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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呈现出了“双快”与“叠加”特征。但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却遭遇了“未备先老”
和“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困境。中国城乡老龄人口的现有养老模式日益暴露出各种弊端，为了应对进一步的新型城镇

化发展和“银发”浪潮，需加快实施以养老空间、养老服务、养老支付模式的结构创新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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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呈现出了“双快”发展

趋势。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5 年中国的城镇化

水平达到 56.1%，超过 2014 年 54.77%约 1.4 个百

分点，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 7.7 亿。与此同时，截至

2015 年底，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 2.2

亿人，占总人口的 16%左右，比 2014 年底的 2.12 亿

增长了 800 万。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发

展，2030 年基本要达到 70%的城镇化水平。随着人

口寿命的增长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老龄化水平还将

长期保持高位。城镇化和老龄化发展的“双快”，必

然推动城镇化水平与老龄化水平的“双高”局面。辜
胜阻在几年前就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

高速的城镇化和过快的老龄化两大特征，机遇与挑

战并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①其中城镇化带来的

人口流动加大、人口结构变迁、人口规模上升、城市

土地空间紧张等后果，将为中国城乡地区应对更加

严峻的“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老龄化问题，增添

许多复杂的困难因素。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为

日益严峻的城乡养老问题开展制度创新，并加快推

动中国养老方式的转型，建立多层次、多维度、多主

体的新型居民养老模式及体系。

一、“未备先老”：城镇化叠加老龄化

城镇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的进程，也是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

期，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发展是中国新时期城镇化发

展的主要形态。2016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

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5》显示，城市建成区面积从

1981 年的 0.7 万平方公里增至 2015 年的 4.9 万平

方公里，共计增长了 7 倍。并且，在国家颁布的“十

三五”规划中提出，到“十三五”末期的 2020 年左

右，中国的城镇化要到达 60%，这意味着还将有

5000 多万城镇化人口的短期增量。人口城镇化加速

胡
小
武

城
镇
化
与
老
龄
化
叠
加
时
期
的
中
国
养
老
模
式
转
型

养
老
模
式
专
题
研
究

136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16.05.017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第 37 卷第 5 期□2016 年 9 月

Vol.37 No.5 □Sep.2016

既改变了城市人口结构，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地区

的人口结构。“人口城镇化与老龄化是性质不同的

人口过程，但它们又相互关联、同时发展，是目前全

球共同的人口趋势，代表了现代社会人口发展的一

种时代潮流。”②城镇化同时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和农

村，一方面，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为城市经济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城市空间、土地价值、房产

价值、消费经济、服务经济等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同
时，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务工，也大幅度增加了农民

收入。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城镇化发展，中国的综

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经济总量从 1980 年的世界

第 13 位跃升到了 2010 年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 2

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自行车大

国变为了汽车大国，大城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城

乡基础设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极

大的改善。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

长，同时提升了中国居民的人均寿命。2015 年 5 月

13 日，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版《世界卫生统计》报

告指出，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为 75.5 岁，其中男性 74

岁，女性 77 岁。这比 1978 年的 68 岁，增长了 7.5

岁。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寿命的大幅度增加，

最终加速了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造成了典型的城镇

化叠加老龄化的国家经济与人口结构特征。
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并未及时全面应对

老龄化加速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空间增

长都是以开发区、新城区、工业园、产业园、高教园、
商业综合体等城市扩张、城市更新等方式推进，其

中尤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为主要形态。特别

是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房建设等方

面，基本缺乏“老年友好型”③的城市治理理念。在追

求效率优先的原则下，道路交通规划设计和建设往

往忽略弱势群体的公平性原则，导致了很多城市虽

然修建宽阔气派的大马路、商业广场、步行街、市民

公园等基础设施，但因为没有考虑城市老人的出行

能力，最终造成了老人难以安全过街、进不了公园、
上不了街、下不去地下通道、逛不了商场等现实问

题。同时，因为缺乏对于快速老龄化的清晰认知，城

市新建房地产项目和城市内城更新项目，为了追求

最大投资回报率，普遍缺乏因应老年人需求而规划

设计的“宜老型”社区和街区。住房空间设计鲜有为

老年人而设计的便利性设施，如高层电梯大都缺乏

1 米位的扶手，社区空间缺乏充裕的供老年人休闲、
健身的场所。都市老人越来越退守在狭小的生活空

间。与此同时，城镇化的拉动力导致了乡村青年劳

动力资源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农村青壮年人口的

流失，形成了数以万计的空心村、空巢村，农村老人

留守在村里，艰难度日，生产生活都遭遇困境，更遑

论安度晚年。高速城镇化叠加快速老龄化，中国在机

构养老发展方面更加处于“未备先老”④阶段。整个

中国社会无论从战略规划、空间开发、设施建设还

是服务模式，都远未建立起一套应对快速老龄化的

可靠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面临着进一步高企的老

龄化，中国社会的确处于“未备先老”的窘境。

二、“未富先老”：城镇化时期城乡养老压

力重重

城镇化既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推动了

中国养老成本增长。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但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还处于中等区间。
2015 年中国人均 GDP7990 美元，排名世界第 76

位。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依然存在着显

著的地区不均衡结构化特征，大部分的地区包括中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还存在 7000 多万

的贫困人口。在高速老龄化的当前时期，中国社会

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状态，老年问题尤为突出。
由于经济水平和医疗水平的进步，老龄化又内嵌了

高龄化趋势。中国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失能化、空巢

化和失独化将进一步加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

性和复杂性。根据中国老龄委报告显示，2014 年，我

国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4000 万，80 岁及以上高龄

老年人口达 2400 万人，老年空巢家庭率已达 50%

以上，大中城市高达 70%，总数超过 1 亿人，慢性病

患病老年人口 1.02 亿人。2025 年之前老年人口将

保持年均增长 100 万人的趋势。另外由于计划生育

一代陆续开始进入老年期，无子女和失独老年人越

来越多。2015 年中国至少有 120 万个失独家庭，且

每年以约 7.6 万个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如此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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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失能、空巢、失独老人群体，要保障基本的老

年生活水平已经不易，再加上各种老年照顾、老年

医疗等支出，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存在巨大压力和

挑战。
城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大幅度增加了中

国城乡居民的养老成本。老年人口自身依托养老金

生活，各地养老金标准与物价等相比，越来越拉低

了购买力。中国的家庭养老方式占据绝对主流，家

庭养老意味着主要依托老人个人的养老金、储蓄以

及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来实施养老。在社区养老和

机构养老体系还未健全的形势下，家庭养老负担越

来越大。因此，家庭的不富足导致大量老年人口存

在养老压力大。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全国各

地的养老基金告急。2014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扣除财政补助后，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达到

22 个。生活成本、医疗成本、人工照顾成本等越来越

高，有限的养老金越来越难以应付一个相对体面的

老年生活。日常生活消费品如猪肉、蔬菜、鸡蛋十年

内上涨了 4 倍以上，医疗价格上涨了 10 倍以上。以
北京本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每月 3355 元计

算，以北京市场的吃、穿、用、医等生活成本核算，单

靠养老金养老，要过上较为体面的退休生活，实属

不易。农村老人还基本依托新农合养老保险，普遍

在每月 200-500 元之间，要满足吃、穿、用、医等基

本生活，则更加艰难。整体而言，中国还将遭遇“老

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少子化”的人口危

机，中国人均 GDP 水平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标准，贫

困与老龄化的双重人口问题，使得中国处于“未富

先老”的现实困境之中，“谁来养活中国？”已经越来

越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调整。

三、“老难所依”：城乡养老模式的现实困境

养老方式是基于经济、空间、服务为主要内容

的老年人口生存生活方式。目前我国“一主二辅”养
老方式越来越面临着挑战。由于农业社会的文化传

统，中国长期遵循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文化习俗，

养儿防老成为了典型的家庭养老文化基础。到了

1980 年代以后，中国开始确立了“家庭养老为主，社

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服务模式。“十二五”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且以“居

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为辅”。自此，中国

开始大力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模式。但从现实情

况来看，无论是居家养老，或是社区养老和机构养

老，都逐渐暴露了现实困境。
居家养老遭遇了“空巢家庭”的巨大挑战。当前

城乡“空巢老人”数量剧增，“独居空巢”的老人数量

也明显上升。因为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不健全、
不完善以及支付能力差等原因，很多“空巢老人”还
未全面选择入住机构养老院。不断见诸报端的“老

人去世多日才被发现”“老人不堪孤独跳楼自杀”等
事件，都说明了“空巢老人”问题日趋严重。城镇化

加速发展之后，城乡居民都会遭遇家庭空巢的问

题。城镇化的不均衡发展带来了就业机会分布的不

均衡，年轻一代的异地就业比例越来越高，父母空

巢比例随之增加。同时，鉴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

母进入老年，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老人养老难等

问题日益显现。特别在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处境

更加艰难。2.5 亿农民工的外地就业，形成了数千万

留守农村的老人，农村因交通、通讯、医疗等服务设

施的缺乏、缺失以及难及性，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居

家养老面临着全方位的艰难处境。报告预计，到

2030 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近 3 亿，而空巢老人家庭比

例或将达到 90%，届时将有超过两亿以上的空巢老

人，“大国空巢”将成为现实。还有很多在家疗养的

各种病患老人往往会出现自我护理不到位，护理错

误等方面的后果。这不仅给这些病患老人带来巨大

的生命危险，更为忙碌工作的子嗣带来担忧和焦

虑。空巢老人的大量存在，使得家庭养老方式陷入

困境。老人收入降低、缺乏日常照料、受疾病困扰与

就医困难，缺乏精神慰藉等问题将成为城乡“空巢

老人”的普遍性困境。
社区养老遭遇了“服务供给不足”的重大挑战。

社区养老是居家养老的就近补充形态，主要体现为

以社区为依托，享有各种养老设施、养老服务以及

社区服务进家庭的养老方式。具体形式主要体现为

老年人口居住在自家，各种生活服务在社区，基本

可以称之为“居家型社区养老方式”。但是由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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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养老服务人力资源、
服务场所、公共养老服务资源严重跟不上快速老龄

化的需求，导致了居家型的社区养老普遍存在着

“社区老年服务供给不足”的艰难局面。由于失能老

人、空巢老人、高龄老人、失独老人的日渐增多，社

区养老面临的照料、护理、日常生活困难越来越多。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朱勇介绍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95%以上的老年人都要在家里养老。这意味着社区养

老服务的需求量还将持续上升。与之相对应的是社区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短缺。目前我国大约需要 1000 多

万养老护理人员，而全国现有养老护理员仅 30 多万

人，其中取得职业资格的护理人员不足 10 万人。由
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客观原因，政府在社区

养老公共服务的供给与投入也十分有限。很多老旧

小区连社区老年服务的助餐房、保健房都无法提

供。居家型社区养老需求日益增长和社区养老服务

资源供给不足，导致中国的城市“社区养老”人口比

例低下。大量老年人口最终还是退守在家，无法进

入社区。农村社区因资源贫乏、财力不足和服务资

源的缺乏，更难以建立健全有效的社区养老方式。
留守农村的老人，只能局限在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

的原始状态。
机构养老遭遇了“收费过高”“信任不足”“覆盖

面低”“服务不全”等尴尬局面。养老机构即社会养

老，主要由公益化或市场化的专门养老机构为老年

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健康管理和

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是走出

家庭和社区的“非居家型养老”方式。除了公益性质

的养老机构外，大多数市场化投资的机构陷入了

“收费过高、入住量少、效益差、难运营”的恶性经营

循环。而收费低的养老机构又存在“设施差、服务不

足、质量差、信任度低”的市场经验的困境。大多数

失能老人无处寄养。“调查发现，我国有近一半的养

老机构表示只接收自理老人或以接收自理老人为

主，不收住失能老人。”⑤同时大量慢性病患老年人

口在养老机构里面很难得到完善的医疗服务。由于

生理原因，身体老化带来的各种慢性病在老年人身

上集中爆发，让很多人不堪疾病的困扰。“他们中的

很多人都将被慢性病引发各种痴呆症、健忘症和狂

躁症，从而偏离正常老人的生活惯习。”⑥据相关调

查显示，目前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慢性病患者比

例高达 83%，日常病情护理、保健护理、生活照顾，

都存在巨大的经济支出和资源缺口。这些慢性病老

龄人口入驻机构后也由于养、护、医、送的服务体系

不全而导致该群体面临养老困扰。而能够做到全面

系统服务的养老机构，又收费高昂，常人难以企及。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上述弊端，

短期内难以克服，庞大的“五化”老龄人口数量还在

持续增加，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必须

为“中国式养老”提供更多选择。

四、“老有所养”：城镇化与老龄化驱动养

老模式转型

城镇化、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变

迁，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老龄化加速必然要

求中国养老方式转型，一般意义上理解，养老方式

主要“指对老年人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渠道和措

施。从总体上看，可划分为家庭赡养、国家或集体赡

养、社会赡养三种形式⑦”。具体而言，养老方式主要

包括了养老的经济支持模式与养老的服务模式两

大体系。同时，两大模式之间又互为因果，构成了养

老方式的整体框架。因而，中国养老方式的变革，需

要创新开拓城市老年人口的养老居住空间、养老服

务和支付模式，以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来推动

建立多元并举、成本最低、效能最高的养老方式，以

此实现城乡养老模式的整体性创新、转型与变革。
（一）“养老空间”的多样性需求与供给结构创新

空间上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都

是老年人口在特定空间上的养老服务与老年活动

载体。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在制度和法规

层面创新设计，加快设立对各类养老空间的支持性

条款，以确保每种形态的养老空间都能够“老有所

居”。针对居家养老的老年群体，制度层面应该鼓励

“宜老”型住宅的标准化改造和设施更新，地方政府

应该给予相应的住房装修、改造和设施更新的便利

许可或补贴。另一种就是开发集约化照顾的老年社

区。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开发大型老年集聚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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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社区，在设计、建设中从公共设施、社区参与、内
部空间、建筑形态、公共服务、医疗保健、社区化照

顾等要素“集成”思考，构建出以“老年需求”为导向

的老年居住社区和照顾系统⑧。通过新建“宜养型”的
老年社区主题空间并销售或租赁给老年人口及其

家庭，来实现更加集约、高效、便利的居家养老。
针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政府需要加大力度，

扩展社区老年公共空间。政府要以规划建设的刚性

规定来推动新老社区按照人口比例配建专门的室

内老年服务空间，包括老龄助餐食堂、老龄活动室、
老龄康复保健室等“社区老龄主题空间”，真正贯彻

落实社区养老在空间上的有效供给原则，强化社区

养老的便利性、针对性、有效性和实用性。华宏鸣认

为，需要加快建设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和活动场所，

“在街道和社区内为居家养老提供支持，为社区照

料提供载体，为老人活动提供场所，让老人就近、就
地享受福利服务，安度晚年。另外，房产开发商在规

划之初应考虑社区养老场所⑨”。社区级的养老公共

配套设施和空间，应该成为当前政府重点推进的工

作，无论是新开发土地的出让条件和规定，还是老旧

社区的政府回购场所空间，都需加快弥补当前快速

城镇化与老龄化时期的社区老年空间的短板的问

题，以确保社区养老能够真正落到空间层面的实处。
加快更新城市“机构养老空间”的用地规划建

设理念。机构养老所指空间包括福利性质的公益养

老院、市场化投资经营的养老公寓、养老院、老年社

区等场所。机构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一种形态，主

要是集中化的养老空间与服务体系。随着中国老龄

化水平上升和“五化”老人的急剧增长，专业化的养

老机构的兴起与推广，未来中国机构养老的需求势

必大大增加。但是当前我国存在“养老机构数量不

足、居住条件差、增长速度缓慢与老年人对服务要

求高、老龄化发展速度较快之间的矛盾⑩”。要缓解

这种供需矛盾，国家应该全面调整城镇规划理念，

调整建设土地的“老年用地需求”指标，有计划、有
步骤、有规划地科学增加养老公寓、养老院等机构

养老用地的供给和出让，并降低出让费用标准，促

进机构养老用地的良性开发与经营。比如美国早在

1965 年便颁布了年长美国人法案。其主要目标是为

老年人提供保障：足够的收入，尽可能好的身心健

康，适当的住房条件，为需要专门照顾的老人提供

康复服务，就业机会，在健康、荣誉、有尊严的条件

下退休，寻求有意义的活动，有效的社区服务，能够

马上从新的关于保持和增进健康的研究成果中受

益，自由，独立，有自主安排生活的能力等輥輯訛。为此美

国 已 经 设 立 了 许 多 流 动 家 庭 营 地 (Mobile-home

Parks)、退休村（Retirement Villages）和老年公寓设

施等满足老年人需要的老年专有空间輥輰訛。机构养老

的基本前提是养老机构的空间开发和建设，中国目

前城市规划用地标准体系中，依然缺乏“老龄用地”
专门指标，这亟需中国政府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加

快更新用地需求目录与加快实施专门养老机构的

用地规划和出让。
农村地区同样需要积极调整社区居家养老和

机构养老的用地需求和设施建设。相关调查数据显

示，早在 2011 年“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家庭已达到老

年人家庭总数的 38.3%”輥輱訛，这一数据每年还在递增。
中国的农村老龄人口规模和数量已经十分庞大，因

子女外出务工，家庭养老服务更加薄弱。发展农村

地区的社区居家养老，需要加快开发建设相应的日

托站、托老所、老年中心等空间。同时，对于有意愿

入住养老机构的农村老人群体，则需以中心镇或县

城为地理单元，以土地免费划拨的方式，以政府或

私营机构，或政府与私人机构合作的 PPP 模式，按

照人口规模，加快推进农村地区的养老机构的建

设。给农村留守的空巢老人以一个安养的场所。
无论城乡老龄人口以何种方式养老，都需加快

养老空间的开发和建设，并以多元化、多样性、梯度

型产品的经营管理方式，为城乡加速增长的老龄人

口提供便利的宜老型空间。
（二）“老年服务”的需求多样性与供给结构的

创新

养老服务是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核心内容，各

种老年服务设施、人力资源、服务形式，是衡量养老

水平的重要指标。老年人口因变老而能力下降，因

病而失能，因年龄增长而需要相应的生活方式，因

此为了应对老年群体的能力下降、失能、因病护理、
精神慰藉、生活照顾等需求，养老服务“供给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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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转型升级。诚如凯泊斯和本斯顿指出，老年

人的环境和自我概念间的消极相互作用解释了我

们社会老龄化的很多问题。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我

们应该给老年人更多自由，积极提供老年人需要的

社会服务，包括交通、医疗保健、住房、家务管理，以

及提供生理和心理活动的项目，给老人更多的生活

控制权，如提供家庭保健服务与个人助理服务等輥輲訛。
从中可以看出，老年群体的需求侧内容非常多元、
多样。

老年服务人力资源培育迫在眉睫。服务的主体

主要是以人为主，因此老年服务的人力资源的培

育，是决定老年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关键环节。
随着老龄人口的持续增长，老年服务人力资源的需

求量势必将呈现千万级的缺口。而现在的人力资源

培养、培训体系远未达标。因此，需要政府、教育机

构、培训机构共同努力，以教育券的鼓励方式，培养

更多老年家政学、老年医学、老年护理、老年照顾等

相关专业服务人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养老产

业和养老事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加快改变职业教育

的年龄限制，鼓励 30、40、50 岁等城乡男女参加各

种老年服务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一方面能够更好

地提升居家养老型老年群体的家庭成员的服务能

力；另一方面，在保障其职业权益的法律基础上，还

可以通过专业部门推荐就业，以满足各种公益及市

场型的养老机构的需求。同时，加快老年服务的技

术替代，以补充人力资源的短缺和不足。“开展技术

替代型老年照顾，可以成为市场创新改变现状的有

效切入点和突破口。当前的技术替代型老年照顾体

系主要集中在智能化设施、服务提升及改善老年日

常照顾系统效能的模式。”輥輳訛通过开发和应用智能化

技术、机器人服务等方式，逐渐进入老年服务领域，

是未来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形式。
老年服务体系化建设需要加快步伐。无论是居

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机构养老，都需要有完善的

老年服务体系。服务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服务供给结

构。国家应该建立制度，鼓励医院及其医生、机构服

务人员、非营利组织人员、志愿者群体、义工、社区

社会工作者、家庭成员等接受相应的免费的老年服

务技能培训。通过制度和法规形式明确各自的服务

行为、服务流程和服务领域，并以城市为单位，建立

一个庞大的供给资源库，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对接

老年服务的资源供给与需求。比如祁峰提倡“非营

利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是指非营利组织依法通过相

应途径，并以多种方式，参与居家养老管理并提供

相关服务，从而增加社会和公众养老服务的行为。”輥輴訛

除了非营利组织，还有各种受过培训的志愿者和义

工等群体，都可以登记注册进入城市老年服务资源

平台，这样可以大大优化老年服务的结构和体系，

缓解各种信息不对称、资源无法对接、老年服务政

策漏洞等不足。
农村地区的老年服务体系更多需依赖社区级

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建设。在以居家养老为主要形

态的农村老年群体中，短期内需要建立以乡镇或行

政村为老年公共服务保障的单元，建立社区社会工

作者、社区医务保健工作者、社区老年护理人员等

组成的“巡回型”团队上门开展老年服务，以提升农

村老年人口的养老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加快以社区

托老中心为基础的集中型的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并

以县城或中心镇的养老机构为补充，全面覆盖农村

老年人口的养老服务需求。
（三）“养老支付模式”的多元化结构创新

货币型养老服务支付模式并不能解决好中国

养老问题。当前以老年人口的养老金、个人储蓄或

家庭子辈的供养为基础的养老服务支付模式，还无

法适应中国大规模老龄人口的养老多元化格局。因
为老年人口的个体差异大，养老观念、行为能力、支
付能力等千差万别，需要拓宽老年人口养老支付渠

道，以多元化支付模式创新推动中国城镇化与老龄

化叠加时期的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
积极鼓励“货币与劳务”结合的养老服务支付

模式。劳务型支付模式包括“以老助老”“时间银行”
“以技代养”等方式。“以老助老”即“年轻一些的老

年人帮助一些高龄的老年人，该模式本着自愿、就
近、兴趣爱好相投的原则，鼓励健康、低龄老年人帮

扶高龄、病残、失能老年人，为自己的将来储备养老

财富。”輥輵訛以老助老的劳务兑换劳务的支付模式，已经

在全国很多地方慢慢推广，为“梯度型、劳务型养

老”提供了可靠的样本。“时间银行”的养老支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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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要指“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志愿者，参与为社区

老年人提供各类服务的活动，通过累计服务时数，

待自己年老需要服务或家人需要服务时，可兑换同

等时数的服务。时间银行的存储内容包括医疗、法
律、文化教育等专业服务，以及清洗、聊天、做饭等

日常护理服务。”輥輶訛“时间银行”型的劳务型养老扩展

了“以老养老”的年龄边界，支持人年轻时期的老年

服务储蓄，并可以转让给家人享有同等时数的服

务。同时，“以技代养”更加突出入住机构的有一技

之长的老年人，通过在机构教授技艺或参与服务而

获得一定的“报酬”用以抵扣养老机构的入住费用。
一些身体好的，有艺术才能的艺术家可以在养老机

构中做老师，为其他老年人授课。一些有水电维修

技能、家电修理技能的老人，可以代理养老院的一

些工作，从而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用以支付养老

院费用。通过“货币与劳务”结合的养老服务支付模

式，既可以扩大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的总量，也能减

少老人们的货币支付养老服务的数额，节约养老开

支，同时还能老有所用，人尽其才，扩大老人社会交

往与社会参与。这些都是积极的养老方式，值得政

府、社会组织、养老机构合力推动。
创新推进老人的养老资金筹措渠道。除了鼓励

国人购买商业型的养老保险之外，加快完善和推进

“以房养老”制度，推行“倒按揭”形式，为老年人特

别是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提供新的养老支付手段。与
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相比，以房养老最重要的区

别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对房产的处置，实现用老年

人的自有房产来补充养老资金来源輥輷訛。不论是将自有

房出租、出售或保险公司实行“倒按揭”，对于很多

有房的孤寡老人或失独老人而言，都开辟了更多的

住房变现能力，用于支付养老费用。国内外的经验

表明，“以房养老”在中国更加值得推广，“以房养老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思

路。以房养老的推进，必将对养老、住房、金融乃至

国民经济增长、和谐社会建设等，产生巨大的积极

效应。”輦輮訛当前中国“以房养老”推动较慢，不够普及，

需要政府在制度设计层面持续改进，社会及舆论强

化正面引导，让更多老人能够通过“以房养老”来安

养晚年。

中国的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双快”发展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面对“未备先老”“未富先老”“老难所

依”的中国养老困境，必须从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

新的层面，加快应对“老年中国”的“老有所养”问

题，通过城镇化的战略创新、空间规划创新、土地利

用模式创新、服务供给结构创新以及养老支付能力

的金融机制创新，才能让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共享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唯老年能“老有

所依、老有安养”，中国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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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and the Ageing Period Make Changes of the Ways of Old-age Care

HU Xiao-wu1，2

（1.School of Sociology；2.Institute of Urban Scienc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There ar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peed and overlay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ageing in China. But there are now
the problems of unprepared and less well-off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owards fast ageing time. There are
increasingly limitations for the present ways of old-age care of the ageing people both in city and rural area. It is urgent to
make change of the old-age care space，service and payment structures to better welcome the new pattern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silver hair tide.

Key Words：Urbanization； the Ageing Time； Way of Old-ag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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