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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养老服务职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职业化水平低，导致养老服务的质量相对较低。随着老年服务需

求数量增多，同时需求越发多样化和复杂化，加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的建设应该以新时代劳动观

为指导。养老服务本质上是一种劳动，进入新时代，任何一种劳动都应该加强专业化建设，只有让专业

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能提高劳动质量，提升人民幸福感。所以，营造劳动平等的社会氛围、设立合理的

薪资体系、完善职业标准化体系对于提升养老服务行业水平尤为重要。 
 
关键词 

养老服务，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劳动观，职业化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Pension Service Practition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Labor Concept in the New Era 

Ying W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Jun. 27th, 2022; accepted: Jul. 18th, 2022; published: Jul. 27th, 2022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oncepts, the occup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my country has a low 
level of professionalization, resulting in a relatively low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emand for elderly services, and the increase of more diversified and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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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practi-
tioner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the new era. Elderly care service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labor. In the new era, any kind of labor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professional construc-
tion. Only by letting professional people do professional things, can w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
bor and improve people’s happines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reate a social at-
mosphere of labor equality, establish a reasonable salary system, and improve the occupational 
standardiz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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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5,38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 176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 [1]。老龄人口增加速度之快，养老服务需求也趋于个性化和多

样化，社会对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化水平要求变高。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加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力度”[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联合颁布的《养老护理人员职业

技能标准(2019 年版)》中谈到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是老年生活照料的主要提供者，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体

系的重要支撑，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事业关键时期已经到来[3]。在老年护理方面，护理人员的态度和

能力，直接影响着养老相关产业的发展，很多年轻人认为照顾老人的工作辛苦又难做而且挣钱少、很不

体面，大都不愿意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现在的护理工作人员往往都是一些下岗女工或者没有其他技能的

家庭妇女。这些人都没有接受过相关知识的教育，文化程度也很低，员工的水平只能提供一般的生活护

理和服务，不能提供高层次、高标准的服务，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多元化、多种类的养老服务需求。当今

社会中，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养老服务作为一种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劳动创造人类社会，一切劳动都是在创造财富，同时所有的劳动都是人类所必须的，不存在高低贵

贱之分。新时代劳动观是提升行业职业化的重要指导思想，根据习近平劳动观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劳动是每个人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劳动是有意义的，付出都应该得到回报。正确的劳动观念是提升我国

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化水平的必要前提，树立劳动平等观、劳动价值观和劳动道德观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事业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加强老年护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已成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瓶颈问题和最为

紧迫的问题，必须全力加以解决。 

2. 文献回顾 

学界关于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的讨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关于从业人员职业化现状这

一方面，徐菊玲等在 2020 年发表的《高等院校养老护理员培养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中谈到“我国养老护

理员存在‘一高三低’的特点，其中，‘一高’指多为下岗工人或农村家庭妇女，年龄较大；‘三低’普

遍学历低、社会认可度低、福利待遇低”[4]；甄炳亮在《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和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养老

服务业发展水平》一文中提到我国养老服务队伍有五大显著问题，分别是“人员数量短缺、学历水平较低、

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技能不足、社会认知不足”[5]；第二，关于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程度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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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主要从立法、制度、宣传力度等方面展开讨论，张岩松在《论加强我国老年养护人才队伍建设的途径

和对策》一文中提到“文化素质低，年龄偏大、专业人员少、培训不足、技能差、工作辛苦，心理问题严

重，待遇低、社会认可度低，人员流失严重”是主要原因[6]；第三，关于提高职业化的对策方面，王晋芳

等在《基于供需平衡机制的老年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和策略分析》一文中谈到“对标国家战略需求，构

建老年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与指导方针、创新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机制，高质量落实人才培养细则、增加

老年护理行业吸引力，夯实老年护理队伍建设”[7]；薛书敏在《我国养老护理员队伍职业化的调研报告》

中提出以下建议“完善法规政策和保险机制，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培育养老服务职业环境、积极开展

职业培训，提升养老服务员职业素养、加强行业标准化管理，提升养老服务职业管理水平”[8]。学界对于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研究提出了重要观点，对本文有所启发，然而学界在研究如何提升养老服务人员

职业化问题时，更多注重研究如何提升职业化标准而忽视劳动观的培育。本文结合学界论述，提出影响从

业人员职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劳动平等观氛围而导致的职业价值取向不明晰，

因此，本文认为，在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指导下，我们应当营造劳动平等的社会氛围、设立合理的薪资

体系、完善职业标准化体系，从而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3.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价值取向的问题分析 

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及行为结果的评价和看法，可以反映人的主观认知世界和需求状况。职业

价值观是价值观中的重要部分，它不仅决定着人们的职业期望和职业目标，同时也影响了就业后的工作

态度和工作绩效。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养老服务人员呈现数量少、年龄较大、普遍学历低、社会

认同低、福利待遇低的问题，很多年轻人认为照顾老人的工作辛苦而且挣钱少、不体面，大都不愿意从

事老年护理工作，现在的护理工作人员往往都是一些下岗工人或者家庭妇女。这些人都没有接受过相关

知识的教育，文化程度也很低。由于很多没有接受系统的职业化培训，员工的水平只能提供一般的生活

护理，不能提供高层次、高标准的服务，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多元化、多种类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关养老

服务从业人员职业价值取向现状的问题，本文主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3.1. 从业人员职业价值目标趋于务实化 

养老服务工作本质上是“助人自助”的过程，在帮助老人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职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养老服务人员实现职业价值目标是一个长期的投入过程，因此，在职业价值目标设定时，应更加注重个

人小我和社会大我的融合。然而，由于社会劳动价值观教育的缺失，养老服务人员的职业价值追求更加

注重短期物质方面的满足，在养老服务过程中趋于功利化[9]，对于名利和待遇的追求导致在服务过程中

缺少了对工作的热爱，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没有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往往会制约从业人员职业化水

平进一步发展。 

3.2. 从业人员职业认同度低 

职业认同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从业人员对于工作和老人的态度，也可以反映出是否愿意为职业化水平

的提高而不断学习。职业认同包括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由于受到养儿防老等传统思想的影响，社会普

遍认为在养老院工作没有发展前途，不需要什么学历和专门的训练[10]，加之如今在养老院工作的人员大

多数是家庭妇女，这就使养老服务人员社会认同度低；同时，养老服务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没有其他职业

高，影响了护理人员对工作的积极性，降低自我认同感，也进一步导致社会对于养老服务职业的偏见。 

3.3. 从业人员职业归属感不强 

相关保障制度缺失，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良好的保障，精神压力较大，导致养老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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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离职率较高，同时，社会对该职业认识不够准确，养老服务工作应该被认为是平凡且伟大的，他们

将别人的父母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去照顾，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无法衡量的，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然

而社会上对这一职业普遍存在着偏见，从业者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没有得到承认，导致养老服务人员

职业归属感不强。因此，应该有一套很完善的体制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对养老服

务从业人员定期进行精神疏导，缓解其精神压力。 

4. 劳动观视角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价值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平等观的形成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

主义平等观本质上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出平等必须落实到现实的人身上。其平等所涉及的范围较广，

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劳动者可以平等地参与劳动、享有生产资料以及分享劳动产品，并获得接受

教育、培训、就业等机会，同时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发展个人才能和智慧，并且劳动者应平等地对待每

一种劳动，尊重每一个职业，进而成为自由且全面发展的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劳动问题，形成科学的劳动观体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

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继承与发展，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劳动观的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每个劳动者都是‘主力军’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主力军，中国梦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

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每一个劳动者都要得到相应的尊重”[11]。
虽然我国在社会领域积极营造“劳动平等”的氛围，但是每个劳动者在年龄、劳动技能等方面都不可能

完全平等，这样容易造成劳动歧视，进而导致在人们心中对职业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形成对某个职业固

有的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

针……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同时强调对劳动的尊重没有体力和脑力之分，没

有高低和贵贱之别，并身体力行深入一线通过对劳动者的现场慰问表达对劳动的崇尚和对劳动者的尊重。 
新时代劳动观对我们提升养老服务人员职业价值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将新时代劳动观归纳为三个角

度，即劳动平等观、劳动价值观和劳动道德观，并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分析养老服务人员的职业价值问题。 

4.1. 劳动平等观角度 

劳动平等的对立面即劳动不平等，而劳动不平等在明显的层面就表现为劳动歧视。恩格斯曾提到“平

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

真理存在的”[12]。整个社会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劳动平等观念，就需要社会有对于劳动正确的看法。劳动

平等观思想告诉我们要用崇尚的态度对待每一份职业，从小培养劳动最光荣的思想，不能对劳动产生高

低贵贱之分。养老服务职业是应对老龄化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解决的问题和产生的价值是不可忽

视的，每一位养老服务人员都是整个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位为养老

服务事业做出贡献的劳动者。 

4.2. 劳动价值观角度 

对于每项劳动来说，不仅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提升个人价值有着重

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辛勤劳动创造

的价值提升自我满足感，从而推动人类不断努力向前发展。在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养老服务这份职业很

简单，仅仅是去照顾老年人的生活起居，对社会所产生的价值也是比较少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

们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量不断增多，形式越发多样化，养老服务员需要不断地提高护理技能和更新服务

方式，以满足社会日趋复杂化的需求，因此，这份职业是有巨大价值的，是无比光荣的，在助人自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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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为国家社会创造出了财富。 

4.3. 劳动道德观角度 

面对劳动，我们要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劳动、尊重劳动的意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

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

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进入新时代，劳动道德观的培育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很

重要的，在培养养老服务人员时，要注重对专业技能的提升，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能提高整个养

老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同时，在职业准入标准中也应该将护理员的劳动道德观放在重要的位置，设立

关于劳动道德的各项考核指标，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以保证养老服务质量。 

5. 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的思考 

从新时代劳动平等观、劳动价值观、劳动道德观观视角下分析可以得出，影响养老服务行业职业化

建设的因素有缺乏良好的社会氛围、薪资制度不合理、职业标准和专业化体制不够完善。因此，本文就

如何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建设提出了以下思考。 

5.1. 营造劳动平等的社会氛围 

在职业化构建的过程中，劳动观念对其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良好的社会氛围能够帮助社会劳动平等

观念的形成。营造一个劳动平等的社会氛围，不仅需要政府加强舆论导向，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教育

体系等共同发力。在构建全民职业平等价值观时，政府要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比如，组织从业人员现身说法，向大家介绍这一行业，描述职业发展前景，让大家能够真实的了解工作

内容和工作意义，在舆论导向方面，社会组织应该大力宣扬老年护理职业的崇高价值，使整个社会能够

摒弃老年护理工作者社会地位低的认识误区[13]。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对于劳动观的教育，使学

生从小就可以形成劳动平等、爱岗敬业、诚实劳动的观念，也要在高校中创新老年服务专业的学习，将

职业价值观的教育贯穿教学始终，提高大学生对该职业的认同度和积极性，使学生能够真正愿意为这份

职业贡献力量[14]。在德国，政府倡导把基础护理知识作为一项基本生活技能普及给社会民众，并且充分

挖掘全职妈妈的潜力，鼓励她们利用闲暇时间去从事养老服务工作，这样不仅很好的解决了待业问题，

同时也有效地缓解了老龄化[15]，这种做法对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职业价值氛围有很大帮助。良好的劳动平

等氛围可以提高该职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壮大人才队伍的建设，推动养老服务人员职业价值观的形成，

进而提高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化水平。 

5.2. 构建合理的薪资体系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中华名族的

伟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就是要从制度上缩小行业贫富差距，因此，构建一个能够体

现正确劳动观的薪资体系显得格外重要。在劳动平等观思想下，每一种劳动都是有价值的、平等的，所

以所得到的薪资也应该是没有差距的，然而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人员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对于这些劳

动者来说，他们没有得到该得的回报，所以导致整个社会在薪资层面形成对养老服务行业的歧视。丹麦

实行津贴制度，可以分为四类，包括直接发放给被护理者的津贴、被护理者和护理提供者共享津贴、支

付给非正式护理人员的津贴和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给正规护理机构的津贴。以上四类津贴在提升被护理者

经济能力、壮大社会护理人才队伍和提升护理机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对于养老服务职业来

说，不仅要设立《养老服务人员职业技能标准》也要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出一套合理的薪资制度，颁布

养老服务人员工资标准，从制度上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提高员工的薪资待遇水平，确保养老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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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并且给一线员工发放津贴补助，指定合理的薪资标准，使高水平高素

质的劳动者能够得到应有的薪资报酬，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5.3. 完善职业标准化体系 

职业标准化，即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式，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职业标准

化的构建对职业化发展的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构建职业标准化体系的过程中，应明确劳动者的工作

内容和工作标准。养老服务人员职业标准体系应主要分为三大方面，首先，持有养老服务相关资格证书，

相关证书的拥有反映了养老服务员进行过专业技能的培训且测试合格，有基本的医护知识和心理知识，

能够在养老机构进行明确的角色定位，发挥所长；其次，要定期接受专业培训。随着大数据、互联网+、
5G 等技术的发展，对于养老服务的要求也不断更新，养老服务人员的知识技能体系需不断进行学习，以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最后，养老服务工作繁杂，稍不用心就会引发各种问题，因此，要对养老服

务人员的工作内容有明确的套路规范，比如说，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什么行为是更加合理的，更加舒适

的都要做一系列的要求，让老年人能够有更好的服务体验。我们的社会存在这样的现状，人们眼中所谓

“好的工作”往往门槛比较高，劳动者需要参加各种考试，取得各种证书才能进入该职业，而有一些职

业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门槛，谁都可以做，这样就会在人们心中将职业划分为三六九等，所以只有建立

职业标准化体系，让养老服务行业也想其他行业一样，有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才能进一步提升养老

服务人员的职业化水平。 

6. 小结 

在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需求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观成为主要难题，

整个社会要加强新时代劳动观的教育，广泛形成为养老服务事业劳动光荣的意识，推动养老服务从业人

员职业化向更高水平发展，推进养老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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