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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退休手续、医保转接、申请失业保险、领取社保
待遇……居民和社保部门打交道越来越多。如何让百姓
少跑腿？浙江人社部门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创新
流程、提升服务，使社保高频事项尽可能一次办结。

张雪芬家住舟山市衢山镇万良社区。前不久，她在
万良社区只用 10 分钟就办完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手
续。换作以前，办同样的事，张雪芬必须先到社区填
表、盖章，再到镇劳动保障平台复核，再乘船 70 分钟
到县就业处办理补贴登记，然后到县社保局参加失业保
险，最后到银行办理社保代扣手续。

社保牵涉面广，如何做到“最多跑一次”？浙江省
人社部门确定了“减、优、废、加”四种途径。减材
料，有些申请材料是多年前的政策规定的，现在明确没
必要再提供或者借助信息化手段获取。优表单，将能整
合的表单尽量整合，实现多表合一；能共享的表单尽量

共享，实现一表多用。废文件，将一些不适应“最多跑
一次”改革要求的文件修改或废止，不让过时的规定成
为办事的阻碍。加入互联网，改进材料信息获取方式，
提倡由经办机构通过数据共享或内部流转自行获取。

浙江省人社厅副厅长刘国富介绍，目前，浙江省人
社厅 39 项 （101 项子项）“最多跑一次”事项的申请材
料由 417份减少到 307份，减少 26%；格式表单从 99份
减少到 79 份，减少 20%；20 项子项办理时间进行了提
速，平均提速 49％；22 项子项可以全程网上办理，实
现“跑零次”；着手修改或废止不适应“最多跑一次”
要求的规范性文件4份。

百姓少跑腿，信息就要跑得顺、跑得快。浙江在
实践中发现，数据不共享是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障碍。为此，浙江省将全民参保登
记库和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员信息库进行整合，建成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础信息库，接入持卡人员信息
5286万条、人员参保信息 2.8亿条。顺利办社保，需要
共享工商、公安、民政、税务、卫生等部门数据。浙
江省人社厅系统梳理后向省数据管理中心提出共享申
请，已共享到公安、工商、民政等 20 个部门的人口、
工商登记、低保人员等 59 类信息，调用数据量超过
1077万次。

如今，浙江省人社部门通过服务流程再造，打破
“信息孤岛”，突破了网上身份认证难、材料流转难、
费用支付难等诸多障碍。老百姓可通过社保卡银行账
户、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渠道直接在线支付个人承担
费用；退休老人可以在家中轻松完成养老保险金资格
在线认证；参保人可以在网上进行实名认证……人社
领域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零距离”“网上服务不打
烊”，极大地方便了百姓。

中国老年人口
总量大、增速快、不平衡

“现在，家里有 4 个老人，平时主要由我们做子女
的轮流照看。但老人家多病痛，我们日常工作也很忙，
所以在照顾老人方面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家住湖北武
汉的小李对记者说。

和小李家有着相似情况的家庭在中国还有很多。数
据显示，中国在 2000 年与世界同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7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4亿，是目前世
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预计到本世纪
中叶，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9亿左右。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指出，中国老年
人口不仅总量大，而且增速快、不平衡。2000—2017
年，世界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约 3 个百分点，
而同期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约 7 个百分点，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 2 倍以上；此外，我国最早和最迟进入
人口老龄化的上海 （1979 年） 和西藏 （2015 年） 之间
相差36年。

与中国一样，日本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
战。日本厚生劳动省老健局介绍，到 2025 年，日本婴
儿潮一代将全体迈入 75 岁的年龄段，75 岁以上的人口
将占到总人口的18%。到2065年，总人口将下降至8808
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约38%。

“人口老龄化是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
共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都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中国经济正稳步进入高质量
发展的轨道，市场潜力巨大。日本比中国更早进入老龄

化社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发展养老服务业方面积累
了大量有益经验。两国可以在发展养老服务业方面取长
补短，互学互鉴。”欧晓理说。

在首届中日养老服务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日养老
服务领域的 21 家企业进行了集中宣介，介绍了自身优
势和合作意向，剖析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产业机
遇。与会200多家企业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开展了务实
接洽，双方企业在服务模式、人才培养、“互联网+”、
产品制造等方面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并有 22 家中日
企业现场签署了合作协议。

来自山东威海方正外国语学校的孙月萍校长此次收
获不小，“我们学校开办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洽
谈会上发现一家专门出版老年人服务书籍及开展相关培
训的日本企业，我们已经初步谈成合作意向，下一步会
邀请他们到威海考察，请他们专业老师用他们的教材对
学生进行培训，合作办一些短期培训班。”

“黑科技”
助力智慧养老

除了政策交流、企业合作，本次论坛还对中日两国
最新研发的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养老产品、服务机器人
等产品进行了集中展示，展现了中日两国适老产品研发
和生产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不同于简单锻炼老年人的下肢肌肉和关节，这款
智能机器人模拟人的行走动作，有利于激发大脑神经，
训练失能人群重新站立行走。”北京大艾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公司研发的用于康复训
练及步行辅助的智能机器人系统。

在展会上，一款 TANO 智能体态运动评估与康复
训练系统吸引了众多嘉宾围观。该系统可以通过感知人
体信息和采集相关数据，评估得出一套适合测试者的康
复训练计划。该产品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寓娱乐于康复训
练，比如通过“张开手掌把屏幕上的鱼抓到盘子里”等
游戏，让老人在游戏的过程当中达到训练的目的。

一双运动鞋可以预防老年人脑溢血？思创医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会上展示了一双专为老人设计的智慧运
动鞋。企业有关负责人介绍，“老年人在脑溢血等疾病
发生前会有3个月的步态异常，这双鞋能通过特殊的监
测工具发现步态曲线异常并发出预警。这些预警将直接
在医生的电脑、儿女手机的APP上进行预警提醒。”

实体辅助器具之外，专业人才服务是此次论坛聚焦
的另一个重点。致力于提供专业家庭服务的好慷在家创
始人李彬表示，相比辅具来说，由人来提供一些家庭场

景下的基础服务，如打扫卫生、做饭等至关重要。“老
年人需要获得他人的支持，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但由于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年轻人往往缺乏照顾老人
的时间和精力，专业家庭服务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
帮助老人体面养老。”

除了雇人照顾日常起居，自立支援护理如今越来
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来自日本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
心的杉江正光介绍，自立支援不等同于雇人照顾日常
起居，而是强调帮助每一位老年人在其熟悉的生活环境
下，根据自身能力来实现生活自理。日本的养老服务机
构根据自立支援理念，让“老年服务专业人才”来提供
相应的服务，包括帮助老年人实现自行进食、排泄、独
立行走等。

民资外资
踊跃投入养老业

“推动中日两国在养老领域务实合作，不仅要进行
政府间的对话，更要扎实推进两国企业深度交流。为
此，我们组织本次项目对接会，最大程度创造条件，让
两国养老领域优秀的企业汇聚一堂，推动‘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副司长郝福庆说。

郝福庆指出，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市场力量在发
展养老服务业中的重要作用。近期，国务院作出了取消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决策部署，为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
务领域进一步降成本、增便利，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
利。此外，发改委还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支持社会力量通过PPP、公建民营等方式积
极参与养老产业，积极推动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拓
宽社会资本融资渠道等。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放开养老服务市场。2016年，
国务院专门出台文件，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放宽外
资准入，欢迎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养老服务业。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已达 1.57 万
家，3000余家公办机构实行公办民营，由社会力量运营
的养老服务机构占比已上升至47%。香港、澳门服务提
供者在内地设立养老机构 89 家，其他国家和地区外商
投资设立养老类企业132家。

发改委强调，未来，将继续吸引和支持社会力量进
入养老服务业，欢迎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来华
投资，支持社会资本通过公建民营、发行养老产业专项
债券等方式积极参与，持续扩大有效供给，满足多层
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推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中日探索就养老服务业展开合作——

解局养老服务痛点
邱海峰 梁嘉玮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报
告显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
国 工 业 取 得 了 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
业体系，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
大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大步迈进。

制造业总量连续多
年稳居世界第一

我国工业总量不断跃上新
台阶。1978 年工业增加值仅有
1622 亿元，改革开放后，工业
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 年工业增加值接近 28 万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 1978 年
增长 53 倍，年均增长 10.8%。
2017年工业企业资产达到112万
亿元，较 1978 年增长 247 倍；
实现利润总额为7.5万亿元，较
1978年增长125倍。

制造业连续多年稳居世界
第一。1990 年我国制造业占全
球的比重为 2.7%，居世界第九
位；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
第二；2010 年占比进一步提高
到19.8%，跃居世界第一，自此
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工业
经济实力的迅速壮大，为中华
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我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做出了
巨大贡献。

我国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
显著提升。1980 年我国工业制
成 品 出 口 占 出 口 总 值 不 足 一
半，2000 年以后上升到 90%以
上。其中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
品逐渐超越劳动密集型的轻纺
工业品成为出口主力。2017 年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 8.95 万
亿元，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
58.4%，高于同期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品20.1%的比重。

汽车家电手机等工
业品产量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十分有限。经过
40年的发展，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
现了由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

产品产量从小到大，很多产品生产从无到有到蓬勃发
展。原煤、发电量等能源产品产量2017年比1978年分别增
长4.7倍和24.3倍；汽车产量已达2900多万辆，连续9年蝉
联世界第一；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微型计算机、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一大批家电通信产品产量均居世界
首位。

工业产业结构加快迈向中高端。2017年，高技术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3.4%、11.3%，增
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6.8 和 4.7 个百分点。据工信部统计，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
键工序数控化率、生产设备数字化率、数字化设备联网率
已分别达到 63.3%、46.4%、44.8%和 39%，制造业智能主导
的特征日趋明显。

新兴产业成长快，向工业强国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优化，工业经济发展由数
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加快。据测算，2015年至2017年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较上年分别增长 10.0%、10.5%和
11.0%，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3.9、4.5 和 4.4 个百分
点。新能源汽车呈爆发式增长，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量达到69万辆，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成为全
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国，新能源客车的出口已达30多个
国家和地区。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去产能、
应用新技术、提升质量，我国加快了对传统产业优化升
级。2016年、2017年两年全国化解钢铁产能1.2亿吨、煤炭
产能5亿吨，全面取缔1.4亿吨“地条钢”，淘汰停建缓建煤
电产能6500万千瓦以上。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
料的应用，大力提升了传统动能。2017年技改投资保持较
高增长水平，增长16.3%。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目前轻工业品种丰富度、品牌认可度、品质满意度
均获得显著提升，生产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居消费
品已能够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

用于康复训练及步行辅助

的智能机器人、可随意调节高

度的电动护理床、可监测步态

并发出预警的运动鞋……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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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论坛上，一批中日两国最

新研发的康复辅助器具、智慧

养老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不

少观众现场参观、体验。与会

嘉宾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是

中日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未来，两国可以在应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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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浙江办社保，最多跑一次
蔡 杰 徐晓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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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新疆呼图壁县，养老公寓的老人安度晚年。 陶维明摄 （人民视觉）图为在新疆呼图壁县，养老公寓的老人安度晚年。 陶维明摄 （人民视觉）

图为山东省青州市，老人在医养院里做康复训练。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金秋时节，北京慕田峪长城层林尽染，壮观迷人，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游览。图为慕田峪长城秋景。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秋 染 长 城秋 染 长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