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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袁养儿防老尧儿孙满堂尧叶落归根等传

统观念袁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养老方式袁传统

家庭养老一直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模式遥 对

此袁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院野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

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模式袁这种模式有其历史上的

经济基础袁经济基础的改变袁这种模式当然也是要

改变的[1]遥 冶我国目前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袁
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袁经济发展的转型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预期目标的实现袁传统养老方式已不能满

足养老需求袁 这就需要根据养老需求的新变化袁寻
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供给方式遥
1 老年人群体的多样性养老需求

一般认为袁 养老需求表现在经济和物质供养尧
健康与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等几个方面袁但总括

起来看无非体现为物质尧精神两个层面[2]遥 我国将老

年人的需求袁定位于老有所养尧老有所医尧老有所

为尧老有所学尧老有所乐和老有所教等方面[3]遥 以上

野六个老有冶概括的是整个老年人群的共同需求袁针
对每个层次的个体则需因人而异尧因地而宜尧因时

而易袁突出重点袁分类施策袁予以满足遥 老年人需求

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对养老方式的多元化选择袁由
于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呈现为共性需求基础上的个

性需求袁所以必须针对这个群体不同的需求袁来选

择合适的养老供给方式遥
2 我国养老方式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养老服务提供者的视角来看袁家庭养老和社

会养老渊包括机构养老尧社区居家养老冤是养老方式

的两种主要类型袁 由此可归纳出居家养老服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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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尧专业养老机构模式和社区托老服务模式等养老

模式遥 从老年保障方式来看袁我国养老在相当长一

个时期内袁仍将以家庭供养为主尧社会供养为辅袁毫
无疑问袁家庭仍是养老的主要载体遥 对此国务院叶关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曳为我国 2020 年

养老事业规划的愿景是院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尧社
区为依托尧机构为支撑袁功能完备尧规模适度尧覆盖城

乡的养老服务体系[3]遥
2.1 家庭养老

我国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曳规定院老年人养老主

要靠家庭袁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遥 不论

社会生活方式如何变化袁从情感寄托和现实需要来

看袁家庭养老仍将是未来中国式养老的主流遥 可以

预见袁在家养老袁享受天伦之乐必定是绝大多数国人

最理想的养老方式遥 不过袁这种方式不同于传统的

家庭养老方式袁它虽以家庭为依存袁但以社区为依

托袁以专业化为依靠袁既可解决常住养老院与家人亲

情淡漠的问题袁又可解决传统家庭养老专业服务不

足的问题袁所以是老年人乐意的首选遥
2.2 社会养老

社会养老以社区养老为依托袁以机构养老为补

充袁医养结合袁专业服务袁养老兜底作用越来越凸显遥
近些年袁随着城市逐步建立起方便老年人生活的老

年公寓尧托老中心和养老院尧疗养院袁社区热心组织

志愿者和社工上门服务袁那些因子女常年不在身边袁
得不到及时照料的老年人袁自愿选择机构居住养老袁
可以方便生活起居袁排解孤独感袁愉悦精神生活袁特
别是那些高龄老年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袁可
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护理乃至临终关怀遥
2.3 自我养老

养老靠自己袁已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袁一
些新的养老理念和方式正悄然而至遥 比如袁小老人

照顾大老人袁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弱的袁邻里乡亲照顾

留守尧空巢老人袁老年人结伴集中旅居尧互助提供日

常生活服务袁这些更加注重普通百姓之间帮扶与慰

藉的老老相助方式袁正在成为城乡居家养老和机构

养老的有益补充遥 还有袁以土地流转支撑农村养老

的以地养老方式袁通过抵押自有住房入住老年公寓

的以房换养方式袁以及以自有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

金融养老方式袁这些大胆创新和探索袁将不断拓宽自

我养老方式的路子遥

3 医养结合袁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养老体系

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袁 面对我国庞大的老龄人

口群体养老问题袁 我们国家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和

人力资源压力袁要科学有效解决养老问题袁依靠家庭

是难以完全做到的袁 政府也是无力全部承担的袁因
此袁 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举办经营养老

机构袁尤其要注重在农村推行野分而不离冶的养老模

式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4]遥
与此同时袁因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基数偏大尧增

速过快尧寿龄增高尧空巢较多等特点袁一些老年病常

发易发多发袁患病尧失能尧半失能老人的治疗和护理

问题日益突出袁加之小型家庭尧野四二一冶家庭大量涌

现袁 社会对具备医疗功能的专门养老机构的需求越

来越大遥 原本养老事业的发展就离不开医疗机构的

参与和支持袁 医院入驻养老院是最方便老年人养老

就医的模式袁必然成为以后的发展方向和趋势[5]遥 养

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服务尧 医院转型为医养结合

服务机构尧在养老机构中设立医疗机构等模式袁可提

供医疗尧护理尧养老尧康复等一体化服务袁从而节约社

会养老成本袁提高养老服务质量袁减轻家庭成员照料

压力袁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尧老有所医袁让老年人颐养

天年袁健康长寿遥
3.1 大力倡导敬老养老风气袁进一步增强民众家庭

护老养老意识

统计显示袁我国四分之三的老年人由家庭供养袁
由家庭提供养老经济来源的农村老年人占到

92.9%袁 由家庭提供养老经济来源的城镇老年人也

占到 37.9%[6]遥 因此袁当前在全社会仍要加大孝道文

化的宣传力度袁使野家家都有老人尧人人都会变老冶的
观念深入人心袁不断弘扬传统美德遥 因工作尧生活不

便与老人分住的子女袁要主动常回家看看袁帮助老人

做点家务袁料理生活袁让老人们时常都有与子女分而

不离的心理安全感遥长期在外的子女袁也要经常与家

里老人联系交流袁 让老人们得到必要的生活支持和

心理慰藉遥
3.2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袁全力支持帮助老年人居

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将老年人在家庭的居住与社会化上

门服务结合起来的有效养老模式袁 是家庭养老形式

的社会化袁 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解除子女无暇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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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老人的忧虑袁但简单的保姆式日常服务不能很

好地指导老年人延缓体能尧智能衰退袁有的甚至是错

误操作袁如喂食误入气管尧使卧床老人发生褥疮尧帮
老人移动或洗澡时不慎跌倒损伤等伤害事故常有出

现[7]遥 对此袁要高度重视养老职业教育袁推行信息化

养老尧智慧养老袁广泛采用野互联网+养老冶养老模

式袁提供线上养老服务袁加快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袁
具体到为老人翻身的频率尧洗澡水的温度尧义齿的清

护程序等实际操作内容袁科学界定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渊日托中心冤的功能定位[8]遥 在农村要进一步

完善社会救济和保吃尧保住尧保穿尧保医尧保葬的野五
保冶制度袁建立养老综合服务实施的站点袁组织成立

养老互助协会袁开展必要的养生保健知识普及讲座

和对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袁以吸引老年人参与其中袁
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9]遥
3.3 推行医养结合袁积极发展长期照料养老服务机构

全国城乡现有失能半失能老人 4 063 万袁占老年

人总数的 18.3%袁预计到 2020 年将持续增长至 4 200
万人尧到 2030 年增长至 6 168 万人尧到 2050 年增长

至 9 750 万人遥 80 岁及以上老人成为老年人口增长

最快的群体袁预计到 2020 年将持续增长至 2 900 万

人尧到 2030 年增长至 4 300 万人尧到 2050 年增长至

1.08 亿人遥 而我国每千人拥有的养老机构床位仅 30
张袁只及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袁供给远小于需

求袁但长期照料服务专业性又非常强袁涉及医疗尧康
复尧护理尧心理和临终关怀尧善后处理等专业内容袁迫
切需要专业服务机构承接这些业务[10]遥 全国现有的

4 万多家社会养老机构中公办的占大多数 [11]袁要重

点将高龄老人和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的老人调整为社

会福利性养老机构的服务对象袁并使这些养老机构

分布于社区医疗机构附近袁以方便老人们就近就医遥
借助养老袁积极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袁对经营管理

不善的公办养老机构实行托管服务曰通过政府财政

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袁实行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

作袁采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老年人提供养护住宿尧

医院提供养老病床给老年人养老住宿等方式袁 积极

做好长期照料养老工作[12]遥 特别要注重坚持养老与

养生相结合袁 将中医药养生保健理念融入养老全过

程[13]袁推动中医医院与老年病医院尧老年护理院尧康
复疗养机构的深层次合作袁全面提供养生保健尧康复

服务[1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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