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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介护服务资源，在服务种类、内容、利用日程方面与老人及

家属商议，选出与他们的需求相匹配的介护方案。随后，根据

既定方案选定的多个介护服务机构会针对老人形成一个介护团

队。

值得一提的是，在付费方式上，日本介护经理人的报酬金

额与他们负责的顾客人数和介护等级成比例，由国家医疗保险

联合会支付。

此外，日本还出现了“幼儿园”式托老所模式，如同现在

我们送孩子上幼儿园一样，早上把老人送去，傍晚再把老人接回。

既解决了子女上班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的问题，也避免了老人独

自在家的孤单感和无人照料的隐患。

托老所的第一件事，是为老人进行简单的健康检查。此外，

园内还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和娱乐活动，为老人彼此之间交流

也提供了空间，大大提升了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据说在我国江苏、

浙江，也已经逐渐开始借鉴这样的模式。

作为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2022 年，德

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 22.1%。《德国老年人生

存状态实录》显示，德国老人独立居住的比例较高，仅有 8%

的人选择与子女同住；即便是老伴去世或者夫妻分离，也有

33.6% 的老人选择独居。

大部分德国老人倾向于在自己家中安老，因此居家养老是

德国的主流养老方式，又被称作

“流动式护理”，老人仍然居住

在自己家，家人或护理人员定期

上门照料。采用这种养老方式的

家庭，通常由亲属承担主要赡养

任务，护理人员往往发挥补充作

用。如果老人独居，护理人员通

常能获得备用钥匙，以便能在老

人行动不便的情况下进入房间。

自 2006 年起，德国兴起了

“多代屋”养老方式。“多代屋”

从字面上比较容易误解为多代共

居的屋子，但实际上，它的核心

内容是构建无血缘关系的多代居

民会面的公共场所，促进儿童、

青年和老年人等多代人群在社区

层面的交往，政府提供经费资助，

但是日常管理由社区负责。

在“多代屋”社区中，年轻人可以帮助老人处理家务或提

供精神支持，老人也可以发挥余热，将自己的生活技巧和人生

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尤其适合独身老人。目前全德约有540个“多

代屋”项目，虽未成为主流养老模式，但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首批“环境辅助生活”系统也已进入德国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这一系统既可以是完整的体系，也可以是

独立的个体解决方案。相关企业这样描述其应用场景：“智能

药盒提醒您早上服药，炉灶在您餐后出门散步时自动关闭，晚

上您用语音和手势控制百叶窗，而不必自己动手，运动传感器

会监测到您晚上何时上厕所，并自动激活走廊的照明灯……”

可以想见，在系统的帮助下，居家养老的难度大大降低。

还有国家通过“时间银行”的方式解决老年人护理人手不

足的困境。人们把年轻时照顾老人的时间存起来，等到将来自

己老了、病了或需要人照顾时，再拿出来使用。申请者必须身

体健康、善于沟通和充满爱心，每天有充裕的时间去照顾需要

帮助的老人，其服务时数将会存入社保系统的个人账户内。

这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养老开支，还解决了一些其他的社会

问题。在瑞士，这项制度深受民众欢迎，调查结果显示，有一

半以上的瑞士年轻人希望参加这类养老服务。瑞士政府还专门

立法支持“时间银行”养老。

2018年 11月，浙江省杭州市一小区内，来自五湖四海的老人们通过社团和爱好聚在一起，一起度过精彩的退休时光，

也成功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抱团养老”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