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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下调医保单位缴费率

职工待遇不受影响
近来，上海、江苏、河南等多地降低了职

工医保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费率。一
些参保者担心：降费率会不会影响待遇？对
此，专业人士指出，这不会影响参保人员的医
保待遇。

据梳理，多地调低职工医保单位缴费费
率的比例从0.5%至1%不等。其中，上海市由
原来的 10.5%调整至 10%；江苏省南京市由
8.8%下调至 7.8%，苏州市从 7%下调为 6%，常
州市由8%下调为7%；河南省洛阳市和河北省
张家口市由 7.5%降至 6.5%；广西玉林市由
10%降至9%。

同时，一些地方还降低了灵活就业人员医
保缴费费率。其中，上海市由 11.5%调整为
11%，南京市、常州市和洛阳市由9%降为8%，
玉林市个人缴费费率从10%降至9%。

对于费率降低的原因，不少地方提到，主
要目的是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减轻企业负担，
增强发展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廖藏宜表示，和储蓄型的养老保险有所
不同，医疗保险是消费型，原则是以收定支、收
支平衡、略有结余。

他介绍，早年，人社部、财政部曾在进一步
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
确，城镇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原则上应
控制在6~9个月平均支付水平，超过15个月为
结余过多状态，低于3个月为结余不足状态。

“略有结余”，在廖藏宜看来，为的是应
对当期不可预见的风险。“但结余过多或过
少，都需要警惕。结余过多可能是收的钱多
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用人单位负担，
抑或是支出少了，这就意味着待遇保障可能
不足。”

“医疗保险制度不只有筹资、花钱、维护
劳动力各项权益的功能，还有促进经济发展
的功能。”廖藏宜认为，在职工医保基金有足
够结余的情况下，动态调整费率，适当调低
医保单位缴费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费率，
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鼓励更多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

“不能为了降费而降费，还是要做好测
算，将降费率的幅度控制在基金可承受的
范围内，保障医保制度平稳运行。”廖藏宜
提醒道。

据南京市医保局介绍，此次调整预计全年
为参保单位减负约29亿元，为灵活就业人员减
轻负担约 1 亿元，惠及灵活就业人员近 47 万
人。张家口市测算，费率调整后，全年为用人
单位减负约 3.2 亿元，其中可为企业减负 2 亿
元，人年均减负约722元。

记者注意到，上海市、洛阳市和玉林市等
地在出台政策时，明确表示确保参保人员医疗
待遇水平不降低，应享尽享、应报尽报。

“医保待遇一定不会受到影响。”廖藏宜表
示，缴费和待遇是医保制度运行的两个不同环
节，“随着门诊统筹报销、医保药品目录不断扩
大等医改政策不断深化，医保待遇正在逐年稳
步提升。”

（据新华网）

队伍不稳、人员不足、服务质量不高

养老护理员数量和质量“齐缺”亟待破局

（（网络图网络图））

“养老护理不是简单的基
础生活照顾，养老护理员需要
有一定的慢病护理、康复、安全
及急救知识。”北京协和医院组
织处（统战处）处长孙红建议，
提高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水
平，推动养老护理员规范化管
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不断增
长的养老护理需求。

2019年，《养老护理员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颁
布。但在孙红看来，这一标准
对养老护理员受教育程度、职
业素质要求都较低，与其他家
政从业人员没有明显差异。同
时，当前养老护理员培训存在模式
和内容单一、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
题。提高老年人的照护服务质量，

必须加速建设与我国人口老龄化
进程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

于春水建议依托当地高等
医学院校的优质资源，建立居
家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开展
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
作，提高居家养老护理员的应
急救助和居家照护技能。

(据《工人日报》)

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有照顾半失能老人的住家护工推荐吗？”前段时间，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小彭
在社交平台发出的一条求助信息，留言区朋友们却唏嘘不已。大家纷纷表示，找
一个具备专业知识且长期稳定的护工实在是太难了，如果加上“价钱适中”的要
求，更是难上加难。

小彭的焦虑不是个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来发布的全国招聘大于
求职“最缺工”100个职业排行中，养老护理员时常位列前茅。随着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速，如何解决养老护理员队伍数量和质量“齐缺”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广泛关
注的热点问题。

队伍规模小、流动性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达2.8亿人，占人口总数19.8%；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患有慢性
病的老年人已超1.9亿，失能和
部分失能老年人约 4000 万人。
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多达
600多万，但目前仅有50多万名
从事养老护理的服务人员，远
不能满足需求。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多来自农村
和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不少是

“4050”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
高。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
度大、社会认同低、工资待遇差
等原因，养老护理员这一岗位
对劳动力缺乏有效吸引力，难
以吸引专业人才，远不能满足
我国养老的刚性需求。

从 现 有 情 况 来 看 ，规 模
小、流动性强、专业技能水平
较低是养老护理员队伍的普
遍特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

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发展
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加强养
老服务保障。

“只有建设一支稳定的、
有 专 业 素 质 的 护 理 员 队 伍 ，
才能为刚需老年人提供有质
量 的 养 老 服 务 ，才 能 令 老 年
人 及 其 家 属 放 心 ，进 而 形 成
满 足 养 老 服 务 需 求 、实 现 养
老服务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良
性局面。”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会 长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教 授 郑
功成说。

关键是解决收入低的问题

通过调研，郑功成发现，养
老服务业虽有一定发展，但总
体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变，在多
种制约因素中，护理人员收入
低导致队伍不稳、人员不足、服
务质量不高是根本原因。

郑功成认为，要扭转这一
滞后局面，关键是解决因收入
低而导致护理人员不足、护理
队伍不稳、服务质量不高的问

题。他呼吁，持续壮大养老服
务的物质基础，设立护理员薪
酬专项补贴机制，包括加大财
政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力度、加
快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等。

持续关注养老服务问题的
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于春水建
议，提升居家养老护理员的社会
地位，制定统一的居家养老护理
员专业等级考评、晋升制度体系

和薪酬指导体系，对居家养老护
理员进行从业资质分级，提出合
理的分级待遇指导意见，为具有
资质并长期从事居家养老护理
的人员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

同时，他也提出，要开设门
户网站，建立居家养老护理员
供给端与需求端的联络渠道，
成为联系护理员和有需求家庭
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