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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政協調研養老服務
倡注重借鑒香港經驗
針對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北京市政協近期形成《關於推進本市社

區和居家養老服務發展的調研報告》（下稱《調研報告》），並提出建議案
予北京市委與市政府研究參考。建議案中特別提出，要借鑒香港「安老服務
統一評估機制」經驗，對北京市近300萬老年人進行功能分級，為今後政府

和社會組織按功能級別提供相應服務做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頔、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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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高度關注。2009年，北京市民政局、發
改委等有關部門就曾聯合下發《關於加快養
老服務機構發展的意見》，提出了「9064」
養老服務模式。2013年，又在全國率先出台
《關於加快養老服務業發展的意見》。今
年，為推進北京市社區養老服務業發展，北
京市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聯合八個民主黨
派和工商聯，圍繞「推進本市社區和居家養
老服務發展」開展調研，形成並遞交《關於
推進本市社區和居家養老服務發展的調研報
告》，力圖推進以社區為依托的居家養老服
務，促進養老產業升級、創新社會管理方
式。

吉林：今年成效一定非常突出
政協北京市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近日召開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調研
報告》並提出建議案。市政協主席吉林在會
上表示，對養老問題，市政協多年來一直關
心、關注，體現了政協工作的持續性。他
指出，養老服務作為社會的熱點問題，人大
在研究要立法，政協也在研究，並將參與立
法協商，今年在成效上一定是非常突出
的，會形成社會的共識，並以法律和地方
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依法推進各項工
作。

矛盾突出 總體仍處起步
針對北京市老齡化現狀，《調研報告》分

析指出，目前北京市人口老齡化有「三對矛
盾同時並存」，一是老年人數量攀升和社會
撫養負擔沉重並存；二是老年人高齡化與失
能化並存；三是養老服務成本攀升與養老資
金短缺並存。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紅利下
降，養老照料服務價格提高，加上「未富先
老」，讓養老問題變得日益突出。
報告說，雖然政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但

由於完善的服務體系和保障機制還沒有建立
起來，總體上服務資源分散，服務覆蓋面狹
窄，服務項目滿足不了老年人需求，因而養老
服務發展總體上仍處於起步階段，公眾對養老
服務的認可程度不高。

完善相關法律政策
針對《調查報告》中提出的養老服務發展

的問題以及相關對策，《關於推進本市社區
養老服務發展的建議案》提出要深入研究
「未富先老」情況下開展養老服務的各種困
難，政府資金投入向社區和居家養老傾斜，
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服務」的
格局。提出落實「十二五」規劃，盡快出台
《北京市養老服務設施專項規劃》和《社區
養老服務設施設計標準》，加強養老工作的
法治化建設。
在政策支持方面，建議案提出要加大政府

購買服務力度，實行行業自律和信用評級管
理，採取稅收優惠、養老服務投資引導基金
等方式引導企業投身於養老服務產業。並提
出以「養老券變卡」為契機，重新調研和設
計其發放和使用工作，保障這筆6億元財政
支出能切實解決老年人實際需求。

鑒港經驗分類保障需求
與內地相比，香港老齡化程度並不低，但

香港在養老服務發展方面的措施較為先進，
能夠有效整合民間社會資源提供養老服務。

談及香港的養老服務產業，北京市政協常
委、香港麗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及主席李胥向本報記者表示，香港和內地
有些情況不同，香港的一些養老措施對年
老、沒人照顧的老人在社會福利、待遇或
者一些其他的方面都有體現，在此方面各社
區都做得比較好，確實應有一些經驗可供內
地吸取。
針對北京市養老服務發展現狀，建議

案還提出要借鑒香港「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
制」的經驗，對北京市近三百萬老年人進行
功能分級，為今後政府和社會組織按功能級
別提供相應服務做好準備。即基於老年人的
年齡、身體狀況、經濟水平、家庭構成等不
同因素，按照物質、精神、教育等不同需
求，分類養老服務清單，並以此為基礎，進
一步將養老服務納入社會管理體系，通過網
格化定位，以養老照料中心為平台，建立覆
蓋全人群的虛擬養老院。 ■專業護理人員正在為老年人提供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本報北京傳真

張卓元：國資委職能變化 管企業轉向管資本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何凡）伴隨央
企負責人薪酬改革進入倒計時階段，目前各央企正抓
緊擬定薪酬管理政策。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
院學部委員張卓元（見圖）向本報表示，央企負責人
薪酬改革的路線圖正逐漸明確，調薪的同時會考慮到
負責人的任期激勵。此外，今後國資委的職能將從管
企業向主要管資本轉變，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
有資本投資公司等將提上日程。

央企薪酬改革路線圖明確
一直以來，作為央企薪酬最具爭議的灰色地帶，央
企高管「看不見的收入」成為社會質疑的焦點。內地

媒體近日報道稱，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改革方案將於
明年1月正式實施，除央企負責人薪酬調整外，國家將
建立薪酬信息公開制度。張卓元出席「孫冶方經濟科
學獎獲得者校園系列演講活動」時向記者指出，作為
此輪國資改革中最先推進的一環，央企負責人薪酬改
革與中央高層的直接推動密切相關。
據透露，改革後央企主要負責人的薪酬結構將發生

變化，在過去由基本年薪和績效年薪兩部分構成的基
礎上，新增任期激勵收入，並採用最為嚴格的監管制
度。央企高管薪酬額度將由目前職工的12倍降至7到8
倍。

國資委當「老闆」不當「婆婆」
談及國資改革，張卓元指出，國資委將主要致力於

調整國有資本的佈局和結構，優化配置國有資本，使
其流動起來，更好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今後，國資
委不再將主要精力用來管110多家央企，而是集中精力
管好為數不多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由國
有資本投資公司或運營公司向控股參股企業派出股東
代表和董事。
同時，企業的重大決策由董事會作出，即由董事會

確定本企業發展戰略、定位和目標，市場化選聘職業
經理人進行經營管理，企業參與市場平等競爭，優勝
劣汰，不必再事事請示國資委，真正做到國資委只當

「老闆」，
不 當 「 婆
婆」。
他說，國

資委和國有
獨資、國有
資本控股企
業的關係，
通過國有資
本運營或投
資公司要從
原來的行政
隸屬關係轉
變為股東和
企 業 （ 公
司）的關係。「現在面臨的較大難題，是各級國資委
如何進行職能轉變。國資委下面的國有獨資母公司，
有的要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上市，有的要改組
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這是難度很大的攻堅任務，如
何推進值得探討。」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目前國內公認的經濟學最高榮

譽獎。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於2013年啟動公益活
動——「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校園系列演講活
動」，迄今已成功舉辦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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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玉
潔）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
院長白重恩（見圖）近日在「《財經》年會
2015」上表示，嚴格管理地方債的規模和渠道
超出傳統財政上的意義，將對金融體系乃至央
地關係產生深遠影響。
白重恩說，據審計結果顯示，2013年底中國

境內貸款總存量75萬億，其中18萬億是地方
債，約佔24%。新修改的《預算法》和國務院
《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出台
後，地方政府未來不可佔用其他渠道來舉債，
在債務規模上也有一個總額度來管理分配，這
將廣泛影響金融機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行
為。

地方政府融資未來倚重債券
對於金融機構，他表示，以前銀行借了大量

的債給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但是未來他們不借了，只能通過買債券來參
與。債券是明確地方政府信用的擔保，是一個
低風險的借債，利率成本會下降，金融機構的
資產組合和年收益也會隨之改變。
白重恩說，當金融機構不再能提供貸款時，
地方政府就要想辦法開拓新的業務，企業可能
因此受益。「因為以前企業跟地方政府競爭獲
得貸款，現在這個競爭不存在了。」他認為，
這對整個金融體系將產生很大影響，可能影響
到貨幣政策的制定，進行債務的重新安排。
最後，按照新規定，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債務
顯性化，另一方面有了借債的權力但額度受到
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約束。他表示，額
度受限對地方政府行為產生的影響未來需要特
別關注。

陳求發：政治協商要抓好程序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訊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
省政協主席陳求發（見
圖）近期撰文指出，政治
協商要抓好程序化這個關
鍵。要主動聽取各方面意
見，會同黨委政府制定實
施好協商年度工作計劃；
民主監督要不斷提高組織
化程度，把零星的、微觀

的批評意見上升為集成的、宏觀的監督建議；參
政議政成果轉化要制度化；政協組織自身建設要

規範化。
他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慶祝人民政協成

立65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對新形勢下的人民
政協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須準確把握協商民主
的深刻內涵，切實發揮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的獨特
優勢。

協商民主和人民政協不能畫等號
陳求發認為，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

作用，要正確把握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同其他民主形
式的關係。
他說，一是把握好人大的選舉民主與政協的協商民

主的關係。人大的選舉民主和政協的協商民主，是中
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這兩種民主形式從
制度層面講是平行的，從操作層面講是平等的，兩者
之間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關係。
二是要避免將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理解為國家協商

民主的唯一形式。人民政協是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並不是協商民主的全部，不能簡單地把協商民主和人
民政協畫等號。在強調人民政協是發展協商民主的重
要載體和實踐形式的同時，還要積極研究和探索與其
他協商民主形式的有機結合，從而相輔相成，互為補
充，共同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形成推
動民主政治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的強大合力。

■■吉林吉林

■■演講活動現場演講活動現場。。 記者何凡記者何凡攝攝

■在福州市五鳳街道白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72歲的退休教師應欽文（左一）在與老夥伴們下象棋。 本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