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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高度重视家庭养老及家庭照顾的悠久

历史文明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由于社会结构

转型步伐加快，家庭在结构、功能、关系、生活方式等

方面发生巨大变化，与之相应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

遭到严重冲击，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民众对个体衰

老后居家养老且能享受家庭式照顾依然深切期待。

基于上述社会事实，我国政府主张居民养老以

居家为基础，并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家庭养老及鼓

励家庭照顾。即便是作为养老依托的社区和机构，

也无不把实现家庭式关怀和亲情式照料，作为工作

中的理想目标来大力提倡。究其实质，社区养老和机

构养老恰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家庭养老的替代和补充，

即在社会变革驱动下家庭养老的延伸、拓展和提升。

一、欠发达地区老人家庭照顾现状及其难题所在

（一）欠发达地区老人家庭照顾现状

家庭养老及家庭照顾是社会养老及社会照顾的基

础，对于“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老龄化特征十分明

显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尤其如此。与发达地区相比，经

济社会发展仍处于欠发达状态的省份，其社会为老服

务机构设施建设比较滞后，服务能力水平普遍不高，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起步较晚且尚无实质性进展，虽然家

庭养老及家庭照顾面临各种现代化因素的严峻挑战，

但至今它依然是欠发达地区居民养老的重要选择，并

且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广泛深入开展的坚实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养老及家庭照料依然是欠发

达地区诸多家庭的优先选择，其成因是多重的。首

先，受经济收入较低、社会交往面较窄、家庭情结较

浓、养老观念转变较慢等因素的影响，欠发达地区多

数老年人内心依然期盼能在自己家里颐养天年，尤其

希望能享受到自己配偶及子女的照顾，而居家依托社

区资源养老，只不过是在前者因条件所限无从实现时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其次，欠发达地区非政府组织发

展迟缓且活动能力有限，社工和义工参与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活动较少且服务质量不高，因此，欠发达地区

一些具有较好条件的家庭，只能将不能自理、半自理

的老人直接送至专门的养老机构，或选择保姆上门服

务与子女陪护照料相结合的替代方式；再次，随着社

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老年人的精神

心理需求日益增强，并且其中有许多需要在与家人亲

密无间的交往中才能得以充分满足。凡此种种，无不

表明在现阶段欠发达地区居民养老服务发展中，家庭

养老及家庭照顾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尤其

是在老人精神慰藉方面，依然具有社区照顾和机构照

顾无法完全替代的独特作用。

（二）欠发达地区老人家庭照顾的难题所在

第一，家庭成员从事家庭照顾时间严重短缺，而

在优质保姆难求的状况下对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

心、托老所的需求又十分旺盛，但由于其容纳人数有

限且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准入，不能充分满足所

有家庭的合理需求，尤其是不能适时满足低龄老人

照顾高龄老人这类家庭特定情况下的迫切需求。

第二，在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或高龄老人进行生活

照料中，家庭成员由于缺乏专业服务技能，尚不能充分

满足这些老人的常态化、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尤其是在

他们遭遇突发事故时，往往难以做到有效应对。

第三，家庭养老中，家庭与国家的责任边界尚有

不甚明了之处，有碍于家庭养老责任的全面落实。

譬如，在有些欠发达省份的地方性法规中，鲜有对家

庭养老及家庭照顾给予普惠性支持的条文，而这种

状况与人们对“家庭养老及家庭照顾是家庭成员天

然职责”的习惯性认识，密切关联。

第四，在履行家庭照料的权利和义务中，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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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别不对等的现象。大量女性以女儿或媳妇的

身份从事家庭照料工作，这难免对她们的个人发展

及身心健康产生较大影响，但她们在社会上乃至家

庭中无意识性别偏见的不公正对待下，其辛勤付出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第五，与发达地区相比，由于未富先老、未备先

老、人口外流较多、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养

老观念更新迟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欠发达地区独

生子女家庭养老及家庭照料问题更为凸显，亟待国

家和社会给予其有效的社会政策支持。

第六，与发达地区相比，在对家庭养老及家庭照

顾方面的社会政策支持，欠发达地区明显不足。譬

如，在提高家庭养老、家庭照料能力建设的政策谋划

及设计上，某些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及部门往往

缺乏积极主动性及创造性，而这种消极无为状况，与

此类地区居民对家庭养老、家庭照顾需求较多的现

实境况并不适应。

二、完善欠发达地区居民家庭养老及家庭照顾

的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政策，为子女履行

家庭养老及家庭照料的职责，酌情减轻其经济负担。

其中包括：对独生子女照料其父母的家庭在个人所得

税上给予一定比例的减免，对个人收入尚达不到纳税

水平的独生子女，在其照顾父母时参照前者个人所得

税减免程度，给予其以相应的补贴；对低龄老人照顾

高龄老人的家庭，在发放老人照料补贴时适当提高其

标准；对长期照护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由民

政部门以社会救助形式按当地保姆平均工资的一半

标准，给予他们以制度性、常态化的经济补贴；鉴于欠

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消费水平上有所不同，对从前

地迁入后地的低收入随迁老人，应给予他们以一定额

度的物价补贴。以上建议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明确规定。

第二，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出台相关政策，明文规

定：凡在当地享受土地使用、床位补贴、税收减免等优

惠政策兴办的各种养老机构（包括医养结合型或养护

结合型），均有义务设置占据一定空间和面积的救急型

日间照料场所，以便接纳一些具有家庭照顾困难的社

区老人，从而为机构嵌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牵线搭桥。

第三，结合“常回家看看”的现行国家法律规定，

在制订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时，将工

作—家庭平衡原则及性别平等原则贯彻于其中，明确

规定对有家庭照料负担的员工不予落实护理带薪休

假制度的企事业单位，可采取具体惩处措施；同时，还

应与地方性妇女权益保障政策法规相衔接，明确规定

对以任何理由损害从事家庭照顾的女性合法权益的

集体或个人，实施责任追究的具体措施。此外，对于

由朋友、邻里、保姆等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

理的特殊家庭照顾类型，也应给予其以精神激励、物

质奖励，或给予其以矛盾调适、化解方面的政策支持。

第四，鉴于欠发达地区小城镇社区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普遍破损、陈旧及功能不健全，应由地方政府

财政加大投入力度进行适老化改造，以便为当地居

民家庭养老及家庭照料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条件。

尤其是应针对欠发达地区小城镇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简陋窄狭且残缺不全的状况，着力进行完善和补足，

以便吸引居家老人“走出小家，融入大家”，从而助力

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的衔接及融合。

第五，在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运作实施”

的方式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上，运用高科技手段

扩大公益服务的受惠面。在欠发达地区城乡社区，积

极构建和逐步健全“互联网＋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

台，而作为其必要的配套措施，可由社区负责协调组

织相关社会援助活动。例如，为家庭养老及家庭照顾

的主要承担者免费提供信息识别和筛选、护理技能培

训。其活动方式可采取社工义工上门指导、邀请专家

在社区学校课堂面授、微信上的交流互动等。

第六，基于欠发达地区农村敬老院空置率较高

的现状，加大乡镇敬老院社会化改革力度，以较低收

费吸纳有特定家庭照顾困难的老人阶段性入住，并

且在特定的情况下准许家人陪同看护，一促进农村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机结合及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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