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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养老服务发展新趋势

吴玉韶 张钰婕

［摘 要］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交织向前。

为适应老年人口结构特征和多样化需求，跟进经济环境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与

建设要求下，养老服务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剖析老年群体特质和养老领域现状，

在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观点的指引下提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五个新趋势。一是行业战略部署方

面，强调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并着重推动养老服务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产业。二

是观念的转变，未来的养老服务在理念上将逐渐从消极被动转为积极主动。三是健康维护方

面，摆脱过去的被动医疗局面，做到主动防护和管理。四是养老服务应注重为老年人提供生

活便利与充分激发老年人的再创造潜能相结合。最后，未来养老服务的定位既要符合社会服

务的特征，又要嵌入社会治理中，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思维来摆脱发展困境、提高养

老服务业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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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概念在我国的发展历久弥新，从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

放后创造性提出的“小康社会”，再到新时代正式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国

家战略，其内涵日益丰富，目标也更加明晰。2020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时隔两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宣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关键领域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要求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些工作要求都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部署，也是应对新时代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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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举措。200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到 7%，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a 至今已逾 22 载。在此期间，以老年群体为服务对象，以

生活照护、专业协助、健康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形式为依托，以满足生活、精神等方面需要

为目标的养老服务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b 成为惠民生、保基本、促福祉的重要实践。新时

代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也回应了人口规

模巨大和老龄化程度加速的挑战。而养老服务业作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促进其

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趋势。2021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

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以来，让老年人生活安心、舒心、顺心、

放心，确保养老服务的高质量，既是新时代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下探

索中国特色养老服务的新趋势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的重要实践。但由于需求变化、区域

差距等因素的限制，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热点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征，什么才是有价值、高质量、

可持续的趋势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讨论。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交织向前，有效应对人

口老龄化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关于人口结构、共同富裕、

老龄事业等领域新主张的提出亦对新时期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现

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向不同的现代化阶段过渡，c 现代化也

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体现在人民生活所需方方面面的新趋势。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强调这些特征都要在我国发展的方针政策、

战略战术、政策举措、工作部署中得到体现。d 发展现代化养老服务业也应牢牢把握国家发展

整体格局下的热点革新，如尊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首要特征，认识到其背后所孕育着的巨

大市场空间和消费潜力，以共同富裕为抓手，助推养老产业成为国内经济增长新动能。又如明

确健康、智力和精神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通过推动老龄人口健康素质的持续提升、

转变养老观念和重视银发人才红利的挖掘来实现全龄人力资本水平的维护。在人口规模巨大的

社会现实和积极老龄化观念的双重导向下，养老服务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养老发展新趋势的不

二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也成为养老服务业的“放大镜”与“风向标”，

为当下养老服务的全面发展规划出重要的发展路径，从而推动新时代的养老服务业抓住关键热

点、挖掘发展潜能。

a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105/
t20210512_1817342.html，2021 年 5 月 12 日。

b 章晓懿：《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及模式创新》，《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0 期。

c 胡鞍钢 :《中国：走向 21 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48、169 页。

d  《学习汇编 |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
cn/2022/08/09/ARTI1660027144098672.shtml，2022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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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服务业不只是事业也是更大的产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老年人对于生存、生活、发展所需的范畴和品质不断

升级。对老年需求的满足既涉及到持续推进养老事业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囊括了推

动养老产业通过行业创新、技术引领来实现多样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老龄工作的重要性，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养老服务业

既是关系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这为规划我国养老

服务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明确了路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口老龄化危机，有“危”也有“机”，

但是更多的“危”在事业，更多的“机”在产业。通常来说，当某类社会服务由政府承担时称

之为“事业”，落脚到养老服务业来讲，“养老服务事业”的主体是政府及其事业单位，其所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一般属于公共或半公共物品，活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主要目的是为

了满足老龄群体的基本公共需求。a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养老事业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供给直接体现共同富裕的成色。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保障和生活质量提升问题，尤其是针对性地解决了社会

中处于极端困境的老年群体的现实难题，遵循了“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是政府为社会发展“兜底”的体现。

但养老服务作为准公共事务，既有公共属性也有消费属性，作为公共属性的养老服务是共同富

裕的内在要求，而作为消费属性的养老服务则是共同富裕的外在衍生。b 应清醒看到，当前养

老服务消费属性不明显，养老事业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加深带来的需求增长

和需求类别变化，且已投入资源的闲置问题严重。c 养老产业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发展与人口

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养老产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无论是从国际实践经验，还是国内应对老龄化的现实需求来看，有效激活市场资源，发

展高品质养老产业是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必然趋势。d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养老服

务列为三大重点消费领域之一，这充分说明养老服务业不只是事业，也是更大的产业，养老

服务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而应包括以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为目标的一系

列经济活动。一方面，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是对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主题的响应，新时代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就是为了人民，这不仅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也是

新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更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

之意。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群体受教育程度、消费水平等人口特征的更新，中国

特色养老概念的内涵——“养老即生活”受到更多老年人的推崇。其中所强调的“多层次养

老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而不仅是基本的生存照顾”理念引发市场关注，越来越多个性化、

a 韩淑娟、谭克俭：《政府的责任边界与养老服务业的突围路径》，《东岳论丛》2017 年第 8 期。

b  王立剑、邸晓东：《以共同富裕带动养老服务：基于相对收入 - 服务利用的分析》，《当代经济管理》2022 年
第 10 期。

c 张来明、李建伟：《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改革》2021 年第 9 期。

d 李娟：《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学理性思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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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养老产品得到研发和销售，调节了养老服务福利性与私人性供给失衡，养老产业由

此初具规模。同时，家庭照顾资源的补给需求亦不容忽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功能的逐步弱化，需养老产业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如失能失智老人的

长期护理、高龄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老年兴趣培养等，减轻照顾精力代际分配赤字问题，

刺激家庭消费热情并激发消费欲望。

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产业的出现不仅以群体性需求为基础，也是经济增速变缓挑战下开发

经济现代化新动能的必然选择。展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前景，未来我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受

阻带来的创新乏力风险和人口增长率下降、“未富先老”带来的经济衰退风险。养老产业作为

新的消费热潮，其独有的服务属性与市场属性耦合，能够双重弥合人口老龄化加速与经济转型

期创新乏力的困境。养老服务产业是集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其

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物资和技术支持，因此，它与上、下游产业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和连锁效应。

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必将带动房地产业、制药业、保险业、旅游业、教育业、娱乐业等其他行

业的发展，a 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资金，加速资金流转。当前部分地区亦通过发展养老产业为

供给侧改革下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产业空间，拉动社会服务消费和内需增长，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不仅是宏观经济，就业市场中的个体也需要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来释放大量岗位，缓解

就业压力，增强劳动价值与增加劳动收入。养老产业的范围之广，吸纳就业能力之强，除了扩

大传统的养老护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需求，还有很多新兴职业如老年服务产品经理、智慧养

老平台运营官等伴随养老产业发展而出现。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大力推进养

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是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有机结合，同时也是为了实

现养老服务现代化而进行积极探索的重要趋势。通过协同发展，我们可以推动经济的繁荣，提

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目标，为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做出

积极贡献。

二、养老服务不应是消极养老而是积极享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结合我国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特征，

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的现代化，没有老年人口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可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支撑，亦是重要保障。b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c 而正确认识我

国人口老龄化，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先决条件。养老服务是广大群众现实

a 黄清峰：《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问题初探》，《长江论坛》2016 年第 6 期。

b  刘智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观念更新、任务定位、实现途径》，《学习论坛》2023 年第 1 期。

c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实现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要积极应对老龄化》，《人口与发展》2023 年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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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潜在的基本需求，尤其是高龄失能老年人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以积极的认知、态度和行

动发展养老服务是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关键性支撑。传统养老观念多体现消

极的特点，主要表征为将养老当做一种无法避免的负担，将变老视为不可逆转的老化过程，

认为服务内容只包含照料和医护。在这样观念的作用下，老年人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非养

老服务体系的主体，引发了诸多负面影响。首先，老年人缺乏自主性。消极的养老态度限制

了老年人自主决策的权利，易伤害老年人的自尊心，使他们感到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

其次，老年人易深陷社交孤岛。养老服务隐藏功能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互动，而消极被动的

养老观念使得老年人持续地被“输入”，服务的提供大多只考虑“该不该”，而很少听取他

们的“输出”，尊重他们“要不要”，剥夺了他们继续参与社会建设和发挥自身潜力的机会。

久而久之，社交网络逐渐变得狭窄，导致孤独感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此观念带给群体性的

负面价值会削减服务所带来的实际效益，使得投入大量资源的服务实际价值产出比降低，间

接造成老年人的福祉和幸福感下降。

从宏观现代化战略整体格局演进的角度来看，强互动、可持续的积极享老是未来养老服务

业发展的实现形式。养老服务不应是消极的照顾和护理，而应该是积极的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和社会参与的享老，这意味着更加重视老年人的个体需求，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选择，同时给予

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落实在新时代的养老服务业发展路径上，主体的行

为观念与外部的服务支持要从“生活必需型”向“享受型”“发展型”“参与型”转变。a 从

主体层面来看，养老服务现代化转变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既包括生理年龄上已进入老龄

阶段的老年人，也包括其他年龄群体。参与的心理维度是树立终身发展理念，从认知上接受老

年期只是个体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这种自我肯定、接纳与适应可以缓解社会成员因生理角

色转变而在情绪上产生的脆弱敏感，帮助他们建立和维系社交网络，减轻焦虑、抑郁等心理

问题。参与的具体表现是开展多形式的行为活动，如社会经济活动、文化艺术表演、体育锻炼

和志愿者工作等。在全龄人力价值日益被重视的今天，能力不应该被狭义定义，很多老年人经

历了更多的事情，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与智慧，是社会的宝贵资源，可以为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

推进积极享老，就需要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满足老年人发挥余热的心愿，集聚起年长者所

拥有的更丰富的阅历、资源、经济储蓄等人口红利。

现代化养老服务向积极享老发展还要求外部支持体系的转变，主要表现为顺应老年市场的

供给侧革新，刺激养老服务业的创造意识。当前，我国养老市场提供的服务很多还是从传统的

消极养老模式出发，注重老年人的助餐、助洁、助浴等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服务。这种模式虽

然确保了老年人的生活安全，但却忽视了他们精神和社会层面对于享受生活追求的满足。而积

极观念的萌发将极大地督促未来的养老服务业向“享受”“参与”发展，注重精神文化层面和

娱乐层面的转型，催熟已渐渐兴起的老年大学、社区文化角、老年主播等产品与服务，和还处

于设计研发阶段的老年电子产品、信息消费 APP 等新兴赛道。如老年人早前在旅游行业的消费

者画像中并未被列入主要目标群体，而随着享老观点的普及，夕阳旅行团已成为市场主力军。

a 吴玉韶：《树立积极老龄观 推动新时代养老服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工作》2018 年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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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养老服务趋于积极享老亦对建立养老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体系给予理念肯定。不仅鼓励了

社会组织和企业联合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产品，还推动原有养老服务提供机构转型升

级与传统的养老院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改革，延续服务供给，使老年人叠加受益于养老事业的

“长尾效应”和养老产业的发展潜能。

三、养老服务不只是被动医疗而应是主动健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

标志。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a在人民全龄健康中，

老年群体的健康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话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

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增速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服务任务也最重。贯彻落实好党的

二十大精神，关键是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融入中国式

现代化全过程。从人类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经验来看，健康老龄化是最经济、最实惠、最有

效的手段。所有老年人都关注健康，无论低龄老年人还是高龄老年人，高收入老年人还是低

收入老年人，也无论是活力老年人还是临终老年人，总结起来就是“有了健康，高龄不是问题；

没有健康，低龄也是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医疗资源紧张，如何提供有效的健

康管理养老服务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传统的健康理念，包括医养结合，其实大都停留在被

动健康上，即老年人在生病后接受医疗机构的诊断和治疗。这固然能够通过医疗干预和药物

治疗来处理突发性的疾病，解决救急难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为其健康保驾护航。但仅仅依靠

医疗机构短期和单次的服务，会限制老年人健康素质的整体提升，也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隐

性浪费。在被动医疗模式下，照护者往往缺乏对老年人全面健康状态的评估和支持，无法管

理长期或慢性健康问题，更不能充分关注老年人的心理、社交和精神健康。老年人对自我健

康规划的自主性也会因认知不够、信息缺漏而丧失，对自己健康程度的理解和掌控能力也会

受到限制，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把握新征程中的新使命，就必须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康老龄化是对保障人民健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的深刻领会与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亦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对养老服

务业发展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了积极老龄观的核心理念。b 为了响应健康老龄化的呼吁，养老

服务业正逐渐被定位为促进老年人主动健康的过程。与传统的被动医疗不同，主动健康的养老

方式主要关注疾病的预防，从而避免出现疾病和病态的情况。注重从饮食、锻炼、养生保健、

环境健康和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着手，从而构建一个有效的预防体系，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掌握自

己的健康状况并采取积极的行动。老年人的衰变历程可分为衰落期、失能期、临终期。失能期

差不多为几年时间，临终期约几个月，而衰落期最长，可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

a 范从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8 月 4 日第 A1 版。

b 吴玉韶、李晶：《积极老龄观的理念与建构》，《行政管理改革》2022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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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养老事业从业人员往往忽视衰落期，甚至连衰落期的概念都没有。其实，真正能够体现

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最值得干预、最值得期待的是“衰落期”。把衰落期干预好、

控制好，就能最大限度地压缩失能期乃至临终期，还可以减轻医疗负担，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并缩短治疗时间。此外，通过主动参与养老服务和培养社区互助精神，老年人可以通过技能分

享和互助支持，减少对专业医疗机构的依赖。因此，养老服务最需要做的是干预和控制衰落期，

通过持续性的支持和监测，建立起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治疗，以应对日

常健康问题和预防疾病的发生，这是现代化社会中健康老龄化的关键和重点所在。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公 布 的 100% 健 康 要 素 比 重 显 示， 医 疗 占 8%、 遗 传 占 15%、 环 境 占

17%、生活方式占 60%。a 由此可见，对一个人健康起主要作用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医疗。

因此，追求主动健康的养老服务不仅要注重疾病预防和身心健康，还需要从改善老年人生活

方式的角度着手，构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体系，这包括饮食结构的调整、合理的作息时间、

适度的锻炼、保持社交联系等方面。对于老年人而言，通过合理、有益的生活方式，可以保

持身体和心灵的健康状况，从而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比较低，想要

健康的生活又不知道如何吸取健康知识和挑选健康信息，这是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真实写照。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许多老人在买保健品时上当受骗。有许多被骗的老人其实知道保健品是

一个“谎言”，他第一次说：“万一是真的呢！”结果上当了；第二次又说：“万一这次是

真的呢！”结果又上当了；第三次仍然说：“咱们怎么也不能错过机会！”结果又上当了。

屡买屡骗，屡骗屡买，其根本原因是老人对健康生活的渴望和健康素养低。因此，未来养老

服务业应该将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重点落脚于老年人健康素养的提升，通过健康信息的获取

和健康认知的完善来改变生活方式，从而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特别是慢性病健康管理不

是医院、医疗、医药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靠提升健康素养予以支持。这样一种主动健康的养

老模式不仅符合社会、医疗和伦理层面的要求，也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延缓生理机

能衰退，为老年人创造更健康、更有益的生活。

四、养老服务不只为老年人所用更要发挥老年人作用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周期中，人口老龄化进展迅速。由于人口规模巨大

的乘数效应，深度和重度老龄化社会将相继到来，需要将人口的现代化概念从人口红利向长寿

红利延伸，灵活把握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机制，深入挖掘长寿红利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的潜力。b 传统养老服务包括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急等，都是老年人之用，

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保障他们的健康和幸福。老

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身体和健康状况上与其他年龄段的人存在差异。因此，专门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是必要的，如一些养老院提供定期健康评估、药物管理和日常护理服务，

a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1 年第 10 期。

b 金牛、原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深度开发长寿红利》，《中国人口报》，2022 年 11 月 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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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品质。此外，老年人通常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来应对他

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如日间照料和短期照顾等，不仅提供对老年人的照顾和关爱，也减

轻了家庭成员的负担，为家庭成员提供喘息的机会，同时保证老年人得到专业的服务。随着生

活品质的提升以及医疗科学的进步，人类预期寿命得到延长，初步进入老龄生理界限的低龄老

年人健康素质较以往也有了显著提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低龄健康、基本健

康的老年人规模达到 1.37 亿人。同时，老年人受教育水平提高，老龄人力资源丰富，老年人口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00 年的 3.6 年提高到 2020 年的 7.1 年，老年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大专

及以上的规模突破千万。a 更多老年人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能够在传播知识、传

承文化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着眼于老年人之用的服务易忽视老年人潜力和价值

的弊端逐渐显现。将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深度融合，发挥人口结构特征转变对养老服务业

高层次发展的创造力，是借时代风向厚植老龄价值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建设与人

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道路、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型之路相交重叠。我们可以充

分利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三方面积极特征——老年人口文化素养提升、基本健康老年人口

数量增多、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欲望强烈，推进养老服务现代化中老年群体角色的转变，构建由

全体老年人共建共享的优质养老服务。

没有意义，退出就是唯一的意义；没有目标，死亡就是唯一的目标。美国芝加哥拉什大

学医学中心研究发现，生活中有很强目标的老年人，患大面积脑梗死的可能性比其他老年人

低 44%。b 人到老年，特别容易产生无意义感和无价值感，意义伴随着目标而来，而参与是

目标产生的基础。到 2022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8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

其中 65 岁及以上 2.01 亿人，占人口总数的 14.9%，60—64 岁老年人 7026 万人，占老年人口

总数的 25%，60—69 岁低龄老年人占老年人比重超过 50%。c 我国目前还处于低龄化为主的

老龄化阶段，低龄老年人发展潜力巨大，更要强调他们的社会参与和目标培育。日本一项研

究表明，日本养老副业的从业人员老化速度非常快，以上门护理员平均年龄为例，2008 年为

47.7 岁，2020 年就上升到了 54.1 岁。d 这提示养老服务业不仅仅要用年轻人，也要用低龄健

康的老年人。老年人之间心灵距离最短，在提供精神关爱、非常规、临时性服务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新养老服务业应以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建立“老年人不只是被动接受

服务的客体，也是主动提供服务的主体”的服务信念，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价值和作用，这是

积极老龄观的应有之义。

美国学者戴维·夏皮罗（David Shapiro）和理查德·莱德（Richard Leider）在《生命的

对话》一书中说：“人人都会变老，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成长中变老。一生中我们要经历

a 杜鹏、韩文婷：《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口与经济》2023 年第 1 期。

b  《美国一项研究表明：老年人生活有目标大脑不易老》，人民网：http://health.people.cn/n/2015/0327/c14739-
26757890.html，2015 年 3 月 27 日。

c  王萍萍：《人口总量略有下降  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301/
t20230118_1892285.html，2023 年 1 月 18 日。

d 丁英顺：《日本促进高龄劳动者就业的经验启示》，《人民论坛》2021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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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成长，第一次从童年到成年，第二次从成年到老年。第二次成长与外在成长相比，更要

关注内在的成长，要在成长中变老。”a 老年人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为社

会提供更多的智慧和经验，不应以固化的观念束缚着老年人，使其在无所事事中等待岁月的

磋磨，而应充分给予他们二次成长的机会。那么如何把握老年人不同阶段的创新创造黄金期，

形成有老年人参与的养老服务业发展新趋势，最重要一点就是尊重老年人的意愿。英国哲学

家罗素说：“强烈的爱好让我们免于衰老。”b 法国哲人莫洛亚说：“老年人的真正不幸，

不是身体的衰败、生理的退化，而是固有知识的禁锢所造成的心灵的冷漠。”c 对于老年人

而言，他们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兴趣点，这样的热爱不仅可以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更能够

延续他们的社会角色，提升生活质量。因此，尊重和满足老年人的意愿，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和热情，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前提。此外，要改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和环境。社区

应提供便捷、通用、安全以及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场所和活动空间，以便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社

会活动。同时，应科学组织开展社区老龄兴趣班会，鼓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文化艺术活动、

兴趣小组等，提供广泛的社交和学习机会。当然，不仅要有场地、有设备，还要让老年群体

会用。这就需要提供相关技能培训和教育，以提升老年人操作水平，强化其参与感和创新能力。

当前，我国的老年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亟需从娱乐型向赋能型转变：思想赋能——树立积

极老龄观；健康赋能——强化主动健康；技能赋能——参与创新创业。要实现这一转型，培

训计划应包括自我评估、职业技能、信息科技和创业知识等方面，帮助老年人更新知识、提

升技能，增加他们在全龄社会中的存在感和价值。此外，还可以推动老年人参与科技创新和

数字化转型，培养他们应对新技术的能力。有了物质条件，还要有社会网络支持。因此，鼓

励代际交流与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要着力促进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群体的融合，通过组织跨

代活动、合作项目和社区互助，搭建不同年龄层之间的桥梁，促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交流。

这种互动有助于改变其他年龄圈层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增加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共同

创造一个积极、和谐的社会环境。

五、养老服务不只是社会服务也是社会治理

现代化体系中，社会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和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宗旨。社会服务的核心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和提高社会

福祉，而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是特殊社会服务的重要对象，故养老服务随之产生。我国

现有养老服务，如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平台等，旨在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

复养护等基本需求，提升个体晚年生活的品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取得了一定的社

会效益。除却以上专项供给，养老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亦紧紧相依，包括教育、医疗、就业、

a ［美］戴维·夏皮罗、理查德·莱德著，刘彩梅等译：《生命的对话》，华龄出版社，2023 年，第 11 页。

b ［英］伯·罗素著，申慧辉译：《论老之将至》，《世界文学》1986 年第 4 期。

c 宋宝安、蒲新微：《论当代中国老年人的心理特点与生存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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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等多个领域，协同实现“1+1>2”的串联式发展成效。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服务体系

的合理搭建中，养老服务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回应着老年群体基于权利对政府的合理要求，亦

可增加多行业的实际利益。而在充分认识养老服务作为社会服务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群

体福利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养老问题不能以单一的视角来看待、以简化的策略来解决，

应将养老服务视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手段和策略。a

养老服务问题是一个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方责任主体的系统工程，发

展养老服务业，转变传统的、单一的养老服务模式，b 不能就养老服务讲养老服务，而要从社

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高度来统筹协调推动，也就是老龄社会治理。老龄社会的独特表征以

及其为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带来的多重张力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对以“以

人为本”为价值目标和核心原则的养老服务现代化提出新的治理要求、赋予新的历史使命。那

么如何用社会治理思维来解决养老服务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揭示其本质就是“由谁

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的问题。首先，老龄社会治理的主体既要多元化，又要系统组合在一起。

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多个部门和领域的协作，既需要政府的覆盖和统筹，也需要企业、社会

机构的配合和家庭、个人的参与。c 如政府在介入养老服务中，肩负着治理和管理的主要任务，

需要制定相关的养老政策和法规，明确养老服务的标准和质量要求，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和福利。

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将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的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

作等职责划入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改设在民政部，强化其综合协调、督促指导、

组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职责。”从这次机构改革方案的印发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将继续深耕从

统筹协调角度推进老龄工作，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优势，协同推进老龄工作体制的顶层设计与

落地成效，以更好地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其次

是综合治理，以一个关键词形容就是“融合”，即通过资源整合，构建“养老共同体”。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下，养老服务本质是对老年人全周期、全方位、全领域的生

活与照护服务，要以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思路，倡导对养老各项服务进行整合协同，包括

事业与产业、居家与社区机构、医疗与康复、智慧养老与传统服务、市场社会及物业家政等。d

不应是完全新建设施、重构系统，而是实现现有服务系统和服务资源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转型。

最后，养老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形式之一，既要遵循制度先行，又要秉承上下互通。遵循制度

先行要求在养老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能够明确责任、权利以及利益的界限，使得目标结果可控、

可持续和可预见，并促进治理流程规范化，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和提升特色服务效益，化解养

老服务问题和矛盾。而上下互通是指，养老服务通过治理形式在纵向上的打通。现代社会公众

作为充分具备自主性的治理主体，在治理组织架构中不再只是末端角色。各级地方政府作为服

务提供者，企业与社会组织作为服务生产者，应更多地注重用户体验和反馈，并将其作为评定

a 周国文：《公共服务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导刊》2007 年第 8 期。

b 罗军飞、廖小利：《社会治理视角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

c 周学馨：《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探索》2021 年第 2 期。

d 吴玉韶：《用社会治理思维解决居家养老服务难题》，《中国民政》2023 年第 13 期。



·36·

中国式现代化与养老服务发展新趋势

治理能力的标准之一，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与结合。

六、结语

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和高龄化的态势，对现代化进程会产生一系列的深远影响。事物

是普遍联系的，体现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中，即新趋势的形成与推动不能脱离中国式现代化

的时代背景以及建设要求，需要将二者结合分析。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

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角度培育养老服务新热点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我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基层治理水平

和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共同富裕、养老服务业可持续、积极老龄

观等一系列先进论述和理念，从产业发展、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老年参与和社会治理

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养老服务的现状并提出稳步推进良好趋势

可以采取的一系列改进措施。首先，养老服务业的重要窗口期得益于老年人群的需求升级，

现行养老服务事业只能满足基础需求，尚处于力求推进“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与部分老

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实际需要存在背离，仍需从供给侧加强改革和创新。认识到养老服务

不仅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而这些支持与关

注应是积极的，而非消极负向的，因为实现人口大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老龄观

的积极化。老龄观不仅影响着老年人对待自己晚年生活的态度，也影响着社会对老年人的认

知和待遇。树立积极老龄观，就是加强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尊重，让他们以正向、自信、乐观

的态度面对晚年生活。同时，老年人追求主动健康亦至关重要。老年人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

指标就是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系列重要论述启示当代养老健康保障

服务不应仅仅是临时介入，而应该是全过程监测的健康维护，要通过提供教育培训、衰落期

干预等方式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帮助他们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在以上服务提

供过程中，还应注意，为老年人提供便利功能与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要统筹并行。养老服务业

的发展要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养老服务中，培养他们的互助精神，让他们提供老年智慧

和经验，从而有价值感地度过晚年。最后，本文强调了养老服务现代化与现代化社会治理密

不可分，要以社会治理的思维来看待未来养老服务，组织多元主体协作解决发展难题，在建

立完善的综合养老治理体系、加强资源整合和协调的过程中，实现养老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要求下看待养老服务业发展新趋势，就是要立足于社会整

体发展规律，将现代化理念融入到行业发展的全过程，持续聚焦可行性较强的创新和改进。

把养老理念从“照护”转变到“独立”“参与”“融入”上来，不仅要关注老年人，还要关

注体制机制、经济产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隐藏契机，把握实现养老服务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推动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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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Emerging 

Trends in Elderly Service Development

Wu Yushao, Zhang Yujie
(Fudan Institute on Age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China's population is rapidly aging, a process intertwined with the nation'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response to the multifaceted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elderly service sector is 

embrac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way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guided by th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elderly services, identifies five 

emerging trends in the evolution of elderly services: Firstly, strategic industrial planning emphasizes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and industries, positioning elderly services as a vital 

sector for rapid economic growth. Second, a paradigm shift is anticipated, where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elderly services will progressively transition from a reactive to a proactive approach. 

Third, concerning health maintenance, the focus is shifting from passive medical treatment to proactiv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Fourth, elderly services should combine providing convenience for the 

elderly with fully harnessing their potential for innovative engagement. Lastly,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future elderly services should align with the core principles of social service provision and be 

integrated into social governance, adopting a "collaborative build, manage, and share" approach to 

comprehensively address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enhance the elderly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lderly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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