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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但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只有健全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才能

保证养老产业健康发展，从而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文章从政府层面、养老机构层面和学校教

育层面分别分析了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结合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出现的问题

进行探究，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健全相关激励

机制；养老机构加强培训，提升养老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学校应不断完善课程体系，鼓励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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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of our country,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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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supply of old-age services is insufficient,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old-age services. Pension service personnel training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nsion 
industry. Only a sound pension servic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can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
opment of the pension industry and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pension servi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s endowment service talents from the 
government level, the endowment institution level and the school education level.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of old-age service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old-age service talen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incentive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pension service person-
nel; schools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encourag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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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老年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

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迫切需要我们建设高素质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近年来，在各级部门的

推动下，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迅速壮大。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得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我

国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现阶段从与失能老年人照护配比、与养老机构床位照护配比来看，养老护理

人员不足，养老服务人才短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让老人老有所依是重点民生问题。通过

分析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方法，可以更好的帮助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让每一位老人都

能安享晚年。 

2. 文献综述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是养老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关于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国内已经有许多文献

都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王天鑫、韩俊江认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是健康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关

键，完善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能够保证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从而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1]。
郭丽君等学者指出养老方面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有明显不足，不能满足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通过梳理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现状，发现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中存在一些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意见[2]。冯运红等人在医养结合模式下，从我国国

情出发，借鉴国外人才培养优秀经验，研究人才培养方法，破解人才不足困境，从而不断满足老年人的

养老需求[3]。徐菊玲等学者通过分析我国养老护理员现状，发现我国养老护理员培养过程中存在一些问

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社会培养养老服务人才，缓解养老服务人才不足的困境[4]。林杰、郑

越洋认为我国高校可以借鉴美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经验，重视服务，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培训体系，建设

高素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5]。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学界对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文章在老龄化背景下从政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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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养老机构层面和学校教育层面来探究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养老服务

人才培养的建议，为建设高素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打下基础，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3. 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的困境 

养老服务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过程。在老龄化的背景下，要更

加注重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这也对养老服务人才提出了新的挑战。下面分别从政府层面、养老机构层

面和学校教育层面分析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 

3.1. 政府层面 

近年来，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出台了许多关于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政策文件。相关部门

出台的政策制度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思路。各地为了推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对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有关政策文件中，制定了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计划以及实施办

法。总的来说，相关政策文件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但是具体的实施方案、考核

制度等内容还不健全，管理和监督方面也有所欠缺。 
从目前来看，一方面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福利水平普遍不高，缺乏激励机制，薪资待遇水平不高。

国家虽然出台了相关政策制度，但各地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地区情况有所差异、执行不到位或监督不

足等各种原因，政策无法落实到位。难以满足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需求，影响了养老服务人员工作的积

极性，造成养老服务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人才的不断流失导致难以满足养老服务市场的需求。而且一些

已经出台政策文件主要针对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人员和专业护理人员，对人们加入养老行业激励性不足[6]。
另一方面，政府顶层设计不足，政策执行力度不够，相关激励和保障措施有所欠缺，阻碍了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的发展。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事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近年来用于养老事业的财政支

出比例有所提高，但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仍不足。由于资金投入不足，无法保证养老服务人员

的工资待遇水平，阻碍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发展。 

3.2. 养老机构层面 

在老龄化这一背景下，养老机构的资源配置不仅需要有基础养老服务设施，而且要具备相关的医疗

资源。良好的资源配置影响着养老服务人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养老机构的管理和培养养老服务人才

模式也影响着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质量。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

加，对养老服务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管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还要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心

理健康及能力培养等。现阶段，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人员不足，部分养老机构不是很重视人才培养方面，

特别是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在进行培训时主要培养日常生活管理有关技能，对医疗知识方面缺乏培训，

可能忽视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 
大多数民办养老机构考虑到资金问题，会选择聘用素质不是很高的劳动者，来减少成本。特别体现

在在聘用护理人员时缺乏明确的要求和标准，通常是一些文化程度比较低，且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他们

只能够凭自己的经验来照顾老年人。但是当老人突生意外时，由于缺乏相关的医疗知识，导致无法及时

应对老人的突发状况。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不具备老年护理保健、老年社会工作、老年服务管理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7]。在护理人员中，仍有一些护理人员仅仅参加过机构内部简单的培训就已经上

岗，不少护理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摸索而成，对一些基础护理知识仍然不够十分了解，而且大部分护理人

员的护理等级水平处在初级，同时缺少专业养老服务技能培训。阻碍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同时

阻碍了养老机构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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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校教育层面 

学校承担着培养养老服务人才的责任，是养老服务人才输送的主要机构。近年来，国家针对养老服

务人才方面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但缺乏具体实施政策，特别是有关养老服务专业人才较少，增加了招

生难度。一些学校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鼓励毕业生从事有关养老服务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相关概

念提出较晚，学校相关课程设置较少。虽然一些学校与养老企业一起打造了教育实践基地，但在养老服

务人才培养过程中，相关实践教学内容缺少职业标准，缺少一些实践性指导教材和案例教学[8]。 

4. 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路径 

综上所述，政府层面、养老机构层面和学校教育层面存在相应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困难，不仅

阻碍了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也阻碍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依据上述问题，尝试提出以下针对性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建议： 

4.1. 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健全相关激励机制 

政府应不断完善有关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法律法规，加大资金投入，合理配置养老服务资源，构建

相关激励制度与保障措施。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推动养老服

务规范化发展。相关部门应制定有关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细则，明确人才发展目标。从政策和法律上给予

支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帮助机构、学校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政府要提供相应资金支持，充足的

资金能够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基础。拓宽筹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对民办养老机构给

予相应的财政补贴，推动养老机构健康发展。鼓励、支持、引进养老服务人才，推动养老服务人才发展

壮大。 
激励机制能够推动养老服务人才建设，合理规划配置养老机构和高校的资源，加强有关养老服务专

业教育培训，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培训计划。对于在养老服务岗位的工作人员，采用适当的激励机制来调

动养老服务人员的积极性。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行业工作。当养老服务人才供给无法满

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时，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来缓解供不应求的现状。例如，政府可以加大宣传

力度，引导公众关注养老服务领域，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支持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利用网络传媒等

各种正规渠道，宣传有关养老服务工作信息，加深社会大众对养老服务工作的了解。使人们充分认识养

老服务的工作性质、社会价值及意义，减少对养老服务的职业偏见[9]。呼吁社会组织参与养老事业，带

动各方力量推动养老事业的发展。鼓励当代青年志愿者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利用闲暇时间去养老院，

多多帮助老年人，多跟老年人交流沟通，关心和爱护老年人。健全志愿者服务机制，缓解养老服务人才

不足的现状。 

4.2. 养老机构加强培训，提升养老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 

现阶段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短缺，一些养老机构在招收员工时会降低录用标准，导致养老服务人员专

业化水平不高。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应加强培训，对养老服务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能够提高养老服务

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首先，根据养老机构的实际情况招收一些新的工作人员，相对的减少原来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让他

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更好的关照老年人，提高老人对养老机构的体验度。在招收养老机构员工的

时候，要进行层层选拔，选拔一些有素养，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确保他们在日常工作的过程

中能尽心做好每一件事。其次，要积极开展一些养老护理专业的服务培训，提升养老院工作人员的服务

水平，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让工作人员掌握一些基本的安全、护理知识，比如说，普通疾病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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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突发疾病时应该怎么做等。增强工作人员自身的专业性，减少因自己本身缺乏专业性而和老人们发

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最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使工资水平符合工作强度，吸引更多的

人们加入养老服务行业，对表现优秀的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给予奖赏，增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增加工作

人员对待工作的责任感，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工作，更好的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与学校或培训机构

合作，鼓励和引导人们参与养老服务人才岗位培训，对愿意从事养老服务行业的人员，给予一次性就业

补贴，帮助其找到合适的岗位[10]。 

4.3. 学校应不断完善课程体系，鼓励校企合作 

学校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课程体系，重视养老服务人才技能与管理方面的培训。鼓励高校开

设养老服务、养老护理等相关专业，根据当地需求情况调整培养计划。细化有关养老服务课程内容，设

置适合学生学习的和能够让学生感兴趣的课程内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设置与医学有关课程，

养老服务人才应当具备相关医学知识。同时，学校适当扩大招生规模，为打造高素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奠定基础。加强师资力量建设，招聘资深学者为学生授课，传授专业知识，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

可以建立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明确养老护理人才的标准，建立专业化的养老

服务人才培训体系[11]。 
鼓励学校与养老机构合作交流，让学生多参与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学校负责学生

专业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企业要制定相关能力目标，并根据实际需要

派遣专业人员与进行教学活动[12]。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同时，在注重职业技能教育时也要关注学历水平。对学生传授养老服务专业相关知识，开展相关技能专

业培训，让学生了解当前养老服务领域的发展现状，培养高素质的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在日常课程设置

方面，应联系国际养老服务发展前沿和优秀经验，养老服务相关课程依据社会发展应不断更新，与日常

生活相联系，调动学生对养老服务专业的学习兴趣，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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