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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矛盾的根本性议题，同时也是推进健康中国的关键性环节。健康老龄化战略的中国方案必须符合中

国国情，而本土化的健康老龄化战略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对国际性政策的引领作用。在这一宏观背景

下，本文提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构想，并认为维护健康公平和坚持全生命周期视角是其内涵的两大

核心理念。同时，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内涵还包括了以“健康维护”为核心的服务主导模式、因地制

宜的原则以及将健康保障视作人力资本投资等基本特征。此外，本文进一步阐述了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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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谋划 21 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

须始终把握的一项新的基本国情。伴随着快速的人口

转变历程，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

延长，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迁。数

据资料显示，2015 年我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总数为

1. 44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0. 47%，［1］而预计到

2050 年，65 岁以上的人口数将达到 3. 6 亿，约占总

人口的 25. 6%。［2］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

深，相比较寿命的长度，个体的寿命质量越来越受到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健康预期寿命就是在此基础上

被提出的。相比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既反映

寿命的数量，也能反映寿命质量。［3］它将死亡与健康

相统一，能够为健康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较为可靠的

依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估计，2000 年到

2012 年，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

期寿命都分别有明显增长，但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

期寿命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 ( 详见图 1) 。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稳步提高健康预期寿

命，世界卫生组织长期以来大力提倡健康老龄化理

念，并与 2015 年提出了健康老龄化战略。健康老龄

化概念最初于 1987 年 5 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被提出，

并在 1990 年世界老龄大会上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4－5］在 2002 年，世界

卫生组织又在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上，提出“积极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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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 年和 2012 年中国分性别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比较

来源: WHO《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

化”的政策框架。2015 年 10 月， 《关于老龄化与健

康的全球报告》的全球发布意味着 “健康老龄化”
再次被提上日程。作为一项围绕医疗保健和老年人健

康问题的战略，健康老龄化将核心目标聚焦于提高老

年人的生命质量，缩短带病生存期，延长健康预期

寿命。［6］

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人口老龄化速度

较快的国家，中国对健康老龄化战略给予了极高关

注。［7］20 世纪 90 年代，邬沧萍最早将健康老龄化理

论介绍进国内。［8］随后，我国学术界开始着手对健康

老龄化中国化的初步探讨，这也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

案的产生提供了参考。伴随着健康老龄化研究的兴

起，决策者也将健康老龄化逐步纳入了国家整体的战

略布局。作为指导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健康

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

明确提出了推动老年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多项举措，

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2017 年 3 月，《“十三五”健

康老龄化规划》的出台则象征着健康老龄化战略在我

国宏观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健康中国 2030”战略的引领下，我国健康

老龄化框架的蓝图已经初步勾画，即健康老龄化的中

国方案 1. 0 版颁布，无疑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关键

环节。从直接角度上看，《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0
年我国平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是健康中国战略的

具体目标之一，而健康老龄化的核心目标同样集中在

提升全社会的健康预期寿命。从间接角度上看，健康

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实践也将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健

康服务供给的冲击。《规划纲要》表明，健康服务供

给水平的提高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题中之意。但同时，

官方的相关报告指出，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以及与此相

伴的疾病谱系的转变，将导致我国疾病诊疗的经济负

担和医疗服务的利用需求急剧增长，可能严重地制约

我国健康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9］针对上述问题，

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顺利实施将很大程度上扭转人

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供给资源的挤压。
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不仅是打造健康中国的战

略性要求，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新时期所凸显矛盾的

客观需要。要准确把握我国人口老龄化在新时期的阶

段性特征，“未富先老”和健康不平等都是无法回避

的问题和困境。与发展迅速的老龄化进程相比，我国

的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水平明显不足，超前设计的政策

制度相对不完善，并且在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也严重滞

后。［1］同时，老年健康服务资源仍然存在着区域之

间、城乡之间以及阶层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并且这种

健康不平等日趋严重。［10］综上所述，在准确把握健康

老龄化中国方案提出背景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中国方

案的内涵及目标，并探究其实施的主要障碍并提出应

对方略，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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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

要，也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提出

( 一) 健康老龄化的国际共识

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构想，最初是世界卫生组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所提出的，而

在当时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国家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
因此，从健康老龄化战略的产生来看，它的适用性更

加符合发达国家的实际。［11］在此背景下，健康老龄化

从视角上突破了传统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消极观点，即

认为各国 ( 尤其发达国家) 在人口老龄化挑战时，

并非束手无策。健康老龄化战略认为，人们能够通过

人为干预克服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后果，或者利用合理

机制将人口老龄化的负面作用降低到最小。在同一时

期，也有国外学者提出“成功老龄化”和 “生产型

老龄化”等概念和理论，但聚焦于老年人健康问题且

把提升老年人寿命质量作为核心目标的健康老龄化理

论无疑更加有影响力。1993 年 7 月，世界老年科学大

会将大会主题定为“科学地为健康的老龄化服务”，

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健康老龄化战略在当时已经颇

具影响。［12］

2002 年 4 月，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届世界老龄大

会上公布了《积极老龄化: 政策框架》。这份报告在

“健康”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保障”与“参与”两

个新维度，并将其发展为 “积极老龄化”的战略框

架。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各国着力于养老保障覆盖

范围的扩大与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的提升等等，并取

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6］然而，随着人口老龄

化进程的加快，要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更好地应

对老龄化的新挑战，需要重新 回 到 “健 康”视 角，

以健康老龄化来弥补现有政策的不足，这正在逐渐成

为新的国际共识。
在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

健康的全球报告》 ( 以下简称“《报告》” ) 中，健

康老龄化更加强调老年人在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上的

健康，其概念被定义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

需要的功能发挥的过程”。［13］所谓的功能发挥，指的

是“个体能够按照自身观念和偏好来生活和行动的相

关因素”，它包括了“行动力”、 “建立维持人际关

系”、“满足基本需求”、“学习、发展和决策”、“贡

献”等五个维度。相比过去健康老龄化强调个体健康

状态的维持，《报告》也纳入了年龄友好和反对年龄

歧视等宏观的环境要素，也促使健康老龄化的政策框

架扩大为更加综合性的整体战略。［7］

经过近 30 年的演进，国际上的健康老龄化战略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理念和共识，这也为健

康老龄化战略的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一是

健康老龄化所围绕的目标是老年人的寿命长度和质

量，尤其寿命质量。对老年人而言，“活得久了”并

不代表“活得更好了”。虽然现有的老年人比过去更

加长寿，但他们是否变得更加健康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是健康老龄化关注寿命质量在本质上即强调以人为

本的理念，意图突出老年人的尊严和自由。健康老龄

化的维度包括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行动能力和社

会功能健康，而囊括了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的功能发

挥是健康老龄化战略关注的焦点，这也凸显了对老年

人主体性的强调。三是对于寿命质量的投入是一项促

进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投资。世界卫生组织

在《报告》中提出，用于老年人的公共卫生支出应

当被视作一种投资，且这种投资能够降低家庭和社会

的照护成本，并为老年人的参与和贡献创造条件。四

是健康不平等与个体健康的差异必须被健康老龄化战

略所重视。“典型老年人”并不存在，即老年人的健

康与机能状况是多样化的，甚至许多老年人身患一种

或多种疾病，同样能够保持良好的活动能力和较好的

生活质量。［14］同时，这种老年人在健康方面的多样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健康不平等有着密切联系。
( 二) 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 旨在健康老龄化的

本土化

从健康老龄化被引入国内开始，它就开启了本土

化的步伐。1994 年年底，在我国首次召开的健康老

龄化研讨会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实践健康老龄化

必须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因此突出 “中国特色”
是必由之路。而我国具体国情则可以概括为诸如老年

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医疗卫生的重点转向慢性病

和非传染性疾病等主要特点。［15］还有学者指出，与发

达国家相比，特殊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要求中国必须走

自己的路。［11］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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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较为落后，因此负面影响可能十分严重; 二是从

历时性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

某些阶段有爆发性; 三是从共识性上看，我国人口老

龄化在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上述人口老龄化

的新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健康老龄化战略必须建立

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同时，适用于中国经验的

本土化健康老龄化方案也将对全球健康老龄化的进程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

体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的责任担当。从某种

程度上说，健康老龄化战略脱胎于率先进入老龄化社

会阶段的发达国家，继而逐步发展为囊括发展中国家

在内的全球性战略框架。而中国不仅拥有着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老年人口，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健

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无疑将为发展中国家，乃至于为发

达国家的健康老龄化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另一方

面，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有利于中国话语的建构和完

善。［1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

巨大成就。但与 “硬实力”的迅速提升相比，作为

“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仍然十分薄弱。伴随着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升，全球治理的新格局迫切要求中国发挥

更多的引领责任，而这既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历史机

遇，同时也为全球的健康老龄化提供标杆和示范。
综上所述，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提出，既是我

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借鉴国际共识和总结自身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部署好健康老龄化战

略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走中国特色健康老龄化道路

的必然选择。同时，它符合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方

面，世界对于中国本土化的制度方案和经验教训的迫

切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承担应有的大国责任的体现和

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机遇。

二、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的内涵及其目标

( 一) 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内涵

1. 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核心理念

作为推动我国新时期健康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强调了全民健康是建设健

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并要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这

两个着力点。同样，在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内涵

中，维护健康公平和贯穿全生命周期的视角也贯穿于

其核心理念。
一是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应当将维护健康公平放

在优先的重要位置，推动老年健康服务领域的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健康领域的城乡差异、区域

差异和阶层差异。 《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
认为，社会经济资源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将长期积累，

并最终导致老年人在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方面的差

异。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阶层分化等宏观背景下，当

前我国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趋于严重。［10］而要

遏制上述趋势，就必须建立完善立足人群全覆盖的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不断改善健康公平。
二是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出

发，重视“中上游干预”，将提高全人口在各个时期

的健康水平作为关键点。老年期的健康问题，是生命

周期各个阶段的健康问题不断积累而成的。因此，无

论是个体健康还是群体健康，健康老龄化战略所着眼

的是对健康长期的、全面的干预和促进。［9］ 我国于

2017 年颁布的《“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就从生

命全过程的角度出发，将健康老龄化定义从生命早期

开始，对与健康有关的所有要素进行综合性和系统性

的干预政策。
2. 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主要特征

一是以“健 康 维 护”为 核 心 的 服 务 主 导 模 式。
伴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疾病谱逐渐由急性

病、传染病为主向慢性病为主转变。而该转变也导致

健康服务供给的侧重点应该由疾病治疗转向健康管理

和慢性病防治。［9］由此可见，我国的健康服务主导模

式也应该由过去以“治病”为核心转变为以“健康

维护”为核心。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

的国家，长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

衡的现象。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实施，必须遵循这

一基本国情。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应当立足当地的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结合具体实践经验，在

切实把握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特征的前提下，分类别、
多层次、有针对性地发展老年健康事业。

三是将对全人口、全周期的健康保障视作促进人

力资本积累的战略性投资。国际经验表明，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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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建设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恢复和积累，提升人

力资本使用效率，是实现人类资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基础。中国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人力资本供

给由充沛走向短缺，而通过建设全人口、全周期的健

康保障体系，将促进全社会，尤其是老年群体人力资

本的恢复、积累和使用效益。
鉴于上述原因，结合对健康老龄化的国际共识，

我们认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以维护健康公平和全生命周期视角为核心理念，遵循

因地制宜的原则，将以 “治病”为核心的健康服务

模式转变为以“健康维护”为核心的模式，把健康

保障视作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并围绕着行动能力和社

会功能的维持和优化，以延长平均预期寿命，提升寿

命质量的战略框架 ( 详见图 2) 。

图 2 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内涵示意框架图

( 二) 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目标

通过对于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内涵的梳理，我们

认为下列三个核心目标可以被视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

案取得成效的标志。
一是老年人的寿命质量得到普遍提升。随着平

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老年群体的慢性疾病负担

日趋严重，而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最根本的宗旨就

是提 升 老 年 人 的 寿 命 质 量，减 轻 慢 性 疾 病 的 影

响。［17］二是实现年龄友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在宏观

层面，建立年龄友好的社会人文环境能够消除年龄

歧视，有利于老年人的自我发展，加强该群体的社

会参与、社会融合以及社会贡献。三是老年人的功

能发挥得到全面提升。健康老龄化在中国的实践既

要提倡“尊老敬老”的优秀传统，也要突出老年人

的尊严和自主性。从本质上看，国际组织对于老年

健康所需的功能发挥的强调，与健康中国建设中以

人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
为了实现上述核心目标，应该明确其具体目标。

一是完善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和完

善相应规划和政策法规，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明

确健康老龄化战略要做什么、怎么做。二是完善整合

型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建立和完善，是所有老年人能够得到有效健康服务

的保障。三是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长期照护体系。针

对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在协调家庭、社区卫生医疗

机构和私人机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长期持续性

的照护体系，是维护老年人尊严的重要举措。四是提

升尊老爱老的社会人文环境。老年友好环境的打造，

要从城乡、社区到家庭等多个层次着手，要将老年友

好城市的建设与老年友好社区、老年友好家庭的构建

相联系。五是提高对于健康老龄化的测评和监督水

平。无论是打造老年医疗卫生综合服务体系还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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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照护体系，健康老龄化的实现必然伴随着对于上

述方面成果的有效测评和监督。

三、实施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面临的主要障碍

要实现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目标，必须突破一

系列瓶颈性问题。人口多、底子薄、资源少、发展不

平衡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伴随

着老龄化加剧，人口结构的变化势必给我国带来持续

的冲击，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 21 世纪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必须面对的一项新基本国情。综合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医疗保障和健康服务的

供给能力，实施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所面临的压力和

挑战是十分巨大的。
( 一) 健康老龄化的顶层设计理念尚未成熟

尽管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较为完整

的针对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促进的一系列战略规划。但

从顶层制度设计理念上看，相关规划缺乏对于国际前

沿理念的吸纳，而且对当下国内健康老龄化发展现状

的把握也有待加强。一是对于生命全周期的视角和立

足全人群的理念显然关注不够。在规划内容中，对健

康老龄化的理念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老龄健康”上，

即从政策措施上将健康老龄化简化为仅仅对老年人群

健康水平的提升。二是基本概念亟待厘清。在目前的

相关规划中， “健康老龄化的内涵”、 “老年健康产

业”、“医养结合”、“老年长期照护”等基本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缺乏明确而清晰的界定，而概念不清可能

导致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各级政府理解和执行标准不

一致。三是忽视对功能发挥的促进。政策理念上对老

年健康的理解过于狭隘，仅聚焦于对生理健康的提升

上，而对于老年人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健康缺

乏足够的重视。
( 二) 健康老龄化的核心指标体系亟待建立

如何衡量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实施进度以及在

各个维度上的发展水平，既涉及对健康老龄化中国方

案的根本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战略能否

顺利实现。然而，现有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在解决

上述问题时都具有明显缺陷: 一是针对性不足，即目

前的评估指标多是根据整体人群测算而得出的，缺乏

具体针对健康老龄化的核心指标体系。二是整合性不

足，健康老龄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如何

统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以及不同领域的数据，制定

统一的评估策略、测量方法和量化单位，必须加强多

方协调合作。
( 三) 健康老龄化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的双向支撑

体系尚未完全构建

通过打造双向支撑体系，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社

会环境二者呈现出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彼此促进、
协调发展的态势。一是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实施离

不开社会环境的土壤，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对于健

康老龄化政策的支撑仍然不足。有研究表明，从社会

环境的角度出发，老年歧视的倾向在我国仍然十分普

遍。［18］正是由于对老年人的偏见、观念性歧视和制度

性歧视，我国老年群体往往无法得到公正的资源和机

会分配。同时，只有通过营造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

才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更顺利、更持续地

推动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落实。二是老年友好的社

会环境也必须依赖健康老龄化政策的持续推动。当

前，我国老年人居住环境的宜居性仍然较低。相关报

告指出，造成老年人因非故意伤害就诊的首要原因就

是跌倒 /坠落，而 44. 75%的老年人跌倒 /坠落是发生

在家中。［19］

( 四) 与健康老龄化战略紧密相关的长期照护制

度尚未建立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慢性病高发导致失

能、失智老年人群体规模的扩大，再加上传统家庭养

老模式的式微，我国较早地进入了长期照护需求激增

且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时期。在上述背景下，长期照

护制度的政策实践严重滞后于实际的社会需求，也制

约着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实现。一是缺乏长期照护制度

的专项规划和立法，政策实践仍然停留在制度试点阶

段。二是照护服务体系的建构缺乏整合，服务市场呈

现碎片化特征。三是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项目的发展

速度极为缓慢

( 五) 整合型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仍不完善

《关于老龄化和健康的全球报告》提出，要面向

老年群体提供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以整合型卫

生保健服务体系为核心，提供综合性服务。但是，目

前国内综合性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发展仍然面临一系

列困境。以医养结合模式为例，目前包括各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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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院在内的服务主体普遍受到资金的结构性制约，

因此参与积极性受限。同时，在医养结合模式的具体

实践中，还存在着服务收费偏高、市场涵盖面较小、
政府多头管理、扶持政策落实不足等弊病。

( 六) 实施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目标的短板比较

明显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政府旨在建成小康社

会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城乡二元格局和区域间社会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仍然制约着该目标的实现。同时，健

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目标的实现也面临着农村地区、中

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等短板的挑战。对于老年

人群体的健康服务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如何统筹资

源，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向贫困地区和中

低收入阶层倾斜，以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阶层

差异，将会是健康老龄化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
此外，老年人群体的多样性和不公平性更应该被重

视。在老年人群体中，流动人口、失独老人等特殊群

体的健康需求具有自身的结构性特征。但是，在目前

针对健康老龄化所制定的相关规划中，这些特殊群体

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四、实施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方略展望

在实施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瓶颈性问题中，既

有政策制定上的不足，也有现实发展上的短板。因

此，要应对上述问题，必须动用 “组合拳式”的一

揽子方案。围绕着六个薄弱环节，我们认为应该通过

重点突出中国方案的内涵，进一步完善核心指标体系

建设，着力于年龄友好社会环境的创建，打造长期照

护政策体系和整合型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全面

推动老年健康服务均等化。
( 一) 优化政策设计理念，突出中国方案内涵

在顶层设计的理念方面，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

应当紧密结合具体国情，进一步凸显其内涵的核心

理念和基本特征，借鉴和吸收国际健康老龄化理论

的新思维和新维度。一是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

更着重地考虑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和立足全人群的

理念出发，要充分聚焦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核心

理念和基本特征。同时，结合 “健康维护”模式的

建设，坚持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把提升我

国老年人的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健康作为政策的落

脚点。二是为了保证健康老龄化政策在运行过程中，

政策制定者应理解和执行标准一致，在健康老龄化

和其他相关规划里，要将一些基本概念厘清并统一。
例如，区分“医养结合”和 “老年长期照护”的目

标人群，医养结合的目标人群是 65 岁以上的老年群

体，而老年长期照护所针对的则是 4000 万失能、半

失能老人。三是结合 “积极老龄化”视角，应当更

多地将对健康老龄化的投入视作在全社会人力资本

积累上的投资，在制度设计时充分考量对于老年人

功能发挥的促进，挖掘老年人群体自身的学习潜能

和自我实现潜能，考察健康老龄化对于社会活力和

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有利影响。
( 二) 进一步完善核心指标体系建设，提升中国

方案的分析预测能力

一是在对总体人口的研究和监测基础之上，提

高对于老龄人群的关注程度，提高对于老年人口健

康状况、需求及其满足程度的认识。二是整合不同

地区、不同部门以及不同领域的数据，在达成共识

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评估策略和衡量指标，并构

建科学的核心 量 化 指 标 体 系。三 是 加 强 动 态 监 测，

加强对于老年人群在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的变化规

律，预测和分析 长 期 照 护 等 干 预 措 施 的 影 响 程 度，

并强化对于老年人社会经济贡献及其所需服务成本

的分析。
( 三) 创建年龄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中国方案

实施

一是抵制年龄歧视，倡导“老有所学”、“老有

所用”的社会导向。提倡终身学习和贡献社会的理

念，将建设年龄友好的健康老龄化环境与促进老年

人更好的功能发挥紧密结合。广泛宣传健康老龄化

的新理念，转变对老年人群体的陈旧认识，并从立

法和媒体报道等方面着手反对年龄歧视。二是建立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社会保障覆盖包括所有老

年人的全体国民。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尽早规划

和研究推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结合社会长期照护

险和商业长期照护险等多种形式，夯实创建年龄友

好的健康老龄化环境的基础。三是弘扬敬老、养老、
助老的社会风尚，推动年龄友好家庭的建设。强调

代与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平等、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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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的原则，消融代与代之间的鸿沟，创造积极有

效的代际沟通模式，把创建年龄友好的社会环境落

实在家庭层面。
( 四) 构建长期照护政策体系，确保中国方案的

顺利实施

一是结合社会企业等形式，将公益性事业与市场

化运作有机结合，以社会福祉为使命，打造长期照护

的产业体系，并探索常态化、可持续的社会融资机

制，形成自我造血功能。二是坚持公平性、专业性、
综合性和制度性等原则，把长期照护体系建设为惠及

全体公民的专业服务行业，并综合多种形式和价值实

现方式，探索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等配套性制度，真正

实现长期照护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 五) 建立整合型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夯实

中国方案的基石

一是根据老年人口的多元化需求特征，围绕着老

年人群体功能发挥提供综合性的有效健康服务。二是

将内在能力的提升作为工作重心，改善信息收集系

统，实时跟踪内在能力相关数据，转变片段式诊疗模

式，为老年人群体提供综合性的健康评估。三是建立

跨学科团队的合作，对医疗卫生服务队伍提供所需的

老年学及老年医学专业技术培训，实现老年医疗卫生

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 六) 推动老年健康服务均等化，弥补中国方案

的目标短板

在充分认识到老年群体及其需求的结构多样性的

基础上，将减少老年健康不平等作为弥补健康老龄化

中国方案目标短板的重心。一是结合我国国情，推动

老年健康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农村和基层

为重点，将政策更多地惠及弱势老年群体，逐步缩小

城乡、地区以及人群间在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上

的差距。二是对于流动人口、失独老人、高龄老人等

特殊群体，要进一步关注他们的健康需求，分析其特

征以及变化趋势。在坚持公益性的基础上，探索建立

健全责任明确、分担合理、多层次有序组合的健康保

障体系，切实减轻老年群体，尤其是特殊老年群体的

医疗保健费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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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from“social administration” to“social govern-
ance”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social work servic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agency. Based on the interview materials in
Shenzhen，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social work agency and other social governance
subjects in three stages，which are characterized respective-
ly with purchase post service，purchase project service and
unified administration by community. It argues that the poli-
cy dire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has influenced the autonomy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he social work agency，and that ad-
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has shown a trend from strong to
weak and to strong again.

Key Words: Social Work Agency，Government Pur-
chase，Social Governance

The Study on China’s Scheme of Healthy
Ageing: Definitions，Main Obstacle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
Lu Jiehua etc．

Abstrac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ageing strategy in China is not only related to
whether China can deal with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geing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
ment，but it is a critical elemen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Development of healthy ageing strategy
must meet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China’s healthy ageing strategy will contribute to pro-
mote China’s statu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mak-
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efinitions of China scheme of
healthy ageing. Firstly，healthy equity and life cycle per-
spectives are core concepts relating to the China’s scheme.
Secondly，there are t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t，inclu-
ding the model of health protection，the principle of adapta-
tion to local condition，and regarding health insurance 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goal of China’s scheme of healthy ageing and its
specific targets，and then analyzes the main obstacles and
path to success.

Key Words: Healthy Ageing，China’s Scheme，De-
velopmental Goals，Implementation Plans

Ｒesearch Status，Practical Progres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Ｒegarding Sustainability
Ｒeports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Xu Donghua

Abstract: With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dely spread in the world，it becomes increasingly rich in
research and practical results regarding sustainability reports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which play an increasingly im-
portant rol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sponsible，
transparent and performance－oriented governments. This ar-
ticle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actical
progresses regarding sustainability reports of government or-
ganizations of both ma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our coun-
try，to explore the problem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sus-
tainability reports from our governments，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It is stressed the re-
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reporting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speci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reports or the scientific devel-
opment performance reports.

Key Word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ustainability
Ｒepor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Government Per-
formance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ocess Logic of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 Perspective from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Lv Tongzhou

Abstract: Focusing on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
ance，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contains theo-
retical logic and process logic. On one hand，the promotion
of governance a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at-
ter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referring to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governance pattern，and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grip-
per”and key breakthrough. On the other hand，since Chi-
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follow the historical logic of“na-
tional function － government function － government respon-
sibility －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se two kinds of logic
have internal connections on reform content and develop-
ment venation，and unify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
ernance. Based on the analyses，focusing on changing man-
agement mode and promoting management ability， these
principles should be obeyed: firstly，adjusting the border of
government，market and society in dynamic equilibrium.
Secondly，uni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governance tools innovation. Thirdly， breaking the
structure mode by way of spontaneity，and reshaping 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
tions，Governmental Ｒesponsibility System，State Govern-
ance，Government Governance

Ｒecovery and Ｒ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Guo Xinghua ＆ Liu Shuo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China society met“a
dramatic change in three thousand years never have se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ends to disintegrat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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