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养老的国家挑战与战略选择

文 陆杰华

中 年頻龄赚会

之后 , 人 口 老龄化全面进 人了加速 ■ 駄 、

的初始时期 ’ 近几年更是以年均超 翁谓
过画万 的增幅

“

跑步前进
”

。 预
：

计誦年之后 我国将进入重度老 ￥ 、

龄化的加速时期 。 ■

全方位的幌麵家挑战

二
毋庸置疑 ,

快速 人 口老龄化对中 国
‘

,

式养老所 引发的 国家挑麵是全方位的 ’

, 一

形成 ’ 但是破解中 国式养老困 局的战略 减
思路尚未形成 。 自厕年以来 ’ 各级政

』 ■
府普遍认

龄化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 , 并将其纳入 国

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酬及改善和保障民

生举措之 中 。

‘ ‘

积极应对人 口 老龄化
,

力口

快建立社 会耗 丨刚 系崎 敁老年 服

务产业
”

是政府决策者的普遍共识 。 不过 ,

丨

必须 看到 , 迄今 从战略 、 全局与操作

‘

层面应对人 口 老龄化賺略思路还没
丨 ■續

完全形成 , 尤其是涉及到 中 长期养老基
：

丨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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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

本公共服务体系发展 目 标与策略 、 长期 养老的基础设施建设远不如城镇 , 现有

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等超前的应对战略明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将难以为继 , 这种状

显滞后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形势变化。 况不仅限制了农村老年人对改革成果的

第二
,
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初见端倪 ,

共享
, 同 时也在

一

定程度上制约 了全面

但是存在 着政策配套性差 的突 出 问题。 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 。

近年来 , 国家在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方面 第四 , 积极应对人 口 老龄化的公共

先后出 台了 《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财政投入机制尚 未完全构建。 近年来 ,

的若干意见 》 、 《 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养老 尽管国家以及各地对老龄事业发展 的公

服务业的任务措施 》 、 《 养老机构设立许 共财政投入在逐步增加 ,
已 为解决人 口

可办法 》、 《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 》 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奠定了重要的财

等国家层面 的政策法规 , 也在推进养老 政保障 。 但是 , 需要正视 的 问题是 , 老

服务体 系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 龄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投人力度与经济

不过在具体养老政策 的落实中 , 还存在 发展速度 、 公共财政收入增长还不协调 ,

着部门间政策配套明显滞后 、 地方政策 特别是涉老 的公共财政投人力度与人口

制定 的针对性差等的 问题。 尽管国家出 老龄化 的 客观现实存在着巨大 的 差距 ,

台的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 、 发展社区服 同 时由于 各地经济发展状况 的 不平衡 ,

务业 、 养老服务业等政策都具有较强的 许多欠发达地区 的老龄事业公共财政投

指导性 , 但相关部门却没有出 台与之相 入得不到基本的保证 , 形成了区域老龄

配套的实施措施
,
加 上养老服务法制建 事业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

设落后 、 政策监管不到位 ,
严重影响到 第五

,
人 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老年

破解中 国式养老困局的推进速度 。 人规模增长带来的 日 益增长 的需求与社

第三
,
城 乡二元化背景下 的农村老 会供给缺少之间 的突出 矛盾 。 目 前 , 我

龄 问题 日益突出将为城 乡 社会经济统筹 国 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规模已经接近或

构成新的挑战 。 由于我 国 目前仍然是典 超过 亿人 , 预计 年 我国 岁及

型的城 乡 二元化社会 , 加 上未来一段时 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接近 亿人 , 占总

间 内农村青年劳动力 的大量外 出 , 人 口 的比重超过 。 有研究显示 , 尽

年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 , 中 西部欠 管我国老年人 的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滞后

发达地区 ,
特别是农村地区人 口 老龄化 于其他人群平均增长水平 ,

但是城 乡 老

速度明显快于城镇。 因此 我们不难判断 ,
年人收入在稳定增长 也是

一个不争的事

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 、 生活照料和精 实。 目 前 , 老年人群的收入和消费模式

神慰籍等方面问题非常突出 , 加上现实 正向多样化 的方向 发展 , 而社会对老年

中农村地区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和机构 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却严重滞后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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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规模增长所带来 的 日 益 增长的 需求 ,
业也面 临着千载难逢 的黄金机遇期 , 与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 日 益增长 的 其他民生事业
一

样 , 养老服务事业同样

物质和精神需求 。 此外
,
老年人 的心理 面临着新

一轮 的改革创新 , 为下一步聚

问题和精神需求还没有 引起全社会的 严 焦养老发展 的战略重点 , 全面提升我 国

重关切 , 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之后 , 老 养老服务发展 水平提供了 良好 的机遇 。

年人的精神生活能否改善显得尤为重要。 为 此
,
我们认 为

,
未来

一段时间破解中

所有这些都 表 明 , 建立包括生活照料 、 国式养老的战略选择包括 ：

文化娱乐 、 健康护理和精神慰籍在内 的 第一
,
高层倡导 , 统

一

认识 ,
加强

全方位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 应对人 口 老龄化的 顶层制度战略 设计 。

第 六 , 破解中 国 式养老 的投资多 元
一

是加强中央髙层的倡导 ,
并在全 国范

化主体格局仍然没有完全形成。 发挥政 围内进一步统
一

认 识 , 切实将养老服 务

府 、 市场 、 社会和家庭的作用 , 在破解中 事业发 展纳入到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国式养老困局 , 形成多元投资主体方面不 划 中去 , 合理确定未来 中长期养老服 务

仅是必要的
,
也是必需的 。 不过 。 鉴于我 的发展 目标与主要思路 。 二是进

一步整

国养老服务业具有很强的社会福利性质 , 合推进养老服务业的部门 合力 , 通过高

属于微利性行业
,
这使得社会投资兴办 层的协调和领导 , 注重发展改革 、 财政 、

养老服务业面临一定的风险 。 很多研究表

明 ’ 虽 然我 国养老服务需求市场潜力很

大 , 但由于老年人的收人相对不高 , 瞧 ：

社会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产品 ’ 也会因购买
：

：

：

些都对养老服务企业的 盈利甚至经营能

力提出挑战 。 因此 , 政府应制定 些优惠

政策 ,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养老服务
■

业投资多力主体 诚 , 删舰养老服

‘

破解中賦鮮的鹏辦

尽管 中 国式养老面临着以上 的 种种

但戟们也觀翻 ,
耐人口

老龄化加速的新形 势 ,
細养老服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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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

规划 、 卫生计生 、 民政等跨部门 的政策 面鼓励农村发展养老服务业 , 尤其鼓励

尽管中国式养老面临着以 体系配套 , 形成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良好 多建社区 日 间照料中心 、 养老院和养老

士
的种 战 。 我

氛 围和环境。 三是超 前着眼
,
尽快探索 服务机构 ,

消除养老服务业的城 乡差异 。

也需要看到 , 面对人口老

龄化加速的新形势 , 我国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的试点以及逐步推广 , 第五
, 加大养老服务业对外开放力

为破解中国 式养老困局提供重要的制度 度
,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民间力量的介入 。

栽难逢的 普余和 偶期 与

民生
■章 ° 縣鍵娃随馳 錢

一

縣破现础麟框架禾口眺 家纖社

服务事业同样面临 新
一 服 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

实行对养老服 会力量或个人投资养老服务行业并依法

’

务发展的动态 、 系统监测 。 注册 , 积极推动形成现代企业管理运营模
聚焦养 老发展 的 战 略重

点 , 全面提升我国养老服
第二 政 扶持 , 进

一步 有 公 老服 申几核 胃 伏

务发展水平提供了 良好的 完善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

一 政策 。 二是全面贯彻实行谁投资谁管理谁

是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资金配套 、 人才培 受益的原则 , 形成合理的投资收益机制 。

养 、 产品研发等环节入手出台相关的扶持 第六 , 总结各地养老服务业发展的

和优惠政策 , 加大政策的指导性 、 针对性 , 典型 , 加强典型 的示范作用 , 稳步推进

特别是注重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地。 二是 全国养老产业的发展 。

一是重点开展全

特别加强对中央各项扶老 、 助老相关政策 国 养老服务业发展现状摸底调研工作 ,

体系落实的监督与评估 , 将养老服务发展 从而真实地把握我国 养老服务业发展现

纳入地方政绩考核 目标之中 。 状 、 需求及其潜力 , 而且可以总结经验 ,

第三 , 制度建设 , 完善准入制度 , 发现规律 。 二是要从全国范 围内找出 养

全面推进养老服务发展产品和服务规范 老服务业发展的优秀典型和不同发展模

化和标准化 。

一

是探索建立多部门协作 式或路径
,
总结其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独

的 养老服务业方面 的专门机构 , 专门协 特经验 。

调和统筹我国 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规划制 第七 , 加强老养老服务业理论和市

定与评估。 二是逐步构建养老服务业第 场研究 , 重视科研部 门在产业发展 中 的

三方评估机构 , 严格养老服务产业行业 重要作用 。

一

是加强对养老服务业的理

准入制度。 三是进
一步加强养老服务产 论研究 。 二是加强对养老服务业的 市场

业的运营监管 。 理论研究 。 三是加强对养老服务业市场

第四 , 注意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区 域 现状和需求方面的 调查和评估 , 力 求定

和城 乡差别 。

一 是通过相关政策鼓励和 期发布 中 国养老服务业发展报告 , 分析

扶植中 西部养老服务业发展 , 促进东西 经验 、 找出问题 , 为 中 国养老服务业的

部养老产业发展的区域均衡。 二是在土 发展出谋划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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