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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第七次人口普查为依据，以南京地区为例，分析该地区的养老供给与需求情况，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区域辐射式”的养老模式，旨在为系统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以更好有效解决当前养老服务供给和

需求失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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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长，我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过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11月 1 日，我国总人口为 14.1 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 2.6 亿，占比 18.70%,根据人口发展惯性规律，我国老年

人口规模在 2030 年将超过 3 亿，2040 年将超过 4亿，2050年将达到 4.4亿，约占总人口的 30%,与此同时少子化也不断加剧，

2020 年相比 2019 年出生人口下降 265 万，降幅为 18%,虽然国家已经放开三胎政策，但受教育、住房等生活成本的增加，生育

率仍将继续下降，我国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均衡发展的压力，养老问题将成为我国重要的

社会问题，需要集全社会众人之力共同参与来解决。 

2 南京地区养老供需现状 

2.1“刚”性需求较大 

当前南京市总人口规模为 931.5万，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达到 176.8 万，占总人口比 18.98%,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

60岁以上老人占比上升了 5.23个百分点，同时抚养系数也不断上升。在调研中发现 90.2%的受调查者认为，受传统孝道思想的

影响，在居家养老模式下，子女能够提供更多的照顾。但随着计划生育、城镇化等政策的影响，空巢老人数量在不断增加，虽然

有部分老人跟随子女进城，但更多的是帮助照看孙辈，子女能给父母提供的照料时间与能力在逐渐下降，照料与需要被照料之间

的矛盾更加明显。同时通过调查发现，在城镇社区邻里互助式的养老效果不明显，邻里之间如何建立更多的信任与情感，需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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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社区加强宣传，组织更多有益的活动，鼓励老年人参与其中，彼此之间加强沟通增进了解。 

从养老需求来看，生活照顾与医疗护理，仍是当前老年生活服务中最基本的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基本需求较高的集中在有

基础疾病及年龄偏大人群，而精神慰藉及文化娱乐需求主要集中在 60-80岁人群，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对这部分需求尤为明显，

需要帮助丰富其日常生活增加文化娱乐，更多的关心其心理健康；其次养老需求也逐渐向追求高质量养老服务逐步转化，诸多老

年人在经济承受能力的范围内，更愿意在出门旅游、文化活动等方面开展更多的消费，充分表明高质量、高品位的养老服务需求

也在逐步兴起。 

2.2供给明显不足 

据 2020年南京市民政部门统计，截至 2019年末南京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295家，养老的总床位数 6.76万张，全年新增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24个，累计达 1335个。养老机构从业人员 7602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 2780人。 

(1)从业及服务人员结构来看，男性 2633 人，女性 7749 人，其中护理人员 5632 人医生 174 人护士 378 人，其他相关服务

人员 4198人，养老护理人员占总人数的 54.2%。 

(2)从医护人员的供给数量来看，现有的养老服务人员远远低于国家行业规范 3∶1 的标准配备护理员。2021 年 6 月江苏省

民政厅、发展改革委、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等 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提出到 2021年底，全省从事养老护理服务人员总数不少于 10万名。到“十四五”末，全省新增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相关专

业的高等院校 10所以上，从事各类养老护理服务的专业人员总数不少于 15万名。供给不足的原因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养老机构发展速度缓慢。从现存的养老机构情况来看，公有养老机构占主导地位，且提供的养老服务主要集中在基本养

老服务层面，该类机构的公益性大于盈利性，民营机构不热衷于此类基本养老服务的提供，而是将目标转向提供高端养老服务

上，以取得更好地经济效益，但高端的养老服务又让需求基本养老服务的大众群体望而却步，这就导致“养老服务一床难求”形

势愈加严峻。 

二是养老服务行业地位仍然不高。数据显示，南京当前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中，45周岁以上达到 6921人，超过总人数的 60%,

女性从业者占比超过 75%,学历以初高中文化为多数，收入普遍偏低。许多具有护理专业知识的中高学历人员不愿意进入该行业，

导致诸多专业院校培养的护理、营养、心理学等养老服务专业人才从行业内流失。专业人才的不足又进一步降低了提供的养老服

务的质量，也进一步制约了社会对行业的认可度，形成了行业发展的不良循环。 

3 南京地区养老供需失衡的矛盾分析 

从当前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在需求侧，养老总体需求仍不断增长，且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供给侧，政府、社会对养老产业

不断的投入，但仍然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造成了诸多矛盾，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3.1零星分散的养老机构模式不适应养老需求的实际 

从机构养老的实际来看，机构养老提供的服务主要依托与自身资源，开展对机构内的养老对象提供服务，依靠外部服务的内

容通常较少，这种单打独斗的模式对机构提出了很强的挑战，要求自身在服务项目、服务能力方面具有一定水准，同时，机构对

外提供服务通常较少，这就导致内外资源整合利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不利于解决当前养老服务需求紧缺的实际。 

3.2固定的养老服务清单不适应多元的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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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机构养老还是社区居家养老，提供的养老服务内容多样性不足，尚不能满足不同服务对象的差异化需求。从目前养老

服务结构来看，身体健康的老人大都采用居家养老模式，通常需要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社区需要提供更多文艺活动室、

棋牌室等，而实际特别是人口密集的老城区严重缺乏。对于存在慢性疾病且年龄较大或者独居老人，大都希望能进入养老机构，

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而更多的养老机构，特别是民营养老机构，通常以打包捆绑的高端服务一并提供给服务对象，导致服务

对象需要支付高额的服务费用。 

3.3协同政府和社会多方力量参与养老产业需要深化 

养老产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从广义上讲，要宏观解决人口

老龄化的问题，持续优化我国人口结构；狭义上讲，就是要以系统的思维来调整养老体系的建设，政府突出履行公益职能，进一

步优化养老产业的体系结构，搭建公共养老服务平台，社会力量基于平台突出提供差异化的养老服务，切实发挥各自优势，确保

既能解决社会问题，也能产生经济效益。 

4 供需矛盾下的基本策略 

4.1总体结构 

着眼解决南京养老存在的突出矛盾，应以系统性的思维来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南京市八大主城区集中了南京市 80%的老年人，

表现出以热点区为中心，逐渐向外围过渡的“中心—外围”结构，我们可以建立“以区域为中心，以周边为辐射”的“中心辐射

式”综合养老模式，该模式是智能化、体系化的养老系统，尤其适合老年人相对集中的区域，其拓扑结构如图 1。 

 

图 1“中心辐射式”的养老模式结构图 

图 1中：养老服务中心建立在地区养老对象相对集中的区域，其既可以在养老服务中心内部提供机构式的养老服务，也可通

过智能终端向周边提供远程养老服务，比如可以以某个街道为中心，向周边的各个社区进行辐射；在养老服务中心内部，可以根

据服务对象的密集度已经服务对象需求分设多层养老中心，养老中心根据需求配备相应的服务人员，能很好地解决供需错配问

题，以满足养老服务的差异化需求。 

4.2服务模式 

从服务的模式上来看，该养老模式是将养老服务平台、政府机构、养老相关服务企业、服务对象融为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

其既非“应答式”“询问式”的单项服务，也不是隔离服务“需求者”与“供给方”的中介平台，该模式强调信息的多向互动

与共享，并快速地将信息精准地提供给服务需求者、服务供给方、企业等各信息需求方，各方根据获取的信息提供相关服务和决



 

 4 

策。 

 

图 2“中心辐射式”养老模式 

4.3服务内容 

养老的内容主要也应当包括两个部分：医疗和养护。从养老的实践情况来看，各有偏好。对于养老而言，应当更加注重老年

人生活质量，而不是仅仅关注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因此，在进行该养老体系的系统设计时，确保基本的生活、医疗能够满足的情

况下，更加注重养的内容。一般而言，我们把养老的养护概括为三类养护：生理养护、生活养护、心理养护等 

 

图 3养老服务的养护内容 

4.4服务对象 

该养老服务模式实施，按照服务内容的级别逐步升级和优化，即：首先提供基础必要的养老服务，比如生活、医疗，满足基

本养老需求；其次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提升服务品质；最后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形成高质量的精准个性化服务提供。 

 

图 4养老服务的对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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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加快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在优化养老服务体系过程中，要以系统性思维和实事求是举措，着眼解

决当前社会养老存在的突出矛盾，从顶层设计出发，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职能和社会力量的市场职能，以养老服务平台为体，以市

场化的养老服务为翼，构建区域化的“中心辐射式”的养老模式，充分发挥各类资源优势，既能为满足各类养老服务需求提供可

能，也能为衔接未来养老服务体系的升级提供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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