
２

其中，Ｕ１和 Ｕ２分别表示长期照护保险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Ｃ 表示两个系

统的耦合度，Ｃ 取值在 ０ － １ 之间，Ｃ 值越接近

于 １ 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越高。
耦合协调度模型：

Ｄ ＝ Ｃ∗Ｔ
Ｔ ＝ αＵ１ ＋ βＵ２

式中，Ｄ 是耦合协调度，Ｃ 是耦合度，Ｔ 是

长期照护保险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协调

指数，α 和 β 是待定系数，分别表示两系统协同

运行的贡献度，α ＋ β ＝ １，本文将其均赋值为

０． ５。 Ｄ 取值 ０ － １，Ｄ 值越接近于 １，两个子系

统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越好。 参考已有研

究，耦合协调度模型通常分为 ３ 个阶段 １０ 种

类型（见表 ３）。
表 ３　 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耦合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度（Ｄ）分类标准 耦合协调类型

失调阶段

０． ００ ～ ０． ０９ 极度失调

０． １０ ～ ０． １９ 严重失调

０． ２０ ～ ０． ２９ 中度失调

０． ３０ ～ ０． ３９ 轻度失调

过渡阶段
０． ４０ ～ ０． ４９ 濒临失调

０． ５０ ～ ０． ５９ 勉强协调

协调阶段

０． ６０ ～ ０． ６９ 初级协调

０． ７０ ～ ０． ７９ 中度协调

０． ８０ ～ ０． ８９ 良好协调

０． ９０ ～ １． ００ 优质协调

　 　 耦合协调度对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情况进

行评价，但是却无法表明子系统之间的相对发

展情况。 相对发展度模型根据子系统的比值

Ｅ，以 ０． ８ 和 １． ２ 作为划分标准将相对发展类型

分为滞后发展、同步发展和超前发展三种类型。
计算公式如下：
Ｅ ＝ Ｕ１ ／ Ｕ２

表 ４　 相对发展类型划分

相对发展度（Ｅ）
分类标准

相对发展类型

Ｅ≤０． ８ 长期照护保险较经济高质量发展滞后发展

０． ８ ＜ Ｅ ＜ １． ２ 长期照护保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步发展

Ｅ≥１． ２ 长期照护保险较经济高质量发展超前发展

　 　 ３． Ｔｏｂｉｔ 模型

Ｔｏｂｉｔ 模型常用于受限数据的回归，可以避

免 ＯＬＳ 回归中参数有偏和不一致问题。 耦合

协调度的取值范围在 ０ － １ 之间，符合 Ｔｏｂｉｔ 模
型的使用条件，因此选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来分析

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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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公式如下：
Ｙｉ ＝ Ｃ ＋ βｉＸ ｉ ＋ εｉ

其中 Ｙｉ 表示第 ｉ 个地市长期照护保险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Ｘｉ 表示影响耦合

协调度的因素，β ｉ 为系数向量，Ｃ 为常数项，εｉ

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综合指数分析

１． 长期照护保险综合指数分析

山东省各地市长期照护保险综合指数在

０． ０３０１ － ０． ９２６１ 之间，均值为 ０． １６９８，各地市

发展水平差距大，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从指标

体系构成来看，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

整体较低的原因主要是照护服务机构、人员等

投入水平较低；制度覆盖范围以城镇职工为主，
大部分城乡居民未纳入保障范围；筹资水平较

低且对医保基金依赖较大，可持续性较弱；待遇

给付水平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因素

均影响了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 此

外，山东省各地市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差距

大，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对长期照护保险支持力

度、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设计和试点地区经济社

会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各地市长期照

护保险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２． 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分析

山东省各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在

０． ３３５８ － ０． ７３９４ 之间，均值为 ０． ４６８７，各地市

地市之间差距较大，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一般。 山东省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重科技

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公共服务体系等，使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不

足，如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亟待破解，养老

健康产业发展有待提高，绿色发展进展缓慢等。

表 ５　 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相对发展度及类型

试点 Ｕ１ Ｕ２ Ｅ 相对发展类型

济南 ０． ３７０１ ０． ４８２８ ０． ７６６５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青岛 ０． ９２６１ ０． ７３９４ １． ２５２６ 长期照护保险超前发展

淄博 ０． １０９５ ０． ４６２４ ０． ２３６７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枣庄 ０． ０４３６ ０． ４４４４ ０． ０９８１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东营 ０． ０３０１ ０． ４６８６ ０． ０６４２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烟台 ０． ２５０８ ０． ５４０７ ０． ４６３８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潍坊 ０． ３２６９ ０． ５４２６ ０． ６０２４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济宁 ０． ０９１４ ０． ４０９２ ０． ２２３３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泰安 ０． ０６４６ ０． ４０６４ ０． １５８９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威海 ０． ０６７９ ０． ７０１８ ０． ０９６８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日照 ０． ０７６４ ０． ４６６０ ０． １６４０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临沂 ０． １２１２ ０． ３８１８ ０． ３１７６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德州 ０． ０４７５ ０． ３６８１ ０． １２８９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聊城 ０． ０６６９ ０． ３３５８ ０． １９９１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滨州 ０． ０５３３ ０． ３７７５ ０． １４１２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菏泽 ０． ０７１２ ０． ３７１６ ０． １９１５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均值 ０． １６９８ ０． ４６８７ ０． ３６２３ 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

　 　 （二）相对发展水平分析

从相对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各地市的相

对发展水平出现两个极端，即只有长期照护保

险超前发展和滞后发展两种情况，而二者同步

发展的最优类型缺失。 长期照护保险超前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地市只有青岛，其相对发展度为

１． ２５２６，究其原因，青岛对长期照护保险探索近

１０ 年，实践经验丰富；政策内容较完善，如参保

范围覆盖全体公民，筹资渠道多元且水平较高，

“医疗专护 ＋院护 ＋ 日间照护”服务形式多样，
临终关怀等人性化服务内容丰富；长期照护保

险体系较为完善，发展水平较高。 相较而言，虽
然青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但是由于经

济高质量发展难度大、时间长等原因，现阶段青

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产业结构调整不足、
绿色发展缓慢、城乡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有待提

高等问题，整体来看，青岛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低于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 长期照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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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发展的地市包括枣庄、滨州等 １５ 个城市，
其中，济南虽属于长期照护保险滞后发展类型，
但是其相对发展度较高，达到 ０． ７６６５，有望通

过完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设计等方式提升发展

水平，达到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实现二

者的良性互动。 其余地市长期照护保险开展时

间较短，在保障对象、长期照护服务形式、筹资

可持续性、服务人文化等方面存在不足，且配套

措施相对较少，对照护服务行业发展、服务质量

提高的作用有限；此外，对照护床位、人员投入

规模较小，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较低。 较之

于长期照护保险，这 １５ 个地市在经济高速发

展的基础上注重高质量发展，在创新、协调发展

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三）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耦合协调度来看，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得分在０． ３４４５ －
０． ９０９７ 之间，均值为 ０． ４８４１，各地市差距较大，
整体耦合协调程度偏低。 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照

护保险发展水平偏低，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较

慢，不能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效应，总体耦合协

调度较低。 从耦合协调阶段来看，济南、青岛、烟
台和潍坊处于协调阶段，其中青岛的耦合协调度

达到 ０． ９０９７，为优质协调类型，济南、烟台和潍

坊的耦合协调度在 ０． ６ － ０． ７ 之间，为初级协调

类型。 究其原因，这 ４ 个地市长期照护保险发展

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较高的长期照

护保险发展水平推动照护服务行业、养老服务产

业发展，带动照护服务人员就业，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为

长期照护保险范围的扩大，筹资、待遇给付水平

的提高，服务项目的增加提供条件，二者的耦合

协调关系相对较好。 淄博、济宁等 ７ 个地市处在

过渡阶段，均为濒临失调类型，若不及时调整两

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很可能陷入失调阶段，不利

于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枣庄、东营

等 ５ 个地市为失调阶段，属于轻度失调类型，长
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

作用很弱。 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地市耦合协调

度较低的原因是，这些地市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较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

低为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提供的支持有限，长期照

护保险发展水平较低对大健康产业、养老产业和

照护服务行业等带动作用较小，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作用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二者耦合

协调度的提升。
表 ６　 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结果及类型

试点 Ｃ Ｔ Ｄ 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类型

济南 ０． ９９１２ ０． ４２６４ ０． ６５０２ 协调阶段 初级协调

青岛 ０． ９９３７ ０． ８３２８ ０． ９０９７ 协调阶段 优质协调

淄博 ０． ７８６８ ０． ２８５９ ０． ４７４３ 过渡阶段 濒临失调

枣庄 ０． ５７０５ ０． ２４４０ ０． ３７３１ 失调阶段 轻度失调

东营 ０． ４７６０ ０． ２４９３ ０． ３４４５ 失调阶段 轻度失调

烟台 ０． ９３０５ ０． ３９５８ ０． ６０６８ 协调阶段 初级协调

潍坊 ０． ９６８７ ０． ４３４８ ０． ６４９０ 协调阶段 初级协调

济宁 ０． ７７２６ ０． ２５０３ ０． ４３９７ 过渡阶段 濒临失调

泰安 ０． ６８８０ ０． ２３５５ ０． ４０２５ 过渡阶段 濒临失调

威海 ０． ５６７３ ０． ３８４８ ０． ４６７２ 过渡阶段 濒临失调

日照 ０． ６９５９ ０． ２７１２ ０． ４３４４ 过渡阶段 濒临失调

临沂 ０． ８５５４ ０． ２５１５ ０． ４６３８ 过渡阶段 濒临失调

德州 ０． ６３６１ ０． ２０７８ ０． ３６３５ 失调阶段 轻度失调

聊城 ０． ７４４３ ０． ２０１３ ０． ３８７１ 失调阶段 轻度失调

滨州 ０． ６５８６ ０． ２１５４ ０． ３７６６ 失调阶段 轻度失调

菏泽 ０． ７３４６ ０． ２２１４ ０． ４０３３ 过渡阶段 濒临失调

均值 ０． ７５４４ ０． ３１９３ ０． ４８４１ 过渡阶段 濒临失调

　 　 （四）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耦

合协调度的基础上，运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一步分

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见表 ７。 从回归结果来看，

经济增长、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

化指标对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影响，老龄化程度未产

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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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 标准误差 ｔ 值 ｐ 值

经济发展质量 ０． ０２０３２∗∗∗ ０． ００５６９ ３． ５７ ０． ００４
老龄化程度 ０． ００６２３ ０． ００８１６ ０． ７６ ０． ４６０

医疗卫生发展水平 ０． ００１９６∗ ０． ０００９６ ２． ０３ ０． ０６５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０． ０１３１１∗∗ ０． ００４６５ ２． ８２ ０． ０１５

常数项 － ０． ５９０１０∗∗ ０． ２２６７４ － ２． ６０ ０． ０２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下显著

　 　 经济增长指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相关系

数为 ０． ０２０３２，即人均 ＧＤＰ 对提高长期照护保险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人均 ＧＤＰ 越高，越有利于

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完善基本公共服

务，提升卫生、养老服务水平起促进作用，长期照

护保险的资源投入、覆盖范围和待遇给付水平等

会相应增加，从而提高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
有利于人民群众共享经济成果，促进长期照护保

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
医疗卫生发展水平指标通过 １０％ 的显著

性检验，系数为 ０． ００１９６，即卫生健康支出对长

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 究其原因，卫生健康支出增

加有利于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为长期照护保险

发展奠定基础，提升长期照护服务质量，此外长

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提高有助于推动养老、医
疗等健康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从而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促进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之间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在 ５％ 的水平下显

著，相关系数为 ０． ０１３１１，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对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究其原因，
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协调、创新、绿
色发展，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长期照护服务等提供支撑，增加长

期照护服务供给，促进长期照护服务行业和养

老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长期照护保险的

发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１． 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较低，其
照护资源投入较少，覆盖范围有待提高，筹资及

待遇给付水平较低。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一

般，城乡发展不平衡、养老等健康产业发展不

足、绿色发展缓慢等问题较突出。 就相对发展

水平而言，除青岛外，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发展

水平整体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所有地

市均未达到二者同步发展的最优状态。
２． 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各地市差距较大。 仅有济

南、青岛、烟台和潍坊的耦合协调度高于均值，
其余 １２ 个地市的耦合协调度均低于均值。 就

耦合协调类型而言，济南、青岛、烟台和潍坊 ４
个地市处于协调阶段，青岛达到优质协调，济
南、烟台和潍坊为初级协调；淄博、济宁等 ７ 个

地市处于过渡阶段，均为濒临失调；聊城、滨州

等 ５ 个地市处于失调阶段，都为轻度失调。
３． 山东省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耦合协调度主要受经济增长、医疗卫生发展

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增长越好、医
疗卫生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

深越有利于提高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二）政策建议

为提高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发挥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１． 提高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有助于盘活养

老和医疗资源，促进长期照护服务机构发展和

人员就业，可以更好地推动协调发展和共享发

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措施为：第一，
增加照护机构、床位和人员的投入，优化资源配

置，合理布局照护机构广度，提高照护服务可及

性。 第二，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首先将参保范围

扩大到农村地区，解决更多失能群体的照护问

题，提高制度公平性；其次在保障重度失能人员

的基础上，对中度失能群体进行待遇给付，减缓

其失能恶化程度，提高其健康水平。 第三，结合

经济发展水平合理调整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水

平，增加筹资渠道，细化不同照护形式的待遇给

付标准，适当提高给付额度，促进长期照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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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适度、可持续发展。 第四，政府应提高重视

程度，加大财政支持，对从业人员、照护机构等

进行政策激励和资金补贴；调动商业保险公司

参与经办的积极性，增加经办业务规范性；发挥

互联网、大数据优势，完善信息管理平台，推动

长期照护保险长远发展。
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长期照护保险

发展水平。 首先推动创新发展，加大科技研发投

入力度，在注重信息、生物、航天等技术研发的同

时，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医疗等技术，研发智慧养

老和智慧医疗的装备、辅具等，进而提升长期照

护服务水平。 其次，促进协调发展，通过增加财

政投入改善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和环境条件，
从而为长期照护保险发展、覆盖范围的扩大提供

条件。 再次，注重绿色发展，开展污染治理等环

境保护工程，改善空气等环境条件，普及健康老

龄化理念，为人们的身体健康提供优质环境。 最

后，加快共享发展，全面提高养老、医疗等基础设

施建设，注重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资源整合，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养融合的服务需求，为长

期照护保险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３． 积极发挥长期照护保险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耦合协调作用。 经济增长、医疗卫生发展

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长期照护保险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影响。
具体对策建议如下：第一，以高质量发展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为长期照护保险提供坚实的

经济基础，促进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
第二，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养老等领域的投入

力度，尤其是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服务设施和服

务水平短板，不断提升长期照护保险发展水平，
进而更好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加快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发展，大力发展健康产业，盘活部分养老机构和

医疗机构资源，为加快推进长期照护行业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二者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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