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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适应老龄化新形势的养老服务管理体制——专家解读《“十三五”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2017-03-09 20:11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3月 9日电（崔清新、杨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中国人定义幸福的

一大标准。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为及时、科学、综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升新时期老龄事业发展水平、

完善养老体系进行了顶层制度设计。 

 

形势严峻：规划旨在解决我国未来 30 年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 

规划用“形势严峻”4个字形容我国面临的老龄化新形势。 

根据规划，预计到 2020 年，全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2.55亿人左右，占总人

口比重提升到 17.8%左右；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 2900万人左右；农村实际居住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我国涉老法规政策系统性、协调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城乡、区域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不均衡，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质量效益不高、人才队伍短缺

等深层次的瓶颈问题严重制约老龄事业和养老体系可持续发展。 

专家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

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城乡老龄化倒置，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我国老龄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

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窗口期。面对这一局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提出了明确要求。 

去年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了一次集体学习，

明确提出，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

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下大气力来应对。 

“人口老龄化涉及社会均衡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实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规划旨在解决我国未来 30 年老龄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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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挑战，尽管是个五年规划，但它着眼更长远的目标，对我国的养老事业发展未雨绸缪，

及时进行顶层设计。 

 

任重道远：6 大措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夯实基础 

规划为“十三五”时期我国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描绘了清晰的蓝图。 

——到 2020 年，老龄事业发展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养老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及时应对、

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 

——多支柱、全覆盖、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有利于政府和市场作用充分发挥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 

——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法治化、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 

——支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社会环境更加友好。 

陆杰华说，规划制定了 6个方面的目标，具体细化为 12个量化的子指标，每个指标都

明确提出了目标值，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0%、建有老年学校的乡镇（街道）比例

达到 50%等，这些是夯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 

要在 3年多时间完成这些指标，任务可谓艰巨。中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秘书长蒋洪卫举

例说，“十二五”期间，我国虽然完成了预定的养老床位建设目标，但很快发现已经建好的

养老床位的 50%的床位是空置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跟上的是“软件”，比如加强护工护

士的队伍建设等从而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 

陆杰华则认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提高农村地区养老水平是实现“十三五”

规划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不过他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养老涉及民生，政府决心很大，达到目标很有希望。” 

 

着力完善：从顶层设计上健全老龄政策制度 

  

健全完善社保体系、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健康支持体系、繁荣老年消费市场、推进

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规划为实现目标提出了 8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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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任务折射的是对完善我国老龄政策制度的顶层设计。 

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方面，天津财经大学管理学首席教授罗永泰认为，政府要鼓励支持

更多的智能制造企业和社会化服务商进入智能家居养老服务市场，并制订统一的智能居家养

老服务标准，实施责任监督机制。 

面对健全健康支持体系的任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建议，解决养老人才欠

缺又留不住人的问题，需要持久用力，多从生活保障、居住及子女就学等问题入手出台相应

措施，使养老护理人员“引得进，留得住”。 

发展老年教育是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卫指出，

老年教育解决的不仅是老年人受教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老年人在社会转型中实现积极的

老龄化，让老年人有尊严地养老。 

陆杰华认为，下一步，应对老龄化应该上升为我国新的基本国策，动员政府相关部门及

时调整，从体制机制上做好顶层设计。这是基于国情变化，建立适应中国特色养老服务管理

体制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