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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养老服务质量
评估体系的发展方向与具体路径
◆  陆杰华

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不仅是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

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前提。多年来，我国养老服务质量

评估体系经历了萌芽发育、建设起

步和建设发展 3个阶段，并呈现出

不同的特点。适合中国式现代化的

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内涵要义在于通

过多元评估主体全过程参与居家社

区、养老机构、医养结合等层面的

养老服务或产品标准、管理和评估。

新时代推动养老服务质量评估

对于我国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养老服务质量评估

尚处于建设发展阶段，地方与国家

规范衔接模糊，养老服务质量标准

和规范相对滞后，养老服务评估机

构较少，养老服务评估人员稀缺，

养老服务质量监督力度不够，所有

这些都制约着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笔者认为，适合中国式现

代化国情的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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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应注重如下发展方向：

更加注重构建多方主体参与的

评估制度。高度重视服务供应商、

服务接受方、第三方等多方主体在

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工作中的作用，

除去传统的内部评估、官方评估（行

政部门组织的评估）外，客观、公正、

规范的第三方评估需要进行更加

科学的制度优化设计，进而实现养

老服务评估科学化、常态化和专

业化。

更加注重构建养老服务质量评

估的监督体系。养老服务质量评估

应在政府评估和监督的基础上引入

社会监督，形成多元监督主体，探

索多样化监督方式，尤其是重点构

建“监督—反馈—调整—决策”循

环式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各

方资源，稳步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更加注重构建多样性和标准化

的养老服务质量评估方法。构建一

套多元、公正、科学、规范、可操

作性强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建立健

全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制度的方向，

应当以既往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

在各地积极推进试点工作，构建更

加多样的养老服务质量测评方法。

更加注重建设养老服务质量评

估信息化平台。鼓励相关政府部门

和社会组织，积极搭建养老服务

信息化平台，推动养老服务质量

管理智能化。此外，积极探索建

设居家社区养老网络信息服务平

台，基于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相

关管理部门、社区服务机构、居

家老人、子女亲属等不同主体的

实时互动和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

基于上述发展方向，下一步

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应结合我国养

老服务的特点和老年人的特定需

求，采用科学的方法，构建适合

中国国情的标准统一、指标实用、

评估科学的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体

系，并以此为依据建立健全老年

人需求评估制度，推进社会养老

服务建设，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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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合理分配资源，保障老年人

的合法权益。其主要路径包括：

加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养老机构的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是老龄事业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迄今，

养老机构的规范管理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尤其是在养老机构质

量基本规范和行业标准方面，为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和医养结合质

量评估体系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

下一步要尽快建成国家、行业、

地方相互补充配套的标准体系，

对养老机构进行动态检查、考核、

定级、奖励或惩处。此外，政府

也要积极鼓励支持符合国家、行

业、地方标准的养老机构连锁经

营，推进品牌建设。

加快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评估体

制建设。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相

对统一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质量

评估标准，建议首先统一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质量评估标准，细化

不同服务类型规范；其次，结合

实际确定改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质量评估指标以及方式。当然，

这里所说的统一标准并不意味着

各地评估指标的完全相同，需要

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居家社

区养老发展程度，对相应的具体

项目、指标作适时调整，坚持评

估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基本

原则。

重点建设地方性的养老服务评

估中心。确定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

质量标准规范势在必行，尤其需

要加快各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评

估中心建设。在养老服务第三方评

估机制中，保证第三方评估机构的

公正性与权威性是确保这一机制得

以运行实施的根本。而现实情况是

我国多数地区第三方评估机构并不

具有独立性，其行政色彩明显。因

此，各地应当加强政策引导，重视

扶持专业、独立的评估机构，向机

构提供资助；同时应通过多种形式

为评估队伍提供定期或不定期培

训，进一步细化评估人员从业标准，

加强评估专业技能资格考核，加

快推动养老服务质量评估队伍专

业化进程。

推动地方原有规范与新的国家

规范有效衔接。注重地方原有规范

与新的国家规范相衔接，对于已

制定并实施养老服务质量评估指

标的地方，当下要尽快做好与国家

标准及全国等级评定体系的衔接，

按照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基本原则

进行适当调整，若地方先前实施

原有规范已取得良好成效，可在

保持原来规范的基础上酌情实施。

对于尚未开展养老服务评估建设

的地区，一律采用国家标准进行

评定。下一步为提升资源的利用

率及行政效率，国家还应出台详细

的衔接细则以规范先前地区养老

服务评估体系。

加强评估指标体系顶层制度设

计与地方实践经验结合。养老服务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具体建设应

与顶层政策制定紧密结合，一方

面国家应借鉴有关专家学者的意

见，推动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指

标体系，以规范养老服务质量评

估领域的工作；另一方面在统一

指标体系尚未出台前，地方要基

于现有的国家规范，在省级层面

制定详细的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

系，再逐步向下推广。在制定省

级统一的指标体系时，可以由国

家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评定，市以

下地区的指标建设接受省级和市

级的监管，这有助于推动指标体

系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经验更

好地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综合

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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