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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养老服务“ 门槛”，让“ 夕阳产业”火起来
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

年人口总数将达
４．８

亿，占到人口总
数的

３０％

。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养老
产业规模还将显著扩大， 政府与民
营资本在市场竞争中须共享社会资
源，形成真正的市场化养老。

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中
６０

岁
至

６９

岁老年人占
５５％

。 这部份“刚
性需求”显示，未来养老服务业有着
广阔发展空间。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

认为， 未来应在新增养老机构中大
力发展城区中小型和小微型养老机
构，就近就便解决中低收入、失能半
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 现有的农村

敬老院也要实现转型发展， 增加康
复护理服务功能，不仅服务“五保”

老人， 还要对农村的失能半失能老
人开放， 向农村养老护理服务中心
转型。

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产
业的门槛和生存成本。 可考虑对新
建养老机构的征地需求开辟“绿色
通道”，准许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
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要支持有条
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 对于
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符合城镇
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定点条件的， 应纳入定
点范围。

此外，“健全养老服务人员职业
发展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
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张欢等学者建议，

完善养老护理人员培养体系和职业
资格标准体系，对养老服务人才的培
养要分类、分层、分阶段，应引导更多
高职院校开设养老护理专业。

还有专家认为对运营效率低的
公办养老机构应适当尝试市场化改
革。或公办民营，通过改革改制，盘活
之前公办养老机构的存量；或公建民
营，在建设中由政府出大头，负责检
查、监督，真正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

并向社会力量招标，让政府的资金公
平地资助社会力量。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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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
求”，民资进入却不容易：一个
床位建设成本动辄十几万元，

补贴“杯水车薪”、 审批往往
“肠梗阻”……“银色浪潮”加
速来袭，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
题依然突出。

“十三五” 规划建议，“全
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
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
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
和产品供给。 ”

下一个
５

年，我国养老服
务短板应当如何补齐？

“ 每千名老人
２０

张床位”困境凸显三重矛盾
目前，大多数公办养老院“一

床难求”。 入住北京最火养老院，

竟要排队
１００

年才有床位！ 一些
地方

１

个床位竟叫上了
３

万元的
“天价”。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
发展报告》显示，全国养老服务机构
每千名老人床位数仅为

２０

张左右，

远远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在“一床难求”这个“不等式”的
另一端，却是高空置率。 《中国养老
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
机构空置率平均达

４８％

。

安徽省颍上县的协和老年公寓
开办于

２０１３

年， 上下三层近
６０

个
房间，床位数

１４０

个，承担了相当一
部分“五保”老人的照顾任务。 然而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一、二层有老
人入住外，整个三层空无一人，公寓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仅入住了

６５

位老人，和员工数差不多”。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
玉韶说：“农村敬老院主要是为‘五
保’老人设置的，但‘五保’老人分布
分散，并且很多人碍于‘养儿防老’

倾向于居家， 结果导致一些敬老院

空置率甚至在一半以上。 ”

另一个“不等式”也在农村。我国
农村老龄人口占全国老龄人口超过
一半，但“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基本状
况调查”显示，我国养老机构超过七
成集中于城市，村一级养老院覆盖率
更是不足

５％

。

此外，养老服务的“偏轻避重”。

据全国老龄办调查， 近九成民办养
老机构只为完全自理的老人服务。

而最需要关心和重点护理的康复医
疗和临终关怀机构， 只分别占一成
和

３％

。

建院投入动辄成百上千万，民资进入仍存“ 肠梗阻”

对于供需偏紧， 结构问题突出
的养老服务市场， 增加供给无疑是
当务之急。 但如何获得“源头活水”

却是业界一直探讨， 却困难重重的
课题。

２０１２

年， 民政部出台意见，鼓
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
领域。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基础性作用， 并明确了投融
资、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补贴支持
等政策。

政策信号一释放， 各地探索步
伐加快。 全国老龄办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 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
构中，民办养老机构约占

３０％

。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地方
民资要想顺利进入养老服务业，仍
有“肠梗阻”。 首先，土地租金与房屋
建设费用动辄成百上千万元， 高额
“成本账”令民资望而却步。

西部一位养老院的负责人说，

土地资源紧缺， 每张床位至少投入
１５

万元，加上房屋建设等费用，一个
３００

间床位的养老机构投入都在千
万元以上。 “尽管国家有补贴政策，

但力度有限， 操作过程中打折扣问
题普遍。 ”这位负责人说。

“审批流程账”成本颇高。 甘肃

一家老年公寓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养老院急需配备非营利性医务所，拿
着审批材料找过所有相关部门，但至
今没有审批下来，老人吃药看病都成
问题。

此外，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极度匮
乏，现有护理人员年龄偏大、素质偏
低、不够专业，新“科班”人马却不愿
入行。

今年起， 江西省九江市老年护理
院将人均入住费每月上调了

１０００

元。

“上调后才勉强收支平衡。 ”院长朱零
告诉记者，“护理工作的技术含量高，

导致人工成本高；再不提价，可能会流
失掉十几年才培养出来的护理团队。 ”

?

老人家，这里的床位满了
至少等两年才有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