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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发展好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是实现我国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高职

院校养老服务专业人才作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后备储蓄军，能够满足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市场

对养老服务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同时，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的发展促进养老服务专业学生的全面发展。

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发展面临着招生困难、人才培养定位模糊、教学软实力欠缺的问题，应采取扩展

招生渠道、精准办学、优化师资队伍、产教融合等措施促进其发展，解决我国老龄市场庞大的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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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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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pension industry. As 
the reserve force of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fessional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elderly care ser-
vice market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 tal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r-
vice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mot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students.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enrollment, ambiguous positioning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lack of soft 
power in teaching. Measures such as expanding enrollment channels, running schools precisely, opti-
mizing the teaching staff, and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devel-
opment and solve the huge service demand of China’s ag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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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指

出：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加快推进

老龄产业的发展。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强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与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支撑。高度发展的经济使我国养老服务产业面临着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养老专业人才的短缺严重阻碍了我国新时代养老服务产业工作的建设进度，为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目标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养老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决定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蓬勃发

展与否。以我国老龄事业与养老服务体系为导向建设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专业人才体系，是我国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的应有之义。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人才作为我国老龄化人才服务市场的后备储蓄军，应

当加强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建设，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专业课程设施，填补养老服务业人才缺口，推动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2. 大力推进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的必要性 

2.1. 满足人口老龄化需求 

2024 年 9 月 13 日，人社部部长王晓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

经达到 2.97 亿，占总人口比重 21.1%，65 岁以上人口超过 2.17 亿人，占比 15.4%。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日

益庞大，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据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约 1000 万人的规模持续增长。截至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已然是老年型，这必将对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公共健康等方方面面提出新要求，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公共难题[1]。我国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今后长期处于的基本国情。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是关系

到每个老年人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民生的重要保障。养老服务业人才储备对我国未来养老战略的实施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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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满足老龄市场服务专业人才需求 

根据最新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目前全国有 4000 多万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

失能和半失能情况，这一数字占到了整个老年人口的两成左右[2]。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服务

需求持续增长，对养老产业服务能力和发展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养老服务人才个性化培养是养老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60 后”群体在我国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出生，于 2022 年正式步入老年

期。相比于“传统老年人”，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具备学历较高、接受新鲜事物程度高、经济更独

立等特征。传统养老侧重于生活基础服务，然而“60 后新老人”不同，除了基础服务，他们内心更渴望

心理健康方面的辅导，期望能实现自我价值，对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出更高的层次。养老服务产业目前面

临着劳动力“断层”与需求“壕沟”之间的巨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发展进程。实现养老服务

人员从数量稀缺到充足，进而迈向专业化、精英化，开展养老服务业人才个性化培养是推动养老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2.3. 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需求 

2014 年，教育部、民政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其目的在

于从发展职业教育角度出发，着力培养能够契合养老服务业需求的人才队伍。高职院校作为养老服务专

业人才的关键培养基地，需以就业为导向强化课程建设。设立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既体现高职教育特

色助力毕业生就业，又满足社会需求、顺应发展趋势[3]。目前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短缺与供需矛盾严重阻

碍行业发展，而高职院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任。准确把握养老市场人才需求、改进培养策略、完善课

程体系意义重大。这不仅能缓解社会养老人才需求，还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关键作用。在高职院校完

善的培养体系下，学生能获得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增强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为未

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实现从知识到能力、从校园到社会的全面成长，同时促进高职院校自身发展，

达成“双重发展”目标。 

3. 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发展困境 

3.1. 招生困难，无法满足专业壮大发展需要 

我国拥有 10,340 所中职院校以及 1423 所高职院校，然而其中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院校占比极

小。当前的实际状况是，尽管开设此类专业的学校数量不少，但报考人数却少得甚至不能组成一个独立

班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一种看似受关注实际却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4]。即使是在北京，每

年的养老专业毕业生也不到 300 人[5]。养老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由于其工作性质、服务对象、社会认

可度的特殊性，使得高职院校在专业招生与推广中面临不小的挑战。根据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情况调

查报告，我国至少需要 1300 万名养老服务人才，而现实情况人才数量少于 50 万[6]。养老服务业中，专

业化养老服务人才的短缺与社会旺盛的养老服务需求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从老龄事业管理人才到养

老机构经营人才，再到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才，均无法满足当下强烈的养老服务人才需求。这种相关人

才的匮乏状况严重制约了养老服务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7]。 

3.2. 人才培养目标模糊，无法满足行业发展需要 

养老服务专业的综合性极强，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是多种学科相互融合的专业。在养老服务行业

中，既需要在一线提供服务的、具备技术技能的养老护理人员，同时也离不开拥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养老

服务人才。与本科院校培养目标相比，高职院校旨在培养一批技能型人才，在掌握好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更具实际操作能力与管理能力的老年服务专业人才。但就目前而言，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培养目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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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宽泛，专业定位模糊，难以满足老龄市场的多元化服务需求，导致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和养老服务

产业需求“两张皮”。养老服务专业对于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很高。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养老服务

专业人才培训时间偏短，培训内容单一，专业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难以适应当代个性化养老

服务需要。并且院校学生实习的内容多为服务老年人的项目，与市场实际服务需求相差甚远，不能满足

提供除生活照料以外的心理健康、自我实现等生活愿景的服务需求。 

3.3. 教学软实力欠缺，无法满足专业人才培养需要 

养老服务产业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型产业，它全方位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点滴。从日常的衣食住行照

料，到健康管理的精心呵护，从心理层面的耐心疏导，再到医学护理的专业服务，众多领域紧密交织，

共同为老年人构筑起安心舒适的服务体系。从业者只有掌握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才能提供更好的

养老服务。这对于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的师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职业院校养老服务专业师

资存在诸多问题：许多教师从其他相关专业转行，系统的老年学基本理论缺失，养老服务职业技能不扎

实；许多养老服务专业的课程由非专业教师兼任，他们对养老行业认知浅薄。由于这一情况，相关任课

教师对养老产业的理解存在偏差，“师出旁门”导致教学理念滞后，呈现出“重理论技术轻人文”的现

象，且没有从养老专业视角出发。这一系列问题使得整体养老服务水平难以提升，并且人才培养目标也

偏离了正确方向。目前开设养老服务专业的院校数量有限，这使得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至今仍未形成统

一的理论教材，市面上能见到的仅有由人社部门推出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材。此外，

养老照护技术实操实训课程缺乏统一标准的操作流程以及规范演示，教师难以将科学的实操方法传授给

学生。并且，由于缺乏实践基地培训，学生无法获得足够的实践机会，专业技能难以得到有效提升。这

一系列状况如同重重枷锁，严重制约了养老服务专业的发展。 

4. 未来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以我国老龄市场服务需求作为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深入

分析当前养老服务相关产业的情况和未来发展状况，把握市场对养老服务业不同类型人才和不同层次的

需求。既有利于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又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养老服务业人才匮乏的现状，满足我国老

龄市场多元化需求，推动我国养老产业的稳步前行。 

4.1. 扩展招生渠道，引导人员就读 

就目前我国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断层”与旺盛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壕沟”之间的巨大反差，高

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当前国家高职扩招政策扩展招生渠道，例如：借国家高职扩招政策“东风”，学校要

结合自身专业建设、发展规划与优势资源。一方面，针对不同生源创新教学组织和考核评价，吸引如退

役军人等群体报考养老服务专业；另一方面，减轻人才学习成本，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养老服务事

业，最终达到增加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储备的目的。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学费减免、提供助学金等措施来

提升养老服务专业报考率，增强养老服务专业的吸引力。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以放开养老服务相关专业

招生计划、招生地区限制，增加贫困地区招生指标，提供多种入学方式给贫困地区学生，以就业需求为

导向推动养老服务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降低养老服务人才流失率，提高养老服务人才社会地位，

提升养老服务行业人才吸引力。 

4.2. 精准办学，培养养老专业复合型人才 

我国的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数量和服务质量不能够满足社会养老服务行业的基本需求，社会养

老服务行业急需经过系统综合学习的，具有服务道德的高素质专业型人才[8]。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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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我国老龄市场服务需求作为教育改革起点，深入剖析当下养老服务相关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以育人为本、跨界融合服务需求为原则，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为培养养老专业复合型人才筑牢根基。

与本科院校培养目标相比，高职院校旨在培养一批技能型人才，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具实际操

作能力与管理能力的老年服务专业人才。当代老龄服务行业更加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集职业素养、专

业服务和人文关怀为一体的综合人才。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培养应当具备多方面特点。其一，培养学生

对老年群体需求的认知，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层面；其二，让学生熟悉国家在养老产业方面的政

策法规；其三，使学生掌握诸如健康促进等一系列与养老相关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其四，引导学生能够

依据老龄群体差异提供个性化服务，最终实现培养“懂专业、会管理、能经营、善服务”复合型人才的

目标。 

4.3. 优化师资队伍，提升养老服务专业教学水平 

截至 2022 年，“60 后”——我国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出生的人群正式步入老年期。“60 后新老

人”相比于“传统老年人”，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具备学历较高、接受新鲜事物程度高、经济更

独立等特征。根据国内老龄化群体的特性和各个层级的需求，我国高职院校在开设养老服务专业课程时，

不仅要注重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知识的教授，更要结合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从而更有效地服务

于老龄化群体，细致地呵护每一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高职院校应建立起一支综合素质高、技能强、相

对稳定的教师队伍，通过创建相应的奖惩机制，对在理论学习和科研实践中取得突出成就的教师给予一

定的奖励，以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教学和实践能力[9]。因为养老服务行业岗位具有多样性和可塑性的特

点，所以专业教师需具备养老行业独特视角。结合职业教育生源特点和就业岗位类型，加强职业生涯规

划与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合理调整就业期望、找准职业定位，实现精准就业。鉴于此，在办学过程中，要

提升养老服务专业相关教学人员的福利待遇以吸引人才就业；借助国家政策扶持优化师资队伍，进而提

升教学水平，这有助于建设复合型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4.4. 产教融合，促进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全面发展 

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是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后备储蓄军，在其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应以就业为

导向，坚持把市场需求和职业教育有机地联系起来，让高职院校的养老服务专业课程更具针对性，人才

培养过程更加全面化。高职院校在产教融合模式下培养养老服务业人才时，需要有清晰的流程规划。首

先从学习借鉴入手，积极汲取国外先进的养老服务理念与经验，通过深入剖析国际优质教育项目，来明

确那些领先的养老服务理念。之后在课程设置环节，重视理论与实操课程的结合，从职业需求出发精心

选取课程内容，并且确保育人理念契合养老服务产业发展需求，将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置于核心位

置，进而制定出科学、合理且严格的教学计划和安排。接下来依据市场需求对课程和教材进行优化改进，

加强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共同制定出符合当下养老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此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后

通过深度合作，增强学生的专业实操能力，丰富他们的就职经历，实现产业与教育的高度融合，最终能

够有效为老年群体提供细致化服务。 

5. 结语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以及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养老服务产业如今已跻身黄金产业与朝阳产业之

列。高职院校作为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储备军，应当正视自身养老服务专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针对其

问题从供给侧视角开展对策分析，促进专业人才与院校自身的发展，以期满足我国老龄化市场的多元化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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