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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真的是“未富先老”

判断老龄化社会的国际通行标准有两个：
第一、1956年联合国认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
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

第二、1982维也纳老龄问题大会认定，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在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两个标准同时满
足，意味着自 1999 年底起，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
会，迄今已近20年。

中国的老龄化状况究竟如何？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
学学会长刘维林概括出三个基本特点：

首先，中国是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据全国老
龄办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

其次，中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从成年型社
会到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 115 年，美国用了 60 年，日
本也用了3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18年。目前中国每年老
年人口的增长率在3.5%左右。

第三，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最严峻。发达国家在进
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而
这个数据在 1999 年底的中国仅为 850 美元。这正是中国
人“未富先老”说法的由来。

越是“冷酷”就越是清醒，冷静地指出问题并非是
为了引起恐慌，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这也正是刘
维林对中国解决好老龄化问题信心的来源。在他看来，
老龄化一方面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
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当中都会遇到的必然性问题；另一
方面，老年人口中蕴藏着的巨大人才优势、老龄产业中
蕴藏着的巨大市场潜力，如果充分挖掘，严峻“挑战”
就完全可以转变为中国的又一个机遇。

而中国对老龄产业的顶层设计，也在印证着刘维林关
于老龄产业是机遇的看法。过去5年，仅国家部委就出台
涉老政策文件100多个。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
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早在 2016 年 7 月，民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印发 《民政
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养老服
务体系目标，即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中国各地也围绕上述规划纷纷提出了“9073”或
“9064”模式，即提倡90%的老人居家养老，7%或6%的老
人依托社区养老，3%或4%的老人进入机构养老。

可以说，这就是未来可供中国人选择的主要养老方
式。那么在今天，它们的发展状况如何？记者对此做了
实地走访。

■ “一福标准”：公办养老院的标杆

说起社会化养老，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养老院。
记者来到了坐落于北京北三环外的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也就是本地人常说的“一福”。

现年82岁的张令猷老人，是2010年和老伴儿一块儿
住进的“一福”的。张老说，在考察了多家养老院后，

“一福”凭借先进的“医养结合”模式、优质的服务和便
宜的价格，最终打动了自己。

而“一福”最打动张老的，在于它是一个学习型的
福利院。“有各种班，唱歌、跳舞、棋牌、钢琴、音乐鉴
赏，老年人需要什么，老年大学就开什么班。这儿有8台
钢琴，6台手风琴，哪个福利院有这样的条件？”张老本
人也一直兼任福利院里的书法班老师，义务为老人们上
了8年书法课。

同样令张老感动的是“一福”工作人员的服务态
度。“一福”院长常华从事这一行已经30年。多年来，常
华年三十没回过家，每一个除夕都是在养老院度过。每
到过年的时候，张老和其他一些有能力的老人都会到食
堂，跟院领导、社工、食堂师傅、送餐员们一起包饺
子。“这不是干活儿，是感情的沟通。”张老说，“人家伺
候我们一年365天，没有休息，包饺子是个机会，跟工作
人员和师傅们道个谢。”

对于像张老等老人们非常关心的“医养结合”模

式，常华介绍，大多数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互相独立、
自成系统，老年人一旦患病，不得不经常往返于家庭、
医院、养老机构之间。而“一福”早在 1988年就挂牌成
立了北京老年病医院，开创“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先
河。如今北京老年病医院已升级为二级专科医院，老年
人不出院门就能解决大部分医疗需求。

从2015年起，“一福”响应政府指示，仅接收优待服
务保障对象和失独特困家庭70周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回
归公立养老院的“兜底保障”定位。

近20年来，“一福”坚持以标准化为支撑，率先在国
内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为行业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老人来说，如果护理人员今天热情、明天冷
淡，这个勤快、那个怠惰，无疑将给他们的养老生活蒙
上阴影，也将给老人子女带来烦恼。

而有了明确的服务标准，则既能保证服务质量不会
因人员流动而起伏反复，也能保证服务施受双方权责明
确，避免管理风险。养老机构能 365 天 24 小时持续稳定
地为老人提供子女一样的服务。“这就是我们这里最高的
法。”院长常华指着一套《北京市第一福利院服务保障标
准》对记者说。

2017 年底，首个对全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规范
的国家级标准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正式发
布，而“一福”正是编写单位之一。“一福标准”正在引
领全行业规范发展。

但这家老牌公立养老机构如今也有自己的困惑。老话
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养老机构某种意义上承担着久病
床前的孝子角色。可比起普通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他们
一方面提供着更为细致周到的护理服务，另一方面又在薪
资待遇上相差甚远，人才向民营机构流失严重。作为先行
者与改革者，他们也在时常问自己：未来年轻人有什么动
力继续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答案或许在不久的明天。

■ 恭和家园：共有产权养老新模式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讲过在养老界流传甚广
的一句俗语：“养老服务，家庭担不起、政府包不起、企
业赔不起。”

人人都知道，仅靠国家财政来负担养老并不现实，
应该引导社会资本引入养老产业。可长久以来一直未能
探索出一个合理的盈利模式，因而在重资产、高投入、

回报周期长的现状下，社会资本常常裹足不前。
即便像“乐成养老”这样最早从事专业养老服务的

民营企业，也曾为此发过愁。以乐成养老旗下的高端养
老机构“北京双井恭和苑”为例，作为北京首家“医养
结合”试点单位，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左右，按照目前的
价格 （每人每月每床 7000-25000 元不等），也要 50 年才
能收回成本。这样的项目，谁会来做第二个呢？与其把
希望寄托在民营资本的“情怀”上，不如探索一个政
府、企业、消费者三方共赢的新模式。

在这种背景下，共有产权养老应运而生。
2017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北

京市住建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国内首个共有产权
养老试点项目——双桥恭和家园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模
式。

恭和家园模式规定，购房者拥有养老房95%的产权，
且每间房必须入住一名 60 周岁以上老人并缴纳 3080 元/
月的服务费。购房者有国家承认的房本，转让、出租、
继承都可以。余下的5%产权由乐成养老作为养老运营商
永久持有，不得买卖，这一设计是为了保证小区作为养
老用途的纯粹性。

“这样开发商就不可能卖了房子就跑，没有后续服务
运营。同时，如果购房者想要改变房子的养老用途，我
们这5%的话语权也能够对其形成一定的约束。”恭和家园
销售经理徐昊对记者说。

而小区的养老用途，不仅体现在便老装修、医务
站、无障碍活动区等硬件设施上，也体现在每座楼配备
生活管家等“软件”服务上。

今年 90 岁的王伯英老人，退休前是北京市 101 中学
的教师，一个月前刚跟老伴儿搬进了恭和家园。王老
说，选择恭和家园一是因为这里设施完备环境好，但更
主要的是有家的感觉。

王老感慨，自己的一些老朋友住进养老院后，有时
会产生寄人篱下之感。“一些养老院怕承担责任，对于老
年人管得很严格。出门要请假、来客人要登记，让人感
觉很不舒服，缺少尊严。”王老为此还写了两句顺口溜：
一生未犯刑律罪，老来又在囹圄中。“这终究是我自己的
房子，很自由。”王老说。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负责王
老的生活管家，也按时给老两口从医院取来了订购的药
品。

在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菲看
来，“共有产权养老”模式的创新，就在于实现了供给侧
和需求侧的双赢。“从供给侧角度，这一模式破解了民营
资本的流动性瓶颈难题。通过销售养老居室，企业可以
快速把前期重投资收回来，进而可以‘轻装上阵’，踏踏
实实地把运营做好。从需求侧角度，则满足了老人享受
养老服务同时拥有产权的诉求，同时解决了购买者几代
人的养老需求。”

目前，以45000元/平米的价格，恭和家园一期135套
已全部销售完毕，入住60%左右。

■ 持续关注：养老驿站、文化养老

无论是“一福”还是恭和家园，总体来说，他们的
覆盖面终究有限。大量散住在城区内的老人，如何获得
良好的养老服务？刘维林认为，以三里屯养老驿站为代
表的养老驿站模式或许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些散落于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集文化娱乐、日
间照料、精神关怀、养老助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是离
老年人最近的服务平台，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或者老人去驿站得到服务。

这些驿站定位在中低收入的居家老年人，加上政府
在房屋场所、水电气热等方面的支持，价格较为低廉，
容易为更多老年人接受。刘维林认为，只要通过专业
化、连锁化运营，这种养老驿站模式终能逐渐降低成
本，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刘维林同时指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应更加
引起注意。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后常感到精神空虚，文
化知识的储备也欠缺，电脑不会用，手机不会用。这就
需要更加重视“文化养老”。而像“大美枫林”这样的企
业，则正是聚焦文化养老，一方面帮助老年人转变认识
理念，积极看待老龄社会、老年生活；另一方面帮助老
年人补习文化知识，掌握生活技能，让他们的老年成为
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今天，我们如何养老
本报记者 韩维正

中国人常说：“养儿防老。”在农业社会，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都在家
庭之中完成，耕地纺织与养老育幼，几乎可以同时进行。但随着人类进入工业
社会，单位、企业、社会已替代家庭，成为现代社会养老服务的重要渠道。
因此，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中，子女身上承担的孝亲养老功能，就势必要被社
会化养老所分担。

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在国家与市场的协作下，把子女身上的部分养老

功能，以合理的方式和价格，交给专业人士承担。
而在信息爆炸时代，养老问题众说纷纭。但万变不离其宗，理解中国的养

老问题有两个基本框架：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
养老保障讲的是我们养老的钱从哪里来，而养老服务讲的是，当我们老

了，除了依靠子女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选择。那么现在中国社会能够提供何种
程度的养老服务？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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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山 之 石

居家养老是居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养老方式，即老人住
在家中，由社会来提供养老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居家养老能
够充分整合利用家庭、社区资源，使养老成本大大降低。居家
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也能使老人的生活质量得到较好
的保证，确保实现“安养、乐活、善终”的老年生活目标。

美国的居家养老服务依托医院和专业护理服务机构网络，
提供陪伴和做家务、个人护理、健康引导和专业护士服务等
居家养老服务，主旨是让老年人享受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在
家中生活得更安全、更舒适、享有自尊和保持独立。包括生
活自理型服务、生活协助型服务、特殊护理服务、持续护理
服务等。而适合哪种服务，则根据老人的相关日常生活活动指
标而定。

美国 居家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是依托社区，组织官方或民间以及大量
志愿者，为生活在社区内的受照顾者提供服务。从老年人
角度看，社区养老可以使自己在家中接受服务；从政府角
度看，可以提高效率，不需要很复杂的机构和设施，所需
投资少，促使服务资源配置更合理，提高服务质量。

英国的社区照顾主要有“社区内照顾”和“由社区照
顾”两种方式。“社区内照顾”是指由政府直接干预并有制
度和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养老照顾；“由社区照顾”是指通过
血缘关系或道德维系的没有政府直接参与的非规范性养老
照顾。社区照顾有较多的服务措施，主要是通过家居服
务、家庭照顾、老年公寓、托老所、老年社区活动中心等
服务项目实现。

英国 社区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是指依靠国家资助、亲人资助或老年人自
助的方式，将老人集中在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服务的机
构 （养老机构） 的养老模式。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文化
程度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会接受由养老护理机
构照顾。

在日本，养老机构根据不同的功能和服务对象大体上分为
三种：一是老人特别养护之家，主要收养生活不能自理、家庭
无力看护且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二是老人养护之家，为那些
65岁以上的贫困老人和没有住房、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服
务；三是低费老人服务院，原则上接纳 60 岁以上的低收入夫
妇，也包括由于无子女、经济以及家庭住房困难等原因不能居
家养老者。 （本报记者 张一琪整理）

日本 机构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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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养老模式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