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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

代化的新格局。碳达峰碳中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人类命

运共同体美好愿景的有力支撑。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养老产业如何形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文章聚焦于碳达峰碳中和养老，旨在探讨如何推动中国养老体系的绿色转型与升级，试

图为中国养老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碳达峰碳中和养老着眼民生福祉，以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贯彻永续发展理念，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全方位结构调整、科技数字

化转型、人才队伍建设等作用。双碳型养老必须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

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形成以基础建设为保障、创新驱动赋能、专业人才队伍集合社会力量、养老

产业协同多方产业联动的多元统筹的双碳型养老系统，为建设健康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

代化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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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la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new modern pattern that acceler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s the core issu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 strong support for realizing the overall goal of so-
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aging on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focuses on the well-being of people’s livelihood, guided by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mplement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has 
the functions of gathering green development consensus, all-rou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ual 
carbon. Dual carbon aging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dual carbon goals, and 
form a diversified dual carbon aging system with infrastructure as a guarantee, innovation-driven 
empowerment, a professional talent team gathering social forces, and a harmonious multi-industry 
linkage in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at 
builds a healthy China and a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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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环境保护意识的萌发与探索，到改革开放后以问题为导向

的大规模治理，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经历了不断深化与拓展，组织保障日益坚实，思想理论逐步发展，

直至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卓越的成就开

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篇章，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里程碑式成就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篇章，形成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碳达峰碳中和以系统性抓手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内

涵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换言

之，这是一场加快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变革，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

国力量的深刻变革。碳达峰碳中和养老为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环节与实践必然，是一项系统性的工

作，需要从全局出发，统筹多方力量、多维度协同，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落实“三新一

高”导向，以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推进、完善双碳型养老机制体系。 

2. 双碳目标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意蕴 

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发展，文明形态的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体现。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能

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伴随技术革新随之而来。为应对全球气候与生态环境问题，全球以《巴黎协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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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形成治理格局。基于此，我国根植于深厚的文明开创性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之重要举措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2]。至此，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实施平台，成为其有力的支撑保障、核心目标指向。双碳目标是解决全球气候、生

态环境问题的迫切需求；是顺应发展，推动产业能源、技术全面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是坚定高质量发

展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实现双碳目标必将是现代化“新长征”上的重要愿景与蓝图指

向。 

2.1. 全方位永续发展：谱写生态文明之新篇章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民族向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我国始终将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

任务、制度保障等多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3]。2018 年 5 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总体呈现稳中向好之发展态势，但成

效仍存反复之态。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负重前行之关键期、突破主要矛盾之攻坚期。自双碳目

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便以系统性、引领性、实践性贯彻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这充分标志着

我们进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新篇章。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双碳行动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

用[4]。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5]。双碳目标的提出是生态文明建

设体系的延伸与深化，是对经济社会的综合考量寻求新变化、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对推进建设美丽中国

意义非凡。 

2.2. 深层次绿色变革：协同减污降碳的总抓手 

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新能源快速发展，化石能源在能源占比结构有所下降，

但仍处于主体地位。可见，双碳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是一项涵盖广泛、持续长久的“狙击战”。

“十四五”规划和“2035 远景目标”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

色经济、低碳经济，将单位 GDP 能耗降低 13.5%，碳排放降低 18%。深刻意味着，我国为实现降碳、深

度脱碳必须推动能源革命与产业、技术革命，聚焦高碳产业研究零碳与负碳技术，实现技术与产业链的

创新[6]。与此同时，生产生活方面，就碳排放、污染物排放、废弃物资源化转化、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

等多领域扭转外向扩张式发展[7]，始终将生态环境的健康置于优先位置，协同发力实现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尤其地，受国际大环境影响，变革充满了未知与不确定性，未来我国应持续加大在新兴技术

研发领域的投入，大力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

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8]。“十四五”作为碳达峰的关键期，实现双碳目标愿景将使我

国的能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等结构与发展范式发生重要变化，各个领域的发展路径将面临变革、转型与

创新，形成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发展的新路径、新格局和新模式[9]。 

2.3. 高质量发展进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之康庄大道 

“奋楫逐浪天地宽”。百舸争流，数字化技术以强劲动能乘风而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引擎

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仅用几十年便成功甩掉了积贫积弱的“穷帽子”，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伴随发展，诸多问题相继涌现出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产业升级阻力重重、传统动能不断削弱[10]。可见，助力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取决于能否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1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5292


梁宇琪，唐文 
 

 

DOI: 10.12677/ar.2024.115292 2004 老龄化研究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2]。可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

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成为重中之重[13]。
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党中央领导敏锐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发展浪潮机遇，坚定推进中国经济步入高质

量发展航道。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实现双碳目标，是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14]。锚定双碳目标，深入推进双碳工作，扎实推动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中国式现代化与双碳型养老：意识形态与行动指南 

双碳战略是党中央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策，而养老事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碳达峰碳中和养老应势而生成为实践必然。“十四五”期间，党中央明确将积极应对老龄化上升

至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十四五”规划纲要：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自此上升为国际战略》等诸多高层综合文件统筹部署应对挑战。自 1950 年，我国政府

开始关注老年人问题，并制定诸多福利政策与相关制度。2000 年，我国进人口老龄化社会，应对老龄化

问题十分紧迫。经过党中央领导为核心的不断探索，我国老龄化事业实现了从“老龄不是问题”到“老

龄国家战略”的跨越式发展[15]。目前，结合国家战略背景，政府企业双轮驱动大力推进低碳养老及诸多

养老服务建设工作，基于双碳目标的碳达峰碳中和养老发展孕育而生为实现双碳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3.1. 生态文明理论凝聚绿色发展共识 

实践要发展，意识形态要建设，思想共识是前提。我国以堪称奇迹般的速度完成了近代西方国家耗

时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伴随而来的减碳、脱碳的艰巨任务。党中央提出的双碳战

略构想无疑是全人类前所未有的创举[16]。生态文明理论高度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大

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完善顶层设计，以高站位、宽视野、大力度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17]。践行生态

文明建设，推动低碳发展，形成绿色共识，全社会凝心聚力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愿景实现双

碳目标，璧画美丽中国。双碳型养老应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核心理念，通过政府、

企业双轮驱动，相关人才培养，以及受众群体理念共享与传递，以全社会共同推进绿色发展共识的积极

和谐氛围为背景，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实现双碳目标凝聚社会意识

形态与思想共识。 

3.2. 科技创新引擎驱动数字能源转型 

科技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美好愿景的重要技术支持、动力引擎，

而双碳型养老是实现双碳目标技术支持的重要实践途径。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发展阶段，

双碳型养老在养老领域备受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18]，这充分表征双碳型养老应聚焦科技创新、

数字化转型进行重要环节突破。国家应深入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的实施，政府与企业协力重点聚焦养老

服务基础工作，深化养老服务核心结构，推动落实理念创新、技术先进的示范平台建设，高等院校、医

疗领域作为科技创新驱动数字化智慧养老的科研主阵地，积极探索数字能源转型，以高质量发展水平推

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的技术体系支撑。同时，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与国际广泛交流合作，深入

多边合作，推动养老事业的交融，以多元局面促进双碳导向下的能源转型。 

3.3. 实践创新高地培育重要人才队伍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双碳专业人才因双碳目标任务之艰巨、目标之复杂对其专业性、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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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实践性都有极高要求。我国就双碳专业人才的培养仍在探索构建阶段，双碳型养老作为双碳目

标实现的重要环节领域，仍处于初期阶段，双碳型养老人才队伍亟待建设。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我们党始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团结与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人才强国建设提出的 8 条新

理念、新举措深化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与此同时，党中央强调，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坚持

顶层设计与战略谋划，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19]。这要求政府、高校、企业在内的社会

各方应积极传播绿色发展意识，引导社会群众尤其是未来的双碳型养老建设人才，以根植心系中华民族

之伟大复兴的家国情怀之大格局出发，引领学习并掌握国家发展之重要战略部署。尤其地，高等院校、

医疗领域作为推动双碳型养老领域建设、创新的科研主阵地，应积极吸纳国内外先进技术，聚集高层次

人才，围绕双碳相关学科专业体系，积极推进实现双碳型养老相关实践活动，以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带动营造社会氛围，共同推进双碳工作。 

3.4. 节约优先理念重塑能源产业结构 

纵观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潮流，我国因诸多优势占据核心位置，但也存在不可忽略的问题：我国是

能源消耗大国，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必须立足全球能源优化与供给局面统筹安排。以

节能降碳为导向，鼓励建筑、工业等重点用能行业积极调节产业结构，推进技术研发减排，加快农业与

工业绿色发展，促进固碳增效，实现各领域工艺革新和数字化、绿色转型，形成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20]。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成果转化应用于市场，是倒逼驱动技术革新、产业优化和促进在经济社

会活动中最大化实现民生福祉的内在需求。双碳型养老为实现双碳目标统一社会意识形态，凝聚思想共

识，夯实基础性重要理论与实践的同时，通过节约资源、结构调整及提升产业质量等路径逐步形成新型

产业结构目录，助力能源转型，推进双碳工作进程[21]。因此，一方面从源头出发，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能源损耗以最少的资源换取最高价值效益；另一方面在行径中激活动能，以新兴技术作为重要动力

支撑，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环境、市场等因素优化布局，推进各产业、各区域合理布局[22]。 

4. 中国式双碳型养老：理论映射与重点突破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且人口老龄化规模大、程度深、速度快。人

口老龄化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23]。“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二

十大强调，我们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迫切性与重要性，积极

实施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双碳型养老作为双碳目标的重要环节与实践必然，被赋予更多新价值、新内

涵与新使命，双碳型养老发展势在必行。依据双碳目标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及发展蓝图，结合养老相

关学理与实践指南，以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带动全局发展为实现双碳型养老新突破赋能，推进实现中国

式双碳型养老。 

4.1. 以绿水青山夯实民生福祉 

理念引领发展，“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发展观的角度深刻回答为什么与怎样建设生态文

明的问题。尤其地，“绿水青山”以人民为本的发展思想形成的“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假设命

题深刻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成为衡量是否真切为人民的准则[24]。可见，做好双碳工作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解决人民群众的突出反映的环境问题，以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双碳型养老同样必须发展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优

先，坚持“青山银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实现双碳目标层层递进，依主次关系逐步开展相关工作。

着眼普惠民生福祉，以生态文明思想在养老服务全过程贯彻落实，促进全面绿色发展。基于双碳目标要

求，大力研发和应用各种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建立与完善集约高效、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绿色综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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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网络，推动绿色建筑、超低耗能建筑、被动式建筑等多概念的建筑低碳化发展。总之，充分发挥科技

手段降低能源消耗，形成低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青山绿水”惠普民生福祉，实现双碳目标。 

4.2. 以生态化境优化适老社会 

“环境如水，发展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生动阐释了环境与发展之舟水关系，优先发展环

境，建设美好的生态环境始终贯穿人类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继承与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

明思想，是基于人与自然主客体统一，坚持以绿色为底色促进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重要理论依据[25]。以双碳目标为总抓手，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各

项工作，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26]。双碳型养老有关方面应主动出击、以全局意识统筹策略，

用科学视角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探究双碳型养老有关领域——环境老年学等系列核心问题，践行

跨学科协同发展模式[27]，就理论基础叠加实践研究推进建成健康、老年宜居的良好环境。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绿色观、实现双碳目标等重要性问题，从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强化思想本质问题，从根本出发逐步

推进建设美丽中国。 

4.3. 以数“智”技术赋能适老产业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必须以科技创新为重要突破。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突出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开辟新领域，塑造发展新动能优势，这是大势所趋，

亦是高质量发展要求[28]。《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明确提出，“充分发挥科技

创新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撑作用”，“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构建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创新体系”[29]。这意味着，实现双碳目标应结合我国现实出发，结合运用大量资源于诸多领域同步技术

革新，以创新实现动力变革与动能转换。双碳型养老作为重要实践领域，旨在集合核心科技构建老龄友

好社会，辅助智能适老化技术弥合科技带给老年人的“数字鸿沟”，以前瞻视野深化基础建设，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创造突破性颠覆，多维动力赋能推进双碳目标进程。 

4.4. 以多维领域统筹双碳型养老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该古语要求指出凡事应从大局出发，以系统的、多元视角统筹全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双碳战略是经过艰苦探索寻得的道路，是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发展。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便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
可见其战略部署任务之艰巨；意义之重大、深远。双碳型养老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应协同多维度领域、

跨学科融合搭建基础平台，深入政策、学理背景等相关双碳型养老内容体系研究，以专业系统人才队伍

带动养老服务实践领域，理论实践双项并行发展，始终坚持在统筹全局中掌握方向、协调推进、重点突

破，终秉持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论推进各项工作。 
围绕多维领域赋能推进发展，双碳型养老领域存在诸多已知与未知领域，双碳型养老应立足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与构建。 
一是优化完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联动系统。目前我国的双碳型养老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双碳型养

老尚还无法完全匹配双碳工作在我国经济发展领域的重要地位，亟待优化完善顶层规划，以自上而下的

统筹观联动各部分推进双碳型养老全局构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

期规划》明确了我国从短期、中期到长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目标，并从财富储备、人力资源、物

质服务、科技支撑、社会环境五方面确定制度框架。从“十三五”时期到“十四五”时期，系列高层综合

文件辅以诸多各项针对性专项政策，标志顶层设计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30]。而双碳型养老作为双碳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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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环节，以养老服务建设为核心提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要求，且因其覆盖面之广、战线之长、任

务之重，需要多方协同合作，共同高效推进。下一步，国家还应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完善的双碳型养老

制度，以系统性制度自上而下统领相关工作。同时，相关部门应积极加强全面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完善双碳型养老重点实践创新高地与人才培养；全方位推进双碳型养老产业转型等

诸多制度建设，形成养老、孝老、敬老的和谐环境，全社会以自下而上的底层动力与顶层设计结合，联

动社会各领域完善并推进双碳型养老服务工作。 
二是培养理论实践人才，大力加强人才供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等诸多文件就

加强双碳人才建设提出纲领性要求[31]。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新时代各类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双碳型

养老专业人才是推进双碳型养老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双碳型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与提质，

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 2025~2050 年，

老年人口规模将从 2.23 亿发展到 4.59 亿，高龄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升。对应地，养老服务人才需求 242
万人到 533 万人[32]。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人员数量呈现增加趋势，但仍存在诸多缺口：现有养老服务队伍

存在年龄较高、技能水平较低等问题，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短板明显。尤其地，双碳型养老是基于老年社

会新形态范式的新型领域，其细化程度更深，专业要求更强。要求从双碳理论出发，将“社会环境理论”

置入老年学学科理论，以理论研究谋划良方，结合实践予以实现。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桂

华在 2023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人才是根基[33]。下一步，我们迫切需

要打造一支稳定、高素质专业、适应现代化、双碳型养老服务的先锋队伍没，要积极扩容双碳养老服务

队伍，教育领域加大对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支持力度，依托现有资源全方位发展促进双碳型养老专业建

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整体提升。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双碳型养老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形成自上

而下有效驱动和自下而上的双向推进局面，为实现双碳型养老提供强劲动力。 
三是聚焦重点领域实践，推进高质量全局建设。双碳型养老融合双碳政策与老龄化政策指引实践，

其综合性很强，涉及能源、环境、环境老年学、社会老年学、行为老年学、金融等诸多细化学科综合知识

交叉。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

系列新成就。双碳型养老事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以绿色发展为底色，全面转型的养老服务仍在探索阶段。

纵观养老居住环境，应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以节能低碳建筑、绿

色建筑推进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集中力量建设绿色养老环境[2]。整理国内外相关知识体系

已有较多实验研究与实践探索呈现，古布瑞尔姆(Jaber F. Gubrium)提出老龄化的“社会环境理论”，以老

年人个体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差异为研究视角，启迪学者们构建新型老龄环境；基于地理老年学理论，

“健康与居住环境”；“康复景观(therapeutic landscape)”等新概念运营而生且广泛应用实践中；肖德桢

所著《环境老年学的研究方向》通过“环境因子”影响因素研究调节养老环境……关于适老化产品，技

术革新推进诸多创新型老年增智设计应用于智慧康养，例如，Subinay Malhotra 设计的 Google Mate，一

款帮助老年人保持独立有序生活方式的系统化智能产品；Fit For All (FFA)联合数字物理治疗解决方案和

生态系统开发老年游戏锻炼平台专注于康复服务；微软主导的“The Round Table”老年圆桌会议产品，

促进构建“代际共融”的新模式[34]……《“十四五”规划纲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自此上升为国际战

略》旨在弥合新智能技术给老年人带来的“数字鸿沟”，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自主生活和社会参与机会，

享有健康有尊严的老年生活[35]。因此，以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老年领域制造业和服务业应

加快转型升级，加速提升科技化水平，以重点领域引领推进全面双碳型养老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实

现中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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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质量发展的双碳型养老：路径探赜与系统构建 

实现双碳型养老事关双碳目标的实现，事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事关中华民族之伟大复

兴。因此，这要求我们深刻领悟双碳工作的深刻内涵与重要意义，精准高效抓好双碳型养老相关工作。

双碳型养老要以人为本的思想聚焦人民，以民生为本，紧扣双碳战略的科学内涵与实践指引，调动多方

资源，充分学习、借鉴国际的成熟范例，立足于当前局势，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坚定绿色生态文明建设

思想，将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始终贯穿双碳型养老实践全领域与全过程，充分集合多方力量以多元维度

将双碳型养老落入实处，构架完善的实施路径与系统，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双碳型养老的道路，为全球

实现碳中和贡献中国力量。 

5.1. 以人为本，聚焦民生，顺应趋势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入贯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36]。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正是

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民美好生活追求愿景的应有之义，是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蓝图的重要途径。双碳型养老应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聚焦老年人在诸多民生问

题上的“急难愁盼”，顺应中国国情和当前社会人口发展趋势，加快推动老龄事业与产业协同，完善相

关保障和服务体系，优化服务供给，始终确保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35]，努力挖掘双碳型养老这一新范

式的优势潜能，充分提高养老质效[37]。以积极的老龄观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5.2. 兜底保障，广泛普惠，创新驱动 

理论指引实践，实践促进发展。党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十四五”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深刻明确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原则，“兜好底线，广泛普惠”指出强化政

府保基本职能建设的重要性，要织牢社会保障和兜底性养老服务网，健全各项保障制度。以政策引领实

践推进养老基础建设内容。规划中另一原则“改革创新，扩大供给”强调深化改革，以多层次多样化需

求推进发展老龄事业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双碳战略为养老服务领域提供了新要求，新思路、新目标。

双碳型养老应立足现状，集政策支持及发展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一体，能源转型倒逼养老产业转型，坚持

强劲动力科技创新赋能适老产业，建设生态文明友好型养老环境，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

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的双碳型养老体系，是实现双碳型养老发展的必然结果。 

5.3. 多元统筹，多方参与，共建共享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碳达峰、碳中和是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与目标愿

景。把“双碳”工作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意味着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融合形成系统

合力。这要求我们应集中全部力量，自上而下使每个人都成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建设者及实现中

国现代化的参与者。双碳型养老体系建设应立足统筹兼顾论，在统筹中谋划全局，坚持强化顶层优势，

合力激发多元活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协作推进，促进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积极重点领域与关键

环节突破，以重要环节带动全局发展，坚持深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经

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探索双碳型养老新范式，完善双碳型养老体系。 

6. 结语 

“环境就是民生”。生态文明建设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举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碳达峰

碳中和丰富了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独特的中华文明范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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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引领并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双碳型养老必须着眼当下，明晰

未来，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理论指导，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璧画健康、美丽中国。 
将双碳型养老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分认识这一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之重要内涵，推动碳达峰、

碳中和养老服务，高度重视民生福祉重要建设的一环，构建以绿色发展为底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为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注入更多动力。综上，“双碳”目标必将驱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双碳型养老，

促进全面高质量发展、推动深层次能源转型和满足多层次、高品质的老龄化社会成为双碳型养老的深刻

内涵与价值旨归。基于科学创新与智能技术，双碳型养老集合重要人才与创新高地，就重点领域突破带

动全局，多维统筹推进双碳目标之进程，形成以贡献生态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之局面。双碳型养老以中国智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将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描绘

出中国式现代化蓝图贡献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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