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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问题备受关注。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商业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难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养老需求，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具有受众广、收费低、可营利等独特优势。本文以社会企业A为
例，了解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现状，分析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从政府和社

会企业两方面提出建议，对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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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the issue of elderly care is of great concern. The existing public elderly 
institutions, commercial elderly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are can hardly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s unique advantages such as wide audience, low fees and profit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Green Health Medical Care Group as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en-
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senior care services, analyz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senior care services, and make suggestion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enterprises, which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enterprises’ par-
ticipation in senior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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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经济发展变化，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服务的发展备受关注。2022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公民人数达到 2.41 亿，占中国总人口的 17.3%；65 岁以上人口达到 2.10 亿，占比 13.5%。这

一数字与 2021 年相比没有显著变化，但是 2022 年出生率为 6.77%，死亡率为 7.37%，为我国人口首次出

现负增长，人口压力进一步上升。2035 年，中国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4.5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

三分之一以上，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和公民都会面临极

高的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也称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

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用以表明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是从经

济角度反映人口老龄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中国的养老压力将愈发沉重。 
造成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我

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有所控制；其次是近年来年轻人的思想转变，低生

育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最后是人类医疗的改善，使人口寿命大大延长，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
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社会老龄化问题凸显，包括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等现象，随之而来

的高龄化、空巢化、养老负担沉重等问题也备受关注。 
面临艰巨的养老任务，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产

业发展，解决好养老问题。同时指出，要保护民营养老机构，系统助力民营养老机构发展，充分调动社

会力量的积极性[3]。社会企业作为特殊的民营机构，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参与养老

服务，可以为养老产业发展开辟出新的发展路径。 

2. 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现状和优势 

为应对社会老龄化趋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供给改革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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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持续发力，探索出居家社区机构协调、医养结合等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养老服务的跨越式发

展。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5.8 万个，养老床位合计 815.9 万张。其中，全国共

有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 4.0 万个，比上年增长 4.7%，床位 503.6 万张，比上年增长 3.1%；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 31.8 万个，共有床位 312.3 万张[4]。在 2020 年参与社会企业分级的 322 家社会企业中，参与

养老保障服务的社会企业仅有 21 家，其中大型企业仅有 2 家，中型企业 3 家，小微型企业为 16 家。社

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现状不容乐观。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主要有四类：公办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商业养老院以及社会企业

养老。公办养老机构出现较早，由我国民政部门主管，主要以救济“三无”(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无劳动

能力的、无生活来源的)和“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老人为目标，同时也接受社会中自

费进入的老人，公办养老机构收费低、信誉有保障，但由于床位有限，难以满足大量老人的入住需求。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 21 世纪以来受到重视，主要为社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顾的服务，收费低，贴近老

人的生活。但是也面临着人员不足、社区养老设施难以完善、服务资金不足、老人对该项服务认识不足

等诸多问题[5]。商业养老院以营利为目的，可提供全天照料，配套医疗设施和护理服务充足，也有多种

活动满足老人精神需求，但是高昂的收费使商业养老院的床位空置。 
我国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城乡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而社会企业参与

养老服务，在解决养老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具有信念感和

感染力，可以聚集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和资源，伴随着传媒工具的发展，更多人愿意参加到社会企业的

工作中；同时，克服了商业养老机构收费高的问题，面向社会全体老人开放。其次，社会企业具盈利能

力，运用商业手段筹集资金，帮助自身持续发展，缓解了养老服务的资金需求困难。最后，社会企业的

存在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可以从养老产业中更多的角度去满足老人物质和精神需求。同

时，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也有利于提高养老资源的使用效率，缓解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6]。 

3. 社会企业 A 参与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3.1. 企业简介 

社会企业 A (以下称“A 企业”)，成立于 2006 年，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一家大型养老保障行业社

会企业。它的创办特色是“医养结合”，抓住了公建民营的发展机遇，由最初的社会养老组织发展成为

涉及老年护理机构投资和管理的新型机构，并逐步涉足老年咨询、老年线上购物等老年产业其他板块。

十多年来，A 企业创新发展的“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医养结合”模式，真正实现了社会企业经济和

社会的双重目标。它在解决非营利单位资金问题的同时，与政府机构合作，环节了当地养老压力。该集

团已经在杭州、宁波、温州等全国 5 省 15 个城市拥有 20 多家康复护理医疗机构、16 家养老服务机构、

23 个小微机构/残疾人托养中心，1 所介护职业培训学校、1 所老年科学技术研究所。 

3.2. 创业故事 

A 企业的创办人卓某是一位临床医生，是全国“医养结合”健康养老服务理念先行者、实践者。他

在从事临床医学工作 20 余年后，2005 年投身于健康养老事业，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医养结合”的养老

服务模式并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成功摸索出了“医养护一体化”康复养老服务模式。他用了 8 年时间

把床位发展到 700 个，对于一家民间非营利组织来讲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在扩大规模时仍遇到了资金

等方面的阻碍。某闳资本是一家专门做影响力投资的机构，在 2014 年建议 A 组织转变成社会企业，成

立社会企业 A，获得了某闳资本的投资。经过 4 年的发展，A 企业在 2018 年床位已经突破 1 万个，成为

亚洲最大的医养集团，也是中国社会企业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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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对象和内容 

A 企业从创立之初就立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实际，对服务对象和服务功能作了精准定位，主要为社

会“三无”、空巢、失独、失能失智老人、残障老年人和慢病老人等“刚需”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基

本医疗、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和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等全方位服务。在 A 企业已服务的 10 多万老年人中，

大多是 70 周岁以上的失能失智、残障和慢病老年人，其中 80 周岁以上的超过 60%。这种医、养、护、

康一体化发展的服务模式，较好地顺应了高龄、失能老人养老需求。总床位达 2000 张的滨江某阳光家园

是 A 企业旗下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公建民营、医养结合代表性机构，不仅有专业化照护与医疗服务，

还照顾到了老人的精神需求。园区组建了门球队、旗袍队、太极拳队、合唱团、书画班、象棋队等 10 多

个老年兴趣小组，为老人提供丰富的文娱活动。 

3.4. 运营模式 

A 企业以“医养结合”为特色，采用公建民营(政府出资修建养老机构，再通过委托管理、合作运营、

购买服务等方式进行社会化运营。加大民办公助的力度，对规模较大、服务和管理比较规范的大型民办

养老机构给予必要的资助)的运营方式。在 A 企业早期发展中，首先以“医养结合”的特色在老人当中打

出口碑，做出一定规模。在接下来政府公建民营模式的招标竞争中，社会企业收到政府的青睐。A 企业

很快拿到好几个投资数亿的政府项目，实现了快速发展。这种模式可以实现提供价格低廉的养老服务，

被低收入阶层所接受；同时可以将社会民众力量引入到公共服务的进程当中。后续，还有可以以政府投

入做背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私人投资者的积极性，减少私人投资者对养老服务前期投入大、投资周期

长、利润少等问题的担忧。除此之外，A 企业还联手健康养老研究中心建立了管理咨询公司，将自身经

验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帮助其他养老企业成长；旅居养老服务公司，为中老年人有偿提供旅居规划、旅

游管家、文化主题活动承办等服务；电子商务公司，构建销售、物流、售后的完整链条，为中老年人提

供质量可靠、内容丰富的一站式购物平台。A 企业的产业延伸链条，为自身发展拓展了新的版图，增强

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实现了社会企业公益和营利的双重目标。 

4. 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面临的问题 

A 企业作为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企业中极少数的大型企业，发展方向与创始人的个人专业领域有所

重合，抓住了承办政府项目的机遇，在资金和人员等资源方面较为充足，发展理念也有自己的特色和较

为完善。但是我国大量社会企业在参与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仍面临重重困境。 

4.1. 外部发展环境限制重重 

4.1.1. 社会企业界限和身份模糊 
目前我国民政部相关统计资料[4]中未对社会企业单独列示，而是包含在“民办非企业单位”当中；

在“民政部门登记和管理的机构和设施”统计中，养老机构被划分为“社会福利院、特困人员救助机构

和其他各类养老机构”三大类，社会企业处境尴尬。社会企业具备营利能力，但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

位”，经营业务会收到严格约束，分红也受到极大限制[7]。注册登记的漏洞，会给政府管理带来困难，

也严重打击了创办者对成立社会企业的积极性。 

4.1.2. 国家相关补贴优惠政策不健全 
我国已专门出台了《民政部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法律、规划和政策，支持和鼓励民间机构参与养老服务，但

在实际运用中，土地划拨、建设补贴等优惠政策落实困难，税收优惠针对的种类较为单一，也缺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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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区别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特别待遇，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支持不足。 

4.1.3. 缺乏专业管理和服务人才 
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需要以市场中的商业企业的较高标准提供服务，对社会企业管理人才和服

务人员能力都是巨大的挑战。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老年人护理员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工作繁重且收

入少的工作，从业的服务人员少，有管理知识和经验的管理人才在养老服务业更是罕见。人才的缺乏使

社会企业不足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发展方向缺乏把控。 

4.2. 自身发展能力有所不足 

4.2.1. 内部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绝大多数社会企业都缺乏完善的管理系统，工作效率不高。首先，组织结构不完善，导致出现问题

无人负责、工作重复、效率低下等问题；其次，在养老服务行业还未建立起有效的考核制度，也没有员

工激励机制，使得服务人员积极性不高；最后，大多数社会企业没有建立起自身特色，不重视企业文化

建设和对外宣传。这些问题导致社会企业难以扩大规模。 

4.2.2. 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不足 
我国大多数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企业都属于小微企业，社会和经济的双重目标难以达成。这是由于

我国社会企业和养老行业都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更是缺乏有效经验，即使学习了国外

社会企业先进的养老服务经验，也难以和我国实际情况灵活结合，还需考虑传统家庭观念等多重因素，

最终导致社会企业在参与养老服务的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和市场中的公办机构和商业企业竞争。 

4.2.3. 对外部资源的利用不充分 
随着公益理念的传播，社会企业在参与养老服务时也受到了多方支持，但其对外部资源的利用很不

充分。首先是志愿者资源，多数社会企业未能做到与志愿者建立关系和寻求长期合作；其次是社区资源，

社会企业未能关注社区资源的利用，二是更关注新建养老院等项目；最后是互联网资源，传媒技术使用

成本不高，但社会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吸引大众实现。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5. 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发展的建议 

5.1. 改善外部发展环境 

5.1.1. 确立社会企业认证标准 
社会企业界限的模糊给社会企业发展和管理设置了障碍，我国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社会企业发展经

验，尽早确立社会企业合法地位，引导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不仅要对社会企业的组织目标和形式进

行官方解释，而且要对社会企业登记注册业务开展进行统一规范，使社会企业规范运作进而受到社会认

可，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8]。 

5.1.2. 完善税收优惠和补贴制度 
目前，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面临资金困难，需要政府完善和细化税收优惠政策，并且确保适合社

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发展特点以及政策落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阶梯优惠制度，明确社会企业

参与养老服务可以享受的减免项、资助项、奖励标准等。另外，对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企业进行捐赠和

投资的组织也要有相应的优惠政策进行鼓励。 

5.1.3. 培养养老服务行业人才 
管理和服务人才在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相关人才培养必须受到重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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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需要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推行相关学习或培训，并鼓励优秀的社会企业家进入养

老服务行业。此外，还应加强职业技术院校对护理人才的培养，引导定向就业，实现人才理论培养和社

会实践的有效衔接。 

5.2. 提升自身发展能力 

5.2.1. 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 
社会企业的组织管理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可持续经营目标。首先，社会企业应构建清晰有效

的组织框架，参考商业企业的管理制度；其次要明确员工的职责，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在提供养老服

务过程中实现有效的监督、反馈和改进。最后，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要严格筛选符合要求的机构，保

证在每一范围内都能实现有效管理。 

5.2.2. 提高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社会企业在养老服务行业想要与商业企业进行竞争、实现盈利目标，必须要保证服务质量，提高市

场竞争力。在提供养老服务产品时，要首先保证基本的服务质量；在此基础上，要积极创新开发特色养

老产品，注重老年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兼顾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标准。 

5.2.3. 多方协作提高整合和资源效率 
社会企业在参与养老服务时，要积极整合和利用外部资源。例如，利用社区资源[9]，可以为不便外

出的老人提供更加方便的照料与服务、可以使用社区场地举办活动等。此外，还可以尝试整合退休老年

人资源，维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另外，社会企业要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借助信息技术整合资

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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