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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15年北京养老服务部分指标
数据出自《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

2010年数据

2015年数据

百名老人
日间托老
床位（张）

百名老人
养老床位
（张）

养老床位
数（万张）

参加老年
学校学习
比例（%）

万名老人
心理辅导
数（人）

护养型养
老床位比
例（%）

万名老人
拥有护理
员数（人）

社区老年
人协会覆
盖率（%）

老年中长
期护理床
位（张）

居家养老
（助 残）
数（人）

1 2 2.8 3.8 7.2 12 13
18 15

20

-

50

15

50

90
98

-

2000

10000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全国老
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直
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国老
龄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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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北京一家养老院内，一位老太太坐在房间内，身前摆着年轻时的照片。

“公办院拒收失能老人是政府失职”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建议，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网点、机构的建设加大投入

“走出来，走进去”

新京报：养老为什么存在
这样的困局？在我国，不同养
老模式存在怎样的关系？

阎青春：我 国 老 龄 化 来
势 太 猛 ，缺 少 前 瞻 性 的 准
备。还没准备好，问题就来
了；另外，我们对不同养老模
式的角色定位不清，什么样
的 老 人 适 合 居 家（社 区）养
老，什么样的老人适合机构
养老，没有科学的划分和明
确的概念。

我国已初步确立“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的思路，居家养老、社区养
老、机构养老在逻辑上存在递
进关系，但在调研中，居家养
老本身已把社区养老包含进
去了。

新京报：有一个矛盾是城
市中空巢老人越来越多。

阎青春：我 们 提 出 的 居
家+社区养老模式，就是要实
现老人住在家里，子女不在身
边时，社区服务能够弥补老人
生活和情感的缺失。

身体健康、年龄较低的老

年人，要鼓励他们“走出来”，由
社区搭平台，老人们唱唱歌、跳
跳舞、弹弹琴，既舒展身体，又
愉悦精神；年龄较大、不能出门
的老人，我们要培养、训练、储
备一批养老护理专业人员，走
进老人家，“走进去”为老人提
供上门服务。

西方养老正向家庭回归

新京报：这 种 模 式 有 何
依据？

阎青春：国际上的共识是，
家庭养老辅之以社会化的帮

助，是最适合的养老方式。
在 西 方 老 龄 化 社 会 初

期，政府大量投资盖了许多
集中营式的养老院，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养老压力。但跟
踪研究发现，在家养老比在
机 构 养 老 的 老 人 长 寿 3 至 5
岁 。 西 方 学 界 得 出 一 个 结
论：大规模集中营式的养老，
对老人的精神伤害远远大于
物质满足。

之后政府逐步解散大型养
老机构，向社区回归。但后来
又有研究，依靠社区还是有缺
陷，应向家庭回归。

居家+社区养老是未来主流

本报综合报道 民政部
部长李立国昨日出席全国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
作会议时指出，养老机构在
建设档次上，一般应当保持
非营利属性，不得片面追求
高档、豪华；公办养老机构
尤其要杜绝档次偏高现象，
避免产生社会福利分配不
公问题。

优先发展供养型
和养护型

李立国表示，在养老机
构建设运营上，坚持按标准
建设和实际适用相并重。为
了发挥对社会养老服务发展
的支撑作用，养老机构建设
既要符合相关标准规范，又
要立足实际适用，实现可持
续发展。按标准建设，就是
养老机构建设必须符合老年

人居住建筑、社会福利机构、
养护院及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等标准化要求，实现规范化
设计、建设和管理。实际适
用，就是养老机构建设必须
立足实际，量力而行，不超越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李立国指出，在建设重
点上，要优先发展供养型和
养护型养老机构；在建设区
位上，要推行社区化，方便
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防止
因选址不合理造成床位闲
置；在建设规模上，不单纯
追求超大规模，避免养老机
构大而不当、入住率低。

要建立养老服务
评估制度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强
调，对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
老服务实行资金补贴，是发

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
容。有条件的地方，可在一
般养老服务补贴的基础上，
通过专业化评估，对经济困
难的不同护理等级失能老年
人给予专项护理补贴，提高
老年福利水平，改善老年人
生活质量。

李立国要求，各地要因
地制宜地建立资格评估、需
求评估和质量评估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评估制度。资格评
估，针对老年人的收入状况，
确定其是否具备享受养老服
务补贴的资格；需求评估，针
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确定其
应享受的养老服务方式和相
应的补贴标准；质量评估，针
对养老机构及养老实体提
供的服务，确定其是否符合
基本服务要求和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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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青春

本文是北京养老系列调查的
最后一期。

过去四期里，我们从城
区养老院“一床难求”、社区
养老“形同虚设”、养老院内

“问题凸显”、民办养老院“成
长烦恼”等方面，问诊北京养
老体系建设。本期专访权威
人士，借鉴国外经验，问路北
京养老的未来。

对比各地“十二五”老龄
事业发展规划，客观而言，北
京的养老工作、养老院相比其
他地方是比较规范和完善的。

但正如本期报道选择的
主图所示，老人被皱纹包裹的眼
中充满无助与期待，身旁的照片
上，则是那样的年轻与从容。

为了老人，为了明天的我
们自己，对于养老，有理由提出
更高的要求。

公立养老院应多收
失能老人

新京报：你曾说“健康老
人 入 住 养 老 机 构 是 浪 费 资
源”。但矛盾是：有需求、有支
付能力的老年人渴望更高品
质的服务。

阎青春：我依然坚持我的
观点，但我要纠正一点，老年人
有需求又有购买力是好事，但
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政府责任的
问题。养老服务属于社会福
利，这个领域是国民收入二次
分配领域，政府通过税收而得

的财政收入，应该用在福利领
域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缩小
收入分配差距。

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一些
地方政府用税金建豪华高档、
收费不菲的养老院，却收住健
康的、能自理的老人；大量生活
有困难的、失能失智的老人出
不了这个费用，进不了养老
院。政府的责任是为弱者提供
帮助，那部分有需求也有购买
力的老人，完全可以交给市场
去解决。

新京报：但结果却是另一
种情况。

阎青春：这 跟 政 府 应 承

担的“保基本、保困难”的基
本功能严重背离。政府用税
收的钱建造的养老院却拒绝
接收最有困难的人群，政府
的责任，政策的主导方向究
竟放在哪儿啊？所以我说公
办养老院拒收失能老人是政
府失职。

公、民双轨制带来不公平

新京报：公办和民办养老
机构并行，这种双轨制似乎一
直为人诟病？

阎青春：很多公办养老院
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承担的角

色要调整。很多公办养老机构
服务状况和定位，背离了福利
社会追求社会公平的基本准
则，在追求公平的领域造成新
的不公平。也背离了市场经济
平等竞争的基本法则，阻碍市
场主体健康发展。

政 府 建 养 老 院 ，又 盖 房
子、又搭屋，又添设备、又雇
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而
民办一切都要靠自己，他怎
么能竞争过你呢？你是零成
本，挣一分钱都是挣。他挣
十块钱都不够补偿的，长此
以往民办养老机构必然举步
维艰。

健康老人住公办养老院是浪费

政府需扭转职能
杜绝越位、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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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为什么说
养 老 工 作 不 可 能 只
依靠政府完成？

阎青春：咱们来算
一笔账，“十二五”时期，
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
将达 2.21 亿，按每千名
老人拥有 30 张养老床
位的目标计算，到时我
们需要养老床位 663 万
张。照此至少还存在
350万张的缺口。我们
在上海调研，市中心建
一张床位的成本是 30
万元，郊区是 10 万元。
以最低标准计算，5 年
中仅养老床位的投资就
是 3500 亿 ，折 合 每 年
700亿。

这笔钱谁来出，政
府承担得了吗？即使承
担得了，以目前养老机
构的这种体制来说，花
700 个亿干 70 个亿的事
情，这合理吗？

所以说，大力发展
民营养老机构，是未来
机构养老的必然趋势，
政府不可能想必也不愿
意独立完成这件事。

新京报：那在未来
的养老体系中，政府该
承担怎样的角色？

阎青春：在建设社
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过
程中，我们必须要扭转
目前政府职能越位、错
位、不到位的现象。

不该管的政府不要
管，该管的政府一定要
负好责任管起来。在我
们制定的“十二五”养老

服务五年计划里，已尽
可能针对目前一些突出
问题作了修正。比如，
养老机构的服务和经营
管理应该交给社会，不
用政府从办到管都拖
着，避免目前高投入、低
产出，高消耗、低效能的
怪相。

对社区养老网
络加大投入

新京报：未来的养
老体系建设应在哪些方
面发力？

阎青春：一个是对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网点、机构的建设加
大投入。“十二五”期间，
我们提出城市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的
目标。就是日间托护这
种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基
本覆盖，这就为政府在
养老事业这方面的投入
确定了方向。

另 一 个 是 机 构 建
设，我们要避免像过去
那样建设大规模、高档
次、面向“富裕老头儿老
太太”养老机构，而应该
将重点放到失能失智老
人的护理工作上来。

如 果 我 们 按 照 这
个 方 向 去 做 ，切 实 完
成 确 定 的 目 标 ，我 们
的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应 该 有 较 快 的 改
观，能给更多失能失智
老 人 带 去 他 们 需 要
的服务。养老工作不是一个政府

部门的事，需要各个部门形成
共识。制度设计得再好，不落
到实处，没有任何意义。

我调研时喜欢和民办养
老院院长们聊天，他们遇到的
困难你不用说，我都知道。

——谈到公办养老院拒绝接
收不能自理的老人时，阎青春握
紧拳头、狠狠地敲了几下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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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养老院要避免不公平
民政部部长称，养老机构建设不得片面追求高档、豪华

老人入院先评估

国外大多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实
行分级管理。根据身体健康状态、生活自
理程度及社会交往能力，老年人可分为自
理型、半自理型和完全不能自理型三级，
从半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再分级。不同
级别的老年人入住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
打算住养老院的老人，首先要进行一系列
的评估检查，如果符合标准，政府的补
贴就直接陪着老人住进养老院。

1：1.5配比护工

中央电视台曾在《岩松看日本》详
细介绍了日本的养老院。日本养老院
里，专业护理人员是按照 1：1.5 的比例
分配的。护工连每位老人的爱好都记
得清楚。

日本养老院收取的费用也不是小
数目，但每位老人在退休时都有一笔
不 菲 的 养 老 金 ，如 果 再 有 一 点积蓄，
一般的老人都还负担得起。

■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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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社区养老院内，护工正在给老人按摩手。 3月22日，养老院内的一名老人，捧着蛐蛐罐说这是他唯一的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