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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我国老龄化程度逐渐加剧这一现象中，选择养老驿站作为研究对象，由北京市推出的新型养老服

务——养老驿站，作为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一种新模式，目前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且面临很多现

实问题。本文将通过政府政策与相关文献等分析养老驿站目前发展现状，同时分析了国外目前多种新型

养老模式并总结经验与模式，最后通过综合比较，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分析出养老驿站目前面

临的包括经营利润不足，服务站点缺乏专业人员等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相关对策与建议，来帮助养老驿

站改变经营现状，做到长久且持续地运营，实现我国老年人提供合格乃至令人满意的养老服务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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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henomenon of aging in China, this paper chooses the pension st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s a new model of providing pens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e new pension service— 
pension station launched by Beijing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and it faces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ension station through 
government policies, relevant documents and other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new 
foreign pension models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Finally, through comprehensive compari-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1001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1001
https://www.hanspub.org/


赵舒彤 等 
 

 

DOI: 10.12677/ar.2023.101001 2 老龄化研究 
 

son,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analyze that the current prob-
lems faced by the pension station include the lack of operating profit,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s and 
so on, and giv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s far as possible, to help the pension 
station to change the operating status, and achieve long-term and continuous operation, to realize 
the vision of the elderly people to provide qualified and even satisfactory elderly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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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1.1. 北京市养老驿站发展现状 

2016 年起，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完善北京市养老服务体系，扩大养老产业

市场，完善并提高社区养老体系，并为老人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北京市政府将大力开展养

老驿站建设任务作为当前重点，并出台了众多的补贴与支持措施。于 2022 年初正式开始实行的《北京市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中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养老驿站的四项基础服务，包括巡视探访、个人

清洁、养老顾问、呼叫服务等，在以“公益”为前提的基础之上达成上述服务之后，养老驿站自身可根

据实际情况开展其他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规定了服务清单与更详细且力度更大的补贴方式，来

帮助养老驿站持续运营。同时据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指出，要在 2025 年将北京市养老服务驿站建

成达 1200 家，使养老驿站更加“精准落地”；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表示，要加强

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间的联系与供给，做到其他社区便民服务共同构成“15 分钟服务圈”的就近基础服

务体系。 
刚刚过去的二十大中，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强调“实

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

享有基本养老服务”[1]。为使北京市的所有老年人都能享受到良好的养老服务，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出台

并优化调整了多项政策，努力建设老人友好型社会。作为老龄化较为严重，且最早开始开始建设养老驿

站的北京，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建立一千余家养老驿站，其中，朝阳区作为开设数量最多的地区截至目前

已开设 172 家，东城区已开设 38 家，西城区已开设 33 家，通州区 145 家，平谷区 56 家等，整体呈建立

数量多，分布范围广等特点。另一方面，根据 2021 年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最新版《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星

级划分与评定》文件中表明，截至 2021 年结束，全市具备星级资格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共有 814 家，其

中三星级 13 家、二星级 427 家、一星级 374 家[2]。根据名单，共有占总数 54%的 440 家二星级及以上

的养老驿站，以及占总数 46%的 374 家一星级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作为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及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新型模式，养老驿站目前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且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如经营效果不好，盈利能力较差，缺乏长久运营能力等等，为了使养老驿站能够

持续运营，做到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实现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便捷化服务的功能，以上问题亟待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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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外现有社区养老模式概述 

率先在北京市各区得到落实和开发的养老驿站是当前新型的养老模式，其发展和成长需要借鉴国内

外养老模式的经验，并结合当前北京市老年人口各方面特点，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打造适合养老驿

站发展的独特路径。 
首先是以美国太阳城为典型代的 CCRC 养老社区模式(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该模

式下共将老人分为三种类型：生活能够自理且有独立住所的自理型老人，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帮助的介助

型老人和完全不能自理的介护型老人三种。根据老人不同的状况提供不同的服务类型，明确不同种类的

老人需求，进而对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分类、细化。同时可适量增减看护人员等服务精细化程度，降低服

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其次是以瑞士为代表的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该模式指的是身体状况良好的自理型老人，去照顾无法

自理的，需要帮助的老人。负责该养老模式的一些责任机构会将老人的服务时间统计出来，老人的服务

时间将会被存入到其社保系统的个人账户，并且给老人颁发一张“时间银行卡”，当自己需要他人照顾

时，可直接将卡取出使用。这种模式采用互助养老方式，充分调动身体状况良好的自理型老人，互帮互

助无法自理的老人。同时可引入以老人互相帮扶为特点的老年志愿者或者老年服务人员，增进老人间的

亲近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老人拒绝服务的态度，推进各项服务的落实。 
此外，美国西雅图有一个组织执行代际学习中心的计划，该计划指的是养老院和幼儿园合作，养老

院每星期设定固定的幼儿园开放日，开放日的时候幼儿园组织孩子到养老院与老人们一起参加活动。该

模式是对养老服务中老年人交际沟通服务的有效补充，不仅可以让老人感受到快乐与活力，同时也能增

强学生沟通、服务等实践能力，学习到很多课外知识。考虑到北京市拥有众多中小学校与高等学校，北

京市养老驿站可依托与学校合作项目等途径拓展老人与中学生、大学生的交流互动活动。 

2. 养老驿站目前面临问题 

2.1. 供给方存在的问题 

2.1.1. 缺少资金，利润不足 
养老驿站目前存在前期投入成本高，盈利能力较差，且过于依赖政府补贴等问题。养老驿站模式因

建立时间较短，比起养老院等传统养老模式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缺少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与经营获利

的手段，尚未达到自我发展，自我造血的较成熟阶段，这也导致养老驿站较大地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

与财政补贴，然而这种模式持续下去会给政府财政资金造成较大压力，同时因为疫情对经济发展与社会

环境造成了较大冲击，以及政策本身具有的时效性使其会因经济与社会形势经常变更等因素，我们可以

看出仅依赖政府的帮助并不是使养老驿站实现独立生存的长久之计。多重因素导致养老驿站由于缺少资

金，大部分养老驿站只将资金用来部署短期规划，而缺少长远发展可持续的战略。同时，选择养老驿站

服务的老年人有限，客流量不足导致收入较少，给经营带来压力。养老驿站还面临着场地租金压力大，

服务人手工资成本问题，服务半径小，部分驿站资源闲置浪费、运营效率低，新设驿站缺乏运营经验，

坐等服务等问题，为保障养老驿站能长久经营，上述都需要逐一给出改进方案。 

2.1.2. 服务满意度有待提高，较为迫切的医疗服务得不到满足 
首先，养老驿站目前服务仍以利润较低的基础服务为主，且存在着因老年人数量多需求多样而无法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以及老年人对养老驿站基础服务评价一般等问题。在一项老年人对于养老驿

站服务满意度的调查当中，有相当多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养老驿站目前提供的服务认为一般甚至不太满意，

诸如驿站所提供的饭菜单一朴素，不能满足老年人多样的口味；养老驿站提供上门打扫或送饭等服务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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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服务价格较高低收入老人有购买意愿但经济负担较大无法购买等。其次，根据《北京市社区养老

服务驿站管理办法(试行)》，“养老驿站在完成六大基本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可以依法自主拓展市场化养

老服务”，但目前养老驿站服务仍较为单一化，多数仍以最基础的六大基本服务为主，无法拓展更为丰

富且利润更高的商业化服务，这一点导致了养老驿站普遍利润较低，同时这种现象的产生也与养老服务

行业入行人数少，缺少专业工作人手这一问题密不可分[3]。除了以上问题，现实生活中老人们均患有不

同程度的疾病，小到需要每日定时服药，大到需要陪同就医乃至长期问诊。目前针对老年人最迫切需求

的服务中，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无疑占比是最高的，然而在当前养老产业模式以及养老驿站服务中，存在

大多数老人尚未开设陪同就医服务或未在驿站设置就医问诊区域，或者部分驿站开设了相关服务，但因

驿站本身缺乏工作人员且面临生存经营的利润问题，导致服务价格较高，大多数老人不能负担这个价格

等问题。 

2.1.3. 缺乏专业人手 
养老驿站目前提供服务围绕基本照料来展开，缺乏其他专门服务于老年人的专业型服务，因其单一

化程度过高导致无法对老年人提供有分类且针对性的服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养老驿站缺乏相应的

人手与人才。养老驿站面临很高的人力成本，并且很难招聘到专业护理人员，部分专业性服务难以展开，

功能设施和智能设备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反过来导致愿意选择养老驿站的老年人数量较少，缺少对老年

人的吸引力，导致养老驿站收益较低，形成了死循环。而目前养老驿站的主要服务人员都存在高年龄，

低学历的特点，无法使养老驿站提供真正的使老年人满意的优质服务。 
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养老驿站吸引人才。据报道显示，存在很多试用期员工受不了驿站的工作强度，

纷纷辞职。另一方面，养老驿站缺少相关优秀人才。据估算，我国当前对于养老服务的专业化人才缺口

高达约 500 万人，且北京养老驿站的一线护理人员大多是靠私企培养，其专业性和能力千差万别。基层

服务人员和理论研究人员都十分紧缺，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大学生入职养老机构，但大多数

入职到管理岗和行政岗，很难到一线做护理工作。 

2.2. 需求方存在的问题 

2.2.1. 老年人普遍缺乏为服务买单的意识 
老年人消费观念亟待改变，普遍存在支付能力弱，消费意愿不强等特点。我国老年人因经济水平，

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原因，缺少对高消费服务的消费意愿，而倾向于老年餐等低消费服务，老年餐需要的

成本较高，这类服务对养老驿站的利润并不高，养老驿站提供的如文化娱乐活动、健康讲座，心理关注

等服务较少被选择，导致这类服务带来的利润较少，种种现象体现了老年人偏好于对实体物品付费，而

缺少对服务消费的观念。养老驿站需要通过社区群或街道处等多方共同加大宣传，向老年人灌输养老驿

站提供的服务型消费值得老年消费者购买的意识，从而提高老年人对服务买单的意愿，促进养老驿站的

除基础服务外其他服务型消费被选择，从而提高养老驿站的利润。而养老驿站也要提高并完善自身服务

供给，为老年人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务。 

2.2.2. 老年人缺少通过智能方式购买服务的能力 
目前社会上各种服务数字化，智能化的趋势逐渐加强，这种现象下使手机下单，智能选取服务的方

式变得逐渐普遍，而老人因学习能力较弱，记忆力退化，对智能手机不能熟练使用以及对数字化的抵触

等原因，使得大部分老年人存在不知道如何通过智能手机选择服务，也缺少了一条对养老驿站相关资讯

了解的重要渠道。在数智化高速发展的现今，在养老服务行业引入数智化是必然趋势，数智化设备仪器

可以为养老驿站满足提供服务下单，及时回应服务需求，数据上传，咨询推送等多方面的功能，提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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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驿站的服务效率并降低部分人力成本。若打破该屏障，将能极大帮助老年人接受驿站服务、了解相关

养老服务咨询。而要使老年人与数字化服务相连通，除了政府的大力宣传，还需要社区，街道办事处等

多方的大力协助，如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智慧助老等活动，邀请志愿者与社区服务人员向老人普及最基本

的智能操作流程，制作简明易懂的操作手册，以及通过建立微信群互帮互助，及时解决操作时遇到的困

难等，但同时也应为部分极高龄与缺乏数智条件的老年人留下人工通道来解决疑难。 

3. 对策建议 

3.1. 加强考核监督机制 

“星级补贴”是指政府对养老驿站做出相应的星级评定，根据星级评定提供不同等级的补贴。政府

应大力严格贯彻落实养老驿站星级评定政策，并严格设定星级评定标准，在评定过程中坚持公平公开公

正杜绝舞弊，并按照政府补贴文件严格落实不同星级养老驿站的补贴政策。通过定期考核，激励养老驿

站管理者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满意度。依托长久有效的养老驿站动态评估考核监查机制。优化考核

制度，提高考核力度，对达不到要求，缺乏信誉与服务效益的养老驿站，收回其运营权，通过在社会上

二次竞标，选择新的有信誉有能力的服务商。同时加强对养老驿站各项政府补贴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养老驿站公示主体清单、责任清单和服务清单，优化调整养老驿站的功能定位，实现与老人需求的精准

对接[3]。 

3.2. 整合资源，协同发展，共建共享 

针对目前北京各地区养老驿站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建议明确各区、各街道乡镇各类养老服务

设施的空间布局、功能结构、数量规模，推进地区间资源整合，共同发展。如同一地区内存在不同养老

驿站服务侧重点不同，A 社区侧重日常服务与医疗保健服务，B 社区侧重照看照料与娱乐活动服务等，

则可以整合该地区养老驿站服务共建共享，使 B 社区老人享受到 A 社区的医疗保健服务，使 A 社区能够

享受 B 社区的娱乐活动服务等。另一方面，建议养老驿站与企业合作，通过最高效率地利用资源，互相

发挥长处来推动养老驿站为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更优质的服务。通过与企业合作，相关企业拥有成

熟的服务团队与服务场所，养老驿站则对老年人基本情况，服务需求较为了解，通过二者结合来为老年

人提供更具专业性的服务[4]。 

3.3. 推动部分养老驿站转型发展 

部分养老驿站可以根据自身服务结构与发展现状酌情逐渐转变为提供专业护理服务为主的机构，一

方面上门为居家的老人提供护理和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在驿站为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提供看护服务。现

阶段老人节约意识较强，消费动力不足，如果上门为老人提供专业护理，费用不但会节省很多，而且可

以与家人共同生活，会有更多的老人去消费。这种发展模式不但可以使养老驿站获得更多的老年客户，

而且可以节约床位、场地等运营成本。  

3.4. 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市场环境，形成养老领域发展新格局 

为引入市场化机制，培养一批拥有资金实力、专业能力的养老服务运营企业，提供高标准的规范运

营服务，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社区居家养老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养老驿站若只依靠自身收入与政府补贴

难以得到较大收益，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间投资，与民营企业合作，鼓励具有高科技与高素质服

务人才的面向于老年市场的企业参与进来，为养老驿站注入新的活力。但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监管，防止

放宽准入时出现不正当运营，不公平竞争等违法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完善老年人消费维权机制，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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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养老消费环境，让老年人能够放心消费，免除后顾之忧[5]。 

3.5.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保障 

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专业护理人才的数量存在很大的缺口，难以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政府

需要与高校、社区、养老企业合作，培养更多懂医疗、救助等方面的专业护理人才。通过培养相关人才，

来缓解养老驿站专业服务人士及素质人才短缺的问题。建议根据养老驿站服务相关需要，设立相关专业

人才岗位。同时，全国各大专业院校，高等院校可设置更精细更专业化的学科教育，如专门针对老年人

的养老服务管理专业，从长期上培养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对于已选择该专业学生，政府及学校可

以提供相应的学业补贴，并鼓励该专业毕业生毕业后到养老服务岗业就职工作。对于已从事养老服务工

作的人员，可设置精细化专业提升培训。提高养老服务人员薪资待遇，社会保障与社会认可度等。目前

养老行业仍存在薪资待遇差，社会受尊重度低的问题，导致愿意从事该行业的年轻人较少，从业人员流

出，且缺乏专业的护理人才。建议政府通过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采取如税收优惠政策，工作年限补贴，

以及设置可观的薪资报酬标准等措施，推动养老服务人才引进，并在就业网站或政府官网中大力宣传就

业政策与我国目前养老服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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