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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日渐严峻的趋势下，国家积极推动“健康老龄化”战略，促进医养结合发展。目前大多数

医养结合机构均以现代医学服务为主，更加关注老年人在发生疾病时的医疗保障，费用较高，无法真正

做到普惠群众。而传统中医药在健康养老领域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从养生、保健、预防到医疗、康复，

都贯穿着“未病先防”的思想，能兼顾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除此之外，中医药“简便廉验”的特点，更

容易被老年人接受和使用，信任度高。本文分析了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优势，针对农村发展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为农村探索健康养老服务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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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state actively promotes the strategy 
of “healthy aging”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 At present, most m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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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and nursing institutions mainly focus on modern medical service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dical security of the elderly in the event of disease. The cost is high, and it cannot truly ben-
efit the masses.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eld of health care is irreplaceable, 
from health care, prevention to medical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are running through the 
idea of “prevention before disease”, can take into accoun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mple and easy to test”, 
more easily accepted and used by the elderly, with a high level of tru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exploration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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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年轻人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加深。根据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末，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0,056 万人，超过人口总数的 7%，占总人口的 14.2%，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比 2020 年上升 0.7 个百分点，老年人抚养比为 20.8%1，应对人口老龄化刻不容缓。

目前，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健康问题，且以慢性病和常见病为主，而中医药以慢性病预防为主，具有温

和的药性以及费用低、疗效好等优势，可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是老年人在健康养老道路上的重要工

具。因此，将中医药融入老年人的生活中，让其为老年人的健康做出积极贡献，是当下更好地发挥养老

资源的一种新的养老方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以其独特的优势，通过中药以及非药物疗法

干预，在疫情防控以及救治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使更多的老年人认可了中医药理念。在老龄化和健康中

国的背景下，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将会成为老年人养老的新趋势。城市相较于农村，经济发展更快，就

业机会更广，使得农村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农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重要的改变，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

面临照护困境，因此，探究一种异于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可为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提供解决思路。 

2.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概念界定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就是运用中医药的相关理念和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普惠、便捷、安全的服务，

是医养结合的创新拓展，也是我国助推健康中国、健康养老的重要举措。[1]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将中医

药资源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可以为广大老年人提供养生、保健、治疗、康复等的养老服务，其优势除了

专业规范、方便可及、综合连续，还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服务衔接，让老年人安享晚年。 
葛新颖等(2020)认为中医药具有传统哲学思维，凝结了养生文化的精华，在帮助老年人预防疾病、延

缓衰老、增强体质等方面优势明显，可以明显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2]胡凌娟(2017)等人认为中医药

在应对老年病方面毒副作用小、疗效优，其中一些中医药技术如针灸、推拿等简单易上手，是调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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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方法，群众较为信赖，易于推广和掌握，非常符合老年群体的需求。[3]李华章等(2020)认为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是推进健康中国的重要举措，它更加关注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具有全方位的价值，能给

老年人全周期的健康体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4]。 

3. 政策梳理 

为了推动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发展，国务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几个部门

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进行详细的支持和引导，这对推动中医药与养老产业协同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指引作用，也为中医药医养结合产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政策导向越

来越明朗。历年关于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相关政策见表 1。 
 

Table 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are service policy review 
表 1.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政策梳理 

年份 文献名称 颁布单位 主要内容 

2015 年 5 月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

(2015~2020 年)》 国务院 充分利用中医药特色，加快发展中 
医药健康服务 

2016 年 2 月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 国务院 推动中医药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 

2016 年 12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通过 

提出中医药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流 
程，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提供法律依据 

2017 年 2 月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国务院 

大力发展中医药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的系列服务产品，建立一批中医药 

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2017 年 3 月 《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

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中医药健 
康养老服务发展作为深化医疗改革、 
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工作，明确 
提出要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 
奠定了中医药在养老服务中的重要 

地位 

2020 年 12 
《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 
务机构签约合作服务指南 

(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办 
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 

合印发 

进一步规范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 
务机构签约合作服务行为，切实提 

高医养签约服务质量 

2021 年 11 月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

的意见》 国务院 

做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 
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和中医药健康管 
理服务，积极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老年人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的 

作用 

2021 年 12 月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国务院 

织牢养老服务网，发挥中医药在治 
疗老年病、慢性病中的作用，维护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开展相关 

专业的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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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22 年 2 月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 
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 
国家中医药局等 15 个部门 

联合印发 

提升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水平， 
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服务 

中的独特优势 

2022 年 7 月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 

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 
推进中医药进家庭、进社区，满足 
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加强养老资 

源共享、壮大失能照护队伍 

4. 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优势 

4.1. 减轻农村老年人的费用负担，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随着新医改的逐步深入，中医药放大了医改的惠民效果，将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引入农村，可以为

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便捷，而且中医药治疗费用较低，其中针灸按摩等诊疗技术经济实惠，既符合农

村老年人收入水平低的现实状况，又能够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将中医药作为老年人调理身体机

能的选择，可以充分体现出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最大程度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4.2. “治未病”理念融入农村老年人生活，帮助老年人树立主动健康理念 

中医药学经过数千年的文化沉淀，积累了丰富的“治未病”经验。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秉持防微杜

渐的“治未病”健康理念，在疾病到来之前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和干预，可以帮助农村老年人树立正确的

健康观念，强化老年人个体的健康责任。中医干预并非强制进行疾病治疗，而是建立在老年人身体的寒

热虚实上进行辩证、灵活的内外调试，使其身体机能达到阴阳动态平衡。强调“三分治，七分养”的原

则，坚持“防重于治”的理念，将预防保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预防的手段多种多样，比如运用太极

拳、气功等中医运动来“养形”，也可以登城观山、寓意弈棋等进行“养神”。将中医药养生理念注入

老年人生活中，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 

4.3. 中医药治疗老年慢性病优势明显，更好地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 

中医防治老年病经过萌芽、形成理论、建立体系等一系列过程，在实践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而老

年人在养老过程中所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慢性病的困扰。目前来说，农村老年人较城市老年人而

言，慢性病诊疗问题更为突出，病程较长，老年人需要常年进行相关疾病的诊疗与拿药。而乡镇和村的

医疗水平较低，医疗资源薄弱，大城市医院经验丰富，但路程远且治疗费用昂贵，严重阻碍了农村老年

人就医。中医药在慢性病管理方面，几年来已在高血压、糖尿病、脑病等领域有所应用，将中医药健康

养老服务嵌入农村，可以长期为老年人进行慢性病的治疗，且中医药药性温和，中医药技术可以对老年

人整体功能进行调节，非常符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4.4. 中医药在农村老年群体中接受度较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西医传入我国之前，中医是中华民族疾病治疗的主要方式，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古代中国农村，

一些行走于江湖之间的游医，进村为人们进行疾病诊疗，对农民群众的治病保健起到重要的作用[5]。由

于这种历史渊源，作为国粹之一的中医药，更容易被农村老年人所接受。中医药走进老年人的生活中，

符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性，无论在疾病治疗还是预防保健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效果，而且农村老年人对于

中医治疗中的推拿拔罐、中药方剂都比较信赖，中医药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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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困境 

5.1.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相比于城市丰富的养老资源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农村地区开展的有关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基础

设施建设还相当薄弱，有的乡镇、村庄甚至为零。而在近几年，国家愈来愈重视养老问题，农村相比于

过去的养老资源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农村的养老服务机构较为单一，普遍为敬老院，中医药健康养老服

务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很多。 
这一现象与农村自身的性质有关，一方面，农村养老观念传统，另一方面，村民分散居住造成了公

共服务的可及性低。另外，农村的养老设施建设大多都是政府财政支持，几乎没有社会力量加入，而由

于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很多养老机构入住率低[6]，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长此以往，

也很难满足养老的相关物资填备，尤其是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还属于新兴探索时期，这更拉长了农村中

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时间长度。所以，在未来农村养老压力进一步增大时，农村薄弱

的基础设施并不能够满足农村老年人的需求。 

5.2. 中医药服务人才匮乏，农村老年人需求得不到满足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十四五”中医药人才发展规划》中提出，中医药人才总体规模还不足，

结构布局还不够完善，人才分布不均衡，创新团队不足，基层中医药人才总质量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

就近享受优质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作为支撑养老服务业的基础，养老服务人才担负着守护老年人的重要

使命，然而与持续攀升的农村老龄人服务需求相比，当前我国农村中医药服务人才还存在供给不足，专

业能力偏低等问题。 
目前，农村养老专业人才的缺乏制约着农村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急需大量有中医药、医疗、护理、

养老背景的专业人员[7]。我国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行业人才的匮乏，与从业人员工作强度较大，薪资待遇

和社会认可度较低，培训提升机会少等有关，关键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目

标的调整明显滞后于产业调整，导致农村地区人才供给难以满足产业岗位需求。 

5.3. 农村中医药文化宣传不足，受众认可有待加强 

做好中医药文化宣传是农村开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重要举措，也是助推中医药健康养老发展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在经历过 SARS、新冠肺炎疫情等传染病后，

人们对传统中医药的功效更加信赖，对中医药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认识更加深刻。但是随着“赤脚中医”

逐渐退出舞台，现代预防和疾病治疗的方式也大多是西医，缺乏中医的宣传知识，因此，在中西医并存

的模式下，农村地区人们很少选择中医进行治疗，对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这一新概念也并不是很了解。

[8]另外，由于农村人口文化限制，人们对了解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对中医药健康

养老服务所带来的成效也缺乏相关知识基础，部分农村地区老年人对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态度并不是

很明朗，因此加强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宣传刻不待时。 

5.4. 中医药健康服务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低，创新力不足 

目前，虽然国家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也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使得中医药健

康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前景良好，但是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还存在中医药适宜技术等特色资源与养老服务

行业融合不足，中医药企业向养老服务方向拓展、创新不足[9]，其具有一体式、适宜性、特色化的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体系还未形成。农村地区由于资源及信息流动等局限性，中医药企业与当地养老服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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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意愿低，融合效果欠佳，存在中医药健康养老相关产品、技术、服务未实现产业化的问题[10]，总

体来说，要使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深远，就要解决产能持久和创新问题。 

5.5. 法律法规与监督机制不完善，行业自律机制有待健全 

目前我国老年人养老及医疗健康服务由民政部、国家健康委、人社部、医保局等共同管理，因其制

度体系尚不完善，导致养老资源与健康服务资源整合起来有困难。而养老服务产品的供给，既属于市场

经济也属于公共服务范畴，政府负责兜底，市场满足多元需求，两位主体因性质不同，职能不同，能够

做到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在现实中，各个主体在提供产品时不可能做到非常分明，这就导致监督环

节出现诸多问题。[11]另外我国养老保健市场乱象丛生，老年人受骗时有发生，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与监

督机制，老年人的根本权益则无法得到保障，在我国农村，这一现象更加明显。除此之外，农村“医”

和“养”缺乏有效的衔接，针对相关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人员的职责划分及质量并未有统一的标准，监

督起来力不从心。 

6. 发展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建议 

6.1. 多元形式组合，盘活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鉴于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可以结合当地情况，通过资源整合、协议合作、

连锁运营、强化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能力。支持设备完善、积极性高、群众

满意的农村卫生室与农村互助幸福院统筹规划、毗邻建设、资源整合，逐步补齐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

务短板。适当增加资金投入主体，注入社会力量，共同盘活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 
政府是投资主体，可以适当增加资金投入，如通过拨地，用于当地建设中医药馆，还可以通过租金

补贴或者减免土地房屋开支来吸引投资，适当进行税收优惠以帮助其与城市养老机构抗衡。也可以考虑

和有资质的中医药机构进行合作，鼓励城市较为成功的养老企业到农村开办养老分机构，并且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考虑将中医药馆与养老机构融合，提供更高质量的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农村地区可以出让

宽裕的土地，也可进行集体资金入股，建立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点，为老年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谋取

优惠。 
另外农村可以根据当地自然环境，种植中药材，一方面可以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给

当地中医药馆出售，在稳定当地农民收入的同时，减少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为老年人养老服务做出贡献。 

6.2. 培养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人才，树立职业认同感 

鉴于农村地区老年人失能率高、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现实，培育和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已成

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一方面可以挖掘农村内生力量，比如可以将农村低龄老年人和留守妇女发展为农村

中医药养老服务人员，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一些中医技术如拔罐刮痧等，简单易上手，使他们能够较

快参与到农村老年人照护工作中。 
另一方面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行业也要着眼于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当下可行

的办法是落实相关政策待遇。农村地区人才流失与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差、社会认可度低等密切相关，

所以很多择业者不愿踏进养老服务行业。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加入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行业[12]，一方

面要不断完善基于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行业的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工资分配机制[13]，
让更多养老服务人才得到“真金白银”的回报；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职业发展风气，通过各

类途径增强对该职业的认同感，使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人员成为受尊重的社会职业。 
此外，还要加强基层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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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新兴行业，不仅要求服务者有爱心、有耐心，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要继续鼓励高校开设中

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相关专业，通过开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业培训和职业技能比赛，提升服务人员综合

素质和专业技能。 

6.3. 加强农村中医药文化宣传，提高中医文化知识水平 

农村地区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医药文化的知识宣传，积极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老年健康

科普。传播中医药“治未病”理念，展示中医药预防保健的相关技术，支持老年人进行一些保健活动，

如太极拳、八段锦等，推进中医药文化走进农村每户人家。还可以针对老年人不同体质开展药膳食疗科

普、指导等活动。另外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不容忽视，根据农村地区现实情况，推广特色中医药健康养

老技术，引导老年人注重健康的意识不断增强。 
要深入开展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宣传，进一步提升农村老年人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可通过中医

药义诊咨询、乡镇中医药健康养老讲座等形式，加强舆论引导，为农村开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奠定理

论基础。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做好宣传工作，才可以让更多的人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讲好中医药故事。 

6.4. 创新发展，促进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产能长久进步 

大力开发符合老年人需求的中医药健康养老产品，推广适宜的技术和服务，并实现产业化发展，针

对老年人特殊的需求，结合农村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输出。创新老年人中医健康管理，提升农

村养老服务水平，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与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娱乐休闲、公共卫生、休闲运

动、康养生活等融合发展。树立品牌意识，培育一批技术娴熟、信誉良好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品牌，增强

老年人对其的信任度。可以与高校志愿者联合，组织志愿者“三下乡”到农村中医药养老服务点实践，

让志愿者为老年人普及中医药知识和适宜技术，讲授预防日常疾病的方法，教老年人打太极拳等养生运

动，了解老年人的需求，既能助力志愿活动的顺利展开，又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生存和生活质量，使得

产品和人才共同赋能，实现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多样化供给，促进农村中医药健康服务与养老产

业融合发展。 

6.5. 保障老年人权益，加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市场的监督 

加强对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督查工作，设立相关督导组和执法单位，监督好地方政府落实相关政

策，认真做好机构准入，对服务质量评价有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于虚假宣传，欺骗老年人的不达标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机构进行打击与规范，促进整个行业健康发展。还要健全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评价制

度，严格把控评价指标，使得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产业能够高质量发展，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7. 结语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养老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老年人身体的各项机能均会慢慢

衰弱，在养老过程中存在医疗保健需求，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是大势所趋，将中医药与养老服务结合起

来，既能够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又能够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通过科学的养生，使得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以及身体健康可以得到较好的保障，具有较强的保健优势，将中医药的“预防”、“保健”、

“治疗”融入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养老服务质量。而农村地区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

务具较多优势，但也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农村地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农村地

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人才不足以及文化宣传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农村地区还需继续改良，以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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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促进农村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发展，为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提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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