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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0要(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对长期护理和养老服务需求有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和相关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了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现状和长期趋势$ 研究表

明! 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存在性别% 年龄% 城乡和地区等多种差异$ 根据预测! 不能自理

老年人口在 +,-- 2+,., 年期间将呈以下几个趋势( 规模将保持单调增长态势) 速度前期增

长较快! +,4, 年以后将放缓) 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在 +,4+ 年以前保持基本稳定! 后期持续

攀升) 性别比在 +,+. 年前保持稳定! 此后持续下降) 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在 +,4/ 年左

右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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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能力是决定长期护理需求的关键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将长期护理 !O;BNV@CEI7?EC% 长期照

顾" 定义为由非正规照顾者 !家庭# 朋友或邻居" 和专业人员 !卫生和社会服务" 开展的活动系统%

以确保缺乏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根据个人的优先选择得到较高的生活质量% 并享有最大可能的独

立# 自主# 参与# 个人满足及人格尊严 .-/ , 自理能力不足是长期护理需求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般自

理状况越差% 长期护理需求就越旺盛, 正是基于这一点% 日本# 韩国等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

家% 都是以自理能力来确定长期护理服务的给付与否及给付水平,

由于疾病# 伤残和功能衰退等因素的影响% 老年人口是自理能力不足的主要人群, 当前% 中国人

口老龄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 + 亿%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 4f, 不仅如此%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 老年人口数量和

高龄人口比例继续增加%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还将持续增长% 并将导致养老护理需求快速增长,

对可能产生长期护理需求的老年人口数量进行预测% 把握其发展大势是分析老年护理需求增长变

化的关键% 也是制定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必不可少的基础, 我国近年来关

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文献逐渐增多% 但大多数文献侧重于介绍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及

对我国的启示% 或是进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再或者是探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 只有

很少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长期护理需求的变化趋势,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 魏华林# 何玉东预测了

+,., 年以前长期护理人员# 费用等需求 .+/ % 宋占军# 朱铭来预测了 +,., 年以前长期护理需求者数

量# 长期护理费用等 .4/ % 但两项研究在基础数据使用上均未充分利用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

关结果% 如在人口变动趋势上% 前者以 +,,1 年 -n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 后者以联合国 +,-, 年人口

预测数据为基础' 在老年人口中不能自理比例上% 前者采用的是 *长期护理发生率国际经验数据+%

但并未说明具体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值% 后者则采用的是 +,,5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调查数据的相

关结果% 同时两项研究都没有考虑城镇化对长期护理需求城乡分布的影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我

国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结果% 尽管关于老年人口自理状况数据来自于长表% 但是无论从调查的样本量

和方法设计% 还是组织实施方面来看% 其数据的可信度均应高于一般的抽样调查结果, 因此% 本文将

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 先对我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并对未来不能

自理老年人口数量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现状分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了我国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自理能力状况% 揭示了我国老年长期护

理需求的基本情况,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身体健康状况是指被登记人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对过去

一个月能否保证正常生活做出的自我判断% 属于健康自评, 其调查有四个选项$ !健康, 指过去一个

月健康状况良好% 完全可以保证日常的生活, "基本健康, 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一般% 可以保证日

常的生活,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不是太好% 但可以基本保证正常的生活,

$生活不能自理, 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较差% 不能照顾自己日常的生活起居% 如吃饭# 穿衣# 自行

走动等, 普查结果显示% 中国 5, 岁老年人口中% 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约为 +91.f% 不健康但生活能

自理的比例约为 -491f% 其他为健康或基本健康% 以此结合普查时中国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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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算出 +,-, 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约为 .+49/ 万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长期护理的对象

主要是不具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群% 因此% 可以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看作是存在长期护理需

求的潜在人群, 下面从年龄性别状况# 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等几个方面分析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

口的基本状况,

-a年龄性别状况

分析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年龄性别状况%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者主要集中在 6+ 235 岁之间, 从年龄分布看% 6+ 235 岁年龄段不

能自理人口占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 .69//f% 该年龄段各性别各年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全部不

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比例均在 -f以上% 女性 6/ 235 岁年龄段占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比例甚至均

超过了 +f,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集中在中间年龄段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在这一年龄段老年人口还

保持着较大的基数% 另一方面这一年龄段老年人口不能自理的比例较低龄阶段有较大的升高% 两方面

的因素互相交织% 造成这一阶段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规模较大,

二是从性别分布上看%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中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在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中% 女

性占比高达 .3945f% 男性占比约为 /-95/f,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不仅在总体上

存在% 而且在 5, 岁及以上各年龄均是如此% 各年龄不能自理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 均低于

-,,% 且表现出随年龄增加% 性别比不断下降的趋势, 在 5, 253 岁年龄段% 性别比在 1. 2-,, 之间%

到 65 岁时开始下降至 3, 以下% 到 36 岁时低于 .,% 到 1. 岁时约为 4, 左右% 到 -,, 岁及以上年龄组

则仅为 ++% 男女比例接近 -o.,

借鉴人口年龄性别金字塔的思路% 可以画出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性别年龄金字塔 !见图 -",

可以看出% 金字塔近似不对称的宝瓶型% 整体上表现出 *上尖中凸下收缩+! 的特点% 以 6+ 235 岁

区间塔身为最宽% 瓶身左侧略窄# 右侧略宽, 从 6+ 岁年龄组开始% 塔身明显向右凸起% 表明以上年

龄组的女性不能自理人数急剧增加% 占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同年龄组的男性,

图 -0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性别年龄金字塔

注$ 分母为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

资料来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00

图 +0各年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比例

注$ 字母为分年龄性别老年人口,

资料来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三是老年人口中不能自理的比例随年龄增长而逐步提高 !见图 +", 无论是男性老年人口还是女

性老年人口% 都呈现出随年龄增长不能自理比例逐渐提高的趋势% 特别是在 3, 21, 岁之间是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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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图时可忽略 1. 岁及以上组 !即最高年龄组" % 因为该年龄组包含多个年龄% 破坏了塔尖向上的连续性% 如果将最高年龄组设
定为 -,, 岁及以上% 可以看出明显的塔尖, 本图之所以将最高组设定为 1. 岁及以上组% 是为了和图 + 在年龄组划分上保持一致,
而图 + 之所以将最高组设定为 1. 岁及以上组是因为 1. 岁以上各年龄个案数较少% 稳定性较差% 合并为一个年龄组计算出的不能
自理比例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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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能自理比例提高最快的时期, 在 3, 岁以后% 女性不能自理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到 1. 岁以上各年

龄% 女性不能自理比例达到了 4,f左右, 正是由于女性高龄人口较多% 以及高龄阶段女性老年人口

不能自理比例较男性更高% 导致女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普查数据显示% 女性老

年人口中不能自理的比例约为 494.f% 高于男性老年人口约 ,93/ 个百分点,

+a城乡差异

城乡差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 也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典型特征% 同样也是中国不能

自理老年人口分布的典型特征,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城乡差异主要表现在% 乡村老年人口明显比城镇老年人口自理状况更差, 普

查数据显示% 城市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为 +9/.f% 而乡村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则高达

494+f, 其中% 男性不能自理比例的城乡差异略小% 乡村较城镇高约 ,9.. 个百分点' 女性不能自理

比例的城乡差异更大% 乡村较城镇高 -9-6 个百分点, 观察不同年龄的情况% 城镇各年龄组不能自理

的比例均低于农村相应年龄组的比例% 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均是如此$ 在 5, 251 岁组% 农村不能自

理比例较城镇高约 ,9/+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高约 ,9+1 个百分点% 女性高约 ,9.. 个百分点' 在 6, 2

61 岁组% 农村较城镇高约 -9,6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高约 ,933 个百分点% 女性高约 -94- 个百分点'

在 3, 231 岁组% 农村较城镇高 -911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高约 -9.3 个百分点% 女性高约 +9-1 个百分

点' 在 1, 岁及以上组% 农村较城镇高 +93-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高 -914 个百分点% 女性高约 49,+ 个

表 -0分城乡老年人口生活不能自理比例 f
地区 年龄组 总体 男 女

城镇 合计 +9/. +9+, +951
5, 251 ,91, ,91/ ,935
6, 261 +965 +951 +934
3, 231 39-1 69-4 19,+
1, 岁及以上 +,9+3 -5963 ++9,4

农村 合计 494+ +96. 4935
5, 251 -94+ -9+4 -9/-
6, 261 4934 49.- /9-/
3, 231 -,9-3 396- --9+-
1, 岁及以上 +49,1 -396- +.9,.

00资料来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百分点 !见表 -",

即便是以单岁组来分析% 同样可以发现% 城

镇男性和女性各年龄的不能自理比例均低于农村

相应年龄的不能自理比例, 城乡男性老年人口不

能自理比例从 5, 岁时相差 ,9-/ 个百分点逐渐增

加至 1, 岁时相差 49- 个百分点% 此后有所下降'

城乡女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相差从 5, 岁的

,94- 个百分点逐渐上升% 至 14 岁达到了 4936

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农村老年人口自理状况比

城镇老年人口自理状况更差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

年龄段的现象% 而是贯穿于整个老年阶段% 是发生在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各年龄段的普遍现象,

4a地区差异

地区差异大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之一% 也是不同地区之间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情况的特征

之一,

从东# 中# 西部三大区域来看% 西部是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最高的区域% 大多数省份的老年人

口不能自理比例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地区处于不高不低的情况% 大多数省份老年人口不能自理

比例在全国平均水平左右' 东部地区则两级分化比较明显% 既有部分省份不能自理比例处于全国前列

的省份 !如北京# 上海"% 也有不能自理比例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的省份 !如广东# 福建", 从六个大

区的情况来看% 华北# 西北和西南是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较高的地区,

从各省份具体的情况看% 老年人口中不能自理比例最高的是西藏% 达到了 .9/.f% 最低的是广

东% 约为 -93,f% 前者是后者的 4 倍, 除西藏外% 其他比例较高的地区还有北京 !/9/4f"# 云南

!491,f"# 上海 !496-f" 和山西 !496-f", 男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仍然以西藏为最高% 达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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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9./f% 北京次之% 为 491/f% 其他各地区除天津达到了 4944f外% 均低于 49+f% 最低的广东

不足 -9.f, 西藏女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的比例高达 59-1f% 北京# 山西# 上海# 安徽# 云南# 甘

肃# 青海等地区也均超过了 /f,

二$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变化趋势分析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总量及其不能自理比例有关, 而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一方面

受各年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例的影响% 另一方面受各年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的影响, 前者

是老年人口年龄结构% 后者则可称为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的年龄分布模式, 也就是说% 不能自理老

年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规模# 结构及不能自理的年龄分布模式有关, 这样%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未来的

总量变化取决于几个效应$ 一是规模效应% 即由于老年人口规模扩大而引起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

加' 二是结构效应% 即由于老年人口结构变化而引起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加' 三是分布效应% 即

由于各年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变化而引起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加,

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可以通过人口预测得到% 这里采用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的

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 在没有大的社会经济变革# 医疗技术革命等条件下% 各年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

比例应该比较稳定% 这里假定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的年龄分布维持目前的模式不变, 在此基础上%

可对未来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 本文的具体做法是$ 将老年人口分为城镇男性# 城

镇女性# 农村男性# 农村女性四个基本群体% 每个群体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计算出相应各

年龄不能自理比例% 以此与通过人口预测得到的各群体 +,-- 2+,., 年的分年龄老年人口分别相乘%

可得到每年各群体分年龄不能自理人口数% 以此为基础% 可计算总量# 结构# 速度等不同指标% 主要

结果介绍如下,

-a总量及占比变化趋势

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 +,-- 2+,., 年期间将保持单调增长态势% 前期增长速度较快% 后期增

长速度将放缓, 根据预测% 由于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影响%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在 +,-/ 年突破 5,, 万

人% +,+1 年左右突破 -,,, 万人% +,/- 年突破 -.,, 万人% +,., 年达到 -365 万人左右, 在 +,46 年以

前%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速大多保持在 4f以上% +,+1 2+,4, 年左右甚至将可能达到或超过 /f%

从 +,43 年开始% 速度下降至 4f以下% 此后增速将逐步放缓% 到 +,/1 年左右下降至 +f以下

!见表 +",

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比例在 +,4+ 年以前基本会在目前的水平以下小幅波动% 但此后很快会超

过 4f且一路攀升, 尽管假定各年龄不能自理比例不变% 但是由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 不能自

理老年人口占全部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简称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 将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 总体上% +,+. 年之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会经历一次 *降0升0降+ 的波动% +,+. 年之后将

呈单调上扬之势, 由于前期大量低龄老年人口进入% 在 +,-6 年以前%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将持续

小幅下降% +,-6 年到达 +93-f的阶段性低点, 此后%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将逐渐上升% 到 +,+- 年

将回升至 +91/f% 约相当于 +,-, 年的水平, 然后再次下降% +,+. 年回落至 +936f% 但从此以后将一

直保持升势% 到 +,4/ 年超过 4f% +,/+ 年超过 49.f% +,., 年达到了 4933f !见表 +",

+a年龄性别结构变化趋势

与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趋势相一致% 不能自理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在预测期内也一直保

持增长态势, 不能自理男性老年人口将从 +,-- 年的 ++- 万人左右% 到 +,+, 年超 4,, 万人% +,4/ 年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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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及其占比的变化趋势

年份
不能自理老年
人口 !万人"

不能自理老年
人口占比 !f"

不能自理老年
人口增速 !f" 年份

不能自理老年
人口 !万人"

不能自理老年
人口占比 !f"

不能自理老年
人口增速 !f"

+,-- ./-95- +91+ 49/3 +,4- ---/961 +91- 491/
+,-+ .5-9+- +91, 495+ +,4+ --.39-4 +91/ 4931
+,-4 .3-96+ +933 495. +,44 -+,+961 +913 4935
+,-/ 5,49/1 +93. 496/ +,4/ -+/69./ 49,4 496+
+,-. 5+.964 +934 4951 +,4. -+1-96+ 49,1 49./
+,-5 5/39+1 +93+ 495- +,45 -44.946 49-5 4943
+,-6 56-91, +93- 495/ +,46 -4669/1 49++ 49-.
+,-3 51/931 +93+ 49/+ +,43 -/-3944 49+1 +915
+,-1 6-5933 +93. 49-5 +,41 -/.3945 4945 +93+
+,+, 6439,1 +91, +915 +,/, -/1595, 49/4 +95+
+,+- 65,9-4 +91/ +911 +,/- -.4/9.+ 49/1 +9.4
+,++ 6369+5 +914 49.6 +,/+ -.6491, 49.. +9.6
+,+4 3-39+6 +91, 491/ +,/4 -5-4951 495+ +9.4
+,+/ 3/1955 +933 493/ +,// -5.49/1 4951 +9/6
+,+. 334941 +936 4916 +,/. -51+9/+ 496. +94.
+,+5 1-6935 +936 491, +,/5 -64,936 4961 +9+6
+,+6 1.49.1 +933 4931 +,/6 -65194- 493+ +9++
+,+3 11-9.. +933 4913 +,/3 -3,594, 493/ +9,1
+,+1 -,4-94/ +933 /9,- +,/1 -3/+9++ 4935 -911
+,4, -,6+9.. +931 /9,, +,., -365944 4933 -93.

00资料来源$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计算,

过 .,, 万人% +,., 年达到 6+, 万人左右' 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口则将从 +,-- 年的 4+, 万人左右% 到

+,+/ 年超过 .,, 万人% +,44 年超过 6,, 万人% +,// 年超过 -,,, 万人% +,., 年达到 --.5 万人左右,

由于 +,+. 年以后女性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男性% 因此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性别比的

变化分为两个阶段$ +,+. 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在 51 26, 之间 !以女性为 -,,"' +,+. 年以后性别比

则会持续下降% 到 +,., 年将下降至 5+ 左右,

随着高龄化的发展% 高龄人口比重逐渐增加% 高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占比也逐渐上升, 从不能

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上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字塔身的重心逐渐上移, 与 +,-, 年不能自理老

年人口金字塔 !见图 -" 相比% +,4, 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底部明显更窄% 而顶部则更宽 !见

图 4"% +,., 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底部进一步收窄% 中上部则进一步放宽 !见图 /"% 特别是在

3, 236 岁左右年龄段塔身拓宽程度十分明显% 在女性一侧% 这一年龄段各年龄占全部不能自理老人

的比例都超过了 4f,

图 40+,4, 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

00资料来源$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关数据计算,

00

图 /0+,., 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

00资料来源$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关数据计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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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城乡结构的变化趋势

城镇和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预测期内基本上都保持上升趋势% 但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上升

速度快于农村, 据预测% 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 +,-4 年左右将超过 +,, 万% +,+, 年超过 4,, 万%

+,4, 年超过 .,, 万% +,/, 年超过 3,, 万% +,/5 年超过 -,,, 万% +,., 年达到 --.3 万人左右, 农村不

能自理老年人口在 +,-5 年将超过 /,, 万% +,+5 年超过 .,, 万% +,/4 年超过 6,, 万% 到 +,., 年约为

6-3 万 !见图 .", 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 在整个预测期内% 城镇不能自

理老年人口的增速基本在 4f 2.f之间% 最高接近 5f% 而农村的增速则均在 4f以下% 到期末甚至

有可能出现下降, 这是由于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 城镇人口不断增加% 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也持续上

升% 而农村人口总量和老年人口均会在期内由增转降% 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将出现巨大的变化% 从而由

于规模效应的影响导致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速快于农村,

由于城镇增速较快% 因此% 预测期内会发生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赶上并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

人口, 城乡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之比 !以农村为 -,," 在整个预测期内将快速上升% 从 +,-- 年的 .+ 左

右开始% 到 +,4/ 年超过 -,,% 即此时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 然后继

续上升% 到 +,., 年达到 -5- 左右,

从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看% 在整个预测期内% 农村将始终高于城镇% 且二者相差的幅度有呈扩

大之势, 与不分城乡时类似% 分城乡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在 +,+. 年以后持续升高% 城镇老年人

口不能自理比例将在 +,/- 年突破 4f% 到 +,., 年达到 4943f' 农村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则将在

+,43 年突破 /f% +,., 年达到 .9-+f !见图 5", 农村高于城镇的幅度在 +,+4 年以前基本维持在

,93 2-个百分点之间% 此后逐渐走高% 到 +,., 年二者相差约 -96. 个百分点,

图 .0城乡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变化趋势

00资料来源$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关数据计算,

00

图 50城乡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变化趋势

00资料来源$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关数据计算,

三$ 结论与讨论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是长期护理需求的潜在人群% 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人群,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国家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了我国不能

自理老年人口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 我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多集中在 6+ 235 岁年龄段% 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口明显多于

男性% 且不能自理比例表现出随年龄增加而提高的趋势, 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大是不能自理老年人口

的显著特征$ 农村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明显高于城镇% 这一现象发生在男女老年阶段的各个年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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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西北# 西南等地区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明显较高% 西藏# 北京等是不能自理比例较高的

地区,

从发展趋势看% 中国未来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规模将快速增长% 到 +,., 年将超过 -3,, 万人% 不能

自理老年人口比例在 +,4+ 年以前将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以下% 但此后将一路上扬'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

性别比将在 +,+. 年以后持续下降%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年龄性别金字塔将随时间逐渐重心上移' 城镇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增速快于农村% 并将在 +,4/ 年赶上并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规模,

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未来长期护理需求的格局, 总体上%

中高年龄段# 女性# 西部# 农村等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中占比较大% 但是这部

分人群恰恰是老年人口中经济支付能力较弱的人群% 如何满足他们的长期护理甚至是养老服务需求是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传统的依靠家庭提供护理服务的方式% 在当前家庭

规模小型化# 人口流动加剧的情况下% 已经难以为继% 必须寻找社会化的制度安排, 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作为一种为不能自理者提供社会保险的机制应该纳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 作为应对人口

老龄化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政策措施,

从时间上看% 今后约 +, 年时间是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较低的时期% 也

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后的机遇期, 这一时期% 尽管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增长较快% 但在老年人口中

的占比都在 4f以下% 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期% 利用总体护理负担较为稳定的情况% 积极发展各项老龄

事业, 特别是要不断深化改革% 理顺养老服务投融资体制和各项管理和监管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 社

会# 个人等各方作用% 尽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形成合理的养老服务格

局和繁荣的养老服务市场% 为随后即将到来的护理负担快速加重时期奠定重要基础,

此外% 城镇化将对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城乡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上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也

表现出不断城镇化的过程% 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占比将越来越高% 并在 +, 年后超过农村不能自

理老年人口的占比, 中国未来养老服务资源的布局必须考虑到这一重大转变发生# 发展的趋势与特

点, 具体来说% 对农村养老护理资源的布局必须与城镇化规划相结合% 护理资源不宜过于深入农村%

而是应该布局在一些重要的城乡连接节点上% 如在一些中心镇# 连接县城与乡镇的主要公路沿线# 县

城近郊等区域% 确保未来城乡皆可及% 避免出现由于城乡人口结构变化而形成资源浪费和需要大量重

新配置的情况,

总之% 中国未来护理需求增长是一个长期趋势% 在进行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的过程中% 都必须充

分考虑到这一趋势% 早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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