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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人 口大国 ， 我国不仅人 曰 总量位于世界前列 ， 拥有的老年人 口 占总人 口

比例也是世界上 占 比最多 的国家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我国就 己进入人 口老龄化阶

段 ，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准较 巧有大幅度的提升 ， 医疗条件也

有较大改善 ， 人 口年龄也越来越趋于老龄化 。 而且我国老年人 口 数量多 ， 增长速

度也较快 ， 老年问题逐步 巧显 。 长久 Ｗ来为 了控制人 口规模 ， 我国
一

直推行计划

生育政策 ， 这也造成我国传统的几代 同堂的大家庭结构趋于缩小 ，

＂

四二
一

＂

家

庭规模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家庭结构 ，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 并且随着时

代进步 ， 老年人对于 自 己的老年生活提出 了 专业的养老服务需求 ， 越来越多 的老

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方式安度晚年 ， 而当前机构养老模式发展中 尚存在着公办养老

机构与 民办养老机构的供需矛盾 ， 资源分配不均匀 ， 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 如何缓

和养老矛盾 ， 满足养老需求 ， 发展新形式的机构养老模式是养老服务业新的发展

方向 。 在这种背景下 ２０ １ ３ 年国务院制定 了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 提

出鼓励对
一

些有条件的公办养老机构进斤改革 ， 鼓励社会为量参与养老服务业的

发展 ， 进行公建民营试行 ， 在优先保障
＂

五保
＂

、

＂

Ｈ无
＂

老人及其他困难老人

的基础上 ， 利用 闲置床位面向社会开放 ， 由机构 自 主经营 ， 自 负盈亏 ， 所有权与

运营权相分离 ， 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 ， 顺应市场方向 ， 推行养老机构

公建民营改革试点 ， 发展机构养老 。

本文选择合肥市首家进行试点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振亚老年公寓为案例 ， 首

先通过对该公寓的实地调查 ， 对入住老人 、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和 民政部 口 相关工

作人员 ＬＪ 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的方式来了解评估并总结 出该养老机构进行公建

民营改革试点的成效和意义 ， 发现入住老人总体上较满意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

式有利于提供专业化服务 ； 减轻政府负担 ， 缓解机构养老矛盾 ； 拓展服务 ， 提供

医养结合
一

体化服务 ；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 提高机构养老知名度等 。 其次 ， 发现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方式 尚处于改革试点阶段 ， 其发展还在探索时期 ， 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
一

些问题 ， 如市场定位不合理 、 养老专业程度不够高 、 养老精神服务欠缺 、

运营资金不足 、 监管评估不到位等 。 并针对 问题提 出 了完善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

式发展的对策如明确市场定位 ， 确保养老服务福利性 ； 提高员工专业素质 ， 提升

Ｉ



服务专业化水平 ； 加强精神支持服务 ， 给予老人更人性化关怀 ； 拓展资金筹措渠

道 ， 推动公建民营机构养老发展 ； 加强政府监管 ， 建立评估机制等 推动公建民

营机构养老的发展和推广 。 最后认为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有利于缓解当

前我国养老压力 ， 满足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在
一

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我国现阶段

机构养老发展的弊端 ， 保障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 让更多的老人能够有所居 ， 有

所养 ， 是
一

条值得推广和尝试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

关键词 ： 机构养老 ； 养老模式 ； 公建民营 ； 振亚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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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绪论

１ ． １ 研巧背景巧意义

１ ． １ ． １ 研究背景

一

般情况下 国际上普遍对某
一

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的判定依据是 Ｗ联合国

在 《人 口 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 中提出 的标准为依据 ，

一

般认为某
一

地区老

年人的年龄在六十岁 Ｗ上的人 口 比例 占到全部人 口 的千个百分点 ， 或者是年龄在

六十五岁 Ｗ上的老人数量 占全部人 口 的百分么屯 ， 那么 则认为该地区 已呈现人 日

老龄化的形态
＇

。 依照 国家统计局 ２ ０ １ ５ 年 ２ 月 份发布的 ２ ０ １ ４ 年 国 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 ， ２ ０ １ ４ 年年末我国 ６０ 周岁及 上人 口数达到 ２ １ ２４２ 万人 ，

约 占总人 口 的 １ ６ 个百分点 ； 其中 ６５ 周岁及 Ｗ上的老年人 曰 占人 口 总数的 比重达

到 １ ０ ． １ 个百分点 ， 比去年增长 了４ ．５％
２

， 这说明我 国不仅 己经进入老龄化状态 ，

而且老年人 日数量还呈现 出增长趋势 。 老龄化的发展必然会引 发
一

系列老年 问

题 ， 我国 当前面临的老龄 问题如老年人 □数量多 、 增速快 、 高龄化 、 空巢化 、

＂

未

富先老
＂

、 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等 ， 这些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亟待应对和解决 。 人

曰老龄化的大背景下 ， 各省市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 作为中部地区人 口大省的安徽

省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 比全国还要早
一

年 ， 也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状态较早的省份

之
一

３

， 省会城市合肥市拥有的六十岁 Ｗ上的老年人 曰依据 ２ ０ １ ５ 安徽省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为 １ ２ ２ ．７ 万 ， 约 占合肥市人 口 总数的 １ ７ ．２ ７％ ， 比全省还要高 出 化 ３２ 个

百分点
４

， 其中包河区截至 ２ ０ １ ５ 年 ７ 月 ， 六十岁 上老人人 口数约 占该区人 曰 总

数的 １ ６ 个百分比 ， 人 曰老龄化形势较为严峻 。

为解决人 口老齡化的 问题 ， 发展养老服务业 ， 当前安徽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是把居家养老方式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 ， 把社区养老方式作为养老服务体系

的依托 ， 让机构养老方式发挥支撑的作用 。 但是随着我国长久 Ｗ来推行的计划生

■

肖捷
，养老服务与产业发展 ［

Ｍ
］

．长沙 ：湖南人 民 化版社
，
２０ ０７ ： ２ ．

２

国家统计 局 ． ２ ０ １ ４ 年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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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弊端的 出现 ，

＂

四二
一

＂

家庭结构趋向叠加 ， 家庭人 口总数愈来愈少 ， 规

模亦愈来愈缩小 。 根据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 《 ２ ０ １ ５ 安徽省家庭

发展报告 》 显示 ， 两人到Ｈ人的小型家庭 己成为最普遍的家庭结构 ， 超过四成的

家庭 中有老年人 ， 家庭中全部是老年人的家庭 占 比高于全国
１

， 送样 ，

一

对年轻

夫妇则要承担起四位老人的养老压力 。 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中青年人群跨地

区求职工作 ， 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 ，

＂

空巢家庭
＂

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再加

上当代年轻人赡养观的改变 ， 这些都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 另
一

方面 ， 老

年人观念的改变 ， 老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提出新的需求 。 许多老人对于如何度过 自

己的晚安年生活有着 自 己的想法 ， 希望老年生活能够依 旧精彩 ， 注重老年生活质

量 ， 注重满足精神需求 ， ， 要与社会接轨 ， 与人沟通和交流 ， 拥有 自 己的社交圈 ，

丰富 自 己的老年生活 ， 不再只是满足于简单的生活照料 。 对于那些行动不便 ， 只

能半 自理和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人来说 ， 他们对于看护和照料有着更为专业的服务

需要 ， 简单的家庭养老方式则不能
一一

满足 ， 面面俱到 。 而社区养老的模式还在

发展初期阶段 ， 很多方面还存在欠缺 ， 不够全面 。 主要凭借政府出钱购买社会服

务 ， 资金来源渠道单
一

， 政策法规还处于发展
一

阶段制定
一

阶段的状态 ， 尚未形

成系统的政策 ， 许多社区还在建设状态 ， 社区养老提供的服务 内容和服务人员还

有所欠缺 ， 养老方式 尚不健全 ， 这些都在制约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
２

。 因此 ， 许

多老人机构养老的需求与 日 俱増 。

但当前机构养老模式中 ， 主要 Ｗ入住两种不同性质 的养老机构为主 ，

一

种是

入住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 ， 这种养老机构属于公办福利性养老机构 ， 它的建立是

为 了确保满足困难老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要 ， 由政府做后盾 ， 主要针对 无
＂

老人 、

＂

五保
＂

老人 、 残疾老人等困难老人群体 ， 其他社会老人较难进入 。 这种

公办养老机构能够提供 良好的服务 ， 虽然其机构设施比较完善 ， 收费标准也较低 ，

环境也相对较好 ， 但公办养老机构 由政府财政承担 ， 政府不能投入全部费用 ， 因

此公办养老机构往往数量较少 。 Ｗ合肥市为例 ， 公办公营 的养老机构 只有
一

家 ，

这里的床位往往需要排队等位 ， 可谓是
＂
一

床难求
＂

。 另
一

种则是入住 民办民营

■

安徽省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 《 ２ ０ １ ５ 安激省家庭发展报告 》发布 小 型家庭成主流 婚姻状况稳定巧Ｂ／ＯＬ
］

，

ｈｔｔｐ ： ／／ｗ＼ｖｗ． ａｈｗ
ｊ
＼ｖ ． ｇｏ ｖ

． ｃｎＡ＼
ｊ
ｗ／ｇ

ｚｄ ｔＡｖ
ｊ ｇｄｔ／２ ０ １ ６０ １ ／ｄ ｌ ａａ ｌ ｆ４ ｉ ８ ８ ａ２ ４ｃ ５化ｄ ｌ ５ ｄ ５ ４ｂ５ ｃｂ５ ｃｄ ５ ｅ ． ｈｔｍ ｌ

，
２０ １ ６

－

０ １
－

１ ９ ／２ ０ １ ６
－

０

３
－

０ ５ ．

２

宋艳波 ．政府购买视角 下 的机构养老新模式探讨ｍ ．地方财政研究 ，
２ ０ １ ４

（
８
）

： ６ ７ ．

２





的养老机构实现机构养老 。 民办民营的养老机构是 由私人企业主办 ， 其建立是为

了追求企业利润 ， 因此入住费用较低的 民办养老机构往往入住条件较差 ， 提供的

服务水平不够高 ， 还存在人员管理不规范发生冲突的现象 ， 往往入住率也不高 ，

民营养老机构很难发展起来 ； 而对于能够提供较好的入住环境 ， 较专业的养老服

务的 民营养老机构 ， 他们往往收费标准较高 ， 主要面向高收入老人 ，

一

般家庭难
■

承担 ， 这
一

类民营养老机构入住率也较低 ， 超过 ３０％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不到

７ ０％
１

。 正是在这种养老压力的 出现 ， 养老机构发展存在 问题的背景下 ，
２ ０ １ ３ 年国

务院提出 了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 ， 提 出鼓励对有条件的公办养老机构进行

改革试点 ， 鼓励发展公建 民营式养老机构 ， 推动养老产业多元化发展 。 随后 ， 民

政部下发 了对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 的政策文件 ， 明确提 出试行公建民营机构养

老方式 ， 让更多主体能够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 ， 共同发展养老事业 ， 发展推广多

种形式的养老方式
２

。

在如此政策环境下 ， ２ ０ １ ４ 年安徽省制定 了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ｙ ？建立和推广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 ， 意见中提出积极发展公建民营改革试点 ， 发

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养老机构 レッ推动养老事业发展 。 作为省会城市的合肥市积极

响应政策 ， 包河区包河花园社区率先对公办养老机构骆岗街道敬老院进行改革试

点 。 骆 岗街道敬老院 由政府建立 ， 为推动其发展试点公建民营模式 ， 政府面向社

会公开寻找有专业管理经验的机构运营敬老院 ， 最后选择拥有近十年管理经验的

振亚养老团队 ， 建立振亚老年公寓 。 振亚老年公寓与政府进行公私合作 ， 签订十

年合作期 ， 公寓可提供床位 ４ ２ ０ 张 ， 在优先满足
＂

五保
＂

老人及其他相关困难老

人养老需求后 ， 剩余床位可面 向社会老人公开运营 ， 试点
＂

公建民营
＂

机构养老

模式
３

。

因此 ， 本文希望 Ｗ振亚老年公寓为案例 ， 对合肥市包河市公建民营机构养老

模式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 ， 了解该模式的发展情况 ， 评估其环境建设是否适合老

＇

李文管 ，邓旭杰 ．我 国人 口 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困境及解决对策 ［
Ｊ
］

． 山 西高等学校化会科学学

报
，
２ ０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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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振亚老年公寓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模式探索研巧


年人休养 、 老年服务是否专业充足 、 运营管理是否完善 、 老人对此类型机构养老

模式的满意度 ， 是否改变公办养老机构缺乏活为 、 效率不高的 问题及分担养老压

为 ， 提升服务质量的 目 标等各方面的情况 。 通过对这种模式多角度 、 全方位的评

估来确定该模式是否值得借鉴推广 ， 并总结其试点经验 ， 找出其发展中可能存在

的困境 ， 为推动这种新型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

１ ． １ ．２ 研究意义

老龄化 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 解决养老 问题不是政府或者某
一

方

的事情 ， 目 前的养老方式不能完全有效解决老龄化发展带来的养老问题 ， 老年群

体 日 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不能有效解决 ， 发展新型机构养老方式 ， 推广公建民

营 ， 发挥社会力量不仅是对机构养老方式的创新 ， 也是完善养老服务市场的方式 。

１ ．１ ．２ ．１ 理论意义

随着人 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 ， 单纯依靠政府己经难Ｗ解决严峻的养老难题 ，

政府不能继续大包大揽 ， 全部承担养老压力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政府与社会

组织合作的方式开始运用到养老服务产业中 。 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 ， 政府
一

方面

起到监督作用 ，

一

方发挥管理职能 ， 不过多干涉市场发展 ， 在公办机构养老的基

础上加入新的力量 ， 不仅可 Ｗ缓解当前公办与 民办养老机构存在的矛盾 问题 ， 还

可Ｗ促进养老产业新发展 。 对公建民营的机构养老模式进行研究 ， 就是为建立既

能适应当前市场化的发展又能满足养老需求的新型机构养老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

希望通过对公建民营送种新兴机构养老方式的研巧 ， 进
一

步探索研究社会化机构

养老模式 ， 探索政府在其中 的职能定位 、 监管作用及政府如何去提高社会参与养

老产业积极性 ， 对公办养老机构进巧改革 ， 激发公办养老机构的活力 ， 让政府在

养老调控和市场 自 由 中找到平衡点
１

， 提高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营的质量和效益 ，

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探索 出
一

条社会力量参与的新模式 。

１ ．１ ． ２ ． ２ 实践意义

首先 ，

＂

公建民营
＂

机构养老模式还在试推广和试运行阶段 ， 并没有全范围

运巧 ， 很多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化 、 标准化的发展模式 ， 通过对试点个案的调查

＇

成建兰 ． 公 办 民营护理型养老机构发展困境与展望－基于南京养老院的调查研巧
［巧 ．南京 ： 南京理工大

学
，

２ ０ １ ４ ．

４





研究 ， 分析其进行改革成绩 ， 寻找其在试点 中可能会被忽视的 问题并对这种模式

的优势和特色进行归纳 ， 为试点工作的推行提供参考 。 同时原有的公办养老机构

较封闭的管理方式能够有所改变 ， 进行公建民营改革之后有 了 市场体制的调节 ，

原本不够高效的运营机制得到解决 ， 养老服务水平能够得到提高 。 在这
一

过程中 ，

政府必须能够坚定 自 己的立场 ， 不插手养老机构的运营 ， 清楚 自 己的职能 ， 通过

公建民营的方式逐渐减轻 自 身负担 ， 让政府更多地发挥管理者的作用 。 同时 ， 还

能把养老机构置于养老市场中 ， 激发养老机构运营意识 ， 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

适者生存 ， 使养老机构发展成为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具有较强生存能力的新型养

老机构 ， 形成 由政府管理 ， 专业团 队营运 ， 互相合作互补的养老服务新模式
Ｉ

。

送种新型机构养老模式的建立和推广 ， 还能够有效进行利用公共资源 ， 将闲置养

老资源进行整合 ， 有利于缓解当前养老机构供需矛盾的情况 ， 发挥市场调节的作

用 ， 能够让更多力量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 ， 在
一

定程度上为政府缓解老龄化 问题 ，

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其次 ，

＂

公建民营
＂

养老模式有利于缓解我国机构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

的矛盾 。 现阶段的机构养老依 旧存在不同程度的 问题 ， 如养老保障的覆盖范围还

不够全面 ， 养老院床位供给数量与需求量之间的矛盾 ， 护理人员专业素质还待提

升等 ， 面对这种情况 ， 推行机构养老
＂

公建民营
＂

模式为发展我国养老模式提供

了
一

条新的途径 ， 对于缓解养老服务供求之间的矛盾 ， 发展养老产业有着积极的

作用 。 再次 ， 公办养老机构进行公建民营改革时 ， 由专业养老团队管理 ， 能够提

供较专业的养老服务 ， 相较Ｗ往机构养老模式 ， 养老服务能够有所提供 。 并且政

府只是作为管理部 口 ， 并不干被机构运营 ， 机构发展 由 自 己决定 ， 在市场化的背

景下能够激发养老市场的活力 ， 有效利用机构资源 ， 发展新型养老模式 ， 为更多

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 推动机构养老的发展 。 最后 ， 本文将Ｗ进行公建民营试点的

振亚老年公寓作为案例进行研究 ， 通过对公畜 的实地调查进行深入 了解该模式运

行情况 ， 了解该模式的运行效果 ， 确定其是否达到试点 目 的 ， 为完善公建民营机

构养老模式的政策提供理论和现实的参考依据 。 通过对该公寓
＂

公建民皆
＂

机构

养老模式进巧深入研究 ， Ｗ期归纳和总结 出 公建民营送种方式的成功之处及是否

＇

高德刚 ， 钟万里 ．探索
？ ‘

公 建 民营
＂

养老模式——Ｗ 山 东省临 邑县为例町中 国县域经济报 ，
２ ０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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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发展的 问题 ， 对于推进合肥市乃至整个安徽省机构养老的快速发展与壮大 ，

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 可Ｗ为公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及改革提供有益借整 ， 有效

缓解养老压力 。

１ ． ２ 国 内外文献综述

１ ． ２ ． １ 国外研究综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翻阅 ， 目 前西方国家在机构养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机

构养老服务 、 机构养老建立和发展模式及政府在机构养老方面的政策方面等 。

在研究机构养老服务方面 ， 西方学者并不赞成养老机构 只是提供单纯的养老

服务 ， 养老服务应该更加多元化 ， 发展到医疗与康复和护理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

式
Ｉ

。 Ｍａｎ ｕ ｅ ｌＥ ｓ ｋ ｉ ｌ ｄ ｓ ｅｎ 在 ２ ００９ 年提 出根据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 内容的不同而对

养老机构进行划分 ， 主要是Ｈ种养老机构 ；

一

种是为那些基本生活能够 自理 ， 而

且不需要医疗看护服务的老人提供服务的
一

般养老机构 ；

一

种是针对那些需要别

人照顾但并不需要太多医疗照料服务的老人 ， 这种养老机构属于中级老年护理机

构 ； 还有
一

种是为那些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人服务的养老机构 ， 这种则为专业的老

年护理机构 ， 提供全面的生活和医疗的照看服务
２

。 有些学者则对机构养老服务

理念提出 自 己的观点 ， Ｊｏｈｎ Ｋ ｙｒ ｉ ｏｐｏｕ ｌ ｏ ｓ 等人在 ２ ００３ 年提出 ， 养老机构所提供

的养老服务要因地制宜 ， 考虑到当地的人文环境和老人的生活习惯 ， 强调服务的

人性化 ， 体现 了个性化的养老机构发展要求 。 有些学者则对影响机构养老服务质

量因素进行研究 ， Ｔ ｉ ｍｏ ｔ ｈ ｙ 于 ２ ０ ０９ 年提出为入住老人提供 口腔保健护理 、 医疗

和临终关怀是机构养老服务的重要 内 容和指标 。 Ｆａ ｉ ｓ ａ ｌ 化 １化 提出养老机构如

何提高养老质量的 问题 ， 他认为应该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运到养老机构中 。 还有

些学者把养老机构服务作为研究对象 ， 尤其是养老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 ， 老人对

于服务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感受和体会 ， 送些能够直接影响老人对养老机构的

评价 ， 正因如此养老机构需要规范和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 严格管理服务人员 ， 规

范服务标准 ， 提供商质量 、 专业的养老服务 。

３

１

化港鸿 ． 中 国城市机构养老 问题研究 ．

［
Ｄ

］
．济南 ： 山东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３ ．

２

成建兰 ．公 办 民营护理型养老机构发展 困境与展望 －基于南京养老院的调 查研究
［巧 ．南京 ：南京理工大

学 ． ２ ０ １ ４ ．

３

李青 ．济南市机构养老 问 题与对策研究…－基于社会福利化会化的视角
［
Ｄ

］
．济南 ： 山 东财经大学 ，

２ ０ １ ４ ．

６





１ 绪论


在机构养老模式方面 ， 西方学者主要是对不 同形式的养老方式进行对 比研

究 ， 详细列 出 当前普遍实施的养老模式的优点及缺点 ， 对比分析 了家庭养老模式

与机构养老模式 、 社区养老模式之间 的不同 ， 提出 了新型养老模式 Ｗ房养老 ， 依

照不同模式的特点选择 出适合本国发展的养老模式 ， 各模式可 ＾＾
＞１相互组合 ， 扬长

避短 ， 共同发展
１

。 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Ｈｅａ ｌ ｔｈＣａｒｅＡ ｓ ｓ ｏｃ ｉ ａｔ ｉ ｏｎ 就提倡机构养老模式的

发展 ， 它认为机构养老模式能够及时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 无需老人等待太长时

间就能接受到所需要的服务
２

。 居尔德纳提出 ， 老人选择不同方式的养老方式是

由于其在身体健康状况 ， 性格状况 ， 也理想法及各方面之间的区别 ， 因此有的老

人倾向于家庭养老方式 ， 有些老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方式 。 学者麦克提出入住环

境和条件对老人的健康有
一

定的影响 ， 在机构养老模式与家庭养老模式 中居住环

境和条件也会影响老人的选择 。 有些学者则提出根据老人普遍的需求来提供养老

服务 ， 但发展养老机构时又要根据
一

些老人的特殊情况 ， 为老人提供个性服务 。

依据大部分老人的需求来发展养老机构 ， 个性化定制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 ， 发展

机构养老模式的观念 。 约翰提 出 了医养结合的观点 ， 即社区养老服务 中必可 与

医院进行合作 ， 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 ， 也可 Ｗ为老人提供看护服务 。 凯恩则提出

各种养老模式的发展在实际运行不应该划分的如此清晰明确 ， 有时可Ｗ共同发展

好几种模式Ｗ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３

在机构养老理论基础方面 ， 目 前西方学者 中还没有对公建民营这
一

名词进行

统
一

的解释和研究 ， 部分学者中有的把这类型 的机构养老模式放在公化合作模

式 ， 即 化ｂ ｌ ｉ ｃ Ｐｒ ｉ ｖａ ｔ ｅＰａｒ ｔ ｎｅｒ ｓ ｈ ｉ ｐ ， 简称 ＰＰＰ 模式下进行研究 。 ＰＰＰ 模式是西

方国家为 了减轻政府负担 ， 提高政府提供服务的效率和效益 ， ＰＰＰ 模式开始广泛

运用到公共领域的各方面 ，

一些学者建议把这种模式运用到养老产业发展 中老 ，

提 出政府与养老组织合作 ， 或政府委托经营 。 有些学者则把这种模式从福利私营

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 化 ｔｒｙ ．Ｈ 提 出福利孩营化即逐渐减少政府承担福利供给的 比

重 ， 扩大盈利性机构和非盈利性机构的 比例 ， 通过政府拨款 ， 增加义工的参与 ，

政府卿买契约和非政府部口 的服务来实现 。 Ｋ ｉ ｒ ｓ ｔ ｅ ｉ ｎ 指 出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

＇

徐宽凤 ． 江宁省机构养老 问题研巧 ｆＷ ．沈阳 ：迂宁大学
，

２ ０ １ ３ ．

２

邹冰峰 ．我 国养老机构发展 的 问题与对策 －基于南京市养老机构的调查 ［
Ｄ

］
．南京 ： 南京工业大学

，

２ ０ １ ３ ．

３

邹冰峰 ．我 国养老机构发展的 问题与对策 －基于南京市养老机构的调查 ［
Ｄ

］
．南京 ： 南京工业大学

，

２ ０ １ ３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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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多元化的发展 ， 养老产业的发展将呈现出跨机构 、 跨医疗的舍作趋势
１

。 有

些学者 Ｗ政府政策为研究对象 ， 美国鼓励失能老人通过
＂

医养结合
＂

的方式进行

机构养老 ，
Ｐ ｉ ｎｋａ 等人通过对美国政府制定的医养结合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 ， 发

现实施医养政策之后 ， 住院老人的数量及住院时间较 ＬＪ往都有减少 ， 同时参与该

政策的机构入住老人与未参与的老人相 比 ， 对机构服务满意度也有所提升 ， 入住

老人享受到 了更专业的医护服务 ， 说明该政策的实施对推动养老发展有显著作用

２

〇

１ ． ２ ． ２ 国 巧研究综述

通过阅读和整理相关文献 ， 目 前对机构养老方式的研究在机构养老模式界

定 、 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及机构养老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等方面 。 首先 ， 在机构养老

模式的界定方面 ， 许多学者 ｌｉＡ不 同 的角度对养老方式进行划分 ， 目 前在学术界 比

较认同 的
一

种划分方法是依据养老方式 中承担养老经济负担的主体而分为家庭

养老 、 社会养老和 由老人 自 己支付的个人养老 ， 送其中 穆光宗的观点最具代表

性 。 其他学者如于潇则从照顾老人生活的方式角度 ， 提出 了机构养老是指 由社会

福利机构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 ， 为需要照顾的老人提供照料服务 ， 特别是失能老

人等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人 ， 这些养老机构通常是指敬老院 、 老年公寓等养老服务

机樹 。

其次是在机构养老服务方面 ， 许多学者进行不同的实证分析总结老人机构养

老服务需求方面 。 如付诚与王
一

则根据老人的经济实为和社会地位对老人的养老

服务需求进行不同区分 ， 他们认为经济收入较高 ， 在社会中处于中等 Ｗ上的老人

的服务需求最强烈 ， 这些老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更集中在精神文化方面
４

。 有些

学者则提出影响老人选择机构养老服务的因素 ， 如陈建兰认为老人受教育的程度

和文化水平 、 经济收入 、 拥有子女的数量等都会影响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 。

焦亚波则通过对九十位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和Ｈ百多位依靠家庭养老的老人进

行对 比调查 ， 调查的 目 的 旨在揭示 出影响老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 因素 ， 调查结

＇

李青 ．济南市机构养老 问 题 与对策研究…－基于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视角阳 ］
．济南 ： 山 东财经大学

，

２０ １ ４ ．

２

袁晓航 ．

＂

居养结合
＂

机构养 老模式创新研巧
［
Ｄ

］
．杭Ｗ ：浙江大学

，
２ ０ １ ３ ．

３

傅亚丽 ． 国 内城市机构养老服务研巧综述 ［化南京人 口 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２ ００９
（

１
）

：巧 －

３ ６ ．

４

李青 ．济南市机构养老 问题与对策研巧…－基于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视角 ．

［
Ｄ

］
．济南 ： 山 东财经大学 ，

２０ １ ４ ．

８





果显示老人的 自理能力和养老机构所属的性质是主要因素 ， 当老人完全不能 自 理

时较 自 理能力强时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 比例也将有所提高 ， 约提升 ９ 个百分点
Ｉ

。

最后是在机构养老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和对策方面 ， 很多学者相应提出 了 自 己

的观点 。 单大圣认为当前养老服务市场发展 中相关管理制度还不健全 ， 还存在着

政府监管程度不高 ， 管理方式较粗放 ，

一

些公办养老机构行政化的 问题 ， 对于这

些 问题 ， 他建议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共同发展 ， 如营利性与福利性养老机构针对

不同性质 ， 取长补短 ， 分类管理发展 。 穆光宗则站在社会办养老机构发展的角度 ，

提 出政府应该加强对养老机构的扶持 ， 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 唐咏主张政府不应

该直接提供养老服务 ， 可 把养老服务放到市场中运营 ， 由社会组织提供养老服

务 ， 政府只是作为
一

个管理者 ， 对养老服务进行监管或购买社会养老服务 。

在公建民营这
一

模式的研究方面 ， 目 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不全面 ， 许多学者

的研究集中在公建民营这
一

概念的界定 ， 公建民营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对照 比较分

析 。 如于新循了对公建民营的理解 ， 他认为实行公建民营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 让

政府发挥管理的作用 ， 通过对公办养老机构的改革 ， 实现养老机构市场化运营 ，

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２

。 闻青春则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对公建民营模式与公办民营

模式两者间 的区别和联系 ， 进
一

度界定公建民营的概念 ， 它提出 公办民营是对现

有公办养老机构的改革 ， Ｗ适应市场化的发展 ； 而公建民营的不同在于它着重在

改变政府管理方式 ， 面 向社会公开寻找社会为量来运营
３

。 也有学者对于新兴的

两种模式公办民营和 民办公助进行分析界定 ， 其中杨团则指 出 了这两种模式的不

同点 ， 分析了这两种模式的优点和不足 ， 并提出政府在这种新型模式发展过程中

应该起到
一

定管理作用 。 通过对国 内学者相关研究的汇总可 Ｗ发现 ， 当前许多学

者 己经注意到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对养老服务业的推动作用 ，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到养老服务业的必要性 ， 需要对传统机构养老模式进行
一

定的改革 ， 为新型机构

养老模式的发展提出 相应的观点和参考意见 。

１ ．２ ．３ 文献研巧评价

通过送些年有关机构养老方面的研究 ， 我们可Ｗ发现 ， 我国对于机构养老的

＇

商岩庫玲化构养老服务研巧文献综述町劳动保障世 巧 ，
２ 〇ｎ

（
７

）
： ４ ７

－

４８ ．

２

于新循 ．论我国 养老服务业之市场化运行模式及其规范饥 ． 四 川 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０〇 ）

： １ ３
－

２ ０ ．

３

罔青春 ． 养老机构 的
— ？

公办民营
＂

早
？

公建 民营
＂

町社会福利 ，
２０ １ １

（
０ １

）
： １ ３

－

１ ５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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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正在变大 ， 而且人们对于机构养老的耍求也越来越高 ， 养老需求也增多 ， 不

再是只满足于简单的衣食住行 ， 但当前我国机构养老的发展还存在
一些 问题 ， 并

不能完全发挥集体供养老人的作用 ， 不能完全满足老人养老服务需求 ， 因此许多

学者把研究角度放在创新机构养老模式上 ， 虽然研究 内 容各不相同 ， 对机构养老

的发展尤其是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具有
一

定推动意义 。 但现阶段的文献

研究还存在
一

些不足 ， 主要体现Ｗ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许多学者对于机构养老的

研究多集中于对养老机构的管理方面 ， 没有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 还缺少对于机构

养老的模式 、 服务等的深入研究 ； 第二 ， 不少学者虽然对机构养老进行案例研究 ，

但选取的个案多集中于
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

一

线城市 ， 对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案例

的选取也 １＾北京等城市居多 ， 而对于那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城市研究的较少或者没

有 ，

一

线城市的经验对于大部分的二 、 Ｈ线城市来说可能不够具有普遍性 ， 缺少

一

定借鉴意义 。 合肥作为晓江城市带核也城市 己步入 了老年化阶段 ， 但是还没有

发展出成熟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 对合肥公建民营试点进行研究有利于总结 出

一

般城市公建民营试点的成效 ， 为该模式的推广提供借鉴经验 ， 有必要对其进行

深入研究 ； 第Ｈ ，Ｗ
＂

机构养老
＂

为主题在 ＣＮＫ Ｉ 进行学术趋势搜索 ， 如图 １ 显

示 自 ２０ １ ０ 年至 ２ ０ １ ４ 年国 内学者对机构养老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 呈上升趋势但

对公建民营的机构养老模式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 这表示对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还没有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 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 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巧 。

文献收录量

８ ００

ｒ



６ ００－
－ 

Ｚ ：三 公飯营

２ ０ ０

１ ００

０＊４￣ Ｉ ￣￣ Ｉ Ｉ ｔ－ｉ ．ｔ＝ ｉ ！Ｌｌ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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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养老机构和养老保险的文献收录量

（ 数据来源 ！ 中 国知网 ＣＮＫ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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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３ 研巧内容与方法

１ ． ３ ． １ 研巧内容

本文的研究 内容主要是 Ｗ振亚老年公寓作为案例 ， 研究公建民营模式下机构

养老发展的情况 ， 通过六部分 内容来介绍研究的理论基础 、 研究情况及研究结论 。

第
一

部分主要是介绍公建民营进行试点改革的研巧背景及研究意义 ； 第二部分是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和整理 ， 介绍公建民营相关概念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 第Ｈ

部分是介绍公建民营模式的产生和特点进行介绍 ， 突 出 公建民营模式 ， 并 引 出进

行试点改革的振亚老年公寓 ， 介绍公寓基本情况 ， Ｗ振亚老年公寓为案例进行公

建 民营机构养老模式探索 ； 第 四部分是通过对模式发展的分析提 出其存在的 问

题 ； 第五部分是针对振亚老年公寓在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试点 中存在的 问题 ，

提出解决办法和措施 ； 第六部分是对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试点情况进行归纳总结 ，

提出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现实发展意义 ， 总结其模式发展经验进行推广 。

１ ．３ ． ２ 研究方法

１ ．３ ．２ ．１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方法是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搜寻 、 查找 、 阅读之后 ，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并形成 自 己对该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 。 本

文通过文献分析法汇总公建民营相关研究成果 ， 形成文章理论基础 ， 同时利用政

府网站查阅相关统计数据 ， 结合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 ， 为文中 相关观点提供

参考证明 。

１ ． ３ ．２ ．２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主要针对某
一

案例的专项研究 ， 这
一

个案可能是某
一

人 ， 可能是

某
一

姐织也可能是某
一

个群体 ， 通过在较长
一

段时间里持续观察和研究其行为变

化 ， 总结研究结果的过程 。 本文 Ｗ振亚老年公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个案研究 ， 通

过实地探访与调查 ， 对试点公建民营改革的老年公寓进行全方位 、 多角度的调研 ，

了解老年公寓的实际情况 ， 获得第
一

手的资料 。 通过与入住老人 、 公寓工作人

员 、 民政部 口相关工作的沟通 ， 获悉各主体对公建民营改革的真实感受 ， 从而能

有效评价试点成绩和结果 。

１ ．３ ．２ ．３ 问卷调查法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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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问卷是
一

种常用 的也理学研究方法 ， 主要是通过设计
一

系列 问题并形成

调查问卷表 ， 依照相关人员 回答的情况而进行测评的方法 ， Ｗ期获得人的行为倾

向和态度的方法 。对于新型机构养老模式 ， 入住老人能够对该模式有着直接感受 ，

通过对入住老人进行 问卷调查 ， Ｗ 了解此模式下养老机构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情

况 、 老人对此机构各方面的满意度 ， 从而能对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模式进行有效评

估 。

１ ．３ ．２ ．４ 访谈法

本文通过个人访谈的方式 ， 结合研究中所需要了解和收集的资料 ， 提前拟定

访谈提纲 ， 有针对性地访谈Ｗ达到访谈 目 的 ， 对
一

些身体状况较差或者难 Ｗ直接

填写 问卷的入住老人 、 机构工作人员及合肥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等人

进行访谈调查 ， Ｗ 了解振亚老年公寓的实际运行情况 ， 通过访谈 了解每
一

主体不

同的感受 ， 对机构的想法和意见 ， 从而找到公建民营机构养老试点 的经验和存在

的 问题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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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掘Ｉ

２ ．１ 概念界定

２ ． １ ． １ 养老抓均

有关养老机构的定义在过去 ， 尤其是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Ｗ前 ， 养老机构主

要是指我国 的敬老院 、 狂会福利院等福利机构 。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养老需

求的不断变更 ， 开始 出现各种形式 、 不同种类的养老机构 ， 对于养老机构这
一

概

念的界定也根据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见解 ， 可Ｗ依据养老机构性质不同划分为

福利性 、 营利性 、 非营利性 ， 也可依据养老机构的经营主体分为公办 、 民办养老

机构
Ｉ

。 若依照民政部在 ２ ００ １ 年制定的规范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政策 ， 可Ｗ把

养老机构细分八种类型 。 若依据接纳老人的不同 ， 可分为老年社会福利院 、 养老

院或老人院 、 护老院 、 敬老院 ， 它们都是主要为保障
＂

Ｈ无
＂

老人 、 五保老人及

其他生活不能 自理等困难老人的养老需求 。 若依据提供服务的不同 ， 可 Ｗ分为护

养院 、 老年公寓 、 托老所和老年服务中也 ， 这些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更加多

样化 ， 如托老所可Ｗ提供 日托 、 全托 、 临时托等服务 ， 老年人服务中必则为老人

提供综合服务 ， 这些养老机构都设有文化娱乐 、 康复训练 、 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

设施 。

２

本文 中提到的养老机构 ， 其概念较为广义 ， 是指能那些能够为老人提供养老

服务 ， 这些养老服务主要包括生活上正常的起居照顾 、

…

定的医疗看照和护理 、

精神支持与沟通等多方面服务的老年机构 。 养老机构面向公众开放 ， 入住老人既

包含
＂

五保
＂

老人 、 低收入老人或其它困难老人 ， 也包含社会上的老人 ， 对于其

服务对象不设限制 ， 服务 内 容也没有限制 。 对于兴办主体既可 Ｗ是政府主办的公

办养老机构也可 Ｗ是为营利而建立的 民办养老机构 ， 同时也包括新型模式的养老

机构 ， 如公建民营 、 公办 民营 、 民办公助等 。

２ ． １ ．２ 机构养老

当前对机构养老的定义的各不相 同 ， 主要是 由于不 同学者对养老方式划分的

标准不
一

样而造成没有形成统
一

的概念 。 依照谁来承担养老责任即养老主体来进

＇

蒋 韦韦 ．老龄少子化背景下 的城市 养老机构管理模式初探 ［化青年与社 会下 ，
２０ １ ５

（
１
）

．

２

单莉 ．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老年人支持体系研巧 ［
Ｄ

］
．长春 ： 吉 体大学

，

２ ０ １ ２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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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区分 ， 可Ｗ把养老方式分为兰种方式 ， 机构养老方式就是其中之
一

， 它是指
一

些专口养老机构如敬老院 、 福利院 、 养老院等为老人提供居住场所 ， 提供照看和

居住服务的
一

种养老方式 。 机构养老作为社会养老的方式之
一

， Ｗ各种类型的养

老机构为载体 ， 依靠国家的资金补助 、 亲属的帮助或老人 自 己支付的方式在养老

机构安度晚年 ， 支付
一

定入住费用之后养老机构才会提供相关服务的养老方式
１

。

还有学者是依据谁来照顾老人生活即服务方式对养老方式进行区分 ， 迭种 区分下

的机构养老的意识就是 ， 既不是 由老人的亲属提供养老服务 ， 也不是由其他人员

提供 ， 而是老人居住在养老机构 ， 由养老机构提供相关养老服务的方式 。 本文中

所指的机构养老方式即是指养老机构提供 良好的环境和设施供老人入住 ， 通过集

中居住的方式供给养老服务 ， 养老机构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同的老人提供照料服

务 、 护理服务等 ， 满足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保障老人的生活质量 。

２ ． １ ．３ 养老模式

有关养老模式的概念虽然没有统
一

的界定 ， 相关争议也主要是围绕
＂

模式
＂

二字的解读 ， 有人把养老模式认为是养老方式 ， 有人认为养老模式是养老形式 ，

讲法不同 ， 但普遍认为养老模式并不是对某
一

种养老方法的总结 ， 而应该是
一

种

稳定形成的方式才可称为
＂

模式
＂

， 养老模式应该是随着养老服务业的不断发展

和拓展 ， 逐渐形成 了较系统的供解决养老 问题 ， 缓解养老压力的方法 ， 并且这种

方法己经形成
一

定的模式 ， 较为稳定 ， 不会随意改动 ， 能够普遍使用和解决养老

问题
２

。 依据这种对养老模式的定义 ， 可 ！＾把当前养老模式可分成家庭养老模式 、

机构养老模式 、 社区养老模式等Ｈ种主要的养老模式 ， 并且 Ｗ家庭养老为基拙 ，

社区养老作为依托 ， 机构养老发挥支撑作用 ， 还有个人养老模式 、 集中养老模式 、

分散养老方式等 。 虽然具体的养老方式依照不 同的角度有不同 的分类 ， 但基本上

包括家庭养老 、 社会养老 、 居家养老 、 自 我养老 、 机构养老 、 设施养老 、 集中养

老 、 分散养老等方式 。

２ ． １ ． ４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公建民营是养老机构的
一

种新型运营模式 ， 对于公建 民营的概念 尚未有统
一

＇

陈欢
，
刘卓平 ，

祁书艳 ．依沁化区服《资源
’

胁
—

居家养老 社会 公益互邮二合
一

的养老体系构建研究
［化青

年与社会 中 ，
２ ０ １ ４

（
１
）

．

２

刘金华 ． 中 国养老模式选择研充－基于老年生活质量视角 ［
Ｍ

］
．成都 ： 西南财经大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１ ８
－

２０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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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界定 ， 但是依照 国家政策中对公建民营这
一

性质 的养老机构的界定认为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就是在传统的机构养老模式的基础上 ， 综合了公办养老机

构与 民办养老机构各 自 的优势发展机构养老模式的
一

种 ， 主要是为了实现和解决

大部分老人的养老难题 ， 满足
一

般老人的养老需求 。 但是对公办养老机构的改革 ，

改变 了过去政府不仅负责养老机构管理还要负责养老机构运营的局面 ， 把养老机

构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 ， 不改变公有性质 ， 只是交 由社会专业养老机构运营 ，

从而缓解政府的压力 ， 减轻政府重担 。 并且送种机构运营的模式是在保障
＂

五保
＂

老人 ， 伤残老人及其他困难老人的基础上 ， 利用 闲置资源面向社会开放 ， 不改变

其福利性质 ， 从而实现公建民营的 目 的 ， 推动养老服务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 同时 ，

政府通过签巧合作协议的方式建立起与社会组织的总作关系 ， 发挥政府监督作

用 ， 并且政府提供
一

定的资金补贴 Ｗ鼓励和推动这种模式的发展 。 在试点运行中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还根据与政府合作方式的不同 ， 可 Ｗ分为五种形式 ， 包括

承包式 、 租赁式 、 委托经营式 、 合营式和股份式等
１

。

本文所使用 的
＂

公建 民营
＂

是广义上概念 ， 即养老机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

政府不再直接提供服务 ， 交由社会组织或个人进行机构运营和服务提供的工作 ，

其 目 的是为 了缓解当前养老压力 ， 满足更多老人的机构养老服务需求 ， 同时能够

整合社会养老资源 ， 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 促进养老机构提升服务

质量水平 ， 推动养老服务也健康持续的发展 。

２ ．２ 理论概述

２ ． ２ ． １ 福利多元主义

２ ０ 世纪 中期西方 国家在经历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开始陆续进行战后重

建 ， 在这
一

过程 中开始重新设计社会保障计划 ， 完善原有的化会福利制度 ， 发展

全民福利模式 ， 这其中 レッ英国学者贝弗里奇提出 的关于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

告为标志 ， 英国率先在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起 了福利国家模式 。 但随着福利制度

的推行 ， 加重 了政府财政负担 ， 尤其是到 了２ ０ 世纪经济危机的爆发 ， 开始缩减

福利的规模 ， 送种背景下 ，

一

些学者提 出 了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 。 各学者对福利

＇

于新循 ．论我国养老服务业之市场化运行模式及其规范 ［
Ｊ

］
．四 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０
（
１
）

： １ ３
－

２ ０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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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的理解各不相 同 ， 但主要是对
＂

多元
＂

技
一

概念的解释 。 哪些主体可 Ｗ

算做福利多元的主体之
一

， 是各学者争论的焦点 ， 这里 Ｗ罗斯提出 的
＂

福利Ｈ角
＂

理论为代表 ， 他是第
一

个对福利多元主义进行综合归纳的 ， 他认为福利多元的多

元主体是 由Ｈ个部分组成 ， 家庭 、 市场和 国家这Ｈ部分构成 了整个社会福利 。 随

着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 ，

一

些学者在罗斯理论的基础上 ， 对多元进行
一

步的细分

和具体化 ， 约翰逊则提出
＂

福利四边形
＂

的理论 ，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了
＂

志愿部

口
＂

， 并且认为除政府作为主体之外 ， 非正式部口 、 志愿部口 、 商业部 口是另 外

Ｈ个主体 ， 可 Ｗ供给福利
１

１

。 虽然各学者对多元主体的理解并不相 同 ， 但他们都

认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不是某
一

方的责任 ， 需要的是不同主体共同承担 ， 需要多

方共同努力 。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核必就是反对 了福利国家政府完全负责起福利计

划的所有责任 ， 认为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应该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 ， 多种力量

都可 加入进来 ， 肯定 了社会组织 、 家庭 、 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可能性 。 公建民营

机构养老模式就是改变 了政府独 自承担养老责任的情况 ， 让社会力量参与到供给

养老服务中来 ， 符合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要求 ， 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来发展

养老福利事业 。

２ ． ２ ． ２ 公共选＃ｍ论

西方 国家在经历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后 ， Ｗ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盛

斤 ，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 ， 也就是增加政府的开支 ，

加大支出 ， 随着这种经济政策的实施 ， 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 在这种背景下 ，

一

些学者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有效性 ， 并提出 了新的理论主张 ， 公共选择理

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初期是为 了研究如何

使公共福利最大化 ， 公共资源如何进行有效配置 ， 并 Ｗ布坎南理论的提出为标志 。

公共选择理论与 Ｗ往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研究的焦点

放在 了如何进巧有效的资源配置 ， 而这
一

决定主体并不是完全 由政府
一

方决定 ，

公众在这
一

过程中也可进行选择 ， 通过非政府方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 这改变

了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垄断地位 ， 而是把
一

定权利交给了 公众
２

。 公共选

＇

陈静
，
周沛 ．老年社会福利供给中 的市场作用及实现机制研充——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的 ．天津行政学院

学报 ，
２ ０ １ ５

（
２

）
．

２

陈军 ． 公私合作理论基础研巧ｍ迪边大学学报化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９

（
４
）

： ２ ８
－

３ ２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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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理论提出 了 市场在込
一

资源配置过程中 的作用 ， 提 出应该把政府
一

部分事物交

给市场来解决 ， 利用市场力量的调节 ， 让更多社会理论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 ，

从而解决政府
一些效率低下 ， 服务质量不高的 问题 ， 让公众有更多 的选择机会 ，

因此公共选择理论为公共服务进行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 发展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

模式就是改变 了政府 Ｗ往
一

方进行资源配置的情况 ， 让更多为量参与到养老服务

资源供给中来 ， 并把这种模式置于市场环境下 ， 让政府发挥领导和监督的作用 ，

机构养老的发展也应适应市场 ， Ｗ发展健康的养老服务业 。

２ ． ２ ． ３ 政府失灵理论

二十世纪Ｈ十年代 ， 西方国家 出现了 市场失灵的现象 ， 为 了解决市场失灵的

现象
一

些学者提出 了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 ， 政府干预政策实施的初期对于解决市

场失灵有
一

定的作用 ， 但送种模式的发展逐渐造成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 财政赤字

增多 的现象 ， 随即 出现了政府失灵的现象 ， 也就是说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的 问题 ，

对于市场的干预也不是万能的 ， 由于 自身的局限性及多方因素 ， 政府在管理过程

中也会出现失灵现象 。 政府失灵的现象可用来解释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 的情

况 ， 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 ， 政府并不能够承担和解决所有的社会福利 问题 ，

需要与市场合作 ， 不能过度依赖政府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探索 ， 就是为 了

．缓解当前政府解决养老 问题的压力 ， 通过社会为量的加入 ， 共同解决当前的老龄

化 问题 ， 推动养老事业的发展 。

１

２ ．３ 推广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意义

振亚老年公寓作为合肥市首个进行公建民营试点改革的养老机构 ， 其运营发

展暂无经验借鉴 ， 需要 自 身在摸索 中发展 ， 通过对振亚老年公寓的实地调研 ， 总

结 出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意义 。

２ ． ３ ． １ 专业团队管理 ， 能够提供专业化服务

发展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 是 由专业团队进行管理 ， 有利于提供专业化的

养老服务 。 公办养老机构及民办养老机构在发展过程中 ， 由于其各 自 性质 的不同 ，

提供的服务也往往 出现两极现象 。 公办养老机构因 为长期 由政府包办 ， 其运营管

＇

潘宇 ．协 同治理视角 下 公逮民 营养老机构发展研究——ＷＢ 市社会福利 中 屯、为例 ［巧 ．宪湖 ：安徽师范大

学 ，
２０ １ ４ ．

１ ７





合肥市振亚老年公寓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模式探索研巧


理 、 服务供给等各方面都不能满足当前的养老需求 ， 提供的养老服务往往也较为

单
一

， 很少随着市场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 更多的还是提供基本保障服务 。 民办养

老机构因为各 自运营主体不同 ， 各机构实力不均 ， 提供的养老服务差距也较大 ，

不能为养老服务市场提供稳定的养老服务 。 与这两种养老机构相 比 ， 公建民营养

老机构在发展中有
一

定的优势 ， 是 由专业养老团队进行经营管理 ， 确保了管理的

专业性 。 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 ， 顺应市场需求 ， 能够确保提供服务的专业性 。

振亚老年公寓的管理团队有着近十年的养老专业管理经验 ， 养老机构 中还配备医

生和专业护理人员 ， 能够提高专业化服务 。

２ ．３ ．２ 减轻放府负担 ， 缓解机构养老矛盾

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可Ｗ减轻政府养老负担 ， 帮助政府减捏养老压

力 ，

一

定程度上丰富机构养老种类 ， 缓解当前机构养老的矛盾 。 通过 引入社会力

量的参与和市场竞争机制 ， 机构养老服务实行公建民营模式后 ， 实现 了 公办养老

机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 推动 了政府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中 的角色转变 ， 政府

从过去的养老服务的承担者变成 了机构养老服务的宏观调控者 ， 同时通过与社会

力量的合作 ， 政府不用负责养老机构的运营事务 ， 由社会组织 自主运营 ， 不仅减

轻了政府负担 ， 也减轻了政府承担养老服务工作的压力 。 通过老年公寓公建民营

的方式 ，

一

方面可 Ｗ保证国有资产不会流失 ，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保留其公益福利

性质 ， 保障
＂

兰无
＂

、

＂

五保
＂

老人及其他低收入困难老人的养老需求 ； 另
一

方

面利用 闲置床位面向社会公开运营 ， 缓解机构养老的供需矛盾 。

２ ． ３ ． ３ 能够拓展服务项 目 ， 发展医养结合
一体化

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 有利于养老机构创新服务 ， 拓展原有的养老服

务项 目 ， 结合 自 身情况 ， 发展医养结合的服务 。 振亚老年公寓在进行公建 民营试

点时 ， 积极拓展养老服务项 目 ， 率先提供
＂

医养结合
＂

的服务 ， 与合肥市滨湖医

养签订医疗联合体 。 即使没有与滨湖医养合作前 ， 老年公寓 内就设有医疗室 ， 并

配有专业医生和护±２４ 小时值班 Ｗ应对老人突发情况 ， 当智能满足基本医疗需

求 ， 在此基础上振亚老年公寓积极拓展养老服务 。 通过与专业医院的合作来改变

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不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医疗的 问题 ， 让机构入住老人不用担也

医疗 问题 ， 让住院老人不担也养老 问题 ， 共同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 ，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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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服务更加专业化 、 精细化 。 在合作过程中 ， 医院
一

方会为养老机构预留
一

些床

位 ， 如果机构入住老人身体 出现突发病状急需就医治疗 ， 双方会立即开启就医绿

色通道 ， 确保老人能第
一

时间在医院得到有效救治 。 当在医院就医住院的老人身

体好转时 ， 也可 Ｗ优先入住养老机构 ， 借助这种方式
一

方面保证医院床位的周转

率 ，

一

方面缓解养老机构入住老人看病难的 问题 。 而且 ， 医养合作的方式可 让

入住老人能够获得稳定性的医疗照顾 ， 医生及医护人员对于老人的身体情况比较

清楚 ， 能够更好地进行治疗 。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的方式既

能够提高养老院入住又为医院创造 了效益 ， 双方都能获得 良好的发展 。

２ ． ３ ． ４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 提裔机构养老知名度

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 顺应市场发展 ， 有利于激发管理团队的活力 ，

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 ， 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方法 ， 提高机构养老的知名度 ， 让更

多人知道和 了解机构养老模式 。 振亚老年公寓作为公建民营性质 的养老机构 ， 其

发展是为适应市场需求 ， 因此其管理和发展更具有企业活力 。 当前虽然机构的方

式 己经发展 了很多年 ， 但受中 国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影响 ， 依 旧有许多老人认为入

住老年机构是件
＂

丢面子
＂

的事情 ， 机构养老事业的发展还需要进行宣传 、 引 导 ，

才能发挥机构养老的作用 ， 缓解养老压力 。 在这
一

方面振亚老年公寓进巧积极宣

传 ， 把
＂

公建民营
＂

作为宣传点 ， 通过网站平 台 、 户外广告 、 宣传手册等策划达

到 了宣传 目 的 ， 提高 了机构养老知名度 。 许多入住老人表示当初也是看 了广告之

后才选择入住振亚老年公寓的 ， 老年公寓 良好的居住环境 ， 能够让老人有直接印

象 ， 提高 了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 ， 入住之后 良好的服务 ， 提高 了老人的满意

度 ， 随即 向他人宣传 ， 进
一

步达到 了提高机构养老认 同度的作用 。

１ ９





３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实践探索


第３章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实践探索

３ ． １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分析

３ ． １ ． １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产生

现阶段 ， 我国老年人养老方式依 旧 Ｗ传统的居家养老为主 ， 机构养老仅是辅

助方式 ， 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老人比例并不高 ， 但我国养老机构正在迅速发展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民政部通报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十二五
＂

规划落实情况 ， 通报盈

示经过
＂

十二五
＂

规划 的建设 ， 目 前我国所有种类的养老服务床位预计能够达到

每千名老人 ３ ０ ．３ 张 ， 总床位数达到约 ６ ７０ 万张 ， 实现计划 目标
＇

。 但 《中 国养老

机构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 ， 虽然我国 的养老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取得 了
一

定 的成绩 ，

但依 旧存在
一些 问题需要完善 ， 如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体系还不健全 ， 政策各方

面的实施还需要继续监督 ， 公办养老机构与 民办养老的发展还存在
一

些矛盾和难

题 ， 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还待提高 ， 养老服务的范围还需扩大 ， 养老机构的发

展还需要社会方面的宣传和支持 ， 机构养老服务需求还没有全面满足 ， 养老机构

的建设还处于两极化的发展 ， 适合大部分普通老人居住的养老机构还待发展等问

题
２

。 虽然我国 己经建立起 自 己的养老服务体系 ， 但各方面还不完善 ， 与西方国

家的养老服务体系相 比还存在
一

定差距 ， 需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因此越来

越多 的学者提 出对机构养老模式进行创新 ， 发展多种形式的机构养老模式 レ义满足

和适应养老事业发展 。 早在 ２ ００６ 年 ， 国务院就下发了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 的

文件 ， 首次提 出要
＂

大为支持公建民营 、 民办公助 、 政府补贴 、 购买服务等多

种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
＂

， 公建民营的方式 己经被提及 。 ２０ １ ３ 年 民政部正式下

发关于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 提 出鼓励推行公办养老机构公建

民营 ， 通过运营补贴 、 购买服务等方式 ， 支持公建民营机构发展 。

３

在这种背景

＇

网 ｌｉ 新闻 ． 民巧部通化
？

ｈ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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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建民营的模式开始逐渐在各省市被推广 。

３ ． １ ．２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持点

公建民营是政府服务进行外包时的
一

种选择方式 ， 它主要是为 了让政府改变

过去对养老服务大包大揽 ， 在建立新的养老机构时 ， 政府出资对外招标 ， 寻找专

业化的养老管理团 队或组织对养老机构进行管理 ， 政府不再像Ｗ往管理公办养老

机构
一

样使用官僚化管理方式运营养老机构 ， 而且是 由社会组织来负责养老机构

的运作 ， 政商提供己建好的养老场地 、 硬件设施等 ， 双方签订相应协议 ， 把公办

养老机构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社会组织 ， 秉承着合法经营 、 自 负盈亏 、 自我发展

的原则进行公建民营的机构运营模式 ， 政府在这
一

过程 中 只 负责监督管理
１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有 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 第
一

， 公私合作 ， 多

元主体 。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参与主体中至少有两个 ， 公共部 口必然是其中
一

个

主体 。 政府担任的角色主要从 レッ前提供公共服务 、 管理公共事业 、 维护公共设施

等工作 中转换成为与其它参与主体共同协作的合作者和参与者 ， 不再是传统的垄

断者 ， 成为
一

个宏观管理监督者 。 其他主体则扮演起公共事业的参与和实施者 ，

共同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 第二 ， 合作协议 ， 明确职责 。 公建民营的模式下 ， 双方

必须通过签订协议来保障各方利益主体 ， 协议可 Ｗ参与主体明确各 自职能和工

作 ， 政府在这
一

模式下进行监督管理工作 ， 实现公建民营的 目 的 ， 减轻政府负担 。

另
一

方面 ， 在签订协议的情况下能够保证合作双方的利益 ， 也能确保参与主体在

契约 的约束下能认真提供养老服务 ， 发展养老产业 ， 按时完成合同要求和 目 标 ，

加强 自 身管理 。 同时当 出现 问题和风险时 ， 政府和参与主体能够共同承担 ， 互相

分担 ， 实现发展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 目 的 ， 推动养老事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２

。

第Ｈ ， 长远考虑 ， 持久发展 。 养老产业本身就是
一

个投入成本大但投入收益率非

常低的行业 ， 发展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亦然 。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属于福利性机构 ，

在优先保障
＂

五保
＂

老人和其他持殊人群的入住需求后才能面向社会开放 ， 因此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特点是
一

方面要顺应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发展潮流 ， 进

行市场化运作 ，

一

方面又要制定养老机构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战略 ， 从长远考虑 ，

而不能图眼前利益 ， 盲 目 追求利润 ， 只有持久发展才能实现提高利润获得盈利推

＇

全 国老齡办 ．全 国养老服务基本情况汇编 ［
Ｍ

］
．北京 ： 中 国社会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 ．

２

田 明 ．我 国养老服务 办 民营
＂

模式研究－－Ｗ北京汇晨老年公寓为例阿 ．北京 ：华北 电力大学 ，
２ ０ １ ３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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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企业更好的发展 ， 也能让机构更好地够调节经营管理的各环节 ， 推动公建 民营

养老机构的发展 。 第四 ， 专业服务 ， 满足需求 。 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

一

方面采纳公办养老机构优势发展的经验 ， 另
一

方面吸取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空

间狭窄 的原因 ， 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 ， 去其糟硝 ， 建立和发展新型机构养老模式 ，

Ｗ满足当代老人的养老需求和养老服务的更高要求 。 因此在公建民营机构养老发

展过程中 ，

一

般都是为了满足多方面 、 多层次的服务需求 ， 这就需要合作主体提

高服务意识与质量 ， 建设专业护工团队 ， 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

＇

３ ．２ 振亚老年公寓产生背景和概况

３ ． ２ ． １老年公寓产生背景

２０ １ ４ 年安徽省 出 台 了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 》 ， 提出结合本省实际 ， 在加强社会福利院 、 农村敬老院 、 光荣院等托底保障

性养老机构建设的 同时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管理 、 运营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 ， 改革公办养老机构管理和运营体制 ， 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 ，

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 ， 发展混合所有制养老机构 。 作为安徽省唯
一

的
＂

国

家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试点单位
＂

合肥市包河区在养老服务建设工作中
一

直

领先全省 ，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率先进行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试点工作 ， 包河区包河

花园养老服务中 屯、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把运营主体外包 ， 探索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

式 。 ２ ００ ７ 年合肥市推行
＂

５ １ ５ 敬老工程
＂

， 也就是计划用 日 年的时间 ， 力争筹资

１ 亿元左右 ， 实现合肥市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和集中居住率达到 ５ ０％Ｗ上的 目

标 ， 包河花园养老服务中也则是
＂

５巧 敬老工程
＂

建设Ｈ个改扩建项 目 中首个投

入使用 的养老服务中 屯、

。 ２ ０ １ ３ 年包河区骆 岗街道就投资 １ ２ ００ 多万建成包河花园

养老服务中 屯、

， 并向社会公开招标 ， 寻找专业养老机构管理运营 ， 最后 由合肥振

亚养老机构 中标 ， 承租期千年 ， 在优先保障
＂

五保
＂

老人和其他特殊人群养老服

务的基础上再面向社会运营 。 为扶持其发展 ， 运营初始省市区
一

次性补助床位资

金
一

百多万 ， 民政局划拨社会化运营 引 导资金四十刀 。

振亚老年公寓位于合肥市包河区骆 岗街道包河花园 Ａ 区 ， 其前身是包河花园

＇

吴宏洛 ， 探索 发展机构养老模式 ［
Ｎ

］
．福建 日 报 ，

２ ０ １ １
（
１ ４

）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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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中 屯、骆岗敬老院 ， 在对敬老院进行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后 ， 通过对外招标

中标么后才更名成
＂

振亚老年公寓
＂

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 此房屋产权属于包河

经开区骆 岗街道 ， 项 目 总投资共计 １ ８ ００ 万元 ， 其中骆岗街道承担工程建设 １ ２ ００

万元 ， 合肥振亚养老负责装修 、 运营 ， 承租期 １ ０ 年 。

３ ．２ ．２ 振亚老年公窝基本概况

振亚老年公寓是
一

栋六层
＂

Ｌ
＂

型框架结构 的大楼 ， 总建筑面积约 １Ｗ００ 平

方米 ， 分为主楼和副楼 ， 有两部电梯供老人上下 ， 老人居住间共有 １ ２ ０ 套 ， 根据

居住人数分为精品单人间 、 双人间 、 两室
一

厅的套间和贵宾房 。 其中双人间 ５ ０

套 ， 套间 １ ６ 套 ， 单人间 ６ 套 ， 贵宾房 ３ 套 ， 多人间 ４ ５ 套 ， 共设置床位 ４２ ０ 张 。

公寓实行功能分区管理 ， 针对入住老人健康情况和 自理能力的不同设有 自理区 、

半 自 理区 、 失能区 。 依照养老机构建筑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 ， 实行人性化设

计 ， 公寓采用
＂

宾馆式
＂

建设标准 ， 老人可 Ｗ铃包入住 。 装修风格 Ｗ黄色暖色调

为主 ， 室 内空间合理布局 ， 各房间均设有独立阳 台 ， 不 出 公寓老人就可 在楼 内

晒太阳 、 散步 。 室 内物品配备也根据老年人生活的特殊性 ， 均安装了晒衣架 、 扶

手 、 电话 、 呼叫铃等 ， 并配有空调 、 电视等满足老人基本生活需求 。 服务功能完

善 ， 服务设施齐全 ， 在公共不同 区域 内设有休闲卡座 、 画苑 、 读书阅览室 、 会议

室 、 佛堂 、 棋牌室 、 兵兵球室 、 健身设施 、 空 中花园等 Ｗ满足老人的不同娱乐需

求 。 同时该老年公寓楼 内还设有医护站 、 健康理疗室 、 保健部 ， 并为入住老人提

供健康档案管理 、 日 常血压测量 、 ２４ 小时值班服务 ，

一

旦老人有意外情况发生 ，

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并协助解决 。 同时 ， 该公寓 己与合肥市滨湖医院签约医疗联合

体 ， 试水
＂

医养结合
＂

， 双方正式合作运行之后 ， 医院将会每周为入住老年公寓

的老人提供
一

次专业医生的巡房检畜身体的机会 ， 还可 Ｗ为老年公寓 的护理人员

和服务人员提供专业护理培训 ， 提高公寓看护能力 。 同时 ， 如果发现老人生病 ，

急需入院治疗 ， 双方就会开通绿色渠道 便老人能够在第
一

时间接受医院诊断和

治疗 ， 满足老人的就医需求
１

， 让振亚老年公寓真正实现医疗 、 护理养老 、 市场

化经营等
一

体为更多老年人提供服务 。

１

万家热线 ．合肥滨湖 医院巧与包河 区振亚养老 公 寓签约
？ ？

医养结

合
＂

［
ＥＢ／ＯＬ

］
＇ ｈ ｔｔｐ ： ／／ｎｅｗｓ ＇ ｈｆ＇ ｈｏｕ ｓｅ ３ ６ ５ ＇ ｃｏｍ／ｚｘ／２０ １ ５ １ ０巧 ／０２ ５ ７４４６ ６３ ＇ ｈｔｍ ｌ ＇ ２ ０ １ ５

－

１ ０
－

２Ｕ ０ １ ６
－

０ １
－

０５ ／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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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亚老年公寓 自 ２０ １ ４ 年完全正式投入使用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 ， 作为包河

区首家进行公建民营试点的养老机构 ， 在优先保障
＂

五保
＂

老人和其他老人的基

础上 ， 当前该公寓入住率超过 ７ ０％ ， 有些护理床位还需要排队等位 ， 在院
＂

五保
＂

老人 ４ ５ 位 ， 其余则面向社会开放 ， 入住老人依据需要护理的等级划分 ， 半 自理

老人和不能 自 理老人的数量要高于 自理老人 。 在本次调查中 ， 由于老年公寓居住

的老人偏高齡老人 ， 许多老人 由于身体原因及其它客观因素不能填写调查 问卷 ，

因此发放调查 问卷时主要针对 ６０ 岁 ７ ５ 岁 ＾下老年人 ， 对于不能填写 问卷的

采用访谈的形式 ， 共发放 １ ２０ 份调查 问卷 ， 其中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０９ 份 ， 无效 问卷

１ １ 份 ， 有效 回收率 ９０ ．８％ 。

３ ．２ ．３ 振亚老年公寓入住老人情况

３ ．２ ．３ ．１ 入住老人年龄结构

由于
一

定客观原因 ， 本次调查中不能对全部入院老人的年齡情况进行 了解 ，

所 Ｗ根据 回收的 １ ０９ 份调查 问卷 ， 如表 ３ １ 所示入住老年公寓选择机构养老方式

的老人 ７０ 岁上老人为主 ， ７ １
－

８ ０ 岁 的老人 占总数的 ５４ ．１ ％ ， 超过
一

半的老人属

于中龄老人 ， 而 ８ ０ 岁 Ｗ上的高龄老人有 １ ７ 人 ， 占总数的 １ ５ ．６％ ， 这也基本符合

老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 目 的 ， 能够为高龄老人提供更多 的服务 ， 帮助更多 需要

护理和看护的 中高龄老人 。

表 ３ １ 入住老人年龄分布

年龄抓 岁 Ｗ下６０ ７ ０ 岁７ １

－

８ ０ 岁 ８ ０ 卵 岁９ ０ 岁 Ｗ上总计
’

人数 ３ ３０ ５ ９ １ １ ６ １ ０ ９

比例 ２ ． ８％ ２ ７ ． ５％５４ ．１％ １ ０ ．１ ％ ５ ． ５％ １ ００％

３ ．２ ．３ ．２ 入住老人性别分布

参与 问卷调查的入住老人总计 １ ０９ 人 ， 其中 男性 ６ １ 人 ， 女性 ４８ 人 ， 如图

３ １ 所示 ， 男性所 占 比重为 ５ ６％ ， 入住的男性老人要比女性老人多 ， 与我 围老龄

人 日 女性化的特征 ， 老年人总体上女性多于男性数量的性别分布结构不太相同 。

但公建民营式的养老机构是面 向社会市场化运作的养老机构 ， 需要老人 自 费进入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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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公寓 ， 而当前我国女性老人的 自我养老能为普遍偏弱 ， 无论是城市女性老人

还是生活在农村的女性老人 ， 与男性老人相 比 ， 她们的经济收入和消 费能力普遍

较低 ， 而且所拥有的资产也 比男性老人要少 ， 同时许多女性老人因情感需要较依

赖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１

， 在与入住老人进行访谈时 ， 有些女性老人则表示 自 己
一

直对于机构养老有排斥屯、理 ， 但迫于无奈子女实在无法照顾 自 己 ， 才只好进入老

年公寓居住 ， 这也是男性老人比女性老人多 的原因之
一

。

修 男 ■ 女
＇

气
一

图 ３ １ 入住老人性别

３ ．２ ．３ ．３ 入住老人学历分布

如表 ３
－

２ 所示 ， 入住老年公寓的老人普遍受过基础教育 ， 受过高中 Ｗ上教育

老人的比例可高达 ８４ ．４％ ， 在与老人进行访谈时 ， 还有几位老人退休前是大学教

授 ， 有硕±＾上的学历 ， 说明入住该公寓的老人是受过教育 ， 有知识有文化 ， 素

质较高的老人 ， 他们能够更容易接受机构养老模式 ， 选择服务设施都较好的老年

公寓 ， 享受老年服务 ， 安度晚年 。

表 ３ ２ 入住老人学历分布

Ｉ

大专及Ｗ
学历 小学及 Ｗ下 初中高中中专总计

上

人数 １ １ ６４７４４ １ １ ０９

比例０ ． ９％ １ ４ ． ７％４ ３ ．１ ％３ ． ７％３ ７ ． ６％ １ ００％

１

秦巧红王苗化
“

白发浪潮
＂

下老年女性养老 问题探充性别差异视角 的制度思考 ［
Ｊ
］

．思想战

线 ，
２ ０ １ ２

（
３

）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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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４ 入住老人收入分布

如 图 ３
－

２ 所示入住老人的每月 收入情况分布 ， 其中 月 收入达到 ２００ １ 元至

３０００ 元的这
一

组人数最多 ， 达到 ６ ３ 位 ， 占磁人数的 ５ ７ ． ８％ 。 Ｗ２０巧 年安徽省制

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参考 ， 目 前合肥市每月 最低工资标准为 １ ５ ２ ０ 元 ， 可Ｗ看出

入住该老年公寓的老人收入基本都高出 了最低工资标准 。 如表格 ３
－

３ 为该老年公

寓的标准收费 ， 若入住收费最低的普通标准间 ， 则大部分老人都能依靠 自 己的收

入负担起入住费用 ， 入住该公寓的老人 自我养老能力水平较高 ， 能够通过 自 身能

为享受到机构养老服务 。

７０


６３


一

ｅｏ
疆 人

５０


 ｊｊｊｊｊ

Ｈ
＂ ■ － － … － － … － － － －

４。

 ２８ｍ＂


ｆ
…

圓


１０ ３欄 ．■ ８ ７ —

０
．ｍｍｍ ＪＢＢ 

１＾１ＨＨＨＢＩ

１０００元 Ｗ下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元２孤 １
－

３０妨竟３孤 １
￣

４０００元４朋 １元及 封上

Ｌ

图 ３ ２ 入住老人每月 收入分布

表格 ３
－

３ 老年公 寓标准收费
一

览表 （ 月 收费 ）

房间类型价格

精品单人间 ３ ６８０ 兀

双人间普通标准间 （ ／人 ） １ ９９０ 元

精品标准间 （ ／人 ）２ ０９ ０ 元

套间 （两室
一

厅 ）普通合住型 （ ／套 ）５９８０ 元

普通合居型 （ ／位 ） ２９８０ 元

精品合住型 （ ／套 ）６ １ ８０ 元

精品合居型 （ ／位 ） ３０８０ 元

贵宾室 （ Ｖ Ｉ Ｐ ） 房 ４ １ ８ 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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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５ 入住老人 自理情况

如图 ３
－

３ 所示入住该公寓老人的 自理情况 ， 可Ｗ看出入住老人中半 自理老人

所 占 比重最大 ， 达到 ５ ６％ ， 完全不能 自 理老人 占到 １ ７ ．４％的比例 ， 有 ２６ ．６％的老

人能够完全 自 理 。 供给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 提供专业的看护和护理服务是吸 引 老

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重要因素之
一

， 这种情况也符合许多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 目

的 ， 在对入住老人进巧访谈时 ， 谈及选择和愿意入住该公寓的原因 ， 许多老人表

示是因为 自 己生病之后 ， 住在家里没人看护或照料 ， 看中养老机构有人能够护理

和照顾 ， 所 Ｗ才愿意入住老年公寓 。 有些半 自 理老人则表明 自 己在这里既能感受

到公寓提供的服务 ， 能够有人看护 ， 有事还可Ｗ喊护工 ， 也能走动锻炼
一

下 ， 不－

用做家务 ， 有护工为他们服务 ， 与其说是在这里养老 ， 不如说是在这里疗养 。

ｉＩ
－ ｙ Ｉ

ａ 化企 ｉ ａ 曲 申 ＆ 趙 汲 楚全不乾 ａ ｓｓ

图 ３
－

３ 入住老人 自 理情况

３ ．２ ．３ ．６ 振亚老年公寓服务人员结构

依据振亚老年公寓工作人员 的介绍 ， 当前老年公寓拥有六位专业管理人员 ，

他们都有过丰富 的养老机构从业经验和管理经验 ，

一

半的管理人员拥有本科学

历 。 老年公寓还配有毛名专业技人员 ， 其 中助理社会工作师 ３ 人 、 医师 １ 人 、 营

养师 １ 人 、 屯、理咨询师 １ 人 、 安全管理员 １ 人 ， 所有服务人员共计 ４ ７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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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振亚老年公寓提供服务情况

振亚养老有着近十年的养老经验 ， 因此进行公建民营模式试点时 ， 振亚老年

公寓对养老服务中 屯、的运营管理采用专业化管理方式 ， 依照
＂

６＋ １

＂

模式即生活

秘书＋医学健康顾问 ＋药膳调理＋养生保健＋护理员介助 ＋卫生保洁＋社工管理运营

的模式提供养老服务 ， 同时根据
＂

１ ＋Ｘ
＂

的标准完善服务 ，

＂

１

＂

是指对有需求的

老人提供基础服务 ，

＂

Ｘ
＂

是指针对老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康复 、 文娱等多种类型

的服务 。

当前老年公寓提供的收费养老服务主要是针对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人和

生活半 自 理的老人 。 其中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人在原有房费的基础上每天加收护理

费 ３０ 元 ， 半 自 理老人每天加收护理费 ２０ 元 ， 享有
一

对
一

护理服务的老人每天加

收护理费 １ ００ 元 。 生活完全能够 自 理的老人入住该公寓能免费享受公寓提供基本

生活服务 ， 主要包括护工每天
一

次的房间整理清洁 ， 每天两次开水供应 ， 公寓

２４ 小时值班安全保证 ， 垃圾收集和清理 ， 应急的呼叫铃 ， 老人点餐服务 ， 平 日

血压测量服务等 ， 这些基本生活服务包含在入住房费之 内 ， 不再对其另外加收 。

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考人享有全面的护理服务 ， 基本涵盖老人 日 常需要的所有服

务 ， 从晨间护理开始老人就享有起床 、 穿衣 ， 送洗衣物及尿布的帮助服务 ， 还有

送餐 、 喂食 、 喂药服务及床铺获得清洁整理 、 大小便协助 、 血压测量 、 身体检查

等专项服务
一

直到晚上老人就寝 。 自 己生活能够半 自 理的老人所享受的服务则介

于完全 自理和完全不能 自理老人之间 ， 在提供基础服务上 ， 提供送餐 、 身体照料 、

协助老人洗澡更衣等个别服务 。

公寓在提供能够满足老人基本生活需要服务的基础上 ， 通过在公寓 内建设画

室 、 佛堂 、 兵巧球室等满足老人不同层次的文娱需求 ， 为老人提供精神服务 。 在

调研中 ， 走在每
一

层楼都有老人在活动室或是打麻将娱乐 ， 或是画画 、 练书法 ，

或是在兵巧球室打兵巧球强身健体 。 为 了 向入住老人提供文娱服务 ， 工作人员介

绍说每年公寓都会开展不同形式的娱乐活动 ， 如象棋 、 书画 、 兵巧球 、 手工艺等

比赛 ， 最 多
一

次有两百多位入住老人报名参赛 。 在调研中有的老人说 ，

＂

公寓每

年 ５ 月份都会举行兵巧球大赛 ， 入住的老人都会积极参加 ， 比赛给 了老人们
一

个

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愉悦身屯、的机会 。

＂

其 中
一

位老人说 ，

＂

他 己经入住老年公寓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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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年 了 ， 每年都会参加兵巧球 比赛 ， 获得 了第
一

名还有 ２ ０ ０ 块钱的奖励 ， 自 己真

的很开也 。

＂

还有老人表示每到重阳节 、 春节
一些传统节 日 ， 公寓都会举办不同

类型的节 日 活动 ， 有时候是 自 导 自演的晚会 ， 有时候是公寓从外面请的歌舞剧 团

来表演节 目 。 通过这些服务丰富 了老人在公寓的文化生活 ， 促进 了老人生活的动

为 ， 提升 了老人的生活品质 。

３ ．４ 振亚老年公寓入住老人满意度调査

３ ． ４ ． １ 人住老人居住条件的满意度

许多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的
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养老机构能够提供 良好

的居住环境 ， 入住房屋及生活设施更适宜老人居住 ， 养老机构作为老人安享晚年

所居住的地方 ， 因此入住老人也就更加在意机构各方面设施情况 ， 是否能够为他

们提供舒适的入住环境 。 有研巧表明养老机构设施的完善程度越高 ， 高龄老人入

住老年机构的意愿就更强烈 ， 反之 ， 养老机构设施条件不好 ， 入住养老机构的意

愿就越小
＇

。 因此老年公寓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 房间环境和布局是否合理 ， 居

住是否方便等是影响老人对公寓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

基本房间住宿条件和环境直接影响着老人在公寓 内 的居住质量和也情 。 有学

者研究表明老年人在描述对养老机构的期望时 ， 表示希望在入住养老机构时也能

够拥有 自 己的空间 ， 这就耍求养老机构能够提供较为宽敞的入住环境
２

。 而当前

振亚老年公寓的每种房型都设有独立阳 台 、 独立卫生间 ， 同时配有电视机 、 空调

等基础生活电器 ， 房屋也都较宽敞 ， 基本符合老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 。 各种房型

中 Ｗ两人间和Ｈ人间居多 ， 其中入住这两种房型的老人人数也是最多 。 在 １ ０９

份有效调查 问卷中 ， 有关于老人对于房间和设施满意度的调查 ， 有 ３ ０ 人表示非

常满意 ， ５ ７ 人表示满意 ， 约 占总人数的 ８ ０％ ， 不太满意的只有 ４ 个人 ， 约 占总人

数的 ３ ．７％ ， 其中对居住条件非常不满意的人为 ０ 个 ， 如 图 ３ ４ 所示 ， 送说明大

部分入住老人对公寓的基本居住环境还是较满意的 ， 养老机构的房间和环境建设

能够满足老人对居住条件的需求 。 在访谈中 ， 有的老人说 ：

＂

这里的环境确实挺

好的 ， 我带你看看 ， 我住的是两人间 ， 我送屋里啥都有 ， 平时还能晒晒太阳 ， 有

＇

唐認芳
，杨洪华 ，

王秀华
，
师亚 ．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入住意愿及其影响困素的研巧进展 ［化解放军护理杂

志 ， ２ ０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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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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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客厅 ， 平时小孩来看我都有地方坐 ， 在这上厕所 、 洗澡什么都方便 ， 最关键

是特别干净 。

＂

也有老人表示 ，

＂

现在生活条件都提高了 ， 它 （ 公寓 ） 再弄得脏

兮兮的谁来住啊 ， 这环境也就还好吧 。

＂
一

些失能老人则对于居住环境和条件并

不敏感 ， 有些老人就表明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躺在床上 ，

＂

在家也是躺着 ， 到

了这里也是躺着 ， 不过是换了
一

个地方躺着 ， 好不好跟我也没啥关系 。

＂

６０ 函 人数

５０
■

．

．

． ３ ０■
３。圍■ １８—

非常满意满意
一

般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图 ３
－

４ 入住老人居住房 间和环境满意度

３ ． ４ ． ２ 入住老人居住方便化的满意度

老年公寓各种设施的建设是否方便老人行动 ， 养老机构是否便于老人生活 ，

足不出户就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 方便化程度是影响老人在养老机构生活质量的

因素之
一

， 尤其是对于那些半 自理老人 、 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来说 ， 机构 内部的

人性化设施尤为重要 。

在振亚老年公寓实地调查中可 Ｗ看到每
一

楼层的走道 、 楼梯旁都设有扶手便

于老人活动和行走 ， 公寓 内 设有两部 电梯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 ， 每个房间 内也都

设有扶手 、 呼叫铃等 ， 无障碍设施建设比较完善 。 １ ０９ 份入住老人的调查 问卷中 ，

如 固 ３
－

５ 显示 ， ４２ ．２％的老人对于在公寓居住是否方便是肯定和满意的 ， 有 １ １％

的老人非常满意 ， 巧 ． ６％的老人不太满意 ， ２ ．８％的老人非常不满意 。 与老人的沟

通 中 ， 有的表示
＂

比在 自 己家方便多 了 ， 最起码有什么不舒服的 ， 按个铃就行 了 。

＂

有的则说
＂

还是比较满意的 ， 很方便 ， 扶手什么 的都有 ， 平时吃完饭还能 自 己扶

着走走 ， 在家可没那么方便 ， 想 出来走走还要麻烦小孩 。

＂

也有老人表示
＂

这些

设施都太简单了 ， 真正那些住楼上的不能动的也用不了该些 。 洗澡的时候卫生间

的扶手淋着水 ， 我扶着也挺滑的 ， 还是得搬着板凳坐着洗 。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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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老年公寓是否方便不仅包括无障碍设施建设 ， 还包括是否能提供方便化

的软件设施 Ｗ满足老人生活 、 休闲娱乐等需求 。 振亚老年公寓 内设有空中花园 、

棋牌室 、 画苑 、 阅览室 、 佛堂等 ， 每层还设有健身器材供老人锻炼 ， 老人基本不

用走 出公寓就能满足基本休闲娱乐的需求 ， 而县振亚老年公寓位于合肥市包河区

包河花园 Ａ 区 内 ， 是位于居民区 内 ， 周 围商圈 比较成熟 ， 生活比较便利 ， 入住老

人不用走 出 小 区就可 Ｗ购买到生活物品或是散步锻炼 。 调研中就碰到
一

位老人 ，

＂

住在这里真的挺方便的 ， 我是阜阳 的 ， 来送里住 了两年多 ， 我都不想走了 ， 口

口 啥都有 ， 每天下午我都会 出去溜达溜达 ， 挂片我都混熟了 。

＂

当然也有老人表

示
＂

在这住 ， 方不方便看个人吧 ， 总体上还是好的 ， 就是吃饭不方便 。 吃饭的时

候要去餐厅 ， 虽然 （餐厅 ） 也在院子里 ， 但不在这楼里 ， 像我这种腿不好的 ， 平

时
一

到吃饭 ， 我就觉得是受罪 。 点餐让别人送饭的话 ， 那不是又得多花钱嘛 。

＂

＂％ ４

＾
％
？ 人数比例 Ｗ

４０％ ｜

Ｈ

３ ５％
  

３０％圓
巧 ４㈱

巧％ＪＨＶ 曼

２ ０％■■ １５ ． ６Ｑ％

１ ５％
１ １％



１。％Ｈ ｉ圍
？

？＂

自诵
－

ＩＩ； ］２■

非常满意 满憑
一

級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感

图 ３ ５ 入住老人公寓居住方便化满意度

３ ．４ ．３ 入住老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无论是公办养老机构还是民办养老 ， 养老服务供给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老

人是否继续愿意入住 ， 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越高 ， 老人继续入住的意愿也越

商 ， 相反 ， 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越差 ， 老人愿意继续入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１

。 有学者研究表明 ， 认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很好及较好者相对于认为养老机构

１

ＰＫ Ｉ ｒｅｎａ
，
ＣＥ Ｐｈｅ Ｉｐ

ｓ
，
ＴＧ Ｈｅ ｌｅ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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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ＤＳｐｅｃ ｔｏ ｒ

，

Ｖ Ｐｅｔｅｒ ．Ｍ ａｌｄ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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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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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不好的老年人 ， 入住养老机构的概率分别为 １ ．８巧 和 １ ．３ ８ 〇
１

。 逐表明 ，

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大小 ，

这需要养老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内容 。 振亚老年公寓作为公建民营性质 的老年

机构 ， 它的恃色之
一

就是由专业团 队对老年公寓进行管理和运营 ， 提供专业照料

服务 。 在对 １ ０９ 位老人的 问卷调查中 ， 入住老人对公寓提供的服务如对老人基本

生活照料 、 专业护理服务和精神慰藉服务等 ， 老人的满意度如图 ３
－

６ 所示 ， 大部

分的老人对公寓提供的服务还是满意的 ， 超过
一

半的人感觉到满意或者非常满

意 ， 只有 １ １ ．９ ３％的老人感觉到不太满意 ， ７ ．３４％的老人感觉到非常不满意 。

饮食方面 ， 许多老人对老年公寓的饮食都比较满意 ， 他们认为
＂

公寓提供的

饭菜非常干净卫生 ， 比在外面吃着放屯、

， 也 比较清淡 ， 适合我们老年人吃 。 不想

吃食堂大锅饭的时候 ， 就点菜观 ， 价格也还好 。

＂

生活照料方面 ， 有的老人表示
＂

我 自 己能够 自 理 ， 能够 自 己干的就 自 己干 了 ，

也不需要他们 （护工 ） 做什么 ， 平时给我们打打热水 ， 打扫下房间也就够 了 ， 我

们没什么要求 。

＂

而对于有些半 自理和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人就觉得
＂

（护工 ） 他

肯定不能像 自 己小孩那样照顾的那么仔细嘛 ， 但是总体也能接受 。 而且他们 （护

工 ）

一

个人有的照顾好凡个老人 ， 也忙不过来 ， 平时看他们也挺累 的 ， 也能理解 。

＂

医疗看护方面 ， 有的老人认为
＂

有医生肯定 比没医生好 ， 最起码我天天能量

个血压 ， 身体不舒服就能有医生看 ， 也里也踏实点 。

＂

访谈中有部分老人则认为 ，

虽然设有护理站 ， 但真正遇到意外情况 ， 依 旧要送去医院就诊 ， 医生在养老机构

起的作用并不 明显 。

对于养老院提供的精神慰藉服务 ， 许多老人都表示虽然公寓会举办各种活动

丰富老人的晚年生活 ， 工作人员也会与老人聊天 ， 为老人进行也理辅导 ， 但是毕

竟老人多 ， 王作人员少 ， 能够经常顾及到的老人也是少数与工作人员相熟的 ， 精

神支持服务满意度
一

般 。

＇

肖 云 ， 目 倩 ， 漆敏 ． 高齡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意 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化西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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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满窗满蠢
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愈 ；

图 ３
－

６ 入住老人服务满意度

３ ． ４ ．４ 入住老人收费惊准满意度

有学者研究表明经巧因素是影响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首要原因之
一

。 有
一

定

经济实力的老人相对经济条件差的老人可能会更关注 自 己的身体健康和老年生

活质量 ， 他们会因为想要获得更好的老年服务选择入住养老机构 ， 因此对养老机

构的收费标准敏感度不高
１

。 振亚老年公寓是公建民营性质 的养老机构 ， 其优先

保障
＂

五保
＂

老人等低收入老人养老需求 ， 面向社会的收费标准是 由市场形成的 ，

此次调查思示 ， 对于公寓收费标准的满意如 图 ４ ７ 所示有 ５６ ．９％的老人感觉到
一

般 ，
６ ．４％的老人不太满意 ， ５ ．５％的老人非常不满意 。 虽然入住老年公寓的老人普

遍收入能够支付公寓收费 ， 但与老人沟通中 ， 有的老人则表示
＂

电费要我们 自 己

交啊 ， 每个房间他们也免费 （ 公寓 ） 提供给我们 ３０ 度电 ， 但超过的就要我们 自

己掏钱啦 。 我前两个 月 天气冷开空调 ，

一

个月 光电费交了好几百 ， 洗澡的时候开

个浴灯啊 ， 都特别废电 ， 再加上住宿费 ，

一

个月 交了好多钱 。

＂

＇

黄俊辉 ， 李放 ． 生活满意度与养老院需求意愿的影响研究一４Ｅ苏农村老年人的调查 ［
Ｊ
］

．南方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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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存在的 问题


第４章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存在的问题

振亚老年公寓作为合肥市首家进行公办养老院改革 、 公建民营试点的养老机

构 ， 通过公建民营 的方式
一

方面可 Ｗ利用其闲置床位面向社会公开运营 ， 缓解
一

部分养老压力 ， 分担公办养老机构
＂
一

床难求
＂

的负担 ； 另
一

方面在改革之后也

不改变其公益性质 ， 优先保障
＂

五保
＂

老人 、 困难老人等群体 ， 服务社会 。 通过

对振亚老年公寓的实地调研 ， 借助 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的方式与入住老人 、 工作

人员等的沟通可 Ｗ看出 ， 入住老人对于老年公寓提供的养老服务 、 居住硬件设施

和软件环境都是比较满意的 ， 但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公建民营试点初见成效 ， 但其

发展依旧存在
一

些 问题 。

４ ． １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市场定位不合理

根据养老机构的性质不同 ， 当前我国的养老机构可 Ｗ分为Ｈ种类型 ， 分别是

公办养老机构 、 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养老机构和 民办养老机构 。 对于公建民营的养

老机构的性质 ， 目 前学术界还没有统
一

的规定 ， 不同 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 ， 但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特点就是机构的经营权与产权相分离 ， 政

府与社会组织合作 ， 共同发展养老事业 。 依照 民政部下发的对公办养老机构进行

改革试点 的工作通知 ， 可 Ｗ确定公建民营机构养老需要承担社会服务的责任 ， 需

要优先保障部分老人的养老需求 ， 向完全不能 自理老人或高龄普通老人开放 ， 因

此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的性质依 旧是面向低收入老人 ， 发挥保障作用 的养老机构 。

对公办养老机构进行改革 ，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时 ， 只有
＂

民办非企业单位
＂

性质

的养老机构才能运营 确保养老机构的福利性质 。 但
＂

民办非企业单位
＂

送
一

硬

性指栋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养老机构的福利性 ， 有些社会组织会 出于利益的追

求 ， 改变 自 身企业的性质 ， Ｗ获得公办养老机构的经营权 ， 在这种情况下 ，

＂

民

办非企业单位
＂

的约束并没有起到
一

定作用 ， 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也就背离 了福

利性质 。

振亚老年公寓作为公建民营性质 的养老机构 ， 其市场定位是高端养老服务机

构 ， 星级老年公寓 ， 主要瞄准的是合肥市市区老人 ， 主要是面向有稳定收入来源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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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高收入水平的老人 ， 在入院条件中也注明有意愿入住的老人中知识分子 、 离

退休老干部 、 劳动模范与军人优先 。 而安徽静安养亲苑是合肥市
一

家民营养老机

构 ， 其市场定位同样是高端养老机构 ， 如表 ４
－

１ 所示该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 ， 若

入住该养老机构价格最低的房型即多人间每人每月 房费 １ １ ００ 元 ， 如表 ３
－

３ 所示

振亚老年公寓的收费标准 ， 若同样入住振亚老年公寓价格最低的房型即双人间 中

的普通标准间每人每月缴纳 １ ９９０ 元 ， 比民营养老院的静安养亲苑的价格还要高

８ ９０ 元 ， 离出 ８化 ９％ 。 当前合肥市平均基本养老金水平每月 约 化口 元
＇

， 若依照

振亚老年公寓的收费标准
一

位能够完全 自理的老人入住价格最低的标准间 ， 每月

需缴纳房费 １ ９９０ 元 ， 加上每月 伙食费 ４ ００ 元 ， 共计 ２ ３ ９０ 元 ， 养老收入支付住宿

费用之后所剩无凡 ； 若
一

位半 自 理老人入住振亚老年公寓则 需要缴纳房费 １ ９９０

元 ， 加每月 伙食费 ４００ 元 ， 再加上每月 护理费 ６００ 元 ， 共计 ２９９０ 元 ， 基本养老

金根本不足 Ｗ支付入住费用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的福利性质大打折扣 ， 这就造成

那些难 Ｗ进入公办养老机构的社会老人也难Ｗ入住公建民营性质 的养老机构 ， 支

付高昂 的入住费用 ， 享受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服务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 目 的

并没有实现 ， 并且不但没有达到有效缓解养老压力 ， 减轻机构养老矛盾的 目 的 ，

反而使养老服务的发展受到限制 ， 政府对养老机构的投入并没有有效解决当前矛

盾 ， 投入与产 出不成正 比 ， 在这种情况下 ， 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也相应受到限制 ，

既不能享受公建 民营的福利补贴 ， 又得不到相应的发展空间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

定位的不合理使养老机构变成 了为高收入的健康老人提供高档服务的疗养机构 。

■

合肥巧 闻 ． ２ ０ １ ５ 退休工资要大涨 快把这个好政策苦诉父母

巧Ｂ ／ＯＬ
］

＇ ｈｔｔ
ｐ

：化 ｅｗ ｓ ．ｗｅｈｅ亿 ｉ ． ｃｏｍ／巧化ｍ／２０ １ ５ ／０ ３伯 ５ ／０ １ ０ ３６ ５巧 ４础血 １
，
２ ０ １ ５

－

０３
－

０ ５ ／２０ １ ６
－０３

－

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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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安徽静安养亲苑收费标准

房 间类型 房间 房间费 自 半 自理 大部分不 完全不能 特护

情况 用 （元／ 理能 自理自理

人／月 ）

南边标间 合住 １ ７００

包房 ３４０ ０

北边标间 合住 １ ５ ０ ０

包房３ ００ ０６０１ ６９９２ ３ ９９ ３ ３９９根据

观景房 合住 ２００００服务

包房 ４００ ０ 项 目

多人间 １ １ ００

取暖费 、 降温费 ６ 元／人／天 ， 根据养亲苑开放冷 、 暖气时间收取费用

免费项 目 如下 ； １ ． 入住满
一

年享受免费体检
一

次 （物理检查 、 Ｂ 超肝 、 胆 、

膜 、 脾 、 血常规 、 血糖 、 血脂 、 肝肾功能 、 胸透 ， 每年的 ６ 月上旬组织体

检 ） 。 ２ ． 老年大学所有课程免费 。

４ ．２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专业程度不够髙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 高龄老人群体的壮大 ， 许多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方

式 Ｗ获得专业照料 。 老年人 由于其身体和也理的特殊性 ， 需要为其提供的专业的

老年服务 ， 服务人员 需要具备
一

定专业护理知识 ， 最好是 由有着丰富 的养老服务

经验和专业管理理念的专业人员提供 。 为入住老人提供服务时 ， 需要根据老人不

同的身体状况配备相应的护理人员 ， 并提供程度不
一

的护理服务
＇

。 振亚老年公

寓作为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 由专业团 队进行管理Ｗ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 ， 通过对

入住振亚老年公寓老人对公寓提供服务的满意度调宣如图 ３ ６ 盈示 ， 虽然大部分

的老人对公寓提供的服务是满意的 ， 但在实际调研 中发现当前老年公寓受到专业

培 训 ， 拥有专科 Ｗ上学历的专业护理人员 只有两位 ， 而且 由于养老护理工作 比较

辛苦 ， 工资待遇较其他行业也不高 ， 对于护理院校的毕业生缺乏吸 引 力
２

， 因此

１

戴付敏 ．澳大利亚不 同 医疗机构的护理人力资源配置及对应资质
［
Ｊ

］
． ． 中华护理杂志

，

２ ００９
，
４４

（
２

）
： １ ２ ５

－

１％．

２

张善斌 ．养老护理人员
’ ’

招不进 、 留不住
＂

的 原因 与对策
［
Ｊ
］

．中 国 民政 ，
２００９

（
２
）

： ４ ５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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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护工流动率高 ， 绝大多数护工和服务人员 Ｗ 中老年女性为主 ， 年龄在 ５０ 岁

左右 ， 他们大都来 自 农村 ， 总体素质偏低 ， 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 服务专业水平不

高 ， 沟通能力不足易于老人发生矛盾 ， 难Ｗ提供专业养老服务 。

根据老年公寓工作人员介绍 ， 虽然每年政府都会进行免费的护理人员专业技

能培训 ， 但因院 内护工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 学习能力差 ， 难Ｗ接受培训课程 ， 无

法通过考试 ， 大部分护理人员 只 能提供基础的生活护理服务 。 同时 ， 由于护工工

作较辛苦 ， 而且薪资普遍较低 ， 与老人易发生冲突 ， 难 Ｗ 留住护理人员 ， 老年公

寓
一

度 出现
＂

护工慌
＂

的现象 。 当前振亚老年公寓护工人员薪资普遍在两千多元 ，

有的护工人员会选择同时照顾凡位老人 获得更高的报酬 。 有的老人表示
＂

他们

（护工 ） 也 比较辛苦 ， 我们也能理解 ， 他们
一

个人照顾好几位老人 ， 有时候哪能

弄的那么干净 ， 简单搞搞就走 了 。

＂

在技种情况下 ， 护工更难提供高质量的护理

服务 ， 因此即使是交 由专业团队进行营运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依 旧存在养老服务

水平不高 ， 专业化程度欠缺的 问题 ， 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需要进
一

步提升 ， Ｗ顺

应市场发展 ， 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 。

４ ．３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精神服务欠缺

长期 Ｗ来家庭养老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 主要 由子女负担老人养老责

任 ， 家庭养老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 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有人认为如果把父

母送到养老机构是对父母的不孝顺
１

， 同样认 同传统孝顺观念的老年人对养老机

构的入住意愿仅为不认同老年人的
一

半甚至更低
２

， 这说明传统的孝顺观念对于

中 国老年人是否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选择机构养老起到
一

定阻碍作用 。 在对振亚

老年公寓 １ ０９ 份调查 问卷中
＂

入住老年公寓的原因
＂
一

项调查结果如 图 ４ １ 所示 ，

４４％的老人是因为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而选择入住老年公寓 ， ３化 ３％的老人是因为居

住在家 中无人照料才选择机构养老 ， 只有 ５ ．５％的老人是 由于家 中无法提供专业

照料而进入的老年公寓 ， 这说明主动入住老年公寓的老人并不多 ， 有的老人表示

＂

如果不是我家小孩确实不能照顾我 ， 我也不想拖累他 ， 我根本不会来的 。

＂

女口

何对老人进行屯、理疏导 ， 提供精神支持和服务是老年公寓养老服务的重要工作之

＊

ＹＰ Ｃ ｈ ａｎ ｇ ，
ＪＫ Ｓ ｃｈｎｅ ｉ ｄｅ ｒ

’
Ｌ Ｓ ｅ ｓ ｓａｎｎａ －Ｄｅ ｃ ｉ ｓ ｉｏ 打ａ ｌ ｃｏｎ ｆｌ ｉ ｃ ｔ ａｍｏ ｎｇ 

Ｃｈｍ ｅ ｓｅｆａｍ ｉ ｌｙ
ｃａｒｅ

ｇ ｉｖｅ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ｎｇ 
ｎｕｒ ｓ ｉ ｎｇ

ｈ ｏｍｅ
ｐ

ｌ ａｃｅｍｅｎ ｔ ｏ ｆ ｏ ｌ ｄ ｅｒ ａｄ ｕ ｌ ｔｓ ｗ ｉ ｔｈ ｄｅｎｉｅｎ ｔ ｉ ａ
［

７
］

． Ｊｏ ｕｍａ ｌ ｏ ｆＡ呂 ｉｎｇ
Ｓ ｔｕｄ ｉ ｅ ｓ

，
２ ０ １ １

，
２ ５

（
４

）
： ４ ３ ６ ４４ ４ ．

－

左冬梅 ，
準树逆

，宋端 ． 中 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 愿 的影响 因 素研究 ［可人 口学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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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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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许多老人都是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选择机构养老模式 ， 在入住养老机构之前 ，

大部分老人都是居住在 自 己家 中 ， 忽然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家人 ， 放弃原来的家庭

养老模式 ， 重新入住新的环境 ， 这些改变对很多老人老说
一

时难 适应 ， 尤其是

入住养老机构之后 ， 有些老人会产生孤独的感觉 ， 需要养老机构提供精神服务 。

调查显示 ， 多数老人在养老机构 中缺少相应的精神抚慰和支持 ， 有些老人甚至会

出现抑郁的症状 。 养老机构的生活较为单
一

枯燥 ， 老人可能会产生孤独感 ， 虽然

他们在生活上不缺少
一

定的物质要求 ， 但精神服务很需要
１

。 在对老年公寓进行

调研时发现 ， 虽然公寓 内配有各种硬件设施 ， 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 但是 日 常生活

中依 旧 需要老人 自 己进斤娱乐项 目 ， 性格开朗能够 自理的老人喜欢与人沟通 ， 排

忧解闷 ， 互相 串 口 ， 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精彩 。 而对于那些性格较内 向 ， 半 自

理和不能 自理的老人来说 ， 公寓能够提供的也只有基本的生活护理服务 ， 难 提

供全面的精神支持和服务 。 入住的老人 中许多老人选择足不出 口 ， 待在房间 内看

电视或是坐在椅子上无精打采 ， 能够深刻感受到老人的孤独感 。 与老人沟通时 ，

有的老人表示
＂

住在这里
一

定要学会 自 我开导 自 己 ， 自 己给 自 己找乐子 ， 要是 自

己不会排解真的受不 了 的 。 你不主动找别人聊天 ， 谁也不认识你 ， 也不理你啊 。

这些工作人员我也是住久 了才认识的 。

＂

还有老人表示
＂

有好多人来了之后住不

惯 ， 受不 了这种环境 ， 每天都在屋子里坐着 ， 感觉 自 己被子女抛弃 了 ， 有的人还

想过 自 杀 。 后来我们慢慢开导 ， 最后还是受不 了 ， 回家 了 。

＂

而且当前老年公寓

由于老人多 ， 服务人员相对少 ， 许多护理人员 同时照顾几位老人 ， 只是忙着完成

王作而与老人沟通较少 。 另
一

方面 ， 虽然振亚老年公寓经常有些社会组织和大学

生走进敬老院进行探访 ， 但往往时间短 ， 次数不稳定 ， 并不能顾及到所有老人精

神服务欠缺 。

＇

崔建凯 ． 民 间社会化养老机构的 困境及对策研巧 ［
Ｄ

］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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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探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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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入住老年公寓 的原因

４ ． ４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运营资金不足

作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 振亚老年公寓在运营初始虽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 ，

但仍需 自 主经营 ， 自 负盈亏 ， 而且由于与政府合作签巧协议也意味着不能再与其

他组织进行合作 ， 资金来源渠道也相对较单
一

， 社会捐助等收益所 占 比例也会偏

少 ， 其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入住老人缴纳的养老服务费用 。 振亚老年公寓的收费标

准较其它养老机构来说虽然偏高 ， 但在其较高运营成本面前运营压力依旧不小 。

当前振亚老年公寓的运营成本主要集中在房屋租金 、 人员工资 、 伙食成本Ｈ个方

面 。 振亚老年公寓位于包河花园小区 内 ， 所处地段较其它偏远的养老院来说房屋

租金较离 ， 许多老人和家庭也是看中其便利的交通 ， 周 围较偏远地区繁华 。 而人

员工资更是养老机构另
一

项不小的开支 ， 服务人员 多 ， 服务项眉 风险性也偏高 ，

再加上为 了 留住员工 ， 会通过提高员工福利 ， 改善伙食等手段 ， 这也意味着营运

成本的提高 。

根据老年公寓工作人员 的介绍 ， 振亚老年公寓近两年的发展在整个合肥市场

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 整个公寓的入住率也算维持在较高的水准 ， 即使有政府补贴 ，

但实际运行当 中还是会感觉到资金不足的压为 。 首先员工工资平均在每人每月兰

千元左右 ， 但依 旧会有人对工资不够满意 ， 为了 留住服务人员 ， 确保公寓服务的

正常供给 ， 公寓会想知法利用其他方式激励员工 ， 适时增加奖励 。 其次是运营成

本正在逐年提高 ， 伙食成本 、 房租成本等 。 公寓运营下来 ， 所获利酒仅够偿还之

前的银行贷款利息 。 虽然安徽省专口制定 了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 并
４０





４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存在 的 问题


且明确提高 了对各类养老机构的补贴金额 ， 如合肥市对养老机构 己经正常运行
一

年并且拥有兰百张 Ｗ上床位的养老机构
一

次性按照每张床位五千元进行补助 ， 还

提高了对保障
＂

五保
＂

老人养老需求的养老机构的补贴 ， 每人每年约提高 了２ ３ ０

元 ， 但根据安徽省 民政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 ， 尽管己经提高了对五保老人供养

的补助 ， 但在
＂

公建民营
＂

的养老机构里 ， 五保人员 的供养标准 ， 还是比社会老

人低 ， 单靠养老机构 自 身所获利润很难真正实现机构灵活运用 。

４ ．５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监管评估不到位

为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 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养老事业 ， 鼓励试点公

建民营改革就是改变政府对养老机构传统的管理和投入机制 。 改革之后 ， 对于政

府来说 ， 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如何与养老机构合作分工履行职责 ， 如何对公建民

营机构养老模式进巧监督管理很有必要 。 当前为 了推动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的发

展 ， 安徽省制定并 出 台 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办法 ， 办法中提出对符合条

件的社会办养老机构给予各种补贴 、 补助 ， 然而对于养老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尚

不充足 。

一

般情况下 ， 政府对公建民营性质养老机构的监管主要包括对国有固定

资产的监督和对服务评估等相关方面的监督 。 当前对于如何监管国有固定资产 已

形成比较完善成熟的蓝督体剌 ， 而对于服务评估等方面则缺乏评估手段和方法 ，

大部分仍 ｉＵ老人服务满意度调查的方式实现 ， 全面的监督管理政策还未完全出 台

１

。 目 前安徽省 已出 台 的养老机构监管政策只有 《安徽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 、

《安徽省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 及 《关于加强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工作的通知 》 ， 并

没有针对公建民营性质 的养老机构 出 台监督管理政策 ， 只有北京市 出 台 了 《北京

市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 》 ， 从建立原则到监督管理都有明确的要求 。 ２ ０巧

年 ３ 月 振亚老年公寓还因未通过安徽省消防检查列入重大火灾隐患 ， 被挂牌督办

整改 。 因此对试点之后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进行管理监督 目 前还不到位 ， 后续监

管的缺失会造成随着机构的发展 ，

一

些运营主体为 了盈利逐渐改变其发展轨道 ，

提供高 昂服务费用 ， 不能达到保障和依托作用 。

＇

李 云凤 ．公办民营式养老机构运营模式研究一Ｗ北京市 Ｈ 老年公 寓为例
［
Ｄ

］
． 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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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发展对策


第５章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发展

对策

为提高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 更好地促进机构养老的发展 ，

解决其发展存在的 问题 ， 针对振亚老年公寓的实际问题 ， 总结
＂

公建民营
＂

模式

发展经验 ， 为其提供发展建议 ， 期实现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的 目 标 ， 比更多老人

实现
＂

老有所依 、 老有所养
＂

， 缓解我国现阶段的机构养老供求矛盾 。

５ ． １ 明确市场定位 ， 确保养老服务福利性

发展
＂

公建民营
＂

机构养老服务模式在面向市场开放时就应该明确其市场定

位 ， 确保其养老服务的福利性不做改变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是养老产业顺应

市场发展的产物 ， 其 目 标是通过把社会为量加入到养老服务行业 内 ， 丰富养老产

业结构 ， 推动社会化养老发展 ，

一

方面改变公办养老机构存在的运营效率不够高 ，

管理方式落后的 问题 ， 另
一

方面改变民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不均衡 ， 供需矛盾的

问题 ， ＆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 满足更多老人的养老需要 。 在这
一

过程中政府

发挥宏观管理和监督的作用 ， 养老机构 自 主运营 ， 自我管理 ， Ｗ提高养老服务水

平
１

。 但养老服务是
一

种社会福利事业 ， 政府在选择运营机构时必须要考虑到运

营机构的性质 ， 公建民营机构即使进行改革 ， 也依 旧属于 国有资产 ， 也是为了 发

挥保障福利作用 ， 因此必须要确保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狂会福利性质 ， 只有这样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才能帮助政府缓解养老压力 ， 承担
一

部分老人的养老责任 ， 如

无
＂

、

＂

五保
＂

老人及其他困难老人 ， 实现养老机构 的作用 ， 为更多有需要

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

２

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需要解决和满足的是普遍的社会老人尤其是那些半 自

理老人 、 完全不能 自 理老人的专业养老服务需求 ， 同时优先保障
＂

兰无
＂

、 五保 、

军烈属和经济困难的低收入老人的护理服务需求 ， 如果市场定位较高 ， 入住费用

不能被
一

般社会老人所承担 ， 那么公建民营的 目 标则没有达到 。 作为公建民营性

质 的振亚老年公寓 当前市场定位为高端养老院 ， 与本市其它养老机构相 比入住费

Ｉ

杨 月 洁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狂会福利领域中 的 作巧 ［
Ｄ

］
．北京 ： 首都经巧贸 易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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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振亚老年公寓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模式探索研充


用偏高 ， 并不能被
一

般老人所接受和负担 ， 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 离退休老干部等

高收入老人 ， 入住 口槛偏高
１

。 虽然入住老人中大部分都能支付起入住费用 ， 但

仍有许多老人表示价位偏高 ， 而且振亚老年公寓 中入住率最高的房型则是公寓 中

价位最低的双人间 ， 这些房间 的床位往往
＂
一

床难求
＂

， 需要排队等待 ， 与之相

对应的公寓中价格最高的贵宾房则无人入住 ，

一

直处于空房状态 ， 这种情况并没

有真正缓解当前养老矛盾 。 对于送种定位高档的养老机构应该交给市场决定 ， 而

不是 由政府出资建立通过改革的形式变相 由政府承担 ， 政府鼓励吸引狂会为量进

入养老服务领域 ， 是希望通过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 Ｗ减捏政府负担 ， 激发

养老市场活力 。

因此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运行中需要认识到 自 己的福利性

质 ， 合理确定 自 己的市场定位 ， 不能只是单纯追求企业利搁 ， 而忽视了 自 己的改

革 目 标 ， 否则就与政府鼓励实行公建民营模式试点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 在机构

养老发展过程中要始终确保其养老服务的福利性质 ， 确保能够满足更多老人的养

老需要 ， 其价格定位也在大部分老人的可接受范围 ， 真正做到缓解当前的养老压

力 ， 为更多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 发展养老服务业 。

５ ． ２ 加强员工培训 ， 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

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 应该确保入住老人享受到养老服务的专业化 ，

这需要机构在平时加强对工作人员 的业务培训 ， 提高其专业化水平 。 养老机构服

务人员为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是否专业会直接影响老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 ， 也直接体现 了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 。 当前振亚老年公寓虽然是公建民营性质 ，

由专业管理团队进行管理运营 ， 但基层服务人员才是服务老人 ， 与老人直接接触

的人员 ， 这
一

群体 目 前大部分来 自 农村 ， 年龄普遍较大 ， 文化程度和素质都不高 ，

并不能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 ， 因此需要提升员 工的专业素质和专业化服务水平 ，

保证老年公寓 的服务质量 。

首先 ， 加强机构员工的专业护理和康复培训 。 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专业护理和

康复培训的员工 ， 应该加强对其工作技能培训 ， 积极参加 民政部 口举办的培训学

习活动 ， 养老机构 内部也应积极组织学习护理知识活动 ， 并且根据学历程度的高

＇

目青春 ．养老机构胁
’

公办民营
＂

与吃靖民营
＂

町社会福釉２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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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 民 营机构养老发展对策


低 ， 学习 能力 的不同 ， 进行分类培训 ， 便许多来 自 农村 ，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护工更容易接受和学习培训 内容 ， 并及时检验对培训效果 。

其次 ， 应严格确立和执行分级护理制度 。 高龄老人 、 半 自 理老人 、 完全不能

自理老人是养老机构主要服务和护理对象 ， 根据老人身体情况的不 同应该实行分

级护理制度 ， 建立专业化服务人员 队伍 。 分级护理作为护理工作中 的
一

项重要的

管理制度 ， 是确定护理人员和收费的重要依据
＇

。 这就需要
一

方面老年公寓应严

格执行分级护理 ， 为老人提供专业服务 ， 另
一

方面政府需要规范行业老年分级护

理 、 护理质量标准 、 收费标准等促进养老机够专业发展
２

。

最后 ， 规范和加强护理人员薪酬体系建设 ， 建立专业化护理人员来源渠道 。

现阶段由于护理服务工作较辛苦 ， 相应的薪酬不具有吸 引 力 ， 不能够吸引 更多专

业人员加入 ， 可 Ｗ逐步建立养老护理员 的职称评审体系 ， 让专业队伍 自 身能够看

到发展的远景 ， 通过与职业高中 、 护理院校的合作 ， 开展专业养老服务人员培养 ，

加强专业教育 ， 结合分级护理制度 ， 制定薪酬管理体系 ， Ｗ吸引 并稳定专业护理

人才队伍 。

５ ．３ 加强精神支持服务 ， 给予更多人性化关怀

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 ， 养老机构不仅应提供 良好的入住环境 ， 还需要

提供细致的精神支持服务 ， 这就需要养老机构健全精神服务项 目 ， 严格制定项 目

细则 ， 如定期举办文娱活动 ， 则需在入住须知中列 出 定期举办文娱活动的时间 ，

多久举办
一

次 ， 让老人屯、中有数 。 养老机构还应配备专业的屯、理咨询师 ， 并定期

为老人提供沟通服务 ， 但 日 常时间 ， 还是应由服务人员给予更多 的关屯、

。 这需要

养老机构建立起寻访制定 ， 记录每个月 亲属探访老人次数 。 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

大都是半 自理和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人 ， 振亚老年公寓中大部分的老人也是因为子

女无法照顾或者不能照顾等原因而选择入住老年公寓 ， 这些老人往往并不是主动

选择机构养老方式 ， 并不能主动快速适应老年公寓的环境 。 由于老年公寓较封闭

的设计 ， 离巧亲人的老人们必须适应养老机构的集体生活 ， 许多老人往往是待在

自 己的房间 ， 与人沟通和交流较少 ， 若亲人探访次数较少 ， 应时就需要服务人员

＇

化期美 ． 影响养老机构护巧员 队伍专业化的 原 巧分析及对策化中 国 民康医学 ．２ ００ ８ ． ２０
（

１ ８
）

： ３ ９ ０ ．

２

史俊杰 ．医 ５？纠 纷案件 中 行业规范与法律规巧之冲突町．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

２ ０ ０ ７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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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 曰为老人提供生活服务时 ， 及时关注老人的屯、理状态和变化 ， 提供精神支持

服务 ， 及时进行屯、理疏导 ， 给予老人更人性化的关怀 。

有研究表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老人的也理健康情况要比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人好的多 ， 这或许是因为老人随着 自 身身体 、 年龄或其它条件的变化 ， 有时也里

一

时难Ｗ适应 ， 居住在家 中 的老人 由于拥有家人的陪伴往往能够较快调整屯、理状

态 ， 而对于那些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来说 ， 则要难的多
＇

。 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的

老人 ， 不仅要离开 自 己熟悉的环境 ， 还要离开 自 己的家人 ， 对于那些半 自 理和完

全不能 自 理的老人而言 ， 也里更要难受的多 ， 送时候老人往往较 易 出现消沉的也

理现象 ， 孤独 、 寂寞甚至抑郁感 ， 有些老人甚至会有被抛弃的想法 ， 在振亚老年

公寓调研时就有老人表示刚被子女送进养老机构时 ， 感到整个世界都灰暗 了 ， 感

觉到被子女所抛弃 ， 也情非常失落 。 有研巧发现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发生抑郁

病症的概率也较高 ， 达到 ３ ８ ． 日％至 化． ５２％的百分比
２

。

当前振亚老年公寓工作人员较入住老人而言人数较少 ， 并不能保证对每位老

人都及时给予关怀 ， 许多情况下往往越是与工作人员相熟性格较为开朗的老人越

能获得较多的关屯、

， 而性格较 内 向 ， 不爱与人打交道的老人反而相对受到较少的

屯、理关怀 。 这就需要养老机构在配备专职也理辅导人员 的 同时定期举办各种老年

活动 ， 调动每位老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 或是与
一

些社会组织合作 ， 让有能力的

老人参与公益活动 ， 发挥老人的作用 ， 平时定期探访老人 ， 关也老人精神生活 ，

给予老人更多人性化关怀 ， 帮助他们建立起对生活的信也 ， 保持积极 、 乐观的屯、

态 。

５ ．４ 巧展资金筹措渠道 ， 推动机构养老发展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离不开充足资金的支持 ， 为 了推动机构养老模

式的发展 ， 需耍拓宽当前资金的来源渠道 。 养老事业的发展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

并不是某
一

方的责任 ， 单纯依靠政府 己不能缓解当前的养老压为 ， 单纯依赖养老

机构也不能解决当前的养老矛盾 。 由于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 享受
一

定优惠政策

和财政补贴 ， 但送种优惠政策和补贴往往具有时效性 ， 并不是
一

直存在 ， 据老年

＇

吕 林 ，
杨建辉 ，

呂牧轩 ．不 同养老模式对老年人屯、理健康状况影响调査分析 ［化中 国老年学杂

志 ． ２ ０ １ ＂ １ ７
）

： ３ ３ ４３
－

３ ３ ４４ ，

２

刘素珍调利霞刘瑞华上海市某区敬老院老人的抑郁状况化中 国 老年学杂志 ，
２ ０ １ ２

，
３ ２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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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振亚老年公寓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发展对策


公寓工作人员介绍 当前老年公寓每月 利润 只够偿还银斤贷款利息 ， 同时 由于协议

的存在 ， 在某方面限制 了老年公寓的筹资渠道 ， 老年公寓在运营时依旧存在
一

定

的压力 。 这就需要政府做好引 导和指挥工作 ， 鼓励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拓展资金来

源渠道 。

一

方面发展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资金鼓励 ， 虽然政府

不再是运营主体 ， 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依 旧应该对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不应

该随着经营权的转移而完全转移 ， 不管不 问
＇

。 另
一

方面政府可Ｗ通过发放补助

资金或者利用福利彩票性质 的公益资金推动发展 。 作为运营主体的老年公寓可 Ｗ

拓展 自 身的资金来源渠道 ， 扩大投资主体范围 ， 让
一

些有能力 的社会组织参与其

它方面的合作 ， 接受企业或者慈善机构的物资捐赠或者化会福利彩票等公益基金

的补助 ， 多渠道获得资金帮助 ， Ｗ弥补政府补贴的不足 。 而且 由于公建民营养老

机构的福利性质 ， 老年公寓不能完全Ｗ盈利为 目 标 ， 再加上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自

负盈亏 ， 存在
一

定的运营压为 ， 因此加强机构养老的宣传 ， 呼吁各方力量对养老

服务事业的关注 ， 吸引 更多 的资金支持 ， 吸收融合社会闲散资金运用到养老服务

中来 ， 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

５ ．５ 加强政府监管 ， 建立养老机构评估机制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的发展 ， 离不开政府的监督和管理 ， 送需要政府制定完善

的监管制度 ， 制定相关评估机制 ， 规范该模式的发展 ， 让那些即使通过改革但发

展不规范的养老机构能够受到监管 ， 可Ｗ 引进第Ｈ方评估机制 ， 更公平 、 更透明

地实施监管 。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转变政府在养老产业发展中 的

职能 ， Ｗ推动养老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 使政府能够减轻 自 身负担 ， 实现所有权

与经营权相分离 ， 政府真正发挥监督管理的作用 。

为 了保障公建民营试点改革的顺利运行 ， 就需要加快制定
一

系列 的法规政

策 ， 确保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有法可依 ， 有章可循 。 当前安徽省还未针

对公建 民营养老机构制定管理政策 ， 政府监管范畴 尚未形成统
一

的标准 ， 从准入 、

运营到退 出这Ｈ个环节 尚未有政策标准 。 这需要政府尽快制定管理政策 ， 明确监

管职责 ， 规范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的发展 。 还可 Ｗ 由政府牵头 ， 鼓励成立养老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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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 由协会制定相关制度 ， 规范机构运营 ， 机构 内部监督 ， 推动机构健康发展

１

。 为确保改革后的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的健康发展 ， 还需要完善公建民营养老机

构的评估体系 。 当前合肥市只 出 台 了 《合肥市养老服务机构考核标准 》 ， 还没有

建立专 口 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考核体系 。 由于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与公办和 民办

养老机构性质 的不同 ， 更需要加强对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考核 ， Ｗ保证该机构的

福利性质 ， 并且能够结合其 自 身 问题为公建民营机构养老的发展提供相关意见和

建议 ， 这就需要建立第Ｈ方评估体制 。 现阶段 ， 合肥市虽然对养老机构 引入第Ｈ

方评估机制 ， 从区域 、 硬件条件 、 运营主体等关键要素进行综合评估 ， 但评估是

针对公办养老机构进行的 ， 而且也只选取了３０ 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办养老机构
２

，

尚未完全建立起第Ｈ方评估机制 。 因此需要 引入第Ｈ方评估机制对公建民营养老

机构进行专业 、 公平地评估 ， 养老机构更加透明化 ， 从而迫使其不断改进 ， 提升

服务品质 。

Ｉ

福建省 民攻厅 福建师 范大学联合课题组 ． 公办公营与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模式研究一永安市老年公寓和社

会福利 中 屯、运营状况调查机 ．社会福利 ，
２ ０ １ ２丄

２

安徽省 民政厅 ． 肥市开展公办养老服务机构评估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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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


第 ６ 章 结论

随着老龄化 问题的加剧 ， 养老矛盾的突 出 ， 每个人都关注政府及社会如何解

决好当前的养老难题 ， 在这种背景下 ， 本文对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模式进

行探讨研究 ， Ｗ期为公建民营模式的推广提供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 。 振亚老年公

寓作为合肥市包河区首家进行公建民营试点的养老机构 ， 其在发展过程中暂无其

它经验借鉴 ， 只 能依靠 自 己在探索 中发展 ， 根据对振亚老年公寓的实地研究 ， 得

出 Ｗ下结论 。 第
一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在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 ， 在养老

服务体系 中发挥托底保障作用很有必要 。 通过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环境下对主要养

老模式的分析比较 ， 对振亚老年公寓养老服务满意度调查 ， 提出 了 公建民营机构

养老模式的优势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能够缓解养老压力 ， 减轻政府负担 ， 激

发养老产业活力 ，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 同时作为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能够保证其

福利性质 ， 发挥养老服务托底作用 。 第二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在实际试点运

行中 ， 由于缺乏实际可解决的经验 ， 目 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 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

在
一

定的 问题 。 虽然作为公建民营性质进行试点 ， 但 目 前机构还存在市场定位还

不准确 ， 提供的养老服务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 ， 为老人提供的服务中还缺少精神

支持 、 人文关怀的服务 ， 机构运营时还存在资金不足 ， 营运压力大 ， 机构发展时

监管评估工作还不到位等 问题 。 这些 问题也会成为制约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发

展的因素 ， 因此还需要在实际发展中进行优化改革 。 第Ｈ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

式的发展还需要逐步完善 ， 针对振亚老年公寓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发展中存在

的 问题提出 了
一

定的意见和建议 ， 包括明确市场定位 ， 确保养老服务福利性 ； 提

高员工专业素质 ， 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 ； 加强精神支持服务 ， 给予老人更人性化

关怀 ； 拓展资金筹措渠道 ， 推动公建民营机构养老发展 ； 加强政府监管 ， 建立评

估机制等 ， 希望随着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 ， 能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

公建民营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更加成熟完善 。 虽然 目 前该模式发展 尚未成熟 ， 还

存在
一

些 问题 ， 但期望该模式能够够好地发展 ， 为老人提供更加专业的机构养老

模式 ， 推动我 国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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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甚再 ， 转眼间研究生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 ， 此时思绪万千 ， 感慨 良多 。

Ｓ年前 自 己做出 了考研的决定 ， 通过努力 ， 顺利考入理想的学校 ， 进入安徽大学

学习 。 送Ｈ年 ， 我认识 了
一

群可爱的行管班同学 ， 我们
一

起度过 了快乐的Ｈ年学

习 时光 ； 这Ｈ年 ， 我与Ｈ位美丽的姑娘成为室友 ， 难过时我们互相安慰 ， 开屯、时

我们
一

起分享 ， 失落时我们互相鼓励 ，

一

起生活 ，

一

起学习 ， 度过 了Ｓ年的幸福

时光 ； 这Ｈ年 ， 我见识 了 管院老师们不 同 的教学风格和学识 ， 课堂上的
一

幕幕依

旧浮现在眼前 。 Ｈ年的研究生学习提高 了我的学 习能力 ， 开拓 了我的眼界 ， 为

后走向工作 岗位 ， 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 在这里 ， 我要感谢这
一

路陪我成长 ，

伴我学习 的每
一

个人 。

首先 ，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罗遐老师 ， 感谢她在读研期间对我的悉也指导和严

格要求 。 在她的身上我看到 了
一

位科研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 也看到 了
一

位师者

为人师表 ， Ｗ身作则的行事原则和爱生亲徒 ， 乐教不倦的育人风格 。 即使读研第

一

年罗老师身在海外 ， 但对我们的关也和督促却没有因此而减少 ， 学习 、 社会调

研
一

个都没有落下 。 在罗老师的身上 ， 我不仅学到 了如何治学 ， 从事科研学习 ，

还学到 了如何做人做事 ， 严 律己 ， 宽 Ｗ待人 ， 这些都将成为我 Ｗ后人生宝贵的

财富 。

其次 ， 我要感谢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的每
一

位老师 ， 感谢你们丰富的学识 ， 言

传身教 ， 让我开拓 了 自 己的研究视野 ， 度过 了Ｈ年有意义的学 习时光 ， 是你们丰

富 了我的理论知识和精神巧界 ， 帮我建立起
一

个完整的知识架构 。

再次 ， 我要感谢读研期间陪伴我的同学和朋友们 。 这Ｈ年空贵的学习生活 ，

离不开
一

群志同道合的 同学和朋友 ， 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 也正是因为有

了你们的陪伴 ， 才使我的研究生生活过的如此多姿多彩 ， 祝愿我亲爱的 同学们每

人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 愿我们的 同窗情谊长存 。

最后 ， 我要感谢支持我的家人 。 我的妈妈和哥哥
一

直在背后支持若我 ， 对我

提供无条件的帮助和爱护 ， 你们 的付 出是我前进道路上的无限动力和不竭源泉 ，

让我最终完成学业 ， 感谢你们 。

５ ４





附 录

振亚老年公寓访谈提纲

因毕业论文的研究需要 ， 特向贵机构调查了解贵老年公寓机构养老等基本情

况 。 具体如下 ：

１ ． 贵机构老人入住的基本情况 （包括年齡 、 性别 、 自 理情况等 ） ， 其中
＂

Ｈ

无
＂

、

＂

五保
＂

老人的入住情况 。

２ ． 贵机构管理及护理人员 的基本情况 （包括服务人员数量 、 性别 、 年龄 、 文

化水平等 ）

３ ． 贵机构对入住老人提供的服务有哪些 ， 是否配备医生服务站 ， 如有 ， 医护

人员
一

般巡房的次数 。 每天是否有健康检查 ， 如量血压等 ， 是否有老人健康记录

４ ． 贵机构老人入住的房间是否设有无障碍设施方便老人行动 ， 是否配有呼叫

器等呼叫设备 。 若有 ， 正常情况下接到呼叫请求后多久能赶到老人身边 。

５ ． 贵机构对入住老人有无安全管理 ， 若老人外 出 ， 是否有相关外 出手续 ， 确

保老人人身安全 。

６ ． 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 ， 贵机构是否与外部机构有合作 ， 如医院 、 社区卫

生中也等确保老人
一

旦发生意外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

７ ． 贵机构在平 日 如何为老人提供精神服务 ， 是否经常举办文娱活动等丰富老

人生活 。

８ ． 作为首家进行公建民营试点的养老机构 ， 您觉得贵机构当前经营 中是否遇

有难题 ， 资金方面 ， 管理方面等 。

９ ． 您觉得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在当前环境下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 如有 ， 有哪

些 （地理位置环境 、 日 常照护 、 健康管理服务 、 医疗服务 、 规范化管理 ） 。

５ ５





合肥市振亚老年公 寓 公建 民营机构养老模式探索研究


振亚老年公寓问卷调査

Ｉ ． 您的性别 ： Ａ ． 男 Ｂ ． 女

义 您的年龄 ；
Ａ ．６０ 岁 Ｗ下 Ｂ ．６０ ７０ 岁 Ｃ ．７ １

－

８ ０ 岁 Ｄ ．８ ０ ９０ 岁Ｅ ．９ ０ 岁 ［＾上

３ ． 您的文化程度 ： Ａ ． 小学及 Ｗ下 Ｂ ． 初中 Ｃ ． 高中 化 中专Ｅ ． 大专及 Ｗ上

４ ． 您 目 前或者退休前从事的工作类型 ； Ａ ． 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 Ｂ ． 工人 Ｃ ． 个体经

营户 化 农 民 Ｅ ． 其他

５ ． 您 目 前的婚姻状况 ： Ａ ． 有老伴 Ｂ ． 老伴 己过世 Ｃ ． 离异 化 无婚姻经历

６ ． 您的月 收入 ： Ａ ．１ ０００元 Ｗ下Ｂ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元Ｃ ．２ ０ （ｎ ３ ０００元Ｄ ．３ ００ １

－

４ ０００

元 Ｅ ．４００ １ 元及 Ｗ上

７ ． 当前您生活的收入来源主要是 ； Ａ ． 退休金 Ｂ ． 儿女供给 Ｃ ． 劳动收入 化 社会

补助

８ ． 您觉得 目 前您的 自理情况怎样 ： Ａ ． 很好 ， 完全能够 自 理 Ｂ ．

—

般 ， 有些需要别

人照顾 ， 半 自理 Ｃ ． 较差 ， 完全不能 自理

９ ． 您为什么选择来养老院 ； Ａ ． 家中无人照顾 Ｂ ． 家中面积小不够居住 Ｃ ． 不想给子

女添麻烦 化 家中无人能够进行专业照料 Ｅ ． 其他

１ 化 入住养老院的费用 由谁承担 ： Ａ ． 自 己 Ｂ ． 子女 Ｃ ． 其他

Ｉ Ｉ ． 养老院什么条件吸 引 了 您 ： Ａ ． 较低的费用 Ｂ ． 养老机构知名度高 Ｃ ． 医疗设施

齐备 Ｄ ． 护理人员专业细也 Ｅ ． 便利的交通 Ｆ ． 离家庭距离近 Ｇ ． 环境优美舒适 Ｈ ．

与人沟通方便 Ｉ ． 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 Ｊ ． 其他

１ ２ ． 您对振亚老年公寓房间和环境服务满意吗 ： Ａ ． 非常满意 Ｂ ． 满意 Ｃ ．

一

般 化

不太满意 Ｅ ． 非常不满意

１ ３ ． 您对振亚老年公寓居住方便化满意吗 ；
Ａ ． 非常满意 Ｂ ． 满意 Ｃ ．

一

般 Ｄ ． 不太满

意 Ｅ ． 非常不满意

１ ４ ． 您对振亚老年公寓提供的服务满意吗 ； Ａ ． 非常满意 Ｂ ． 满意 Ｃ ．
一

般 化 不太满

意 Ｅ ． 非常不满意

１ 日 ． 您对振亚老年公寓的收费满意吗 ：
Ａ ． 非常满意 Ｂ ． 满意 Ｃ ．

－

般 化 不太满意 Ｅ ．

非常不满意

１ ６ ． 您是通过什么途径获知振亚老年公寓的 ： Ａ ． 电视广告 Ｂ ． 街头传单 Ｃ ． 杂志报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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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Ｄ ． 社区宣传 Ｅ ． 听别人介绍 Ｆ ． 路过或参观 Ｇ ． 其他

１ ７ ． 您对振亚老年公寓总体 （设备 、 环境 、 服务 、 人员 、 价格 ） 满意度 ； Ａ ． 非常

满意 Ｂ ． 满意 Ｃ ．

一

般 Ｄ ． 不太满意 Ｅ ． 非常不满意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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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期间的科研成果情况

［ １ ］徐驰 ． 美 国 ＴＡＮＦ 项 目 及其对我国 的启示 ［Ｊ ］ ． 胜利油 田党校学报 ，
２ ０ １ ４ 巧 ）

： ５ ３ ．

［ ２ ］ 徐弛 ． 新媒体时代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塑造 ［Ｊ ］
． 锦绣 ，

２ ０ １ ５
（４ ） ：１ ２ １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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