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4), 84-8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4273     

文章引用: 张健. 医养结合背景下养老护理人才现状与对策[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4): 84-87.  
DOI: 10.12677/ass.2024.134273 

 
 

医养结合背景下养老护理人才现状与对策 

张  健 

天津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4年2月18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2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2日    

 
 

 
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对医养结合背景下养老护理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文章分析了当前养

老护理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提高重视程度、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加强岗位培训等几个方面

提出针对性举措。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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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ing process, the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integration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ent elderly care team, and proposes tar-
geted measures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ncreasing attention, expanding talent training 
channels, and strengthening job training.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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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o population aging, build a policy system and social environment for elderly care, filial piety,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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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养结合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是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满足

相关需求，集合养老、医疗、护理、康复、保健、临终关怀等于一体的新型养老理念和模式 [1]。这种模

式是随着我国家庭照护能力弱化以及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情况所提出的，是优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

给的重要举措，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和满意度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通过健康中国战略，完善老

龄工作制度，不断提升医养结合工作重视程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医养结合的政策体系不断完

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然而，医养结合在政策支持、服务能力、人才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难点堵点问题。特别是随着失

能化、人口高龄化等逐渐扩大的趋势，养老服务需求中医疗护理服务占比逐年增高，在居家、社区、机

构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背景下，逐步扩大具有医学基础知识的养老护理员规模，指导养老护理员培养

培训、提升职业技能，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数量充足的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就显得十分重要。 

2. 养老护理队伍现状 

2.1. 劳动力数量不足 

随着社会化养老趋势日益明显，对于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迅速增加，从事养老护理的服务人员严重

短缺现象日益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8,004 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 19.8%  [2]。自 2000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的 20 年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了 8.4 个百分点，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已超过 1.9 亿，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高达 4000 万 [3]。2021
年 5 月，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社会对养老护理人员的总需求数达 600 万，但当前仅有 50 多万，持有证

书上岗的养老护理员更是仅有 4.4 万人，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 

2.2. 专业水平普遍较低 

我国现有的养老护理劳动力最常见的是养老护理员，虽然在日常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快速

上岗工作，但是明显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护理工作内容也仅限于看护、喂食、换衣等日常照料，对

于老人的个人需求和康复需求无法满足，不能针对老人一对一提供适合身体状况本身的服务 [4]。养老护

理员的培训体制和方式尚未健全，对于医疗知识和心理疏导等领域了解匮乏，定期学习和培训来提升职

业技能的渠道不够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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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业队伍流失率高 

养老护理员向来有着流动性大、离职率高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工作需要细心耐心和

付出较强体力劳动，但社会地位低；二是薪酬不理想，不按照绩效决定收入；三是由于职业特殊性，护

理过程中双方容易发生工作纠纷，存在服务过程中的隐患 [5]。当前，养老护理人员以城市下岗职工及进

城务工农民为主，往往通过家政渠道达成工作意向，大多未经岗前培训和专业技能实训，不具备养老护

理员专业资质。加之社会地位、薪酬标准、工作强度、承担责任等多种制约因素，养老护理队伍现状与

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2.4. 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待完善 

当前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开设老年护理等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远远不足，且高层次院校少，多为

职业技术学校，专业特色不突出，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课程设置缺乏和养老产业有效对接，实践教学

环节呈现缺失的现象，导致养老护理人才匮乏，无法建立金字塔形的人才体系。学校和社会需求联系不充

分，提供实践机会熟悉和了解就业岗位机会较少，毕业生因为对职业的刻板印象放弃本专业的比例较高。 

3. 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的举措 

3.1. 提高重视程度 

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将养老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民健康、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老龄事业发展体系。应健全管理机制，统筹协调好民政、卫生和社保等相关部门，健全完善市、区、

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养老服务架构。应进一步加大养老服务人员的激励力度，强化政府激励引导，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从业人员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增强职业吸引力。应明确权责主体和服务

要求，完善评定制度，在标准、规范统一衔接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水平，为养老服务发展提

供良好政策环境。应明确培养目标，确定院校培养、社会招聘等分层级的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方案，

推动行业专业化发展。应加强系统统筹，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工资分配机制，强

化技能价值激励导向，促进养老护理员工资合理增长。 

3.2. 增加养老护理员数量 

养老护理员是养老服务劳动力的基础，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要解决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首先，加

大对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宣传力度，让大家理解认同这一岗位，提高社会认同度。要通过吸纳转移劳动力

和未就业毕业生等，开发潜在的从业人群，吸引更多劳动者加入队伍。其次要积极通过提供入职补贴、

培训补贴来鼓励待业者通过考取相关资质进入行业；并不断推动建立养老护理员用工补贴、岗位补贴等

制度。再次，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可以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劳动报酬、提供更好晋升渠道的方式来

实现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幸福感，保障行业人才储备，促进人才体系良性发展。 

3.3. 拓宽专业人才培养渠道 

鼓励本科高校、职业院校扩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招生，不断扩大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规模。支持具备

条件的高校增设老年服务管理、护理康复、公共营养保健等养老服务领域相关专业，积极建设养老事业

课程体系、开发教学实践基地等实习实训资源。进一步优化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拓宽养老服务领域

人才培养渠道，指导院校积极稳妥推进养老服务领域 1 + X 证书制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加大

校企合作力度，充分发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作用，以非学历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形式积极促

进校企优势互补、教育和产业良性互动。支持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养老服务示范基地、劳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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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等，统筹构建教学、科研、实训、就业综合培养体系，引领行业发展。 

3.4. 加强岗位培训 

促进我国养老事业发展，持续实施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升行动，提升服务质量和人们的满意度就成

为重中之重。人社部门、民政部门应充分发挥医学院校、职业实训中心服务职能，健全养老服务培训标

准体系建设。按照与医养结合紧密相关的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培训大纲和最

新行业企业考核评价规范开展系统培训。有关医学院校和培训机构要优化课程设置，构建多层次、模块

化、高质量的课程和技能训练。在基本的护理和营养保健外，增加急救和康复技术、老年心理健康、中

医养生等相关内容，逐步推行“职业培训包”和“工学一体化”模式，增强培训实效，建立与技能等级

提升和薪酬待遇关联的规范化培训考核体系。 

3.5. 注重人力与技术协同联动 

养老服务中，要加强信息化支撑，建立精准服务主动响应机制，以现代科技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

机制，提高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便利化可及化水平。要注重利用互联网技术在护理过程中进行辅助，

打造覆盖家庭、社区和机构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网络。逐步推广穿戴式设备，使老年人健康数据资料及

时向实体性医养结合型社区传递 [6]，服务机构按照相关监测数据和老年人实际状况，针对性做出方案，

不仅可以减少护理人员压力，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提前预判，使得养老照护服务更

贴心、更人性化。 

4. 结语 

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

措，在医养结合背景下，着眼于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以发展养老服务技

能人才为重点，全方位吸引、培养、用好、留住人才，打造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德技兼备的队伍，

将为新时代新征程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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