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库 编辑＿李 琳      设计＿邱勇哲THINK TANK论道 DISCUSSION

  2019.03 -  53    

文_李瑞红（广西财经学院讲师）

老龄化背景下

随着社会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老龄化正在成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与

此同时，城乡居民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增加养老服务有效供

给、建立“老年友好型”社会，是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必然要求。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对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等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

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

速度相对较快，但是国民收入还不及部分发达国家的一半，“未富先老”的特征为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

系的优化提出了艰巨挑战。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广西“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特征尤为突出，养老服务体

系供需短缺和结构非均衡特征日益显现。未雨绸缪，以战略眼光审视欠发达地区的养老事业，谋划养老民

生问题刻不容缓。

一、广西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一）人口老龄化压力凸显

当前，广西人口结构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高龄人口数持续增加，局部地区青壮年人口持续流失，

家庭空巢化、村落空心化明显等特征。早在2000年，广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就已达到7.31%，统计

显示，在2016年，广西常住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716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4.8%；其中65周岁及以

上人口达到481.4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0%。8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4.4%，纯老年人口家

庭数为42.55万，占全区老年人口总数的5.25%。根据国际上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标准，广西已进入典

型的人口老龄化社会。

广西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2016年，在广西常住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

716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4.8%

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481.4万人，

占全部人口的 10%
8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4.4%

纯老年人口家庭数为42.55万 占全区老年人口总数的5.25%
高   莹（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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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和图1显示，2002—2016年间，广西0~14岁人口比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持续上升，广西老年抚养比已经从2002年的12.46%上升到2016年

的14.64%。统计显示，桂林、崇左、来宾3市的老年抚养比已经高达24.28%~39.11%，达

到了微型人口的负债标准。

从人口变动趋势不难预测，广西人口老龄化压力将进一步增大。预计到2020年，65岁

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1.6%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数量也将持续增加，由于公共服

务体系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贫困地区农村生活条件改善等，广西人口老龄化加速现状

将难以缓解。

年份（年） 总人口（万人） 0~14岁人口占比（%） 65岁以上人口占比（%） 老年抚养比（%）
2002 4808 22.08 8.63 12.46
2003 4853 21.58 9.1 13.13
2004 4907 20.96 8.43 11.94
2005 4655 23.74 9.55 14.32
2006 4775 22.23 8.99 13.07
2007 4768 22.28 9.27 13.54
2008 4816 22.07 9.45 13.8
2009 4856 22.10 9.4 13.73
2010 4603 21.71 9.24 13.38
2011 4645 21.8 9.83 14.36
2012 4682 21.96 9.74 14.26
2013 4719 21.57 9.66 14.05
2014 4754 21.58 9.67 14.08
2015 4796 22.09 9.97 14.68
2016 4838 22.08 9.95 14.64

图1  老年与儿童人口比重及老年抚养变化趋势

（二）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短板

长期以来，广西养老服务模式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公共养老机构为辅。家庭

养老以其传统的血缘、亲缘纽带实现代际之间的经济、抚养转移关系，在传统家庭

结构相对完备的情况下，是一种社会经济效应较为理想的养老模式，可以为老人提

供物质和精神上难以替代的慰藉。但这种传统养老模式随着城镇化加速、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家庭结构离散化与空心化而出现日益严峻的短板，养儿防老、

居家养老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而目前的社区养老等公共养老机构，优先服务对象

主要以高龄老人、失能老人以及孤老军烈等特殊群体为主，还未达到较普遍的覆盖

范围。随着人口老龄化态势的日益严峻，城乡居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对公共养老

机构需求日益增加。从现状看，目前公共养老服务体系供给和需求存在严重非均

衡，显然无法实现老有所养的公共服务目标。

公共养老机构优先服务对象主
要以高龄老人、失能老人以及
孤老军烈等特殊群体为主，还
未达到较普遍的覆盖范围

随着人口老龄化态势的日益严
峻，人民群众对公办养老机构
的需求日益增加

表1  广西老年人与儿童占比及老年抚养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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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困境
（一）养老服务供给短缺

与河南、四川、青海、新疆等新型城镇化水平相似的省份做比较，2016

年广西养老床位数共有3.8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为22.8张，而

同期四川为30.65张、河南为24.19张、新疆为24.78张、青海为31.64张、全

国为30.31张，相对来说广西处于较低水平。在社区服务方面，广西社会工

作服务者素质普遍偏低，人均社工助工师低于全国和四川省，人均养老护理

员少于四川、河南和青海等省份。在养老服务质量上，由于资金与人才要素

的缺乏，广西养老服务质量（尤其是农村）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现有的对农

村老年人口的养老服务仅限于基础的生活照料和简单的休闲活动，在医疗服

务和互联网养老等方面还相当欠缺。

（三）日益迫切的养老现实需求

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升，健康养老、个性化养老、非居家养老

的现实需求与公共养老服务体系供给水平之间

存在严重反差。统计显示，2013年末，广西有

养老服务机构1303个，其中城市147个，农村

1156个；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40642张，其中

城市12368张，农村28274张。按常住人口计

算，2013年末，广西每千名65岁以上老年人口

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仅为8.9张，无法满足日益

增加的老年人口的需要。社区养老供给严重滞

后，2016年广西社区服务设施仅有1146个，社

区服务中心82家，社区服务站633个，社区提

供的养老床位仅802张。总体而言，社区居家

服务在养老服务供给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由

于投入不足，大规模建设公共养老机构面临着

资金短缺问题，探索适合广西区情的综合养老

服务体系势在必行。

2016年广西社区服务设施仅有

1146个
社区服务中心

82家
社区服务站

633个
社区提供的养老床位

802张
社区居家服务在养老服务供给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中国的养老习俗和老年人的生存习惯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而广西目
前面临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压力，大量留守老人的养老问
题有待解决

2016年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广西
四川
河南
新疆
青海
全国

22.8张
30.65张

24.19张

24.78张
31.64张

30.3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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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服务体系供需失衡

目前，广西互助型养老机构偏多，而传统型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相

对较少。城镇公办养老机构几乎“一床难求”，而民办养老机构却存在着很高的

闲置率。农村老年人养老形式比较单一，养老服务机构针对的对象普遍为一些特

困老年人，大多数不符合政府标准的老年人同样面临养老需求。同时，随着农村

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即便农村有大量的互助型养老设施，但仍无法全面

给予老人心理上的慰藉和身体上的护理。

（三）养老服务体系区域发展不平衡

目前，广西各市之间的养老服务业发展差异显著。截

至2015年底，南宁市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共876个，其中

包括农村五保村707个、公办福利机构14个、民办养老院

49个、集体办养老院106个，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

后的贺州市，其收养性社会服务机构（含社会福利院、光

荣院、敬老院、五保村）有71个，社会福利院仅有6个。

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也导致养老服务体系的城乡发展差

距。相比农村地区，城镇养老服务形式更加多样化，养老

服务标准更加人性化、服务质量更高。城镇老年人不仅可

以享受社区优质服务，还可以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而

农村无论从养老设施数量还是养老服务形式上看都与城镇

有很大差距。

（四）专业人才匮乏

广西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人

才短缺。目前，广西养老服务行业高端人才较少，大部分

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只限于照顾老人基本生活，很少涉及

精神娱乐、健康护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广西暂时还未形

成成熟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无论在相关学科建设还

是政府资金配备上都难以达到社会正常需求。目前只有一

些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了相关老年人护理培训课程，而全日

制教育学校并未将其纳入学科范围。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

求正朝着多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需要从生活保姆型向可以提供全方位、多功能的专业技术

人员转变。

截至2015年底，南宁市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共876个
其中包括农村五保村707个、公办福利机构14个、

民办养老院49个、集体办养老院10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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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广西养老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完成从服务供给到制度供给的转变

目前，广西养老服务的供给主要是由政府提供，大部分养老机构都是公营公

办。政府财政拨放力度的大小影响着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高低，因此，要针对广

西人口老龄化现状，对养老服务机构与行业合理分配资金，提高公办养老机构的

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让公办养老机构为民办养老机构提供示范效应。此外，养

老服务行业不仅投资大，且运营周期较长，资本回收较慢，造成养老服务机构资

金短缺、融资困难的现状，对此要扶持部分养老服务行业进行投融资，完善融资

机制与平台，如广西太和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成功上市，

解决了基本融资问题。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与政策规划，将相关政策准

确地落实到每个层面、每个地区甚至每个部门，同时要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监督

与绩效评估机制，不能将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与参与者身份混为一谈。

（二）形成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首先，要推进服务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福利多元主义可知，单一的服务主

体是不稳固的，无论是市场、政府还是家庭，在提供养老服务上都可能出现“缺

位”现象，政府除了要大力培养公办服务机构，也要给予民办机构财政上（比如

税收、场地）的支持，同时还要为旅居老人提供相匹配的养老服务，满足他们的

“候鸟式养老”需求。其次，要推进服务模式多样化，除了现有的家庭养老、社

会机构养老等养老模式，还可以推出虚拟养老院、医养结合等养老模式，大力推

进“养老+N”多业态融合发展，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文化体育、现代农

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最后，要强化子女的赡养责任感，不断深化壮族慈孝文化内

涵，通过宣传优秀代表人物事迹，将故事与文化紧密结合，着力打造广西尊老爱

幼、团结和睦的社会新形象。

（三）推进广西养老服务一体化建设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要尽力确保各地公民不分城

乡、不分地区地享有法定公共服务项目。对此，要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扩大养老服务范围，尽量

将优惠政策偏向农村地区，将符合城乡标准的老年

人全部纳入服务范围，将农村五保村发展成社区服

务中心，缩小农村老年人与城市老年人之间的福利

差距。同时，政府在财政投入方面要弱化城市间偏

好，要针对每个城市的情况“对症下药”，攻下短

板问题，推进广西养老服务体系一体化发展，切忌

只专注于某些城市的单一发展。

虚拟养老院 医养结合 “养老+N”

（四）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首先，要积极研究把握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对

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可由相关政府部门、教育学

者、老年服务业领导者等通过外地经验学习与本地

考察评估的方式，预测与统计老年服务所需的人才

数量及专业方向等。其次，由教育部门主导，开设

各类涉老专业学科。目前，广西中职学校较多，分

布也比较广泛，可以大力培育中职学生成为养老行

业的支柱力量。随着养老行业的逐渐兴起，可逐步

加强本科以上专业人才的培养，并对参与老年服务

行业的高端人才给予奖励。最后，要完善职业资格

证书制度，通过技术人员资格认证推动人才培养、

拓宽人才发展空间，执行与事业单位相同的执业资

格、注册考试政策。

养老与现代农业相结合，打造以田园为生活空
间，以农作、农事、农活为生活内容，以农业生
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生活目标的创新养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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