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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我国养老事业将迎来多项变化

1.从退休老人到极具价值的
人力资源。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综合
应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实施渐
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强老
年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大龄劳动
力就业能力。 建议提出，要积极
开发老龄人力资源。

从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到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将老
年人视为人力资源的主动性进
一步增强。 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
年龄政策可以推迟一部分人的
退休， 但老年人的退休不可避
免。“十四五”及以后，退休之后
的老年人仍将被视为人力资源，
要积极开发。

2.从被照顾者到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建议提出要发展银发经济，
这是对新时代老年人的消费观
念、习惯、偏好以及消费能力和
方式的回应。

随着 60 后、70 后逐步步入
老龄时代，老年群体的消费习惯
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他们更加
追求产品品质，享受型消费成潮
流；他们正在成为互联网消费群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网上购物和
移动支付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他们对智能化产品的需求越
来越大。

健康服务业、 老年人专用产
品、养老设施和护理服务、老年人
金融和其他特色服务等将快速发
展。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保障
身心健康的同时，“银发产业”将
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发展银发经济，老年人将不
再是社会发展的负担，而成了发
展动力的一部分。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
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的实施意见》明确表示，扩大养
老服务供给、 促进养老服务消
费，事关亿万老年人及其家庭幸
福生活，对拉动内需、扩大就业、

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从靠政府的基本养老到靠

市场的普惠养老。
建议在要求健全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的同时，提出要发展普
惠型养老服务。 与基本养老服务
由政府为主不同，普惠养老服务
是在基本养老服务以外，面向广
大老年人、靠市场供给、由政策
引导的一种服务。

普惠养老服务瞄准的是数
量规模更庞大、需求更为多样化
的普通工薪收入群体，致力于通
过激发市场活力实现养老目标。

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出
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 这
项行动已于 2019 年下达中央预
算内投资 14 亿元， 新增养老床
位 7 万张， 吸引 64 个城市、119
个项目参与。

“广大老年人需要价格合
理、方便可及的养老服务。 政府
的职责是保基本，同时要调动市
场主体积极性来满足多层次养
老服务需求。 ”国家发改委社会
发展司司长欧晓理在接受新华
社采访时曾表示。

4.从个人养老到互助性养老。
互助性养老是首次被写入

建议。 据新华社消息，这一提法
来自一位网名“云帆”的网友所
提的建议。

“云帆”是一名叫李电波的村
干部。 看到“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向广大网民征求意见后， 他以

“云帆”为名，在建言专栏上留下
了自己对农村养老的思考———
“在农村人口聚集区域，由政府财
政投入建设公共食堂、公共宿舍，
有意愿的老人都可以免费居住、
生活在一起，年龄小的、有能力的
老人照顾年龄大的、 能力弱的老
人，形成互助养老模式。 ”

“一名网友的建议，能被写入
党中央文件， 首先是建议提得好，
来自基层，抓住了当前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亟需破解的难题，所提建
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 ”新华社的稿件中这样写道。

在这一趋势下， 时间银行、
“初老”服务“老老”等模式将迎
来大发展。

5.家庭将获得更多养老支持。
“十三五”规划要求建立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建议在明确提出健全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的同时，将家庭养老单
独列入，要求“支持家庭承担养
老功能”。

这意味着，家庭养老不再只
是家庭自己的事情，政府将通过
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等措施为家
庭承担养老功能提供支持。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
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的实施意见》提出的支持措施就
包括：

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购买
服务等方式，开展失能老年人家
庭照护者技能培训，普及居家护
理知识，增强家庭照护能力。

通过产业引导、 业主众筹
等方式， 引导老年人家庭根据
老年人身体状况、 康复辅助器
具需求、居住环境等特点，对住
宅及家具设施等进行适老化改
造， 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给予
适当补贴。

6.从医养结合到医养康养相
结合。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推
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
合。 建议在医养结合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医养康养相结合
的目标。

2020 年 10 月，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民政部等五部门发布
《关于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
划的通知》。

《通知》提出，健康照护、养
老护理、家政服务、婴幼儿照护
等康养服务从业人员职业素质
和工作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
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

其中健康照护、 养老护理、
家政服务等都涉及老年人。 而且
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已达 4000
多万，对养老照护、康复护理的
需求很大。

《通知》提出，2020 年至 2022
年，要培养培训各类康养服务人
员 500 万人次以上， 其中养老护
理员 200 万人次以上。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 � 根据相关预测，‘十四
五’期间，我国老年

人口将突破 3 亿，将从轻度老
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如何应
对这一趋势，做好养老工作？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外发
布。 《建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具体到养老方面包括：积
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
发经济。 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
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
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
担养老功能， 培育养老新业
态，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
管制度。

对比‘十三五’规划，在应对
人口老龄化问题上，2020 年以
后将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