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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社会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人才数量不足、人才服务素养有待提升、

服务人员专业性不强、人员流失率高等问题。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体系和方

案，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从起步探索到体系形成期再到如今的快速发展期，日本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构成、人才培养机制、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政府政策支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人才队伍建设经验。

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概况及经验探索，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比如我们首先应加强人才

建设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引导职能，其次应建设多层次多渠道人才培养机制，明确职业定位及培养

口径，最后还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升专业人才待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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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aging of society, the endowment service talent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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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number of talents, the service quality needs to be im-
prove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service personnel is not strong, and the high rate of personnel 
loss. Japan has formed a set of systems and progra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dowment service 
talent team. After more than 50 year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to the forma-
tion period of the system to the current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Japan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dowment service talent team,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pro-
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of employees,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and other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and experience exploration of endowment service talent team con-
struction in Japan are based on our beneficial inspirations. For example, we should first streng-
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alent construc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government’s guiding function, 
then build a multi-level and multi-channel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clarify the career position-
ing and training caliber, and finally increase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mprove the treatment of pro-
fess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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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展加深，养老服务相关的行业迅猛发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与其相匹配的专业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培养相对滞后[1]。专业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对于应对老龄化社会、解决老龄化问题、

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养老人才队伍的建设中存在明显短板的状况，不能满

足高层次、专业化、规范化、多元化及个性化的社会养老需求。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人才数量不

足、人才服务素养有待提升、服务人员专业性不强、人员流失率高等问题。在人才培养方面，近年来多

数高校养老专业存在招生困难，有些学校招生人数是个位数[2]。因此，在我国高质量发展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现阶段，加快建设专业性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是当务之急[3]。 
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历经 50 年的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一系

列较为系统的养老人才队伍培育、认证体系[4]。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在人才队伍构成、培养方式、

资格认证、政策扶持等方面较为突出，对我国现阶段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日

本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和行之有效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战略较好地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项矛盾，

为我国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2. 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发展 

2.1. 起步摸索——体系形成期(1970~2000)：呈现初始化、专业化、法治化的特点 

1970 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达到 7%，养老问题已在社会凸显。日本开始

探索将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列为养老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1971 年日本发布“社会福祉设施紧急整备 5 年计

划”，旨在解决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养老机构数量少、养老院老人与照护人员的比例低、养老服务人员专业能

力差等问题[4]。这项计划的颁布实施得到了良好的效果，70 年代末期养老服务人员数量增长了 3.6 倍，且

服务人才专业素质得到较大提升。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老龄化社会进一步发展，养老需求呈现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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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法制化的特征。1987 年日本颁布《社会福祉士及介护福祉士法》，并从 1989 年开始国家资格认证

考试。将养老服务人才进行细分并分别设置了资格认证，标志其养老人才队伍建设专业化的开始。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对社会福祉相关的八大法进行修订，旨在进一步落实解决老年人福利问题，1993 年出台了《福

祉人才确保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求，呈现出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法

制化特点。日本于 20 世纪末基本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方位、多渠道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体系[5]。 

2.2. 快速发展期(2000~至今)：呈现数量高速增长、质量明显提升的特点 

进入 21 世纪，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了快车道，不管是养老机构的建设上、各类养老服务

人才的数量上、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质量上的发展，都按下了加速键。日本在 2000 年颁布了《介护保险

法》，规定参加护理保险的人到 65 岁以上，在达到法定需要护理或生活援助标准之后可享受护理服务。

据统计，全日本接受机构养老服务的老人由 2000 年的 52 万增加到 2010 年的 85 万人，同期接受居家养

老服务的老人由 97 万人增加到 320 万人，增翻了 3 番，可见发展之快[6]。而与之相适应的各类养老服务

人才也迅速发展。同期获得社会福祉士、介护福祉士资格的人数由 2.9 万人和 25.6 万增加到 13.4 万人和

89.8 万人，分别增加了近 4.5 倍和 3.5 倍[7]。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社会养老需求进一步提高。日本

养老服务机构出现雇员不足，养老服务人才的队伍建设面临新挑战。日本在 2016 年出台了“一亿总活跃

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完善以老龄事业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 2021 年 3 月，日本获得介护、社会

和精神保健福祉士这三类国家专业资格总人数超过 210 万人[5]。随着现代化“积极老化的”理念的变化

和养老服务需求多样化的发展，日本养老服务人才类型不断细化，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结构体系。 

3. 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经验 

3.1. 人才队伍构成：管理型人才和护理性人才 

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按专业划分为两类，一类为管理型服务人员，主要负责咨询、协调、指导等

工作，比如社会福祉士、护理支援人员和医疗社会工作者等[8]。另一类为具体护理服务人员，主要负责

日常照顾、与外界联络人、医疗等方面相关的人员，比如访问护理员和介护福祉士等。其中社会福祉士

和介护福祉士数量较多。社会福祉士主要从普通全日制大学毕业生和社会福祉专业大学毕业生中培养并

从事相应岗位，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介护福祉士主要从事一线的护理服务工作，也需要通过

相应的国家认证资格考试，才能为老年人或因残疾而生活自理困难的个人提供医疗、护理、保健和日常

生活方面的全面和专业援助，以维护他们的尊严和基本人权，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保健。主要任务是协助

进食、排泄、洗澡和健康功能训练[9]。表 1 列举了目前日本部分养老服务人员相关岗位及职责。 
 
Table 1. Some posi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ension industry 
表 1. 养老行业部分岗位及职责表 

序号 岗位 职责内容 

1 社会福祉士 负责老年人、障碍者相关咨询，提供支援使其生活安定 

2 介助师 陪伴可以自理的老人外出活动，比如银行、超市、药房等 

3 精神保健福祉士 对心理健康提供咨询、支援服务，并提出改善意见 

4 福祉住宅环境指导师 负责老年人、障碍者居住环境的指导、调整，使其居住更轻松舒适合理 

5 营养管理师 负责饮食营养咨询、调配等 

6 护理行政人员 制作养老资金明细书，支援护理管理师工作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056


朱玉环 

 

 

DOI: 10.12677/ar.2023.103056 438 老龄化研究 
 

3.2. 人才培养机制：从学校到社会、从国家到地方多层次全方位的培训体系 

日本根据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不断调整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和措施，使专业人才培养日趋合

理。在学校人才培养方面，日本各地高校纷纷设置福祉相关专业，目前已有 355 所大专院校、37 所大学

设有相关研究生、19 所大学的专业都有所覆盖，形成了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不同层次的中高级养老服

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也较为科学合理，表 2 介绍了介护福祉士与社会福祉士教育层次

人才[5]。日本在学校教育方面，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坚持基础，形成了多层次、覆盖广的学科

体系[4]。在社会职业教育方面，日本建成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福祉人才中心，目前日本覆盖各都道府

县各级福祉人才中心就有 76 处[5]。国家层面负责相关资源整合，比如制定人才培训机制、人才信息资源

整合等，地方层面主要负责福祉岗位推荐、岗位介绍宣传及调研等工作。另外，在企业层面，日本许多

养老头部企业也在养老人才队伍培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 Care21 集团就拥有厚生劳动省认可的专

业养老培训教材和完整教育培训体系[5]。因此，日本从学校教育到社会职业教育，从国家到地方，再具

体到养老企业，都形成了一整套可行的人才培养完备体系。 
 
Table 2. Mediating welfare and social welfare education level [10] 
表 2. 介护福祉士与社会福祉士教育层次[10] 

序号 岗位 中等教育 学制 高等教育 学制 

1 介护福祉士 

福祉类高级中学 3 年 高等职业专门学校 2 年为主 

福祉类短期大学 2 年为主 

特例高级中学 3 年 
福祉类大学 4 年 

2 社会福祉士 无 无 
福祉类短期大学 2 年为主 

福祉类大学 4 年 

3.3. 职业资格认证：三大国家认证资格证与段位制认证 

1987 年《社会福祉士及介护福祉士法》以法的形式订立了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国家资格认证制度，规

定了其相应的职责与义务，确立了福祉人才培养的地位[11]。此后逐步建立了社会福祉士、介护福祉、精

神保健福祉士三大国家认证资格，这三项考试资格审核相当严格。从考试组织机构来看，考试中心必须

成立由符合厚生劳动省规定的人员构成的三大考试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变动和罢免都有严格的

要求，必须得到厚生劳动省的批准。从考试内容来看，社会福祉士需要通过 19 项考试科目、介护福祉士

需要通过 11 项考试科目、精神保健福祉士需要通过 17 项考试科目[1]。自 2012 年日本开始推行“介护职

业段位制度”，考虑现有国家资格考试制度与培训制度的关系，把重点放在实践技能的评估，将介护人

才细分为 7 个段位[11]。段位制是通过在职培训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评价的制度，评估者可在评估同时进

行技术指导，协助被评人职业提升。 

3.4. 政府政策支持：以保险制度结合政府财政扶持保障养老资金 

日本对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扶持。首先在立法层面，1997 年强制性推出《介

护保险法》并于 2000 年开始实施，通过保险保障养老资金。在社会认可、教育培训和经济保障方面，日

本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予以保障，推进了老龄护理人才的培养。在财政投入层面，日本也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如为参加养老服务“学校教育”学习的在校学生提供免息助学贷款；开办“介护士”实

习基地等。在“一亿总活跃计划”的框架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行业人员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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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2019 年日本投入高达 2000 亿日元的扶持资金，提高工龄在 10 年以上的介护福祉士等养老服务人

才的月薪[5]。在技术、人才引进方面，日本政府提供高额的补助金，免费发放日语学习教程，此外还为

达到条件的外国研修生延长研修期限。可以说，日本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

用，对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4. 日本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启示 

4.1. 加强人才建设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引导职能 

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结合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在宏观视角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我

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短中长期发展规划。首先，完善促进养老服务人才在充分就业、社会保障、专

业培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相关认证标准，引导认证体系实现规范化发展。其次，通过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推动人才培养，借助保险公司专业化的控费能力，确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高效运行。在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安排下，确保护理人员报酬资金来源，增强行业和人才发展稳定性，进而推动和扶持

护理人才建设。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的覆盖面、筹资来源、护理服务、基金管理以及业务经办等

方面的一系列“碎片化”特征是政策顶层设计的内在需求。最后，政府主导推动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

养老人才培养体系，打通养老服务人员职业晋升通道，推动职业生涯发展，提升涉老服务行业的职业吸

引力[11]。 

4.2. 建设多层次多渠道人才培养机制，明确职业定位及培养口径 

在培训主体方面，充分发挥学校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作用，非学历教育形式作为培养老年护理

人才是一种重要补充形式。我国目前可采用培训机构或职业院校短期培训课程等形式培养养老服务人才

[3]。另一方面，我国应该参考日本培养模式，建立以职业教育为主体，衔接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的分级养老人才教育培养体系[9]，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体系允许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

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并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在培养模式上，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设立毕

业实习和假期实习等环节，培养出兼具护理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级养老服务专门人才。在课程建设

方面，按照健康养老服务的新需求来完善相关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以“教学大纲 + 本校特色”的课程设

置模式培养更有特色、符合市场的专业人才。培训在教学方面，按照“产学互动、多岗轮换、递进实习”

的培养思路，采用职业路径模拟下的教学设计理念，学生能发现自己更感兴趣、与自己能力匹配度更高

的岗位。在教学评价上，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体系，通过教学质量评价使教师团队明确多元化

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方向和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进[12]。 

4.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升专业人才待遇 

针对当前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缺口大、层次低、流失率高等状况，各级政府对养老服务人员在培训、

进修、考证、职业晋升和改善劳动环境等方面给予有力政策倾斜和扶持，持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在薪酬保障方面，设计与养老专业人才劳动付出相符的薪酬保障体系，可参照各地提高社区工作者收入

的做法，比照同一地区社会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有计划、分阶段地提高一线养老服务护理人员和中高

端专业人员的薪资待遇，增强和保持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稳定性。在津贴激励方面，对取得执业资格证

书的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和等级待遇挂钩制度，对长期从事老年事业的从业人员制定奖励机制，对持有相

应等级护理证书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实施优惠政策。还可以将多方合作的多元化养老护理人才培养项目

申请纳入省总工会高校贫困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项目，解决贫困家庭的大学生订单式培养、就业一体化，

予以经费支持[12]。要建立专项发展基金，关注养老服务人才个人能力成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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