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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成都市首批投入使用的社区综合

体，广受周边居民好评。

成都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养老服务发展新规

划的提出，成都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也存在一些

问题值得关注和重视。

一是资源利用率不足，运营收支平衡难。社区嵌入

式养老服务模式虽然克服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

养老的局限性，集三种模式的优势于一身，但在运行中

遇到了功能定位不准确、投资周期长、盈利能力差等问

题，这些问题制约了资源的有效利用。我国虽然实现了

每1000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0张的“十二五”规划目

标，但是这与平均每1000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50张的

国际标准相比仍具有一定差距，人均床位数量难以满足

养老需求。人均床位不足的同时，床位空置率也较高。

另外据业内测算，床位若少于50张，靠床位费收入收回

房租、硬件、人力资源等成本支出较困难，目前试点的

床位基本都在50张以下，难以维持运营收支平衡。尽管

有研究提出通过互联网信息手段整合社区养老资源以及

不同养老服务参与主体的服务渠道，以提高服务能力和

效率，但实际上社区养老服务资源缺乏整合与协调，分

散式的养老问题仍然存在。要加强资源整合，整合社会

各类服务资源，盘活闲置资源，实现社区居家养老资源

利用最大化。

二 是 评 估 机 制 与 补 贴 标 准 需 细 化 。 与 国 际 上 的 评

价 标 准 相 比 ， 国 内 的 评 价 标 准 更 侧 重 于 “ 以 机 构 为 中

心”，而不是“以老年人为中心”。这种差异导致了对

老 年 人 尊 重 、 有 效 沟 通 及 其 身 心 权 益 保 障 等 方 面 的 忽

视，这些都是国内评价标准所欠缺的。就目前的评估体

系而言，大多数仅以老年人的服务感知为主，没有充分

考虑到老年人的躯体功能、人生经验、服务感知能力等

差 异 性 ， 这 些 因 素 都 会 影 响 到 服 务 的 实 际 效 果 和 满 意

度。虽然有研究提出了构建养老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的框架，但这些框架仍处于初步阶段，需要进一步细化

和完善。特别是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领域，如何结合

地方实际情况和老年人的具体需求来设计更加科学合理

的评估指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补贴政策

和标准不够统一，补贴标准的设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补贴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也可能存在不足。不同地区、不

同社区内的养老服务机构在规模、布局、设施配置等方

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不仅使养老服务质量难以保证，也

增加了老年人及其家庭进行选择的难度。

三 是 政 策 落 实 需 加 强 。 虽 然 有 关 部 门 已 经 意 识 到

需要进一步完善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的相关政策，

并出台了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但与日益增长的

社区居家养老需求相比，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在法规、政

策、体制等方面尚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要构建完

整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内容涵盖人才培训、

财力支撑、设施建设、社区管理、社会参与等，使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步入规范化轨道。补贴政策的实施和支持

政策落地难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细化

政策标准以更好地支持政策的落地执行。

四是从业人员短缺，人才缺口巨大。当前我国养老

护理员总体上面临数量短缺、专业能力不强的困境。从

数量上来看，按照护理员与老人的比例为1∶2至1∶3的

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养老护理人才的缺口规模也已达到

500万人，护理员数量上严重供不应求。从服务质量上来

看，养老行业年轻护理人才奇缺已经成为一个难题，从

业人员普遍存在年龄偏高、受教育程度不高、专业知识

不足的问题，难以满足高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二）对策建议

一 是 立 足 服 务 对 象 需 求 ， 完 善 养 老 设 施 布 局 。 立

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完善社区

嵌入式养老服务政策，建立社区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机构分工协作机制，以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蓬勃

发展。强化评估考核，建立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质量评估考核机制，每年对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2次以上的服务质量评估考核，并

将考核结果纳入全市评定工作中，作为等级评定、收费

标准调整、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资金补助的重要依据，以

调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积极性，提高服务质

量和水平。对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效果评估可

以从需求满足度、老人满意度、服务质量、服务可及性

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制定补贴标准。根据社区发展水平

和人口分布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将嵌入式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与周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有机

衔接。完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社区养老院、日

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点，构建“十五分钟养老服务

圈”，扩大有效覆盖规模。推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

均 衡 布 局 ， 依 托 现 有 村 级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 医 疗 卫 生 机

构、县级村级养老院敬老院开展农村地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模式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