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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國養老服務新模式構建中國養老服務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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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養老服務政策體
系逐步完善，養老模式也由傳統單一

的家庭養老衍生出了機構養老、社區養老等
模式。同時，隨着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和養
老服務需求不斷提高，中國養老服務面臨前
所未有的挑戰，基本養老制度不健全、養老
服務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給不足、服
務質量不高等問題比較突出。
委員們建議，要加快推進養老服務立法，
界定政府、個人、家庭、養老服務機構等主
體的地位、責任、權利和義務，健全法規、
政策、標準相銜接的養老服務法治體系。要
弘揚「孝親敬老」傳統美德，教育引導人們
自覺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鞏固居家養老的
基礎地位。要整合社區服務資源，廣泛設立
嵌入式社區養老機構，強化政策支撐，進一
步發揮社區在養老中的依托作用。要做深做
實醫養結合，健全醫療保險機制，擴大長期
護理保險試點。
同時，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養老資源的決
定性作用，鼓勵社會力量發展養老服務，有
效解決民營養老機構各種政策障礙和經營困
難，加快推進公辦養老機構轉制為企業或開
展公建民營，滿足老年人多樣化服務需求。
要加快農村養老保障和服務體系建設，大力

發展農村互助式養老設施，打造農村集中供
養新模式。要加強養老服務人才培養培訓，
制定養老護理技能等級認定標準，提高養老
服務從業人員職業榮譽和社會地位。

發展社區嵌入式養老模式
俗話說：養兒防老。在傳統觀念的影響

下，家庭養老是中國老年人的主要養老方
式。目前，中國構建的是「居家為基礎、社
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
老服務體系。在委員們看來，「三位一體」
的養老服務體系中，居家養老處於基礎地
位，家庭成員是照顧老年人的主體。因此，
要通過個稅減免、困難家庭補助等形式，對
家庭成員照顧老人給予政策支持。同時，要
弘揚「孝親敬老」的傳統美德，教育引導人
們自覺承擔家庭責任，發揮家庭在老年人生
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推進居家社區機構養老『三位一體』融

合發展，關鍵是要發揮好社區養老的樞紐作
用。」全國政協委員任亞平認為，應明確和
壓實社區在提供養老服務方面的基本責任，
培育扶持專業化、品牌化、連鎖化養老服務
機構開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整合社區衛
生、養老服務資源，為居家老人提供連續性

的醫療和養老服務。
全國政協常委、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張恩迪

提出以社區嵌入式養老為基點，鏈接機構和
居家養老服務，形成養老服務骨幹網。全國
政協委員袁亞非也認為發展社區嵌入式養老
是構建居家、社區、機構「三位一體」養老
服務體系的重要抓手，但目前還存在一些現
實問題，比如單體面積難以滿足、地方採購
服務項目往往一年一簽、不能和養老機構一
樣享受建設和運營補貼等，希望民政部門和
財政部門能給予更多政策支持。

醫養結合打通養老「最後一公里」
截至2018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

2.49億，佔比17.9%，65歲及以上人口達

1.67億，佔比11.9%，多數老年人被1種及
以上慢性病困擾，一人身患多種慢性病的
現象較為普遍。因此，醫養結合是養老的
必然方向。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醫院院長
王建業表示，整合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老
年健康管理工作構建以社區為支撐的家庭
養老體系是目前醫養結合工作的重中之
重，也是解決中國數億老年人醫養結合的
主要途徑。為此，應完善基層投入和激勵
機制，保障和調動基層醫護人員開展居家
社區醫養結合服務。
全國政協常委王會生建議，應加快建設

護理型養老機構，發揮養老機構集中照料
失能老年人的支撐作用。目前多數養老機
構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服務，預防保健、康

復及護理等服務欠缺，醫、養功能銜接不
順暢。建議充分利用現有醫療資源，引入
社會資本，支持更多有條件的一級、二級
醫院轉型為護理院，在政策、土地、稅收
等方面給予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花亞偉關注的是社區醫療服

務中心如何與社區養老服務站相銜接的問
題。「建議社區養老服務站與家庭醫生簽約
服務緊密結合，優先覆蓋社區的重點老年
人。人工智能養老服務信息平台上，也要與
醫療機構的健康管理和醫療服務有機鏈接起
來，為老人提供一體化、便利化的快速診
療、雙向轉診、康復訓練、長期護理等連續
性服務，真正實現高質量的惠老、利老、居
家養老。」

創新養老制度 增強政策凝聚力

養老服務體系的健康有序發展離不開政策
的保障，也有賴於相關制度的不斷創新。
「各部門主要在職責範圍內開展養老服務工
作，政策聚力不夠，企業和消費者獲得感也
不強。如食品監管部門要求餐飲服務提供者
具有實體經營門店並依法取得食品經營許可
證，但社區服務商為老人配餐送餐，自身
不做餐飲經營，沒有實體店和經營許可
證。社區服務商最大成本壓力來自場地租
金，但全部重新供應場地既不現實也無必
要。」全國政協常委李世傑建議加強部門
統籌協調，提高政策的銜接性、協同性和

可操作性。「如針
對社區為老人助餐
實際特點降低准入
門檻，以食品安全
為監管重點；將服
務場地任務分解到
基層，在社區範圍
內整合閒置資源，
發揮存量資產作用
等。」
「按政策，社區

養老驛站『一址註
冊，多址連鎖經
營』，但養老驛站

的房屋由政府提供，大多沒有房產證無法
工商註冊，這導致養老驛站想引入除政府
規定的基礎服務外的其他養老服務項目
時，面臨資質不全、超範圍經營問題，阻
礙了養老驛站規模化、綜合化發展。」對
於從事養老服務的北京誠和敬養老健康產
業集團黨總支書記、董事長梁仰綱來說，
如何優化社區居家養老企業的營商環境一
直是他最關心的問題。對此，他提出賦予
社區居家養老企業多種經營的資質許可的
建議，並建議將其視同養老機構企業，享
受同等的稅收優惠及水電氣熱、物業費等

標準，優化行業的營商環境。
「中國養老服務業仍處於發展初期階

段，政府和市場責任邊界不夠清晰。企業
和社會組織參與產業發展面臨的『玻璃
門』『彈簧門』現象依然存在、投資積極
性受到抑制。政府和市場應該如何分工，
是我們應該深入思考的大問題。」全國政
協委員孫潔表示。

構建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近年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取得良

好進展，截至2018年6月底，覆蓋5,700萬
人，18.45萬人享受待遇。這項制度受到社
會廣泛讚譽，地方政府積極性很高，除了
15個試點城市，「自願」試點的城市已有
四五十個，並且還有擴大的趨勢。
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

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發現，由於沒有
制訂統一的制度框架，各地試點在保障範
圍、受益規模、籌資渠道、待遇形式等方
面存在較大差異。「建議在制度基本框
架、基本籌資原則、基本待遇水平等三個
方面予以統一，並着重關注制度設計較為
全面的幾個重要試點城市，以此為基礎總
結經驗教訓，作為制度統一的基本『模
板』。」鄭秉文說。

由於風險高、責任重、工作
多，高素質運營管理人才不願意
進入養老行業，服務一線崗位更
是因為收入少，社會地位低，缺
乏晉升空間，而頻繁出現招工
難、流失率高、專業技能不高等
尷尬。養老服務人才嚴重不足已
經成為制約養老服務業發展的一
大瓶頸。
「應加強養老服務專業隊伍建
設。鼓勵高等院校、技工院校開設
養老服務相關專業，建設一批養老
護理培訓基地，加大對醫養結合人
才、養老行業管理人員、專業社會
工作者和養老護理員培養力度。」
「也要支持社會資本參與開辦養老
護理職業學校，完善養老護理職業
技能標準，健全養老服務人才培養
體系。」「還可以鼓勵專業機構對
社區養老服務人員開展職業技能培
訓，提高服務水平。」……針對養
老服務專業人員嚴重緊缺的現狀，
委員們紛紛支招。
張恩迪常委認為可以在一定時間
內，對養老護理人員進行免費培
訓，分級發放職業資格證書，增加

養老護理專業人員數量，緩解供需
矛盾。李世傑常委表示可以通過志
願者補足人員短板，利用「時間銀
行」鼓勵四五十歲的人員從事養老
服務，或將在校大學生參與養老服
務的社會實踐納入學分也不失為好
辦法。
此外，委員們還提出了完善技能

等級認定、搭建職業晉升平台、通
過職業年限獎勵等提高從業人員收
入的建議。委員們認為，壯大養老
服務從業人員隊伍，要打好政策
牌、待遇牌、親情牌。從新時代養
老服務事業發展的角度出發，制定
養老服務從業人員職業標準，並對
從業人員職業定義、培訓要求作出
規定。從國家層面出台一系列政策
措施，建立完善護理人員工資正常
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穩步提
高工資標準，保障護理人員的生活
水平，解決護理人員後顧之憂。民
政、衛生健康、醫療保障、人社、
財政等部門也應考慮組織各種形式
的慰問、表彰活動，提升護理人員
的職業自豪感，讓更多人願意從事
這個職業。

補齊農村養老短板
隨着中國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和社會

老齡化，農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現象增
多，農村養老問題越發突出。有專家預
計，到2030年，中國的空巢老人將超過2
億人，大部分分佈在農村地區。然而，農
村養老服務起步晚、基礎差、投入少，發
展滯後。在全國政協委員楊玉成看來，養
老問題難點在農村，短板也在農村，並與
脫貧問題相交織。
楊玉成表示，目前，農村養老模式存在

着集中式公益性養老機構短缺、互助幸福
院未納入國家養老體系、居家養老需要加
大支持和投入力度、愛心食堂缺乏等問
題。尤其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已經失
去或部分失去自理能力，無法通過產業就
業幫扶實現脫貧，成為農村養老和脫貧問
題的『困中之困、難中之難』」。
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破解農村貧困戶

老人、社會保障兜底老人、獨女無兒獨居
老人及多種情況困難老人的養老難問題

呢？楊玉成認為，要
創新農村養老服務模
式。他建議，打造農
村集中供養新模式，
創新農村居家養老新
模式，通過政府購買
服務方式，啟用貧困
人口當護理員，為居
家老人提供日間照料
和護理服務。通過設
立孝老敬老基金、成
立孝老敬老理事會，
開展孝老先進評選系
列活動，大力弘揚孝
親文化，使貧困家庭老年人老有所養。
全國政協委員任亞平則建議，整合和改

善農村養老服務基礎設施，將有條件地方
的農村敬老院轉型升級為養老服務中心，
並擴大服務輻射範圍。鼓勵並引導各地根
據實際，發展農村互助式養老。

全國政協委員王建業認為，應進一步對
農村養老問題進行細分研究，在實施兜底
保障的基礎上，將農村醫養問題與城鎮化
建設相結合，發揮城鎮化在養老醫療方面
的輻射效應和延伸服務，盡快補齊農村養
老政策與服務短板，縮小城鄉差異，提高
服務的公平性。

2018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49億人，預計到2030年，60

歲以上老人將達到3.5億，人口紅利逐漸削弱，未富先老成為了中國養老

的一個典型現象。近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二十四次雙周協商座談

會，委員們圍繞推動養老服務融合發展、支持養老服務機構發展、創新鄉

村養老模式、推進醫養結合、加強專業隊伍建設等建言資政。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強調，健全養老服務體系事關億萬群眾福

祉，事關社會和諧和經濟發展。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做好養

老服務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立足中國

優秀傳統文化、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發揮制度優勢，加強統籌協調，積

極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讓老年人擁有幸福的晚

年、後來人有可期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8080後後」」女孩楊瑞美是河北省章台鎮一家養老院的院長女孩楊瑞美是河北省章台鎮一家養老院的院長，，也是生活在養老院也是生活在養老院150150多名老人的多名老人的「「小家長小家長」。」。圖為楊瑞美和老人一起剪窗花圖為楊瑞美和老人一起剪窗花。。
新華社新華社

■■河北省邢台市橋西區打造河北省邢台市橋西區打造「「醫養結合醫養結合」」健康養老新模式健康養老新模式，，圖為該市橋西圖為該市橋西
區金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護人員協助老人進行康復訓練區金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護人員協助老人進行康復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河北省邢台市橋西區金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護人員為老人講解健河北省邢台市橋西區金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護人員為老人講解健
康知識康知識。。 新華社新華社

■■近年來近年來，，福建省武夷山市不斷探索山區養老模式福建省武夷山市不斷探索山區養老模式，，在加強社在加強社
會養老設施建設的同時會養老設施建設的同時，，為老年人提供專業化服務為老年人提供專業化服務。。 新華社新華社

■■近年來近年來，，山西平陸縣探索建設山西平陸縣探索建設「「老年灶老年灶」」日間照料中心農村養老日間照料中心農村養老
模式模式，，7070歲以上老人每天只需歲以上老人每天只需22元至元至44元費用就可在元費用就可在「「老年灶老年灶」」享享
受就餐受就餐、、日間休息日間休息、、生活照顧生活照顧、、休閒娛樂等養老服務休閒娛樂等養老服務。。 新華社新華社

——全國政協第二十四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京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