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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为缓解日趋膨胀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新时代下养老服务体系成为国家的重点建设对

象之一。其中，养老服务体系下的人才供给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仍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

题，包括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相关专业水平低、人才结构比例失调、人员流动性高等。为解决我国的养老服务人

才供给的现实困境，本文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从政府、社会、高校、个体等四个方面分析，

促成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优化养老服务人才供给模式，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落实，调动社会参与养老服务的主观

积极性，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进步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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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growing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the pension service system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construction objects of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talent supply under the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s the top priority.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n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supply of senior service talents in China, 

including insufficient supply of senior service talents, low level of related majors, imbala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talent structure, and high personnel mobilit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China's pension service talent supply, this paper has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based on China's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government, society, 

universities and individual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optimize the supply mode of pension service talents, increase the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mobilize the subjective enthusiasm of the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pension services, 

and provide a goo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the progress of China's pension service talent supp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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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主要社会矛盾表现在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同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1]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在我国已经超过了2.64亿，并以年均约1000万人口的速度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日

益严重，同时带动了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特点。面对这一社会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落实人口

老龄化的相关政策，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2]

一、新时代养老服务人才供给面临的困境

（一）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

新时代背景下，为推动养老服务事业的进步，人才供给是影

响其发展的首要因素。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据全国老龄办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

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已有2.67亿人口，其中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

年人约有4000万人口，占中老年总人口的14.98%。按照国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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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来看，失能老人与护理人员的大致比例应该是3：1，即一位护

理人员要照顾3位失能老人，以此为例，我国对养老服务人才的需

求高达1300万人。[3]依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021年提供的数

据，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有50万人，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养老服务

人才的需求，且供需结构与国际标准相差过大，导致老年人日益

增加的服务需求同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失衡问题愈演愈烈。[4]

（二）养老服务人才专业水平较低

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新时代人才强国

战略，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积极发展养老服务行业，推进

人才队伍建设”，并强调：“推进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其核心

在人才，基础在教育，关键在创新。”但是目前来看，我国养老

服务人才的知识素养和专业水平还有待提高。[5]

据教育部2020年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涉及养老服务相关专

业的教育教学主要分布在高职、高专院校，其中高职院校中开设

有关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院校也仅有278所，而且高职院校的相

关专业尚未形成教育规模，无法有效吸引更多的学生加入，本科

的养老服务教育较少，而研究生的养老服务教学更是趋近空白。[6]

在现有的养老服务领域的从业人员，也有相当一部分只在培训机

构经历了简单的教学培训，没有系统的学过老年服务与管理学，

专业教育的培训程度较低，无法满足新时代下需求多样化的服

务，养老服务人才的供给情况仍旧不容乐观，我国养老服务人才

供给紧缺，相关从业人员的文化基础薄弱，专业水平较低。

以养老护理人员为例，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新科技的发展要

求养老服务人才向复合型人才转变，相关从业人员不仅要掌握专

业知识，还要具备电子信息技术、心理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素养。然而，在现实中，养老护理员多为年龄较高的人，“老人

照顾老人”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类人群的受教育水平不高，面对

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由于身体机能的限制，他们往往力不从

心，无法完成高精度的养老服务。

（三）养老服务人才结构比例失调

养老服务人才结构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认知的偏差，

大多数人认为养老服务就是保姆，伺候老人的起居生活，从而导

致年轻人不愿意参与，而从事相关工作的男性也会被嬉戏玩笑。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养老服务人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年龄比例

失调和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

1.年龄比例失调

据统计，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主

要来源大多是下岗再就业人员和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人口年

龄分布在50至80后之间，45-65岁的相关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

57%。养老服务相关从业者年龄的差异，会导致工作能力的整体下

降，高龄者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对工作压力的承受力较小，无

法经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就无法进行高效精准的养老服务。[7]

2.性别比例失调

据统计，在养老服务相关从业者的总人口中，女性从业员占

比64.12%，由此可以看来，当今社会中，养老服务的从业者女性

要远多于男性，存在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但是由于养老

服务工作的复杂性，对从业者的劳动体力需求非常高，比如，在

照顾失能老人的过程中，会帮助老人进行翻身、坐起，帮助他们

穿衣服，扶持他们上下楼、上厕所等等，工作强度对女性从业者

来说压力比较大，男性从业者的缺乏会给养老服务行业的持续性

发展带来影响。

（四）养老服务人才流动性较强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留不住人

才，养老服务人才流动性较大，从业时间普遍较短，跳槽、离

职、转行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以年轻人最为显著，这类人群往

往将养老服务行业当成临时性工作，由于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

人们对于从事养老服务行业仍旧存在一定的职业歧视。[8]

员工流失率，即离职员工占单位员工总数的比例，在养老服

务的相关行业就表现为养老服务人员离职人数占员工总数的比

例，员工流失率一般在10%-15%是正常范围。有数据显示，养

老服务行业入职一周的周流失率为35%左右，月流失率高达40%

左右，年流失率在30%,从就业行情的角度来看，我国养老服务

行业工作稳定度较低，人员流失过高会严重影响养老服务事业的

发展。

（五）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

1.课程培训体系缺乏专业性

首先，在课程教学方面，尽管不少院校都开设了养老服务与

管理的专业课，但是课程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教学内容

同实际需求相脱节，养老服务并不是单纯的照顾失能老人，其中

还会涉及到医学、心理学等知识素养。[9]

其次，师资力量缺乏专业性，对于养老服务与管理这门课

程，很多授课老师都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基础知识不过关，

缺乏系统的养老服务学的基本理论，没有切实的养老服务的技能

经验。

由此观之，我国养老服务相关的课堂体系仍需要改善。

2.职称评定机制不完善

工作晋升机制的清晰与否，是一个在职人员职业归属感的重

要指标之一，而我国的养老服务行业由于职称评定体系的不明

确，民营的养老机构大多没有编制，导致很多从业人员的工作得

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缺乏工作的激情。长期以往，注定是留

不住人的。

二、新时代解决养老服务人才供给问题的策略

（一）发挥政府对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引导作用

1.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相关政策

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不只是养老行业的问题，还涉

及到政府、院校、社会等多元主体。[10]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管

控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过程中，应适当加大对养老服务人才供给

的政策扶持力度和宣传力度。

首先，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政府

的相关部门应制定完善的养老服务人才供给发展的配套政策，从

社会地位、薪酬福利、专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方面予以条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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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对各地部门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实施监督，解决政策在实

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11]其

次，政府应当加强对养老服务行业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媒体、

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平台，对养老服务行业的相关工作内容、工

作待遇、工作培训等进行简单清晰的介绍，方便社会群众更加深

入的了解该行业的发展前景，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从家促

进社会对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参与度。

2.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的社会保障机制

在新时代背景下，政府要想推动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需要

加快健全资金保障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应明确负责养老服务人才

供给政策的经费支出，各地方财政部门顺应政府的政策落实，保

证区域内养老服务行业教学质量、人才培养、入职补贴等方面的

资金投入，保证经费监督，确保养老服务行业入职人员的工作待

遇处在正常水平。[12]

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23年5月印发的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根据人口

老龄化的现实情况和人才供给的需求，实时调整和健全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养老服务人才的切身权益。这就要求政府相

关部门例行国家对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政策，加大对养老服务相

关专业、从事相关行业人员的福利补贴，协同医疗机构、人社局

等调整优化专业教学内容和考评机制，提高养老服务的职业公信

力和专业度，更好的满足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二）调动社会参与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积极性

1.优化社会观念，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养老服务人才供给出现供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今

社会存在对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歧视，社会群众普遍将养老服务

同“老人保姆”划等号，认为伺候人的工作存在社会地位低的尴

尬情况，总体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较大。[13]

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社会观念，职业荣誉感是劳动者在

自己的工作范围内获得的社会尊重感和社会认同感，是实现自我

价值和存在感的重要来源，也是挽救养老服务行业就业困境的重

要渠道。通过大力宣传养老服务人才的重要性，结合人文关怀和

社会对老幼病残的同理心，在全社会营造出尊重并积极参与养老

服务的良好氛围，增强养老服务人才的身份认同感和社会责任

感。比如，养老服务行业在业内可以评选职业标杆，定期评奖

“最美护理员”、“最强营养师”等荣誉称号，将工作业绩变成可

视化的成绩，并面向全社会进行表彰，既能激励养老服务人才的

工作信心和工作激情，刺激社会的参与度，又能提升养老服务行

业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行业。

2.扩大人才供给的规模，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积极响应政府对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给

的支持政策，一方面应鼓励各大院校扩大有关养老服务类专业的

招生模式，增设比如老年心理咨询、营养保健、康复锻炼等专

业，将产教融合的理念融入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中，积极推动各

大院校同各类私立、公办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校企合作，正式面向

社会的供需矛盾，对养老服务类专业的相关合作项目给予更多的

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校企应积极引入养老服务类专

业的人才，相关部门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增设新型岗位来吸引更多

的毕业生，比如营养师、保健师和心理师等，构建多元、专业的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14]

（三）加强对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专业化培训

1.养老机构加强对养老服务人才的培训

作为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重要前端，相关的养老服务机构要

加强对养老服务类岗位的人才培训。首先，针对不同的养老服务

岗位，分门别类的制定出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培训要求，相关部门

鼓励校企合作，积极引导专业教学进入产业的前端教育中，为培

养养老服务人才提供质量保障。其次，针对不同能力的员工进行

分层培训，由于从业人员的主体差异性，各自具备的知识素养和

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养老机构应对不同年龄、不同工作经

验、不同能力的人员进行分层培训，合理规划人才的能力培养

策略。

2.院校对养老服务类专业进行优化调整

作为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各类院校首先积极

响应国家的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相关政策，根据现实的供需问

题，及时调整优化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组建优秀强大的

师资团队，积极建设智慧康养体系，引进先进的人工智能造福养

老事业。

各类院校在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上，首先确立满足社会需求

为主导的人才培养原则，明确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秉承培养人

才为养老服务行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的教育理念。[15]其次，

调整优化相关的专业课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增设当下社会稀

缺的专业岗位课程，深化落实产教融合的政策，了解养老服务行

业的职业发展前景，制定发展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案，积极探索

养老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重点培养学上的实践应用技能。比

如，下社会养老服务行业对人才岗位的需求主要有两种，一是护

理员，二是管理员，校企应加强对稀缺人才的多元化培养，不仅

要求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素养，还要求具备专业的实践技术。再

者，为适应养老服务行业向全领域的发展进程，各类高校应针对

养老服务类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同而引入不同的师资团队，教师教

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才的培养，因此为提高学生的专业素

养，就要拥有高配置的教育资源。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加强对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化

培养，院校需要引入 AI科技打造智慧康养体系，全方位的解读

新时代养老服务相关的科技产品，包括人工智能的主动式交互陪

伴、无障碍自主出行、自动上门护理等功能。高新技术的发展使

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运营更加轻松高效，院校对人才的培养也应

紧跟技术发展的潮流，熟悉掌握相关技术的理论技巧，让老年人

的体验更加便捷舒适。

（四）建立健全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机制

1.建立健全职业的晋升机制

科学清晰的职业晋升机制能有效激发就职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有效减少养老服务行业的离职率。这就要求养老服务类机构

建立健全晋升机制，明确养老服务类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的人员

晋升条件，比如工作时长、工作能力、工作成绩等，要制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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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理的考评标准，切实维护从业人员的基本利益，针对有能

力的基层工作人员也能有机会晋升成为工作的管理岗，落实国家

的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相关政策。

2.建立激励性的薪资制度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提高养老服务行业的

薪资待遇，建立激励型的薪资制度，打破固定的待遇构成，真正

做到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的工作氛围。

一方面，完善技能补贴制度。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

人才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设置绩效工资，对绩效高的从业人员

给予职业技能等级的补贴，通过提高从业人员的福利待遇，能够

有效促进专业培训的发展。另一方面，健全薪资的分配制度。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养老服务机构的利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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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来适当提高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推动养老服务行业的薪资水

平同劳动力市场价位相调和，保障养老服务人才的切身利益，以

吸引更优秀的养老服务人才参与工作。

三、结束语

总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仍在不断加深。在新时代背景

下，提高养老服务人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成为破解养老服务人才

发展困境的重要手段，这就要求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加强政策支

持，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力量共同参与，协同合作，完善养老服

务人才的培养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养老

服务人才能走进来、留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