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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面临“缺钱少看护”难题，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完善？
来源：第一财经　添加时间：2020-12-08 08:40:30　点击：4103

　　积极面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我国社会体系如何应对？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应对老龄化，而这已经对我们国家的财政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为了缓解养老支出给社保基金带来的运转压

力，我们可以探索通过延长退休，或将退休金摊薄发放等方式来进行。”今天（29日）下午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国际社会保

障动态》橙皮书发布会上，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到“十四五”期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3亿人。“截至2019年，中国老龄人

口为1.76亿人，占世界同年龄组的23%，远高于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8%的这一数值。”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黄新华

表示，“中国已经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健康治理、保险政策异常重要。”

　　一方面，养老照护问题已成为专家的普遍共识，《国际社会保障动态》2018年橙皮书报告聚焦的主题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仲芳就表示，“当下，随着公民生育年龄间隔逐渐拉长，势必会出现上一代需要照

顾而下一代仍处于工作中的状况，因此，高龄老年人的照护问题之后将会非常尖锐。”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张仲芳认为，长期护理保障体系的建设尤其重要，这包括了筹资制度、护理服务供给制度两个重要板

块。“尤其要理解，高龄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应注重‘保障’而不是‘保险’，这涵盖了对筹资保险、护理福利和护理救治等领域

的深入理解。”

　　以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下称“长护险”）制度为例，国际上如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长护险制度均发源于长期救护制度，且新

加坡于2002年，韩国于2008年分别颁布了长护险的相关法案。“长护险在福利国家中普遍起步较晚。”张仲芳表示。

　　我国早在2006年～2016年间就针对15个城市实施了长护险试点，对下一步的工作有怎样的指导作用？张仲芳认为，“我们发

现，一是长护险与医保之间的界限定位较为模糊，且尚未形成一个独立险种；二是筹资困难，护理服务费攀升与较为稳定长护险

费率有矛盾；三是长护险是由医保机构经办、还是由第三方机构经办仍然面临选择。”

　　另一方面，除应对老龄化之外，青年失业、生育等也是需要关注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些在《国际社会保障动态》2019年橙皮

书的“健康贫困的治理行动与效果”主题中也都有体现。

　　“从国际社会的保障层面来看，德国、法国、日本等均以社会医保为主，并且有保险范围逐步扩大、设立个人自付封顶线、

向大病患者和弱势群体倾斜的特点。而在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商业医保则有更加重要的补充、增强作用。”上海财经

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华表示。

　　李华建议，“除了现行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我们还要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多发挥作用，因为这两者确实可以降低因

病致贫的比例。当然，目前存在的问题则是，随着去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首诊、慢病及住院的人数增多，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的建设还不太完善。”

　　除了上述主要理论研究之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研究还缺什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林闽钢表示，“我们对于社

会保障体系的定量分析，最需要的仍然是数据库的建设。而目前仅有少数几所国内高校拥有一些老年人的相关数据库，并在进行

收录工作，老龄化的数据采集、研究领域是未来一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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