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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老人问题引人深思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

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湛教授给

主旨报告定的题目很特别，叫“当我们谈论中

国式养老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报告中他

一连提出了多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当年的婴儿潮每年出生2000多万孩子，

今年开始逐渐进入退休潮。中国已经进入死

亡的长效区间，每年将死亡超过1000万老年

人，高峰期一年将有1900万老人离世。我们

想过这个问题吗？”

“中国婚配传统中，男性多数比配偶的年

龄大。但是，男性寿命没有女性长，因此，高

龄段的女性明显多于男性。问题是，高龄段

失能老年人的比例却是女性比男性高。上海

是百岁老人最多的城市，约4000位，其中

2700位是老太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的居住模式是分而不离，离而不

远。有没有发现，很多城市的空巢是个‘伪概

念’。上海所谓的空巢，其实其中约30%是子

女和老人住在一个小区里。给上海的空巢老人

做社区心理干预，很多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他们

不需要你去干预。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

“我国的3亿老人中，孤独的比例没有超

过15%，中国至少85%的老人是在儿孙陪伴

中走完生命历程的。在欧洲和日本，临终前由

子孙陪伴的比例一般是40%，最多是60%。我

听到过很多老人说：‘我对女儿很好，我希望我

走的时候是她送我，而不是在高档病房中被护

士送走。’这个问题不应被忽视。”

“在如何认识和看待‘自己已是老年人’

这个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也是蛮大的。西

方人认为，只有自己得病治不好了才算老了，

或只有完成不了自己熟悉的工作和运动了才

算老了，是很个人主义的。在中国人思维里，

很多人把有了孙辈作为标志，认为自己老了，

还有的人看到孙子孙女都结婚了，觉得自己

真的老了。中国人是用家庭度量人生的长

度。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现在人口学正在研究老年人口是不是

有稳定模式，高龄化比例到底多少是尽头？

80岁以上老人占老龄人口的比例究竟是多少

才算在稳定区间？”

“中国老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老人。”胡湛

教授由衷地说了一个现象：“西方老年人有个

典型特征，就是‘小病说大’，早上起来发现胸

闷，他会告诉所有人‘我今天不行了，可能要

和你们说再见了’。他的目的是要吸引所有

人关注他，出现任何问题可以第一时间得到

及时救助。而中国老人是‘大病说小，小病说

没有’。中国老人常常对家人说：‘我不能耽

误你的工作和学习，只要家庭是好的，我就是

好的。’中国老年人是家庭利益最大化，而不

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老

人是这样的。”对于如此厚爱家庭、体谅晚辈

的中国老人，在他们的养老之路上，我们应该

为他们奉献些什么呢？

建立长期照护体系
“面向长寿人生、百岁人生，很多人都会

有自己的期待或规划，但每个人内心里可能

还会有一些恐惧，担心自己老了怎么办，特别

是父母老了、动不了怎么办。”中国老龄科研

中心老龄健康政策研究室主任伍小兰说，建

立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已是社会必需。

伍小兰说，健康和照护是我国人口老龄

化中最突出的问题。2023年，国家发布了关

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进一

步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聚焦老年人面

临的家庭和个人难以应对的失能、无人照顾

等困难时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在国家层

面，照护已经列入了基本养老服务范畴。构

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基本路径有两条，一

是做好长期照护体系的基础条件建设，二是

建立为老服务的薪酬支付机制。在这两条路

径中，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支为老服务的专

业化队伍。

“未来我们的养老服务肯定是进一步从

有到优。”伍小兰说，“首先，在整个服务对象

上，是从兜底保障逐步面向所有失能、失智人

群的保障。其次，在服务质量上，将从单一

化、碎片化养老走向医养、康养整合供给。第

三，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家庭，要给千万的家

庭提供更加有力和稳定的家庭照护支持，从

而让养老生态不是单一的，不是封闭的，而是

智慧共享的生态，让全社会的养老服务质量

更高、成本更低。长期照护重要的标准就是

能不能做好失能照护的体系建构。根据最新

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失能老年人是3500

万，约占全部老年人的11.6%。其中，最需要

获得长期照护帮助的人群，即完全失能、重度

失能人口，连自己吃饭、上下床、洗澡这些最

基本的功能都完全丧失的人，约占4.2%。”

那么，现代科技的进步能不能弥补一些

为老服务的短板呢？伍小兰说：“面向未来，

我们还要加强失能照护的科技支撑。电动轮

椅、智能养老床垫、护理床乃至机器人服务，

这些都将给养老照护带来实实在在的便捷，

也将在未来的养老领域有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然而，机器人在情绪陪伴层面会做得如

何，是不是能被老年人普遍接受，这又是一个

新课题。”

弥补从业队伍短板
现在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

多种养老场景，原先基于护理或者基于单一

服务的养老，并不能满足目前老年人的需求，

老人们普遍需要在医疗服务、心理关怀、与社

会互动等方面获得支撑。这说明，社会的变

化对养老服务的供给提出了结构性和高

质量的要求。“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

们的重视。现在我们不仅是缺少护

理工，其他的为老服务社工也有缺

口。”伍小兰说，“从现有的养老架构

岗位分布来看，还不是很均衡。失

能照护应该属于社会服务的范畴，

以生活照料为主，但是需要医养结

合，需要护理、保健作为支撑，这样

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投入是必不可

少的。所以，整个社会的为老服务

团队其实是一个广覆盖，需要各种

专业人才的加入。现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是蛮

大的。”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徐

健通过调查发现，养老护理员的年龄在41—55

岁之间的占50%以上，年龄偏大的服务人员占

比将近70%，从业3年及以下的占比49%，能在

这个行业里做满5年的仅占27%。

有一线养老机构负责人在论坛上介绍，

从我国养老业发展进程来看，全国需要1300

万名养老护理人员，但目前仅有100万名护理

员，持证上岗的只有50万人。养老机构里照

护人员的短板十分突出，有不少60多岁的养

老护理员，且以女性为主，文化程度也相对偏

低，专业技术水平明显落后。更为迫切的问

题是，很多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流动性极大，有

些机构一年里会流失一半护理员，主要原因

是工作负荷大、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工作环

境较为艰苦。此外，从事养老服务的员工缺

乏职业荣誉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家长也大

多不愿意让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养老机构里工

作，去辛辛苦苦照顾别人家的老人。即便进

了养老机构，也很难留住人。

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王松华介绍，根据

上海民政部门的要求，今年上海开放大学启

动了养老护理人员在岗继续教育培训，这些

项目紧跟社会需求，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锻

炼相结合的方式，既丰富了学员的理论知识，

也提升了他们的专业技能，为满足日益多样

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养

老人才培养中，上海开大还与多家养老机构

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开展联合研究、实训

学习等，为从业者提供了更好的成长平台。

他说：“不可否认，我们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仍面临不少问题。比如，养老专业和课程体

系尚不健全，课程内容往往与实际需求存在

脱节，很多学员实习和实践机会不足。这些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长期照护需要专业队伍，老年人更高的需求也应被满足——

让兴趣学习“点亮”老年生活

在此次由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民政局指
导，上海开放大学主办的论坛上，上海首创
的“养老与教育相结合”模式受到广泛推
崇。有专家表示，虽然80%的老年人都有各
种各样的疾病，但是只要合理控制照样可以
很好地正常生活。在这方面，终身学习应该
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海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彭海虹介绍，

目前全市有老年大学、老年学校近300所，
教学点5600多个，每年开设各类课程班3.7

万多个，全年有逾97万老年人报名学习。
此外，本市还充分利用科技、文化等场馆资
源，设立了各类市级体验站点150多个，开

发各种老年人喜爱的体验项目近千项。通
过发放学习护照、编制学习地图、举办嘉年
华活动，每年吸引200多万老年人参与各种
体验学习。“十四五”期间，本市将新增10所
各类社会力量举办的老年大学，建设老年智
慧学习场景100个，新增老年教育社会学习
点200个，新增养教结合学习点50个，培育
居村委特色学习点200个。
“发展老年教育要解决好教什么、在哪

学、怎么学三大问题。要尊重老年人的认
知规律和学习习惯，要强化服务意识，在教
育资源配置上还必须以便利为导向。”彭海
虹说。

本报记者 王蔚

努力建立沉浸式、弥漫式的老年学习环境，推动上海老年人实现人人皆学、时时
能学、处处可学，让“学习中养老”成为上海老年人的独特养老模式。这是近日开幕
的上海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提出的愿景。然而，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老龄
化城市究竟在为老服务上缺失了什么、失能老年人照护的成效与短板在哪里、如
何建立一支足够规模的专业化为老服务人才队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厘清。

上海将新增50个养教结合学习点

精神“富养”银发族

■ 居家养老需要专业服务和指导，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上门为老人进行健康诊疗

和辅导（资料照片） 杨建正 摄

■ 烘焙、乐器、

拉丁舞……在老年

大学里学习让银发族的

养老生活丰富多彩

松江区老年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