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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出长护保险一片天——南通市 

长护保险制度的实践成果与深刻启示
1 

王东进 

为了总结吸纳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的实践经验，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下简称

“长护保险制度”）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做好扩大长护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实现“十四五”期间长护保险制度建设目标，

2020年 10月中旬，趁南通市医保局召开“长护保险五周年工作座谈会”之机，笔者再次赴南通考察学习。通过听取市医保局的

情况介绍，到社区参观，与照料护理机构负责人和受惠失能者、照护服务志愿者（义工）等面对面交谈，以及聆听相关专家学

者的评估性演讲等形式和途径，对南通市 5 年多来长护保险工作及成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收获颇多、受益匪浅、启迪

尤深。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南通市经过 5 年多的探索实践，的确“闯出长护保险一片天”一不仅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惠民效果，

而且为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形成长护保险制度的政策框架，争取用五到十年时间，在全国基本建成中国特色高质量长护保险

制度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宝贵的助益。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16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江苏省南通市等一些地

方自发探索试验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并在全国 15个城市组织试点。经过 5年的

试点,2020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出台《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将试点范围再扩大 14个城市，并提出

“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基本形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推动建立健全满

足群众多元需求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为了总结吸纳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的实践经验，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下简称

“长护保险制度”）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做好扩大长护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实现“十四五”期间长护保险制度建设目标，

2020年 10月中旬，趁南通市医保局召开“长护保险五周年工作座谈会”之机，笔者再次赴南通考察学习。通过听取市医保局的

情况介绍、到社区参观、与照料护理机构负责人和受惠失能者、照护服务志愿者（义工）等面对面交谈，以及聆听相关专家学

者的评估性演讲等形式和途径，对南通市 5 年多来长护保险工作及成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收获颇多、受益匪浅、启迪

尤深。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南通市经过 5年多的探索实践，的确“闯出长护保险一片天”一一不仅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惠民效果，

而且为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形成长护保险制度的政策框架，争取用五到十年时间，在全国基本建成中国特色高质量长护保险

制度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宝贵的助益。 

显著特征 

南通作为人社部确定的全国首批 15个长护保险制度试点城市之一，除了和其他试点城市有许多相同之处外，还有其“南通

特色”的显著特征： 

一是见事早。南通是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长寿之城。先于全国 17 年，即在 1983 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面对这一新的形

势和新的挑战，他们认识到，必须采取新的举措才能应对新的社会风险，他们发扬“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江海精神，从 2015

年初开始，就采取“顶层设计与开门问计相结合”方式，谋划如何建立长护保险制度，当年 9月正式确定，并于 2016 年 1月 1

日正式实施，率先开启了“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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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起点高。南通从应对老龄化社会风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战略高度，把建立长护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

“压阵殿后”的制度，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个制度之后的第六个保险制度来

进行设计和实施（而不是像某些城市那样：仅从医保基金中拨出一部分钱用于长护服务）。 

三是保基本。南通所建立的长护保险制度，遵循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即“保基本”）的方

针，既解决了失能（失智）群体的基本照护需求，又为发展多层次长护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照护需要，预留了发展

空间。 

四是全覆盖。南通所建立的长护保险制度，是一个城乡统筹、覆盖城乡 700多万居民的制度。既体现了基本保险的统一性、

公平性、普惠性原则，又充分发挥了统筹共济的“大数法则”，减轻筹资压力和社会成员的缴费负担，使探索建立长护保险制

度得以顺利推进。 

五是标准化。南通在实施长护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无论是缴费标准还是需求评级、照护服务、绩效评价、运行监管等各个

环节，全市都实行统一的标准，既保近制度统一可及，又增进社会公平正义。 

六是社会化。南通在建立长护保险制度过程中，注意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

合。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方针、方略，从开始谋划、起步就引入社会力量（如太平保险公司等），

大家一起研讨、考察、设计，由有资质的多家商业照护机构管理运营、提供照护服务，同时运用“时间银行”等方式，吸纳照

护志愿者（义工）参与照护服务，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社会治理格局，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促进了商业照护企业和相

关产业的蓬勃发展，还有利于弘扬尊老敬老孝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建设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 

主要成效 

南通长护保险制度经过 5年的探索实践，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撮其大端,简括为“13214”（即 1个弥补、3个体系、2个

显著减轻、1个显著增强、4个有效促进）。 

一个弥补，弥补了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个制度缺失（也是亟须补齐的一块最大的短板）。因为，制度是具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也是管总的。有了这项“压阵殿后”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才会臻于完善、成熟

和定型，应对老龄化的社会风险，解决几千万失能（失智）群体的长期照护需求，改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不堪局面，

才会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个体系，（1）“一制六化和五位一体”（即城乡一体化、筹资多元化、经办社会化、统一标准化、保障普惠化、服务精

细化；集机构照护、家庭服务、津贴补助、辅具支持、预防管理为一体）的长护保险制度体系。（2）多主体参与的照护服务供

给体系（服务机构由最初的 2家，增加到 250多家）。（3）强有力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体系。 

两个显著减轻，（1）减轻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负担，参保者一年只需交・30元，上万元的失能者专用活动床，

一年租金只需 800元。（2）减轻了政府和医保基金的压力，制度实施 5年来，共节约医疗费用 2.68亿元。 

一个显著增强，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截至 2020 年 1（）月，已享

受照护服务的达 25721 人，其中居家 21640人，上门服务 45万多人次；入住护理院 3296人；入住养老院 790人。80 岁以上失

能者占 64%,年龄最大的 108岁，最小的仅 4岁）。 

四个有效促进，（1）有效促进了养老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2）有效促进了就业结构改善和就业质量的提升（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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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市 157家定点居家服务公司，吸纳 8000多人培训就业，部分人员获得 5级以上专业照护证书，扩大了就业渠道，照护

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3）有效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市 2020 年上半年在克服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情

况下，经济仍增长 2%,全年地方生产总值有望实现 1万亿元。（4）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 

深刻启示 

南通闯出长护保险一片天，一则是指其取得了显著成效，给该市 700 多万人民，特别是失能（失智）人员和家庭托起一片

晴朗的天空，让他们的生活充满和煦的阳光；二则是指其探索积累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在相当程度上都与 2020 年 9 月 16

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出台的《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原则精神和总体要求相契合），给予我们以深

刻的启示。对于稳步建立长护保险制度，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基本形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推动建立健全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实施综合应对老龄化社会风险的国家战略，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助益。 

南通长护保险 5年的实践经验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和助益，可以简要概括为八个一定要： 

1.一定要从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入手，服从服务于新时期“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思想为统领，从全局和战略高

度认识建立健全长护保险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增强自觉性、主动性，这是推进这项制度建设的基础前提和政治思想动力。 

2.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医保）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社会广泛参与、具有资质的商业机构经

办运营、提供照护服务（即社会化运作），基本方略和实施路径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形成综合保障合力和共商

共建共治共赢的长护保险新型的社会治理格局。 

.3.一定要坚持系统观念，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战略高度，恰当定位长护保险的制度功能。也就是要遵循“于法周延、

于事简便”的原则，所建立的长护保险制度，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保障制度，又与其他相关制度系统集成、相互衔接、相互贯

通、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保障制度体系。 

4.一定要坚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尤其要坚持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覆盖全民、

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保基本”）、多层次保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 

5.一定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开门问计有机结合”，科学而缜密设计制度架构和机制要素，尤须要把握好制度架构和机制要

素的八个重要环节（即需求认定是基础、筹资方式是重点、等级评定是关键、尊重权益与标准服务是要义、照护人员专业培训

和精良管理运营是支撑、政府投入是补充、依法规范是保障）。 

6.一定要坚持居家服务是主体（多数）、社区服务是依托、机构照护是补充（树标杆、做示范、培养人才等）、信息网络

是“链接”的照护服务供给架构和格局。 

7.一定要建立健全严密管用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绩效评价机制，确保照护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切实增强参保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8.一定要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坚持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长护保险之路，经过五到十年的努力，建立起

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特点的高质量多层次可持续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体系。为实施

综合应对老龄化社会风险的国家战略，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为此，衷心希望南通市和所有开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和扩大

试点的城市，再接再厉，守正创新，探索创造更多的新业绩、新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