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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及其相关政策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在我国人口老

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制度统一的

成本和改革阻力，进而衍生出新的风险增长点。从宏观层面，本文回顾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从酝酿、推

广到实施的过程逻辑，以便更全面地了解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国家层

面以及29个试点城市的政策文本，以更好地理解各城市在试点过程中如何进行政策扩散和政策创新。最

后，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提出意见和建议，即扩大制度保障范围、拓展基金保障体

系、提升服务供给质量、完善待遇支付体系以及构建绩效监测与评估体系，为建立统一的全国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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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and its related policies are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
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of the pop-
ulation, but in the case of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long-term care in-
surance system is uncertain for a long time, which will inevitably increase the cost of system unifi-
cation and reform resistance, and then derive new risk growth points. From the macro level,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logic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from brewing, promotion to im-
plementation, so as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China. At the micro level, the policy tex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s well as 
the policy texts of the 29 pilot cities will be analysed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each city is 
carrying out policy diffus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the pilot process. Finally, it provide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nationwide, that i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system protection, expand the fund guarantee syste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supply system, improve the treatment payment system and build a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epar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long-term care in-
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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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失能人口数量大、家庭结构小型化、护理经济负担重等背景下，健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如何满足老年人对于养老和医疗服务的双重需求，成为社会化养老服务面临的巨大挑战。《“十四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其中，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简称“长护险”)是重要支柱。 
自 2016 年 7 月，国家层面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发[2016] 80

号)，明确 15 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至今已有八年，总体形成了以“试点先行–推广应用”为特

征的“上下联动”长护险政策实施机制。目前，国家层面仍未出台统一的长护险政策，也未在全国范围

全面推广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试点的关键在于“先行先试”，本质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实

践过程[1]。既有研究对试点功能秉持一种肯定的态度。然而长期试而不定必然会增加制度统一成本与改

革阻力，进而衍生出新的风险增长点。因此，本文旨在梳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落地逻辑，验证两批试点

城市之间和之内的横向政策学习效应，凝练完善制度体系的政策共识，并就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提出建议。 

2. 文献综述 

社会保障政策是社会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属性来看，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双重属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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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我国利益格局多元化和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夏，社会保障政策设计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和福祉，发挥着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对维护基本政治规范和政权合法

性发挥着重要作用[2]。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作为社会保障中的重要政策之一，是我国目前在养老服务领域

重点推进的政策。 
2011 年以来，国内社会保障领域的戴卫东、唐钧等开始探讨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与中国方

案[3]-[5]。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建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五大社会保险制度，在五大社会

保险模式的制度路径依赖下，国民已习惯或认同社会保险。试点前期，国内学界未就长期护理保险的制

度选择和走势方向达成共识，对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当是社会救助或社会保险的社会保障型，还

是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混合型[6]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另一方面，李珍等(2019) [7]、雷咸胜

(2019) [8]认为补缺型照护津贴为主的保障制度才是现实选择。邓大松(2017) [9]认为构建以社会保险为主，

商业保险为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我国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失能化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经过

近八年的试点，通过理论和实践的验证，建立社会化的长护险已在全社会达成共识[10]-[12]。 
在试点政策的导向原则上，谢立黎(2019) [13]、李运华(2018) [14]借鉴德国和日本构建的多元化护理

保险制度体系，建议我国要加强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形成以公民自立性援助为核心、兼顾公平与选择

的政策制度。也就是说，长护险要逐步从医疗保险中独立出来，建立相对独立、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

长期护理保险多渠道筹资机制。在试点政策的具体内容上，杨菊华等(2018) [15]通过对首批 14 个试点和

地区的比较分析后认为，试点城市在保障对象、筹资方式、保障内容和待遇支付等方面存在着共性，且

普遍缺乏监管审查和护理服务具体内容的相关规定。 
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唐瑶(2023) [16]从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和时间序列三大维度，探究长护险试

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剖析试点政策可能存在的工具性问题，结果发现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工具的整体和内

部次级结构处于失衡状态；政策工具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分配上也呈现分化态势，显示出以政府为主导

“自上而下”的强势供给特征；长护险政策随时间演进，未打破政策工具使用的结构失衡局面，并提出

优化政策工具的结构的建议。周苑(2021)等[17]基于政策工具和利益相关者两个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

发现存在政策工具结构不均衡、利益相关者不协调等问题，认为提出政策制定需要均衡多方利益，实现

多元参与。王俊(2022) [18]从工具、过程和主体三维立体角度建立研究框架，通过分析 2012~2022 年间不

同阶段的政策演进和政策作用，结果发现长护险政策从制度层面有效推进了对长期护理需求人员的保障，

但依然存在政策需求工具不足、对政策主体关注不足等问题，限制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此外，

陈奕男(2023) [19]以筹资机制为核心构建政策一致性(PMC)指数，对全国两批共 27 份试点城市筹资政策

进行量化评价，结果发现，试点城市政策的性质明确、功能完备、透明度高，仍存在时效偏短、级别较

低、筹资机制不完善、筹资保障规范性不足等问题。 
综上，学界通过比较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政策，进而研究制度选择和现实路径，已经产生了有益

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缺乏科学合理解释、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老龄化严重趋势加重，失能老

人的照护问题亟待解决，长护险试点八年仍未在全国层面推广，可能的解释尚未得知；其次，对同一批

次单一试点、同批次不同城市的静态研究已经不足以满足对全局问题的分析，亟须对多批次同一城市乃

至多批次不同城市开展跨时面板分析；再次，目前集中在影响机制、学习机制和创新机制等宏观层面的

研究，难以对试点各地纷纷提出“有所学习，有所创新”要求的动机与实效做出客观评价，亟需从微观

层面深入探讨试点城市的学习行为。 

3. 长护险三源流汇合的解释性框架 

本段将从宏观层面对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从酝酿、推广到落地的过程逻辑进行完整的梳理，以便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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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了解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下一段，将对国家层面的政策文本以及 29 个试点城市的政策

文本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各城市是如何在试点过程中进行政策扩散与政策创新。最终，为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在全国的统一推广提供意见和建议。 

3.1. 长护险政策的酝酿过程 

借鉴戴卫东总结的我国社会保障试点政策落地的总体逻辑“试验–绕速理论”(Theory of E-2Rao 
Speed) [2]，基于美国著名政策学家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提出的“多源流理论模型”，本文将

分析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的落地逻辑，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历时 8 年央地之间的互动进行完整的

梳理和分析，具体包括政策酝酿–推广–落地过程(目前还未全国统一)逻辑。 
首先是问题源流。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截至

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 2.8 亿，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约 4400 万。同时，我国老

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增速不断加快，同时伴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传统护理形式发

生改变，家庭护理可利用资源不足，失能老人家庭所面临的严峻的财务压力和长期护理保障不足问题严

重。如何满足老年人对于养老和医疗服务的双重需求，成为社会化养老服务面临的巨大挑战。 
其次是政策源流。早在 2012 年 6 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通过了人社局等九部门联合起草的《关

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试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第一次在我国试行。此后，试点城市不

断增加。同时，部分专家学者的提案与建议也在一定程度推动着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全国的不断推广。

如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提及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成为“高频词”。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医疗保障局局长杨淑丽 2023 年在两会提案《关于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提

案》，国家医保局高度重视并作出答复，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推进建立长护险制度。 
最后是政治源流。2015 年 10 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探索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最终，在 2016 年，“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源流汇合，

快速开启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机会之窗。2016 年 6 月国家首次在 15 个城市及两个重点联系省份

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3.2. 长护险政策的推广过程 

Table 1.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表 1.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推广过程 

第一批 试点时间 第二批 试点时间 

青岛 2012 年开始试点，2014 年实现全覆盖 天津 2021 年 6 月 

成都 2017 年，2020 城乡全覆盖 晋城 2021 年 1 月 1 日 

承德 2017 年(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2018 年新增营子

区、承德县，2020 年全市 盘锦 2021 年 4 月 1 日 

广州 2017 年 8 月 1 日职工、2021 年 1 月 1 日城乡居民 福州 2021 年 6 月 

上海 2017 年 1 月(徐汇、普陀、金山三区)、2022 年 1 月 1 日

(全市) 湘潭 2021 年 9 月 

苏州 2017 年职工，2020 年 4 月第二阶段 南宁 2021 年 3 月 1 日 

安庆 2017 年 1 月 12 日试行，2020 年 1 月 5 日起全市全覆盖 黔西南州 2021 年 1 月 1 日 

上饶 2016 年 11 月 1 日(职工)、2019 年城乡居民 昆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荆门 2019 年 10 月 1 日 汉中 2021 年 1 月 1 日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2049


魏小凡 
 

 

DOI: 10.12677/mm.2025.152049 129 现代管理 
 

续表 

重庆 2017 年(大渡口区、巴南区、石柱县、垫江县)、2022 年 1
月 1 日(全市职工) 甘南 2020 年 7 月 9 日 

宁波 2017 年 12 月 28 日(职工)、2022 年 12 月 30 日(扩大至全

市城乡居民) 石景山 2020 年 11 月 

齐齐哈尔 2017 年 10 月 1 日(职工) 呼和浩特 2021 年 8 月 

吉林省(2021 年

4 月覆盖城乡) 

长春(2018 年 7 月 1 日、职工)、吉林(职工 2017 年起、居

民 2022)、通化(2017 年 9 月职工)、松原(2016 年 9 月 1
日、2018 年 8 月增加城乡居民)、梅河口(2017 年 8 月职

工、2020 年加入城乡居民)、珲春(2021 年底职工、2023
年覆盖城乡) 

开封 2021 年 1 月 1 日 

山东省 

东营、潍坊、日照、聊城(4 市：2015 年 1 月) [20]、济

南、淄博(2018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1 月纳入城乡居

民)、枣庄(2019 年 4 月 1 日)、烟台(2018 年 6 月 30 日)、
济宁(2018 年 1 月 1 日)、泰安(2022 年 1 月 1 日(职工))、
威海(2018 年 7 月 1 日(职工)、2019 年 10 月 1 日在南沙新

区试点居民)、临沂(2023 年 1 月 1 日(职工))、德州(2022
年 10 月 1 日(职工))、滨州(2018 年 1 月(市直、开发区、

高新区试点职工)、2019 年 10 月全市)、菏泽(2022 年 1 月

1 日(职工)) 

乌鲁木齐 2019 年 7 月 1 日 

石河子 2017 年 6 月(职工 + 城乡居民)   

南通 2016 年 1 月 1 日(职工 + 城乡居民)   

 
2012 年，青岛市率先颁发了《关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试行)》(青政办字[2012] 91 号)，

开始长护险试点，2015 年 1 月将覆盖范围扩大至农村。2014 年，山东省将试点地区扩增为东营市、潍坊

市、日照市与聊城市。2015 年 2 月，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建立失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制

度的意见》，自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2018 年又出台了《关于印发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青政发[2018] 12 号)。 
2016 年 6 月，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

见》，首次在上海、宁波、苏州、广州、成都等 15 个城市、山东和吉林 2 个重点联系省份开展长护险试

点，开始在全国层面探索长护险制度。2020 年 9 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又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增北京石景山区、呼和浩特、福州、开封等 14 个试点城市(见表 1)。 
截至 2024 年 3 月，长护险试点城市达 49 个。截至 2022 年底，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69 亿

人，享受待遇的人数累计 195 万人。但是，直到 2024 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仍然未全面铺开，部分地区

仍无法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政策。 

4. 政策文本分析 

本文将借鉴拉斯韦尔“5W”传播模型构建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21]，从两批试点城市政策文本的发

文数量、政策文本关键词和文本语义网络 K-核分析图谱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和对比分析，归纳出试点城市

的政策学习中的趋势和多重建设路径。 

4.1. 政策数量的时间序列分析 

根据“国家级文件全选、地方级文件精选”的文本筛选原则，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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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网站上采集数据，共整理得到 152 份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关的政策文本，其中中央、地方政策文本

分别为 39 和 113 份(见图 1)。 
 

 
Figure 1. The number of central and loc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level)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texts re-
leased from 2011 to 2023 
图 1. 2011~2023 年中央、地方(省市级)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文本发布量 

 
结合图 1 可知，国家政策方面，国务院于 2013 年、2014 年分别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以及 2015 年转发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医疗

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均提及长期护理保险议题，但从文本内容上来看，基本上都

是关于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开发长期护理产品，且篇幅少，仅寥寥数语。地方政策方面，仅有山东省在

2014 年 6 月率先出台《关于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但当时并未引起地方之间的政策

学习活动。 
2016 年是明显的政策创制分水岭。当年，由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

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约有 4063 万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18.3%。这

次的调查结果向公众传达了明确的可感知的风险，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难题上升为政府和大众面前无法

回避的社会性“问题”。同年 7 月，国家人社部发文首肯 14 个城市进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此后，

各地出台的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直接相关的政策文本开始迅猛增长，呈现出井喷态势。显然，中央自上

而下的建制导向是推动地方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关键所在，但短期内大量地方政策文件的集中出台，

是否存在明显的政策扩散效应，横向之间的政策学习是否发挥主导作用，以及程度如何，都有待进一步

检验。 

4.2. 政策设计的关键路径分析 

由于人社部 2016 年发布的《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是第一批试点城市政策学习的

主要来源，本文将该“指导意见”同首批 14 个试点城市发布的相应“实施方案”“指导意见”“试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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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进行文本合并处理。由于同一省份出台的政策文本具有显著的趋同性，因此在第一批试点政策文本

选取中去除上述吉林省和山东省的 20 个城市，避免词频结果受到样本数据失真干扰。本文完整地收集了

29 个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行办法作为样本进行文本合并，将两批试点城市政策合并文本分别导入

ROST NAT 软件中后进行词频统计并根据高频词的属性进行归类(见表 2、表 3)。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扩

散的结果来看，“因地制宜”的灵活创新与“如出一辙”的僵化复制交织出现[22]。 
 

Table 2. Summary table of keywords and word frequencies in policy texts of the first-batch pilot cities (Unit: times) 
表 2. 第一批试点城市政策文本关键词及词频汇总表(单位：次)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词汇属性 

评估 184 评定 183 待遇 170 
待遇支付 

费用 116 支付 108 结算 92 

基本医保 254 试点 130 城镇职工 72 参保范围 

基金 231 缴费 70 财政 68 资金筹集 

失能 240 参保人员 226 长期 98 保障范围 

服务 280 管理 227 经办机构 139 管理服务 

 
Table 3. Summary table of keywords and word frequencies in policy texts of the second-batch pilot cities (Unit: times) 
表 3. 第二批试点城市政策文本关键词及词频汇总表(单位：次)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词汇属性 

待遇 298 评定 235 标准 191 
待遇支付 

对象 73 费用 98 支付 215 

基本医保 128 试点 132 城镇职工 134 参保范围 

基金 276 财政 73 筹资 87 资金筹集 

居家 71 协议 121 重度 96 保障范围 

机制 82 规定 109 监督 98 管理服务 

注：表 3 中加粗部分是区别于表 2 的新增词汇。 

 
高频词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在当时的环境下带有的政策偏好。通过比较前后两批

试点城市在政策文本高频词汇上的变与不变，能够生动地反映出试点城市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政

策扩散与创新的实践活动。依据政策文本的主要框架，从待遇支付、参保范围、资金筹集、保障范围和

管理服务五个维度对关键词进行分析，根据高频词汇属性的归类与整理，本文发现两批试点城市政策文

本在参保范围上关键词基本一致，即各城市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优先解决参加城镇职工的参保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障范围上，第二批试点城市新增“居家”，可以看出第二批试点城市更加鼓励

失能老年人的居家照护服务。在待遇支付方面，两批试点都将“评定”环节作为关键因素与待遇直接挂

钩。可以看出，对失能老人的评定是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关键环节，为了避免解决各地区失能标准不统一

造成失能认证的不便，2021 年 7 月，国家医保局办公室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

标准(试行)》，各地区在失能评估标准上逐渐统一。在资金筹集上，两批试点城市普遍都提出了要建立长

期护理保险基金的构想，但是相较于首批试点的依赖个人“缴费”和政府“财政”，第二批试点更加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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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筹资方式和来自民政部、医保局和人社部等多部门协调统筹；在管理服务上，首批试点侧重于

对各类“经办机构”的管理，第二批试点城市更注重完善“规定”和加强“监督”管理，体现出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对风险的识别和管控意识正在不断加强。 

4.3. 政策学习的文本语义网图谱分析 

 
第一批试点城市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图谱                第二批试点城市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图谱 

Figure 2. Analysis map of the semantic web of policy texts 
图 2. 政策文本语义网分析图谱 

 
基于上文统计高频词汇的政策文本，将其导入 ROST CM6 工具并构建语义网络，进行 K-核凝聚子群

分析，得出结果如图 2 所示。从第一批试点城市政策关键词的共现矩阵中可知，护理、服务、长期护理

保险定点服务机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等词语构成了第一个重要的凝聚子群落。第二批试点城市

政策关键词的共现矩阵中，护理、基金、机构、管理、标准、服务、医疗等词语构成了第二个重要的凝聚

子群落。 
从两批试点城市的语义网络和 K-核凝聚子群落的中心词汇的对比分析中，首先，可以初步判定两批

试点城市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实践中关注点趋同，存在显著的政策学习效应。其次，第二批试点城

市在“健康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国家战略和行动的背景下，更为关注长期护理当中的医疗

干预、更加关注“标准”的确立以及更加关注基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5. 建议 

本文通过对长护险政策落地过程的梳理以及对两批 29 个试点城市政策文本的分析，刻画了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的发展和扩散现状，揭示了各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目标、框架、路径和工具上显著的

趋同性和有限的创新性。总体而言，从中央到地方是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从第一批试点城市到第

二批试点城市，主要是政策先进地区向政策跟进地区的扩散模式[23]，也就是说，试点八年，主要还是各

地区间政策的学习与模仿，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创新。在长护险覆盖全民时机较为成熟的当下，本

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完善长护险制度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5.1. 扩大制度保障范围 

我国在未来的长护险参保范围的设计上，重点需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群体：一是农村居民。目前农

村老人的养老资金来源主要靠微薄的养老金和子女赡养、土地出租收入、打工收入。农村老人一旦失能，

照护问题很难解决。二是异地失能人员。受户籍影响，部分随迁老年人和异地养老人群无法及时享受待

遇或享受的待遇水平低于本地户籍老年人，异地缴费和支付困难亟须解决，跨地区长护险待遇发放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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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有待提高。建议选择有代表性、条件许可、风险可控的农村地区开展试点工作，以获取全面经验。 

5.2. 扩容资金保障体系 

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是老年人照护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制度的不断成熟，长护险应逐

步从医保体系中完全独立出来，有利于保障长期保障体系资金的健康运作。应承认基本层次的长护险为

独立的社会保险类型，建立独立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长护险资金应由投保人与用人单位缴费，财政

拨款、福利彩票公益金等构成。同时也建议筹资方式统一走向按比例筹资，建立以待遇为基础的筹资标

准[24]。此外，也可以通过税费支持、财政补贴等方式，大力发展商业型长护险[25]，充分发挥商业保险

的优势。 

5.3. 提质服务供给体系 

首先，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照护机构，提高护理型床位占比。比如通过鼓励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帮

助养老机构提高专业能力、发展社区医养结合机构以及鼓励社会办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等措施。其次，

政府应建立机制和政策培训和支持护理人员[26]。结合老年人群特殊的护理需要，针对性地培养长期护理

工作人员，逐步构建长期护理护士培训的体系。改善长期护理护士的薪酬待遇，提高职业认可度；完善

养老护理行业相关人员职业发展晋升路径，才能吸引更多劳动力和专业人才加入失能人员照护队伍。 

5.4. 完善待遇支付体系 

明确长护险制度的定位是基础，即以保障基本生活照料为主、医疗护理为辅。利用好老年护理需求

评估和规范服务工作前期基础，鼓励和指导地方在全国标准出台前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完善长期护理服

务项目和内容。逐步形成市场提供“菜单”，参保人员“点菜”，医保部门“买单”的模式。此外，还可

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界定评估对象范围，将健康评估和健康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必做项目，

方便老年人参与评估。 

5.5. 合理构建监管评估体系 

健全对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等委托经办机构的协议管理和监督检查，信息服务系统要先行，利用数

字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强化隐私保护、信息共享、监督管理、风险防范、绩效评价等机制

建设。此外，搭建对试点绩效的监测和综合评估体系。主要在于医保部门要建立一套能够全面体现支付

效果的绩效评价体系，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支出

的效率性、效益性和经济可持续性进行综合评价，使支付绩效成为评价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方和长期护理

保险运行效果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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