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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普惠制下超大城市养老护理员 

权益保障研究 

——以上海市抽样调查与访谈为例 

彭聪 王雪辉 卢敏1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 要】:进一步扩大养老护理服务供给数量和提升质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相关政策与配套措施

推进,不应仅仅从老年人护理服务获得感的角度出发,还应充分考虑通过政策扶持提升来沪养老护理员的职业体验

感和岗位吸引力,如建立养老护理员意外险,建立健全来沪养老护理员社会保障异地转移体系,建立养老护理员喘息

机制和心理疏导机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养老护理员顺利开展工作等｡  

【关键词】:社会保障 机构养老养 老护理员 

【中图分类号】:C9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9)07-0103-006 

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社会人们应对工伤､失业､疾病､年老等风险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安全网”｡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

断深化导致养老保障制度面临挑战,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与生活环境的改善,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不少按以前医疗和生

活条件可能已死亡的高龄老人被“救”而活下来了,导致平均躯体活动能力和认知功能残障率增高｡
①2
这将给社会长期照料和老

人居家生活质量带来严峻挑战,也意味着养老护理需求量也将不断增长｡ 

根据上海 2018年统计年鉴,截至 2017年底,上海全市户籍人口 1455.13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83.6万人,占户籍

人口的 33.2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17.67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21.83%｡根据国际惯例,上海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养老护理需求

呈不断上升态势,与之匹配的养老护理员数量需求与质量要求也不断上升｡养老护理员是指为老年群体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护理

和精神慰藉的职业｡目前,机构养老护理员分为两种:一是在养老机构就职的养老护理员;二是以护理站为据点,服务托养机构及

为周边社区的老人提供康复护理上门服务的养老护理员｡据《上海市养老机构评价报告(2018)》指出,上海养老机构存在养老护

理员素质不高,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据《中国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报告(2016)》指出,我国现有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不到 30万,其

中只有 4 万多人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据民政部《全国民政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2020 年)》指出,到 2020 年要实现养

老机构护理人员达600万人的目标｡护理人才缺口较大,我国养老护理人才的供给与需求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2018年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在上海全面推行,进一步提升居家养老护理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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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护理员现状 

养老护理业的主力军是“4050”人群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失能老人的绝对数量也在持续增长,对

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当前,由于工资待遇低､风险责任大､劳动强度高､社会认可度低等原因,导致上海本地人

几乎不愿意从事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外地来沪人员在养老护理人员的群体中占绝大多数｡ 

本文于 2017年 11月选取上海为代表性区域,采取分层随机抽样(SRS)对上海各区随机抽取被调研养老机构,抽样充分考虑不

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养老院,涵盖宝山区､普陀区､青浦区､浦东新区等｡依据访谈内容,上海机构养老护理人员的深度访

谈社会保障诉求情况整理归纳如下: 

(一)市区机构养老护理员访谈情况介绍 

45 岁,女性,患有膝盖囊肿等需要进行手术的病症,但因在上海没有医保,老家的医保在上海用不了,回家的成本过高,选择一

直忍耐着病痛,希望能在社保尤其是医保方面更有保障｡ 

44 岁,女性,认为上海的社保与老家的社保没有办法联通,即使在家里缴纳了社保,尤其是医保方面,在上海还是不能用,因此,

即便公司(单位)愿意给交社保,还是希望公司(单位)将社保的钱折成现金补贴的形式返还给个人｡ 

50岁,男性,社保缴纳比较全,但扣除社保到手3000元,还需在外面兼职打零工才能支撑家庭花销｡签订的是劳动合同,缴纳比

较完善的社保｡来上海的时间比较长,之前缴纳的是上海专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险｡缴纳的是四金,没有工伤保险｡ 

(二)以护理站为据点的社区居家养老护理员情况介绍 

42 岁,女性,认为在老家已经缴纳社保了,所以就不打算在上海缴纳社保,但希望政府在人身保障方面有所改善,因为社区居

家养老护理员提供的是上门服务,其工作环境曝露在户外,且不固定,容易发生意外,职业存在风险,希望能有所保障｡ 

55 岁,女性,上海本地人,已退休,之前缴纳的是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看中的是社区居家护理时间的灵活性,选择的是兼职工作,

比外地养老护理员工作的时间降低将近一半,原因是因为有社会保障,再加上家在本地,具有较强的安全感｡ 

50 岁,女性,在老家农村缴纳农保,要交到 60 岁,认为在上海缴纳社会保障对自身意义不大,刚开始从事养老护理工作两年,

如果放弃老家社保选择在上海缴纳社保,需缴纳满 15年才可以享受基本养老金,如果自己做了 5年做不动了,还有 10年的缴纳费

用自身是无法承受的,则之前缴纳的钱也无法全部拿到｡ 

(三)市郊养老机构护理员情况介绍 

67岁,女性,上海户籍,缴纳的是农村养老保险,现在一个月能领到1000多元养老金,相比较当前的消费水平,属于偏低生活水

平,为增加家庭收入,不给子女添负担,选择到养老院当养老护理员,属于最低工资标准,一个月 2300 元,认为工作负担比较重,自

己的年龄和体力方面都不适宜承担这份工作,假如农村养老保险给付水平能提高的话,不会选择继续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 

46岁,女性,上海户籍,因之前在服装厂从事工作,到了 50岁停止缴纳社保,自己的社保未缴纳满 15年限,因此,在养老院当养

老护理员,继续缴纳社保｡ 

相比较上海本市户籍的养老护理员,来沪务工的养老护理员自身内在的动力不足,加之外在环境的支持度不够,导致来沪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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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养老护理人员在上海社会保障的参保率不高｡这一现象,一方面无法使外来养老护理人员在沪工作期间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

影响其工作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影响整个养老护理员群体就业的稳定性,导致整个护理队伍发展无法实现可持续,并导致养老护

理员的职业吸引度下降｡ 

三､上海老年人口养老护理需求预测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是高龄老年群体数量增加,因年老带来的慢性病､意外损伤､衰老等原因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数

量不断增加,随之提升的是养老护理服务需求｡
①
因此,需要对上海失能老年人群进行测算,进一步测算养老护理员的数量需求｡ 

以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为例进行大致估算,据 2018年 1月发布的《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修订版内容,上海制定“上

海市老年护理需求评估统一标准”,评估标准共为 6 级,被评为二级至六级的 60 岁及以上的参保人员可以享受保障待遇｡试点阶

段,每周上门服务的时间和频次为:评估等级为二级或三级的,每周上门服务 3 次;评估等级为四级,每周上门服务 5 次;评估等级

为五级或六级的,每周上门服务 7次;每次上门服务时间为 1小时｡ 

根据访谈了解的情况,一名居家养老护理员平均工作时间为 8～9 个小时,因需要上门提供护理服务,所以工作时间还包括在

路上花费的时间,由于居家养老护理员以护理站为据点,辐射周围约 5 公里范围区域,公司为保证工作效率和质量,工作时间不超

过 10小时,平均每周是工作 5天休息 2天,则平均下来每名养老护理员的护理服务供给时间约为 6～7小时｡ 

按每名护理员每天平均可供给护理服务时间的额度为 6～7个小时,则每周护理服务供给时间为 30～35小时/护理员｡上海老

龄化进程持续深化,户籍老年人口中 80 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逐年增加｡截至 2015 年底,上海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达

78.05万人,占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的 17.9%;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中生活不能自理者占比约为 13%

左右,
②
即为 10.15 万人,可视为重度失能的老人,则每周需要 7 小时的护理服务时间,测算结果显示需要约 2.03 万～2.37 万名上

门养老护理员｡据《上海养老服务发展报告(白皮书)》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2015年,上海养老护理员的数量为近 5万人,持有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的占 17%｡
③3
若按目前长期护理保险给予的护理定额供给的服务量,养老护理员数量基本可满足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但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对中度､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来说,一周护理 5或 7个小时,是远远不能满足其对护理服务的实际需求｡目前

我国每年新增养老护理员的流失率达 30%以上,在未来养老护理服务需求不断上升的趋势中面临不利形势｡ 

四､上海市机构养老护理员面临社会保障困境的原因探析 

超大城市由于城市发展本身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因此会吸引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成为机构养老护理员,但缺乏户籍附加福利支

撑的来沪机构养老护理员则极易面临社会保障的困境｡ 

(一)社会保障异地转移接续困难 

大部分来沪务工的养老护理员属于“4050”群体,并存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疑惑与问题,主要体现在异地社保转移接续方面,

来沪务工的养老护理员在当地缴纳社保的意愿度不高,有的甚至希望将缴纳社保的资金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贴补工资,原因是大部

分外来养老护理员在老家均有缴纳不同类型的社保,来沪后发现原来在老家缴纳的社保,尤其是医疗保险在上海并不能通用,养

老护理人员在沪期间患病需自费｡由此推断,在上海缴纳的社保金以后将很难转移至老家,为避免风险,外来养老护理人员宁愿舍

弃在上海缴纳社保的机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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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沪养老护理员在上海患病或发生意外时,则会产生较大风险,无法获得有效的保障｡随着养老护理人员需求的不断提升,

在本地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前提下,外来养老护理人员始终处于养老服务业就业的主体范畴,一旦发生风险,将会影响整个养老

护理人力资源的持续供给,亦会影响养老护理服务保质保量的提供,甚至影响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性｡ 

从医疗保障角度看,中国地域性差别导致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优质医疗集聚在经济发达区域,部分异地患者即使自费也

愿意到优质资源的集中区域进行就诊与治疗,导致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地容易产生医疗过载状态｡这进一步加大实现基本医疗保险

异地结算和跨区域转移的难度｡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正逐渐实现全国统筹,并不断提升中央调剂金的比例,以进一步提升各省市社

会保障之间的互助调剂功能｡ 

(二)现有养老护理员政策激励存在偏差 

目前养老护理员的扶持政策,主要侧重从提升自身专业技能方面出发,如免费培训之类,政策出发点在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需求与权益保障,未充分考虑从满足养老护理员切身利益的需求出发提供政策支持,由此产生的政策激励效果较低,无法激励更

多的劳动者加入养老护理员队伍｡2016 年《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提出,要推进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破解用人瓶颈｡针对

养老护理员需加强行业培训工作,提升行业人才队伍素质｡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养老护理员普遍有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心理疏导､

喘息机制等诉求｡此类诉求并未提升到政策保障的层面,并且在养老机构中普遍也未有成形的制度保障,随意性较大｡从人力资本

角度看,身心健康亦是保障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需通过顶层设计来保障养老护理员切身利益｡ 

(三)来沪务工养老护理员的就业主力群体主要为女性 

与一般的外来务工人员相比,来沪养老护理员的就业群体主要为女性｡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2019 中国大

学生养老服务就业意愿调查报告》显示,女性是我国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生的主要性别构成,占比超 75%｡据《2014 上海社会福

利年报——上海民政》数据显示,全市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性别比例为:女性占 76.34%,男性占 23.66%｡因此,女性护理员占绝大

多数,从访谈中也得知,不管是老年群体自身或是家属,都倾向于请女性护理员提供养老护理服务｡得益于女性护理员本身具备更

细致､更耐心等特点｡女性自有的特征较为匹配养老护理员岗位的要求,成为女性再就业的有效渠道｡ 

ILO(世界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社会保护报告 2017—2019》显示,目前估计全球有 5700万无偿志愿工作者正在填补长期照

护保障的劳动力缺口,并承担大部分工作,其中许多护理工作是由妇女通过为家庭成员提供非正式照顾的形式实现｡但随着就业

观念的转变以及经济负担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家庭护理力量持续流失｡
①4
 

据世界银行 2019 年 2 月发布的报告《2019 妇女､营商与法律:改革十年》指标测算,全球范围内妇女享有的法定权利只有男

性的 75%｡在世界银行测算的女性平等综合指数方面显示,中国妇女享受的法定权利仅为男性的 76%,在获得薪酬福利这一指标中,

中国妇女享受的权利仅为男性的 25%｡女性在就业中从事同质的工作往往获得少于男性的薪酬福利,即“同工不同酬”｡从性别差

异的角度分析,女性的就业薪酬及福利待遇,尤其是在养老服务整体行业亦呈现偏低的现状,其待遇与社会保障都难以获得有效

保障和提升｡要保障养老护理员的可持续发展,须实现就业性别平等并充分保障女性就业权,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和监管机制改革｡ 

五､应对策略 

进一步扩大养老护理服务供给的数量和提升质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推进的政策与配套措施,不应仅仅从老年

人护理服务获得感的角度出发,还应充分考虑通过政策扶持提升来沪养老护理员的职业体验感和岗位吸引力｡ 

(一)建立养老护理员意外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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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坚､韦一晨､丁龙华:《老年长期护理制度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载《社会保障研究》,2018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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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外来从事养老护理的人员,其已在老家缴纳社会保险,并在退休后有返乡意愿的,应为其在务工期间提供一定程度的社

会保障｡针对养老护理行业外来就业人员数量比重较高的实际情况,养老服务业行业协会可与保险公司协商,根据上海养老服务

业的实际情况,专门设计相关险种,如养老护理员意外险,以较低的费率获得一定额度的保费,这可以在养老服务组织中推广使用,

实现集中参保,互助共济｡通过保险的形式平衡养老服务的各方权益,最终使养老护理人员在工作期间获得一份有效的保障｡ 

养老服务业行业协会可与保险公司协商,根据上海养老服务业的实际情况,专门设计相关险种,如养老护理员意外险｡以较低

的费率获得一定额度的保费,再在养老服务组织中推广使用,实现集中参保,使养老护理人员在工作期间获得一份有效的保障｡ 

(二)建立健全来沪养老护理员社会保障异地转移体系 

由于来沪养老护理员具有流动性较大的特点,社会保障异地转移成为较棘手的难题｡目前社会保障转移接续还存在困难,使

来沪养老员的社会保障缴纳积极性较低｡应根据来沪养老护理员的特点,建立针对养老护理员建立社会保障资金的可转移接续制

度｡ 

(三)建立养老护理员喘息机制和心理疏导机制 

落实年休假制度为养老护理人员提供定期喘息机会,从事养老护理行业的工作人员,其工作量可通过一定的计算方式,计入

其自身养老护理时间,待护理人员年老需要进入养老院养老,可针对其服务年限适当减免部分费用或给予一定优惠与照顾｡关注

养老护理员的心理健康,给予养老护理员一定的心理疏导,使其更能适应岗位要求,保障养老护理员身心健康｡ 

(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养老护理员顺利开展工作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养老护理辅助科技产品的发展与进步,适当引入智能辅具将逐渐缓解养老护理员的负担,甚至可以替代养

老护理员解决养老护理所需的一些技能和发挥功效｡可减轻护理员的体力负担,保障养老护理员的身体健康,降低工作强度,提升

护理服务供给效率｡ 

当前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改革已逐步走向深化,养老服务的保质保量供给是满足老年人福利型社会保障项目的体现｡充足的养

老服务劳动力供给成为必要条件,联合国(UnitedNations,2017)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在未来呈下降趋势,到 2050 年将

减少两亿人｡因此,通过政策调整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养老护理服务行业,是实现“老有所养”的必要路径。 

参考文献: 

[1]曾毅,冯秋石.中国高龄老人健康状况和死亡率变动趋势[J].人口研究,2017(4). 

[2]胡宏伟,李延宇,张澜.中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需求评估与预测[J].中国人口科学,2015(3). 

[3]杜鹏,丁志宏,李兵,周福林.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J].人口研究,2005(4). 

[4]贺小林.基于年龄移算法的多要素人口预测模型构建与运用[J].统计与决策,2018,34(21). 

[5]孟颖颖,邓大松.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收入悖论”——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6]陈敏.社会支持视角下的机构养老护理员的激励策略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2014. 



 

 6 

[7]章晓懿,刘帮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模型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1(3). 

[8]王仕龙,俞雅乖.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的制度困境及优化路径——以浙江宁波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版),2012,25(4). 

[9]王立剑,叶小刚,凤言.养老护理人员市场监测及发展前景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北京),2016(2). 

[10]孟颖颖.有限理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与风险偏好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不足的一个解释[J].经济管

理,2011(10). 

[11]董红亚.养老服务业人力资源体系现状及思考[J].中国社会工作,2018,No.341(17). 

[12]万桃,李红艳.上海市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现状､困境与发展建议[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