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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海内外城市老年人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 

学术沙龙举行 

 

2014年 4 月 13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我国

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学术沙龙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

北路校区举行。此次学术沙龙的主题为“海内外城市老年人广义居家



 

养老保障体系研究”。会议由课题组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教

授主持，同济大学李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钟仁耀教授、社

会发展学院吴瑞君教授和黄晨熹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劳动与社会

保障系张留禄教授等 20多人参加了该次学术沙龙。 

本次学术沙龙先由课题组成员介绍中国大陆、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日本、香港等六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老年人广义居家养老保障

体系研究成果，按本课题界定的城市老年人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涵

盖的收入保障、医疗保障、服务保障、环境保障和参与保障等五 5 个

方面梳理海内外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的现状、问题和新动向。 

我校人口研究所的梁翠玲老师梳理分析了中国大陆各地区居家

养老保障方面的政策文本，并按本课题研究要求对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心主持的 2010 年我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开发，

分别探讨了广义居家养老保障各子系统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政策

走向，为其它子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背景材料。报告中的年

龄分组较为细致，多为五岁一组，从 60-64岁组一直到 85岁及以上

组，便于课题组成员进行分年龄组的分析，并可和美国、日本、香港

等国家或地区的资料做对比分析。 

正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的我校人口研究所郑雄飞副教授（由陈

丽梅老师代讲）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例，从居家看护、看护者支持、

住房帮扶、健康福利、食物和影响、日常生活活动、信息服务、收入

扶持、就业、培训和教育、抱怨和关切等十个方面介绍了美国老年人



 

的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美国的诸多社会保障政策除了联邦政府统

一规定外，各州还有一些补充规定。在介绍中有不少经验便于中国大

陆借鉴参考。如当老人神志不清时，其养老金由谁领取？当子女不在

身边（或无子女）的老人到医院看病时，谁来监护？ 

西南财经大学的田青老师系统梳理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广义居

家养老保障体系，详细介绍了每项保障政策的覆盖范围、资金来源、

领取条件、待遇标准，对改革完善我国居家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启

示意义。如英国为了让老年人继续独立生活在自己家里，对他们提供

各种支持服务，其形式除了人身照料、家务和园艺协助、送餐服务、

日间照料、紧急求助外，还有暂歇照料、社区健康服务、家居环境改

装等。澳大利亚早在 1992 年就设计了“社区老人照料包”，用来帮助

那些经过评估被认为达到入住机构的标准，但自愿继续留在家里居住

的具有复杂日常照料需求的体弱老年人。 

香港大学秀圃老龄研究中心副总监楼玮群博士（由陈丽梅老师代

讲）在报告中首先指出香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为高龄化程度高、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和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等。随后分析了香港广义居

家养老保障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为应对人口发展新特点，香

港居家养老保障五个子系统分别采取的新举措，如在收入保障方面实

施“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在医疗保障方面实施“公私营医疗结合服

务”、“老年痴呆症医疗服务”等，在居住环境方面发起“长者友善香

港”活动，在参与保障方面的倡导“跨代共融活动”和“长者就业”。



 

最后探讨了香港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在保障内容、责任主体和支持

体系方面经验对中国内地的启示。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张雨明老师从如何让老年人生活更幸福的角

度详细介绍了日本在经济保障、医疗保障、护理保障、服务保障方面

的法律法规，如经济保障方面的生活保护法、老年人雇佣安定法；服

务保障方面的老人福祉法、障碍者保护法、防止老年人虐待法等。同

时，指出了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实施中的不足，如日本护理保险包括身

体护理和精神护理，精神护理即陪老年人聊天，由于该工作过程难以

掌握，会导致出现部分护工匆忙了事的现象等。这些政策缺陷可为完

善我国居家养老保障体系起到警示作用。 

在上述报告后，与会学者针对 6 个国家或地区广义居家养老保障

体系的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修改建议。钟仁耀教授指出日

本介护保险在 2000年开始实行，2005年进行了重大改革，而改革后

的做法与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正好相反，这对我国具有启示意义。如

为了使各地方的居家养老服务制度更具针对性，国家把政策制定的权

利下放到地方；发展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介护，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服务等。李斌教授介绍了“介护”词语的含义和日本小规模多

机能居家介护的实施背景，指出居家介护服务产生的必然性。吴瑞君

教授指出课题组成员搜集到的海内外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的资料非常

丰富，既有国家层面的制度，也包括地方性的政策措施，但我们应该

从诸多资料中选取有特色、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居家养老保



 

障内容作为经验借鉴。因此，下一步需对资料进行聚焦，总结不同国

家或地区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的异同、每种模式出台的原因、出台时的

经济社会条件等。李强副教授指出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医与养”模式

是分开的，这样做既不利于养老，又加重了医院负担，特别是在精细

化的制度制定上可借鉴国外的“医、养、护”相结合模式。张留禄教

授也建议对上述六个国家或地区的居家养老保障体系进行对比研究，

找出哪些政策措施确实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并提出未来以房养老的发

展思路。 

最后由桂世勋教授进行总结，并提出完善研究报告的意见。首先，

增加搜集韩国(由詹军博士负责)和台湾地区(由黄晨熹教授负责)的

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资料，形成专项研究分报告；其次，确定每个

介绍海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报告结构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每个国家或

地区人口老龄化背景和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框架；二是每个

国家或地区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的现状和主要特点，尽可能搜集各

国或地区的最新资料；三是每个国家或地区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新动向；四是海外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居家养老保

障体系对我国的启示；再次，要求每个研究报告均应涵盖本课题设计

的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五个子系统，尤其是对完善我国广义居家养

老保障体系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海外经验要作更详情介绍，对居家老人

环境保障和居家老人参与保障方面的内容也需进一步扩展；最后，确

定了 2014 年底修改完成“我国及海外城市广义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



 

究”书稿的计划，并强调要“着力提高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尊重知识

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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