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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国际经验与启示

● 王 鹭 杨 阳

摘 要: 目前我国老年人物质需求已逐渐得到满足，而精神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却尚未建立，存在着“家文化”缺

失、“社区文化”离散、“专业化”稀缺等诸多问题。从家庭、社区、机构三个方面对发达国家的精神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进行梳理、总结，提出我国应重视家庭的精神慰藉，完善社区精神养老服务，建立养护机构等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鼓励

老年人由“精神他养”走向“精神自养”，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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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以上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

17. 9%和 11. 9%①，远超联合国发布的老龄化社会标准数值，

即 60 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 10%或 65 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

数 7%。同时，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条件的提高，我国人

均寿命已延长到 76. 34 岁②，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但老龄群

体健康程度却很差，精神健康问题尤为突出。根据 2015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 (CHAＲLS) 研究报告显示，我国

约有 33. 1%的老人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③，关注老龄群体的

精神需求变得刻不容缓。
一、我国目前精神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 一) 压缩性现代化进程中，“家文化”的缺失

孝道文化的失落、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社会结构的变

迁冲击着我国老年人精神支持模式，让他们难以适应发展速度

过快的社会。在“压缩型现代化”的过程中，以父权为中心的

大家庭开始瓦解，少子化的小家庭成为主流，代际鸿沟逐步加大，

这极大的削弱了作为个人归属的家庭对老年人情感慰藉的作用。
( 二) 高强度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文化”的离散

随着高强度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致使亲朋近邻逐渐疏

离，曾经在精神慰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邻居或社区作用式

微。同时，城市建设中对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考虑较少，老年

人除公园外，可进行娱乐、社交、活动的场所和项目及其有限，

在无形中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极度缺乏社会参与感和认同感。
( 三) 加速上升老龄化过程中，“专业化”的稀缺

我国目前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 24949 万人，养老服务

机构仅 3. 0 万个，床位 746. 3 万张，平均每 3 个老人一个床

位④，缺口很大。同时，养老机构服务品质也极其有限，仅能

满足老年人基本的吃、穿、住、医，而对精神慰藉和身心康复

却考虑很少。不仅专业机构紧张，服务内容单一，专业的护理

人才也非常稀缺，大多数护理人员仅限于提供基本的生活照

料，而能进行心理辅导和建设的则寥寥无几。
发达国家在边富边老或先富后老的社会进程中，已将老年

人的精神需要视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相

对完善的精神养老服务体系，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本文通

过梳理发达国家如何从家庭、社区和机构这三方面提供适宜的

精神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的经验，为构建我国精

神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提供实现路径。
二、国外精神养老先进经验

( 一) 新加坡和日本: 让老年人在家里找到“爱与尊严”
新加坡认为“孝”是老年人情感需求的核心，鼓励子女给

予老年人最必要的情感支持。一方面政府大力营造 “尊老爱

老，赡养老人”的社会氛围，强调孝道是家庭的根基，是文化

的传承; 另一方面在 1944 年就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赡养父母的

法令，并建立了与之配套的相关考核、监督体系，保障老年人

可以在家中颐养天年，享受应有的权利。为倡导儿女与父母同

住，政府对选择赡养父母的子女在购房、纳税、福利津贴以及

医疗补助等方面都有特殊照顾，最终实现了大多数老人可以在

家庭中享受儿女绕膝，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精神需求得到了

满足。
日本是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因此日本积极倡导老

年人“自尊自强”的精神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重塑老年

人的生命价值。作为亚洲文化体系国家，多数日本老年人从情

感上选择在自己家中养老，为此日本很多小区住宅在修建之初

就考虑到老少同住的问题，两套房子或在同一楼层，或上下相

邻，在维护了他们自给自足、自助自理的尊严的同时保证了他

们对亲情的需求。此外，居于家中的老年人也并非无事可做，

政府积极鼓励已经年满 60 岁退休的老年人进行再雇佣，帮助

他们体现人生价值，鼓励他们参加公益组织和兴趣社团，来丰

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 二) 美国和英国: 丰富的社区生活让每个个体的晚年都

有意义

相对而言，欧美发达国家公民独立意识较强、家庭养老观

念较弱，很多老年人都不和子女同住，因此社区提供了丰富的

精神服务，用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美国养老的核心价值是让每个老人都能有尊严的度过晚

年，很多本地社区在提供如陪伴、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精神

服务的基础上，考虑到不同收入人群对精神需求不同，还为各

种收入水平的成员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服务。此外，还通过

大力兴办老年大学、成人教育中心和社区大学，允许 65 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进入这些学校进行学习，来满足他们的求知需

求。对于一些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老人，社区机构提供临终关

怀服务，让他们即使在生命的终点仍可以感受到爱和关怀。同

时政府支持、鼓励各种社会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其中比较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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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红帽女士协会等，这些非营利组织既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又促使老年群体可以愉快地享有独立、有尊严的生活。
英国养老体系认为应当给予老年人精神关爱，支持他们追

求生命价值。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老年社会服务体系中

就已经包括了心理支持和整体关怀等内容。很多社区都开办了

娱乐中心，有的地区还会有志愿组织聘用的人员在白天入户看

望老人来缓解老年人的精神孤寂。英国图书馆会定期为老年人

举办充满特色的“开展回忆”活动，激发他们对晚年生活的向

往和信心。英国地方政府也专门设立了社会奖，鼓励老年人走

出家庭，参与社会，体现自身价值。
( 三) 芬兰、美国: 让老人享受更专业的精神保健护理

针对空巢老人、失独老人、高龄老人或其他特殊老人，养

老机构可以提供更专业、更周到的精神慰藉，比较出名的有荷

兰的生命公寓、美国的太阳城等。
荷兰的生命公寓以“尊重老人、快乐养老”而闻名于世，

被誉为养老的“天堂”。公寓对全社会开放，鼓励老年人积极

与外界交流、沟通，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公寓内部的各项设

施符合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其目的是鼓励他们自理自足，让他

们做自己的主人，快乐地度过晚年生活。所有工作人员均经过

专业培训，他们会仔细倾听、认真对待每位老人的情感诉求，

让每个生命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美国的太阳城是美国最大的老年社区之一，只接受 55 岁

以上的老人，社区内配备了教堂、图书馆、展览馆、美术馆等

丰富多 彩 的 文 化 设 施，极 大 满 足 了 老 年 人 更 高 层 级 的 精 神

追求。
三、借鉴与分析

( 一) 重塑孝道文化，用法律、政策、制度，保障老年人

“有所爱”
社会功能主义学派认为家庭是必要的社会单元。而在中

国，家庭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尽管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变

化，家庭结构已经从传统的主干家庭逐步缩小为核心家庭，但

它仍然是个人情感的归属，其重要性不断上升。
我国 2013 年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家

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这说明国家已经开始关注

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问题，但如何贯彻和落实以及执行的标准，

还需要后续的条例、规定进行及时的说明补充。政府可以效仿

新加坡政府的模式，针对主动赡养老人的子女或确因生计无法

顾忌父母精神需求的子女，在就业、购房、交税、医疗等方面

应享有相应的倾斜政策。针对无法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应敦促

他们定期探望，对老人予以情感关怀。针对精神虐待老人现

象，应出台相应的法律进行惩戒，并考虑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 二) 利用多种途径，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保障老年

人“有所享”
社区应增加老年健身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和设施，积极

举办丰富多彩的符合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活动和社团，满足老年

人的娱乐需求、社交需求。同时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为老人提

供陪伴、心理咨询等服务，缓解老年人精神孤独问题，针对失

独老人、随迁老人、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建立心理档案，定

期进行心理辅导，加强他们的心理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应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需求，如图书馆、美

术馆、展览馆等公共事业组织，面向不同年龄层的老年群体主

动建立多样化的服务体系，通过丰富的活动，鼓励他们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提高社会生活参与感。
随着老年人求知需求日益增大，政府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

改革，创新办学理念，积极引入 PPP 模式，解决现阶段传统老

年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最终实现老年教育的公平性和受益的

广泛性。
( 三) 出台相关标准，建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保障老年

人“有所护”
我国目前虽然也不乏专业高端的养老机构，但因价格昂

贵，所以入住人数有限，难以满足老年人社交的需要。同时除

这些高端机构外，我国大多数养老机构缺乏职业化、专业化的

高素质人才，许多工作人员只是能提供基本的日常照料和护

理，并没有能力进行精神慰藉和心理辅导。因此应当与高校联

合，建立和完善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出台养老养护相关标

准，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做到“身心俱护”
( 四) 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最终引导老年人实现由 “他

养”转向“自养”
除此之外，与发达国家边富边老或先富后老不同，我国是

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除部分发达地区和城

市外，大部分地区，尤其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

还有很多老人因为子女生存、工作的需要，不得不成为空巢老

人、留守老人、随迁老人等特殊群体，而这些地区又因为财力

物力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可以提供的外部支持非常有限且短期

内难以发生质的变化，同时即使是发达地区，虽然政府一直致

力于完善精神服务体系建设，但对于老年人而言，精神养老问

题不可能全部由他人包办，这样不仅会降低老年人精神生活中

的自主性、独立性与创造性，而且会致使他们对外部世界过于

依赖，当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后，最终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目前学术界穆光宗、于景元、崔恩红与徐连明等学者都推

崇“自养”为新的精神养老模式，这不仅符合我国实际国情，

也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的成功经验，更是“积极老龄

化、成功老龄化”的要求。政府应该在精神养老问题上通过各

种方式、途径，引导老年人由 “他养”的观念转向 “自养”
的观念，实现老年人的“自尊自立，自强自助”。同时鼓励他

们不能自怨自艾，自暴自弃，更不能把所有的不满和情绪都转

移到家庭和社会身上，而是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老年生活，从

中找到乐趣和动力，积极改变心态，“给岁月以生命”，实现新

的人生价值。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

人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应当加大力度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

神健康。通过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和成果，结合我

国自身情况、特点及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完善我国精神养

老服务保障体系，最终真正实现全域社会的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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