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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要建设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升国家

开放能力。在新时期,加速完善养老服务发展体系，促进养老服务业态优化提升，

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时期在全国层面的最新方针政策，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我国

现阶段国民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截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目前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在全球排名第一，已经进入较为严峻的老龄化社会，庞大的老

龄群体必然导致人口结构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又将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

多领域、多层面产生影响，我国急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来解决当前严峻形势。

因此，我国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发展老年经济。鼓励支持发

展现代养老服务产业，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市场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习总书

记指出，要根据国情勇于创新，开放学习国外养老有益经验，努力构建和完善中

国特色养老保障体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必将促进

中国养老服务产业飞速发展。

虽然政府颁布实施了许多开放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

效果。但就目前来看，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养老服务市场潜在发展活力没有被完全释放和激发，存在发展的不协调、不充分

等问题。为此，本文着重探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下，如何进一步扩大开

放我国养老服务市场，加强老龄问题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来弥补我国养老服务产

业发展短板问题，一方面可以丰富相关养老研究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能为当

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相关指引，对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产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通过大量相关文献阅读与梳理以及结合当下时政热点提出高水平

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问题。紧接着分析问题，

从提升吸引外资机会和创造对外贸易效应两个方面分析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我国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并且主要从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历程、现状以

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出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会促进

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前提假设，构建对外开放程度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关系

的实证分析框架，充分论证了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

展。最后，根据上述相关研究结果，就如何加大对外开放水平来促进养老服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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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 养老服务产业 人口老龄化 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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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clearly stat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higher-level open economic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country's ability to open up. In the new era,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system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formats are the latest policies and polic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during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also to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my country's current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As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in my country

currently ranks first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entered a relatively severe

aging society. The huge elderly group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which will in turn affect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nfluences are exerted in multiple fields

and at multiple levels. my country urgently need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to solve the current

severe situation. Therefore, my country has raised the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as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economy.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market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branding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General

Secretary Xi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e brave i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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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national conditions, openly learn from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old-age care, and strive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old-age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my country's aging problem, which will surely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many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open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service

industry and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However, from the current

point of view,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vitality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market has not

been fully released and stimulated,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coordinat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further expand and open my country's elderly care

service market under the support of high-level opening-up policies,

strengthen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ging issu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my country'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on the one hand, can enrich related

elderly care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provide relevant

guidelines for the current policy formul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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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firstly puts forward the question of how to achiev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by reading and sorting out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ombining with current political

hotspots. Then, it analyzes the problem,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from two aspects: improving

opportunities for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reating foreign trade

effects. and summary. On this basis, by putting forward the premise that

expanding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and construct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it is ful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more beneficial to my country's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how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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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拥有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口数

量约为一点九一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五。我国人口老化形势比较严峻。

庞大的老龄群体数量，必然导致人口结构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又将会对政治

经济、养老服务产业结构等多领域、多层面产生影响。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

一个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与居民消费需求的产生与升级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来，国家逐渐富裕，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在需求方面向更高层次需求发展，

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使得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

不断升级。但目前我国的养老服务模式大多是由政府或者其他部门举办的福利性

公共养老机构，这些机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不能赶上当下老龄化发

展的速度，以日常生活照顾为主的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庞大的养老需求。

因此养老服务产业发展面临着重大考验。“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要建设更高

层次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升国家开放能力。在新时期,加速完善养老服务发展

体系,促进养老服务业态优化提升,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时期在全国层面的最新

方针政策，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这对我国新

时代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可以通过吸引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养老服务

管理经验、人才、技术、资本以及高质量产品等，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产业不断创

新发展。

1.2 研究意义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的背景下，养老问题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然而我国养

老服务产业刚刚起步，各方面发展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无论是养老机构的数量、

规模和配套设施，还是养老服务专业人员、服务质量等都和现阶段养老服务需求

存在较大的缺口。养老产业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密切相

关，因此深入研究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创新发展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大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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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理论意义

中国具有庞大的老龄群体，其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因此，面对规模庞大的老

龄群体，深化研究中国养老服务发展新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中国养老服务产业才刚刚起步，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适当借鉴西方

发达国家先进的养老服务发展经验，同时根据我国自身情况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创新之路，在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背景下，从企

业国际化运营与管理角度深入探索养老服务产业的开放水平对自身发展程度的

内在逻辑，一方面可以丰富我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可以丰富我国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体系。所以，研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产业

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2.2 现实意义

第一，开放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有助于缓解政府财政负担，增加社会就业。养

老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将会鼓励和指引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机构及其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这将会有效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社会组织积极进入养老行业，推动养

老服务产业市场化不断发展，为国内创造大批的就业岗位，聚拢社会各层次的人

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资通过合资、独资以及联合经营等方式进入，

必定进一步提升我国养老服务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创新发

展。当前我国养老行业职业技术劳动力不足、医养结合型照护劳动力团体素质低

是阻碍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的竞争终究是人才的竞争，在高水平

对外开放政策下，我国养老服务产业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外国发达养老企业

的进入，人才溢出带来了高水平专业人才，加剧国内养老企业的竞争力度，通过

与国外养老企业联合经营的方式学习和模仿先进经验和技术，以此获得快速成长

和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将反过来促进国内养老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提高养老

服务市场竞争力。最终催生出一批真正能够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国内养老服务

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和资本积累后，国内养老服务企业积极开拓国外养老

市场，通过投资与合作、联合经营以及收购并购等途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树立

品牌意识，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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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全面开放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必将推动

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飞速发展，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我国人口老龄

化问题。我国具有庞大的老龄人口、巨大的老龄消费市场和养老服务产业链，通

过全面开放养老服务产业体系，必将会促进我国老年医疗器械、养老旅游、养老

文化教育、养老型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开放促发展，因此，深入研

究全面开放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3 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已达到小康社会水平，国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但与

此俱来的问题是，我国养老问题形势严峻，这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来说既是

机遇又是考验。本文基于以上问题，通过大量阅读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和归纳了

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措施以及养老服

务产业、养老服务模式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1.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像法国、瑞典和丹麦等欧洲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与中国相比，这些发

达国家拥有发达的经济水平，无论是在社会保障、医疗资源环境还是养老观念的

转变上都要远远超过我国发展水平，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对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的问题上具有先动者优势且研究的时间更长、研究成果颇丰。在人口结构变动与

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开始研究远早于中国。Sarelhe和Michael（1995）

通过搜集1950年至1990年150个国家的宏观统计数据并且构建模型分析人口年

龄布局对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者对生产率影响呈

现库兹涅茨曲线是有直接的关系。Peter McDonald和 Rebecca Kippen（2001）的

研究表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增人口速度较为缓慢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

动者短缺，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Persson和Malmberg（1996）通过

研究发现，处于 25 岁至 65 岁年龄阶段的劳动者对人均收入的增长的影响具有促

进作用，进一步证实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人均收入增长有着一定的关系。通

过对瑞典国家 1950 年至 1989 年之间的统计数据，Malmberg利用储蓄的生命周

期理论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人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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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问题研究中，同样有学者通过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

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由于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加导致劳动投入增长速度缓

慢，进而导致对社会总产出产生负面影响。Serban（2012）在人口老龄化及其对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导致老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有以下三

方面：其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会导致社会工作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进而

影响劳动力的规模和数量；其二，老年人口的急剧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效率下降，

进而影响政府财政和社会保障；其三，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会导致劳动力年龄

层次的提高，相对较高年龄阶段的劳动者会对知识和前沿技术的学习以及岗位的

适应具有一定的困难。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严重，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通过对国内学者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他们大多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

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如都阳和封永刚（2021）通过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

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原因是：老龄化的加剧导致劳

动者数量减少，进而阻碍经济增长。鲁明月（2021）通过对短期性影响（区域性

影响、产业经济影响、市场资源影响）和长期性影响（行业经济影响、资源效应

影响、）论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张少琛（2021）通

过搜集我国 31 省份 2000 年-2016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全国各省人口老龄化会直接阻碍我国

经济的发展。

1.3.2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研究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Abo Nobuko(1996)研究指出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

增加，对各种新型优质养老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为了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需

求，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必须共同努力，共同参与养老市场的建设，才能满足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需要。Bloom, David E., David Canning, and Alyssa Lubet.(201

5)认为，生命时间的延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极大成就。挑战来自于我们目前的

制度和社会安排不适合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变化。因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改变我

们的制度和社会安排，即个人、企业、机构和政府面对这些挑战的各种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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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当前的和未来的。政策的改变越早被考虑和实施，人口老龄化就能越早地从

挑战转变为机遇。Hoagland, G. William.(2016)指出，美国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

动人口规模减小，而劳动力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国家应该重视人

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金融和财政的各种影响，为此提出政策制定者应该为老年

人提供良好的公共项目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制度安排。Naaldenber

g J, Vaandrager L, Koelen M, Leeuwis C.（2012）指出，人口老龄化使得政策

制定者面临着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赡养他们的挑战。为此提出促进健康老龄化

的策略，加强对健康老龄化的干预，即从资产、资源和日常生活的角度积极制定

干预措施，以此来解决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考验。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致使我国养老产业发展过程缓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缺乏一定的经验

和技术。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职

能，张盼盼（2016）指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存在政府部门缺乏监督和管理，在

此过程中没有清晰的职责分工，养老产业结构单一且规模小，没有发展成上中下

游完整的产业体系。再一个是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参与，而现有的融资

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导致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彭鲁莎；

2014）。由于我国养老行业发展落后，缺乏丰富的经验，因此许多学者提出通过

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发展经验来创新我国养老市场发展。

姚芳（2016）通过分析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制约因素，提出

我国应该以正确原则为指导，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完善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完善

养老服务产业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还为养老产业发展提出长期战略发展规划。邹

贺文（2014）在分析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规制问题时指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存在

政府监督和管理不集中、运行机制模糊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美国、澳

大利亚和日本养老服务产业的政府规制经验，提出明确养老服务业监管主体职

能，制定合理的养老服务定价方法，规范养老服务市场准入制度。包世荣（2019）

通过分析借鉴美国商业养老模式、日本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和英国税收筹资体制养

老模式经验方法，提出我国在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上应该需要建立和完善的七条政

策建议。黄清峰(2016)通过区别养老服务产业和养老服务事业之间的关系，提出

政府应该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明确自己职能以及政府在扶持养老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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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如何规制和引导。

1.3.3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研究

姚芳（2016）研究表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着强烈故土情感的老人选择

居家养老也可以继续在自己居住多年的社区附近接受养老服务，这样可以减轻子

女许多负担，所以比较符合大多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居家养老已成为大部分老年

人的不二选择。辜胜阻和陈洁等（2017）指出，当前社区居家养老发展相对比较

缓慢，在服务质量、人员配备以及设施提供等方面存在各种问题，不能满足当下

养老需要。比如养老服务设施陈旧且供给数量与需求不匹配，相关养老服务人员

数量尚存在很大缺口，且专业养老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等，究其原因，韩雅煌

（2016）指出是社区功能开发力度不够造成的，在养老服务系统化建设过程中，

政府、市场以及家庭没有发挥好其主要供给主体作用。因此，辜胜阻等（2017）

指出通过明确规范政府、市场和市场的职责定位，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层次养老服

务体系，设立护理保险制度，护理人员应经过专业职能培训和考核合格后持证上

岗（陈洁，2017）。同时在国家“互联网+养老”战略布局背景下，辜胜阻（2017）、

陈洁（2017）、李纯媛（2017）都同时提出了构建居家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

建议。

就目前来看，王莉莉（2014）指出虽然大多数老龄人的养老方式为居家养老，

但是对于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失独老人、空巢老人来说，选择机构养老无

疑是最好的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然而，胡凌娟（2017）的研究显示我国养老机构供需失衡，床位利用率不高，

养老机构生存能力弱。在老龄人群收养结构上存在很大缺陷，大多数养老机构只

接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的老人，由于缺乏专业护理人员等因素而拒收生活不能自

理或者半自理老人，存在缺乏专业性医疗护理服务和人才以及风险规避制度不完

善等问题。因此，付诚等（2018）指出对于半自理和不能自理老龄人来说选择“医

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是很好的选择，但目前“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

力有限，缺乏专业服务人员且机构收费较高，袁晓航（2013）的研究表明“医养

结合”型养老机构存在许多问题，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业发展缺乏相应的政策和制

度、各部门职责不明确、发展资金短缺、缺乏专业医疗和康复服务人员且目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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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和康复服务质量低。因此，程媛（2020）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养

老模式研究中，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法规体系，健

全制度体系、加强监管形成部门合力、增加对医疗和康复专业人员的培训与开发，

打造高质量人才梯队、加大医养结合资金支持力度，加快发展医养产业等。

1.3.4 养老服务模式的研究

根据最新人口调查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养老问题形势严峻。随着人们生活质

量的提升，人们对于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升级，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因此，通过阅

读和梳理已有文献发现，为了满足当下多样化的需要，不少学者积极探索创新养

老发展模式和路径，以满足老龄群体高层次、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关于养老服务模式的类别，像黄清峰（2016）、洪少华（2017）、卢德平（2014）

等学者根据老龄人栖息地不同把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居家社区和机构三种养老模

式,有的学者像毛丽芳（2015）、李洪心（2012）等，把养老服务提供主体作为分

类依据，由此养老服务模式可分为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类型，还有些学者像穆光

宗（2000）、刘月（2014）等根据养老资金出处不同分为社会、家庭和自我三种

养老模式。由于多样化养老需求的不断升级，更加个性和多样的养老服务模式层

出不穷。像付诚等（2018）、程媛（2020）提出“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

宋鹏蕾（2018）把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创新结合，提出社区嵌入式养

老新模式，这种创新模式是适应养老多样化需求的一大进步；赵万里等（2019）

针对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加剧和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升级，提出我国要大

力发展“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社区嵌入”型养

老服务等相结合的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体系，进而提高我国老龄群体的生活质

量。

关于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养老服务模式成功经验方面，有许多学者像武赫

（2017），黄清峰（2016），洪少华（2017），宋群等（2019），分析总结了国外发

达国家先进养老制度和多样化养老模式，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养老

服务模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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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文献评价

通过以上许多文献的阅读和整理归纳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是在伴随着国

家富裕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这些国家具有成熟和完善的行业发展经验，

无论是在养老服务产业的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投融资等政策措施方面还是微观层

面的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管理、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都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做

法，这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可循。但我国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新

世纪初期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的国家，相对应的养老服务产业同样

也是属于产业发展的初期，没有相对完整和成熟的养老服务产业链条体系。同时，

国内许多学者对养老服务产业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养老服务产业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产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从产业的形成、

发展再到成熟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指导。而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偏向某一省、

市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研究；有的学者针对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产业

调整、社会保障等某一方面的研究且提出的建议措施实践价值较低，有的拿国外

经验直接应用我国产业发展；还有的学者是对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浅谈辄止，有

关养老服务产业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

（2）养老服务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相对较少

大部分学者对养老产业的发展研究纵向深度和横向广度不够且提出的发展

模式和路径单一片面，缺乏产业融合的视角。养老服务产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

业，无论是产业内融合发展还是产业间融合发展，在当下老龄化和高水平对外开

放新时代背景下都是值得去深入思考的。

（3）养老服务产业开放发展研究相对较少

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无论是借鉴国外经验也好，还是通过分析现状和问

题，进而提出关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路径的政策建议也好，都是一些宏观的对策

建议，这些相关建议的实践价值较少。面对国外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在新时代

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我国养老服务产业该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

国际研究与合作，通过学习发达国家发展经验，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开拓一

条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道路，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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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对外开放理论、产业融合理论和开放型经济理论等，在梳理和总结

国内外养老服务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和开放

近况以及目前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然后通过提出假设，构建模型，定量分析了对

外开放程度这一核心自变量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这一因变量的影响，并

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最后提出有关发展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七个章节，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1、绪论。本章主要论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以及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

时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相关养老服务产业

发展和养老服务模式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加

以评价，最后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

2、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理论依据。本章首先对老年人口与人口老龄化、养老

服务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其次阐述了对外开放理论、产业

发展理论和开放型经济理论。

3、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在对外开放方式

上，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分别分析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4、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本章首先阐述了我国养老服务

产业发展过程，然后着重分析了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状况和开放情况，并

说明了当下产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这一章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当

下我国养老行业发展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5、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

程度、老年人口数量、各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城镇化率等因素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

发展的影响，得出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的结论。

6、通过分析总结发达国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吸取精华去其糟

粕，为构建适合我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产业体系提供了参考，对当前我国发展养老

服务产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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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相关建议。根据上述相关研究结果，就如何加大

对外开放水平来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1.4.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熵值法、对比分析法和计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综合研究。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养老文献的查找、研读和总结以及网上

养老产业相关资料的查阅，在对研究对象有清楚认识的情况下，形成简单的研究

思路，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总结前人研究经验和不足，从而对所研究问题进

行创新性研究。

（2）熵值法：熵值法凭借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来计算指标权重，最后求出个

指标综合得分情况，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各地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本文首

先构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数据的搜集与整理，运用熵值

法对我国 30 省和市（西藏除外）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最后得出各

地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情况。

（3）对比分析法：像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等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

段过程中，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和模式的选择上，有不同的特色发展道路。通过

分析比较不同国家产业发展成功经验，进而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融会贯通，创新

发展。

（4）计量分析法：计量分析法是通过统计收集来的大量数据，并整理有用的

信息，对数据加以详细计算和处理，归纳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构

建回归模型，然后利用 stata1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出结论，即对外开放程度、

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等因素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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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研究思路

图 1.1 研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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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1.5.1 论文创新点

第一，笔者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目前对于开放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

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研究侧重于分析目前发展趋势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对养老

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较少。本文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

在国家不断加大服务业领域开放的政策下，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开放发展进行研

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第二，在定量研究方面，对养老服务产业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首

先通过构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各地区养老服

务产业发展水平，然后再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实证结果可以得到对外开

放程度对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作用，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定量研究经

验。

1.5.2 论文不足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数据资源有限，统计信息不完整，在计量相关指

标的选取上，指标的衡量体系上还有待完善，同时在对外开放与养老服务产业发

展作用机理上把握不是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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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老年人口与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又称老龄人口，简称老人。在国际上，世卫组织（WHO）把年

龄在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群称作老年人。按照国家《老年人权益法》规定，对老年

人的界定是不小于六十周岁的中国公民。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城市或区域内的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持续增加

的动态过程。按照国际标准
①
，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六十岁及之上人口数量或者

六十五岁及之上人口数量分别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七时，

则称该国家或区域正处于老龄化社会。

2.1.2 养老服务产业

陈淑红（2007）对养老服务产业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明确指出养

老服务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把养老服务产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其中

广义上指为老年人提供一切服务活动的经济单位总和，而狭义上指为老年人提供

生活照护、医疗康复护理、文化教育等社会经济活动。黄清峰（2014）从服务业

的视角出发，将养老服务产业作为服务产业的一个分支，提出养老服务产业属于

第三产业。养老服务产业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养老服务产业只包含生

活照护、医疗康复、精神安慰这三种。而由于老龄化社会程度不断加剧,老年消

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养老服务产品更加多样化,出现了养老金融、养老旅游、

老年文化教育以及老年再就业服务等项目,几乎覆盖了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所有方

面,并随这养老需求的不断升级而不断丰富和拓展。因此,广义上的养老服务产业

是指市场上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和产品的所有经济单位总和，广义的养老服务产业

概念是一个动态概念，因为它会随着养老需求的升级，产生更加丰富多样的养老

服务和产品。魏华林等（2014）提出，养老服务产业是养老产业的一个分支，是

①
1956 年联合国发表《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所采取的界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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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龄人群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活动的产业总称。王海均（2013）

指出，养老服务产业是指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等养老服务经营者为具

有养老服务需求的老龄群体提供生活照、医疗保健、居家上门服务等项目的营利

活动。

综合以上研究者在养老服务产业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应该把养老服务

产业分为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即广义养老服务产业和狭义养老服务产业。其中广

义概念是指包含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服务、医疗康复保健服务、文化体育服务、

养老旅游服养老金融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精神慰藉服务、老年食品用品等多个

产业在内的满足老龄群体生活需求的新型产业。而狭义概念是指为老年人仅提供

日常生活照顾以及医疗康复护理服务等内容的养老照护服务的产业总称。

2.1.3 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战略行动，丰富和完善对

外投资与贸易布局，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互利共赢融合发展，

并进而推动建设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人

类社会共有、共享和共同发展
①
。它表现为世界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商品货物贸

易，随着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对外开放水平开始向资本和技术领域开放，会出

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外溢等行为。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以下

几个特征。首先，在开放布局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促进沿海与内陆开放有效结合，解决我国各区域开放发展不平衡问题。其次，在

开放方式上，创新贸易投资方式，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更好结合起来，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进一步开拓国际经贸发展高地。第三，在开放水平上，

将原来以制造业的开放为侧重点转变为向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并重。第

四，在治理机制上，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有效结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建设和完善，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战略，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
②
。

①
刘登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9.

②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0-11/02/content_768681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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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对外开放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批判了

重商主义观点，并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家之间通过自由贸易能够获得最

大利益。绝对优势理论强调的是每个国家通过专门从事生产生产效率高于其他任

何国家的产品或服务，然后再进行自由贸易就都能获得经济利益。该理论的核心

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这是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其他经济学科发

展的重要理论支撑。但这一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对于不具有这种优势的情况没有

给出解释。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

势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每个国家通过生产并自由贸易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

或服务，那么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能获得经济利益。再之后赫克歇尔和俄林阐述

了要素禀赋理论；库兹涅茨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依赖关系的库

兹涅茨法则；罗斯托系统研究了国际分工对产业结构影响，提出了经济六阶段增

长理论；波特从一个国家如何形成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解释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

优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钻石理论，该理论被广泛的运用在

宏观战略管理中。

2.2.2 产业融合理论

产业的融合是指不同产业之间或者同一产业之内不同行业相互交叉渗透，最

后形成为一种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过程。由于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和高新技术的

飞速发展，产业融合是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技术创新为产

业融合提供了动力，首先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全新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然后再与其

他产业相互渗透融合，从而改变原来的产业生产形式，打造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

在这过程中，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同时，技术创新驱动产业之间相互

交叉和融合，改变了市场需求特征，能够给原有产业带来新的需求市场，因此，

技术创新业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放宽政策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动

力，由于不同产业之间或者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进入障碍，形成这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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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政策管制措施导致的。所以，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

势必会带来很大的进入成本。政府管制政策的不断放宽促进了不同产业和行业之

间逐渐走向融合发展。

2.2.3 开放型经济理论

开放型经济是指以开放作为开放型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和推动力，以开放

经济为支撑，强调整体性开放，注重对外联系的最终结果，具有非常明显的发展

成效。在充分利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科学高效的发展策略，侧重于开

放与发展协调并进，最终形成完善有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超强的自主创新和发展

能力。其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特征：

（1）在开放经济基础上，逐步实现整体性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的形成过

程从经济的开放为基础，实现从无到有再到不断扩大、从点到线再到面的整体性

开放格局。随着开放经济的不断发展，开放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不断加大，渗透

到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和行业，最终形成开放型经济。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各

国或地区之间不设障碍地进行投资和贸易等活动，加强各方相互密切联系，积极

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开放型经济一方面通过“引进来”战略积极吸引外国资本、

先进技术工艺、高端人才以及高科技产品和设施，另一方面又通过“走出去”战

略实现东道国企业的高质量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跨国境流动。开放型经济最

终实现的是长期的、大范围的整体性开放，

（2）以市场规律为基础，形成科学有效的发展模式。开放型经济以市场竞

争合作和供求规律为基础，有效提高经济主体选择合适的竞争合作行为，提高行

为效率，降低行为成本，整合和优化配置周边资源，逐渐形成科学高效的经济发

展战略。

（3）开放型经济具有显著的发展成效。首先，经济总量有了极大提高，实

现高效稳定和合埋化产业结构，经济协调发展；其次，在开放过程中通过不断拓

宽市场，高效利用自身和周边资源，逐渐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开放型经济经济；第

三，开放型经济成为经济发展和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关键点，企业拥有先进的现

代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拥有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员队伍，成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最后，这种具有显著性的发展成果反过来又会推动开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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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发展。

（4）具有高效的运行机制和较强的自适应发展能力。在市场发展规律指引

下，开放型经济会制定科学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凭借开放所带来的利益鼓励

经济主体,通过高效的制度体系规范经济行为以此确保开放的整体成效,注重培

育和发展优势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市场发展规律，能够根据

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以及供求机制选择合理的行为，不断

进行自身完善和调节，优化资源配置，不断创新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满足自

身发展需要。

（5）具有较强的抵御内外部风险能力。开放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

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进行对外开放过程中，经济主体会受到经济政策环境、

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贸易投资环境以及金融环境等不确定风险环境影响，

进而影响到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开放型经济能够通过持续创造改进，

完善自身经济发展机制，优化配置资源，使得各方高效协作，增强自适应发展能

力，提升对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风险的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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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不仅在养老机构数

量及配套设施方面存在供需矛盾，还在养老服务职业人员、服务质量等方面和现

阶段养老服务需求相比存在较大的缺口。对现阶段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产业来说，

如何抓住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提升吸引外资机会和创造对外贸易效应，吸引更

多外国资本、资源以及先进技术和产品，实现多样化投资、多元化发展，可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在对外开放方式上，吸引外资和创造对外贸易效

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我国养老服

务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3.1 对外开放为养老服务产业提升吸引外资机会

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的一种方式，外商直接投资允许来

自全球范围的跨国资本流入中国，一方面可以有效弥补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资

金不足，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统筹协调加强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促进各

国资本跨国境投资与合作，能有效缓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等问题。在开放方式

上，创新投资方式，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外

国资本入华政策逐步全面开放，使外国资本入华的门槛越来越低，能有效缓解我

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带

来先进的技术、产品、管理经验和优秀专业人才。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和吸

引发达国家养老服务机构和企业参与投资与合作经营，通过引进国外发达国家先

进的养老服务理念和商业模式、高技术养老产品和康复设施、运营管理方式以及

高水平专业养老服务人才等,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参与养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

放政策一方面可以为国内老龄市场提供先进的养老产品和设施，另一方面还可以

为我国养老服务市场提供先进的服务理念和方式以及运营管理模式等，推动我国

养老服务水平快速发展。

外国资本的流入使我国资本存量增加，能够优化和提升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结

构和有效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下面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产生

影响分为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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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示范效应

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不仅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带来了充溢的资金，更重

要的是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带来了高水平的技术和经验，使国内企业和相关

养老机构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了解和学习国外先进的养老理念、技术和运营

管理手段。西方发达国家是伴随着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经

过不断发展，目前已经有了相对成熟和完善的产业体系，而我国是在经济落后情

况下探索养老服务产业的，养老领域各方面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外商直接投

资与合作直接参与国内养老行业运营管理，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使得外国先进技术

和经验流入中国。所以，国外企业的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为国内养

老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了示范和带头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产品生产和技术

上，还体现在外资企业本土化管理和营销策略，国内企业可以通过“看中学”进

行学习和模仿，使国内企业更清楚看到创新带来的好处，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创新

发展，降低企业不确定风险和减少试错成本，激励企业不断创新发展。

3.1.2 竞争效应

国外资本的进入会强化国内养老服务市场的竞争。一方面体现在企业之间各

种资源争夺和生产要素竞争；另一方面体现在外资企业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垄

断优势竞争。国内企业为了避免被淘汰，需要不断加大研发创新，在模仿中不断

创新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及管理手段，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1）企业之间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之间的竞争。国外资本的进入，会与国内

相关企业在养老房地产土地资源、养老人力资源等方面产生竞争，给国内企业造

成一定影响。当前养老型房地产已成为限制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阻碍因

素。目前，养老服务公司特别是养老院都是以住房为主要的服务形式和服务基础，

而目前国内养老机构供求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就是因为用地供应不足，大部分私人

养老院都会选择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进行提供服务，往往远离市区和医院，这对他

们的未来生活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外商进入市场必然会与内地公司在土地资源方

面进行更大的竞争。由于庞大的老龄群体，不能独立生活老龄人口不断上升，这

一类人群的照顾常常由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养老护理人员来完成，而现实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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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程度还比较落后，照顾老人的专业从业人数还很少；而

在国内，由于发展较晚，拥有丰富经验的养老机构运营人才也存在很大缺口。目

前，我国的老年人护理行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外国公司的加入，将会和国内公

司在人才资源上进行一场激烈的角逐。外资机构的入华必定会加剧与国内企业在

各种资源上的竞争。

（2）国外公司具有产业的垄断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具有老年人群体数量巨大，

养老服务市场广阔，政策开放程度逐渐提高等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

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也是一些国际著名养老集团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扩大业务

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规模经济的有效途径。这些具有丰富经验的外资企

业具有较强的运营管理能力和高效的优化配置资源能力，其雄厚的企业资本、庞

大的高水平人才队伍、高效的企业商业模式以及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等条件是国内

大多数养老公司企业所不能够相比的。目前，我国养老服务公司发展比较缓慢且

规模较小，与外国企业相比规模经济具有很大劣势，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国

内养老公司如果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很可能被挤出市场，这种挤出效

应的不断增强，会导致本土企业在养老服务市场逐渐丧失市场占有率，进而外国

养老服务企业集团在华逐步形成形成市场的垄断竞争优势。

3.1.3 人员流动效应

目前我国养老专业人员匮乏，养老服务队伍整体素质低，截至 2020 年中国

民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专业养老服务从业资格人员占养老服务在职人员的比例

仅为 3.09%，具有专科以上高等学历专业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占养老服务在职人员

比列为 23.7%，养老服务管理人员占养老服务在职人员比例为 26.9%，从以上数

据可以看出我国养老服务队伍存在很大空缺。外国养老服务集入华既带来了先进

的技术、产品,还带来了大量具有行业丰富经验的高素质人员。在企业跨国经营

与管理过程中，这些外国企业集团为了能更高效的进行企业运作,一般情况会从

母国公司总部直接带来具有丰富经验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同时，考虑到东道国经

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也会从东道国招募本地人力资源加入,并对其进

行相应培训与开发，既可以缓和国内就业问题，又可以为跨国企业节约人力成本。

这两种方式都会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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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外开放为养老服务产业创造对外贸易机会

对外贸易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还可以高效协调分配国内资源，

提高各要素综合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通过对外贸

易进口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养老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国内对于先进产品的需

要，还可以加大国内产品和技术的竞争程度，迫使国内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和产品

的创新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结构升级。下面将对外贸

易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分为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3.2.1 结构优化效应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养老消费群体养老服务和产品需求不断提高，

养老服务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而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存在投资成本高、利

润周期长、经营风险高以及社会资本、民营资本等进入市场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面对不断提高的养老服务和产品需求，大部分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投资和运营规

模小，市场占有率低，发展缓慢，无法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和高水平

的养老服务产品和服务，有的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人员管理以及有效运营手

段而导致倒闭。所以，这种落后的养老服务供给侧已不再满足现阶段老龄人的高

层次需求，养老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矛盾不断激化。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政

策下，加大对外贸易便利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将先进的高质量养

老服务、产品引进中国，改善国内养老产品结构和增加养老产品种类，以满足养

老消费群体不断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吸引外国先进的养老服务经营管理

模式、专业养老从业人员培训以及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不断推动我国养

老服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跨国际间的技术、人才、产品

以及资源等要素加速流入国内，将极大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改善就业环境，提

高就业率，促进劳动市场优化升级。

3.2.2 技术外溢效应

外国养老集团具有先进的技术、产品和运营管理手段，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养

老行业，便可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规模经济等建立进入障碍。由于进入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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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使得这些外国养老集团比东道国企业更具有发展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利

润。国内企业为了能够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更好的发展，可以通过与外资养老企业

投资合作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养老项目的开发与运营管理，逐渐在“干中学”

中积累生产经验，学习外资养老企业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效应就是技

术外溢效应,这种外溢通常表现为知识的外溢,即东道国企业或员工在生产和运

营管理过程把在外资企业学到的知识通过沟通和交流传递给东道国其他企业或

劳动者,这种知识溢出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以及运营

和管理成本。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内企业或机构通过进口国外发达国家的先

进技术和高质量产品,然后通过对这些技术和产品进行钻研和学习,通过效仿和

创新把外国先进技术转化成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我国养老服

务产业创新发展。

3.2.3 需求拉动效应

对外开放政策下，通过对外贸易，国外资本以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以及高

质量产品进入中国，一方面直接促进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企业利用国

外先进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更具竞争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率，促进

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人民的收入。随着我国养老消费群体生活质量的

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养老消费需求不断升级，越来越多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质

量、老年生活用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通过对外贸易，国外先进的养老产品

和服务进入中国，不断刺激和拉动我国养老消费市场发展。目前，我国是世界上

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以及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老年消

费市场需求，在对外贸易的推动下，必将推动养老服务市场这个新兴产业的快速

发展。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研究

23

4 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4.1 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

4.1.1 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历程

中国养老行业的蓬勃发展是在老年人口总量持续扩大和养老服务要求持续

提升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养老行业发展大致

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养老服务产业萌芽阶段（1990-1999）。根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

统计资料表明，当时中国六十五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

九，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非人口老龄化阶段，在这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

国家针对缺乏劳动能力和无法独自生活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对“五保”家庭

实行集中照顾，也就是敬老院照顾。由各级政府和生产大队开办敬老院，对生活

困难的老人提供生活保障。随着国家改革和不断开放,中国民众生活水平也获得

了极大改善,老人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因此我国也开始通过出台相应法规来构建

和健全养老保障制度,例如出台了《有关加速促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若干意见》、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所管理暂行办法》和《老年社会福利保障组织基础标准》

等法规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养老福利机构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国家实施计划生

育以来，中国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却迅速增长，中国人口构成也出现了重大变

化，一九九九年全国六十五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百分

之六点九，按照联合国准则，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老龄化阶段。

第二阶段：养老服务产业摸索发展阶段（2000-2011）。据二零零零年的中国

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表明，全国六十五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大约为百

分之七，标志着我国开始走向人口的老龄化国家。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大和逐渐严

峻的老龄化发展趋势，政府开始关注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并从发展理念和规划、

政策法规等方面推动和扶持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二零零零年，国务院政府

办公室发布了《有关加速促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若干意见》，指出政府要扶持和

引导社会力量，逐步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福利体制；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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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有关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依托社会力量建设和发

展壮大养老服务产业，积极创建老年人福利院、公寓和看护院等养老组织，为老

人提供医疗健康、生活照护、文化体育等多元化服务。二零零六年二月，《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提出，支持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业，大力扶持

民间资本和社会组织以多样化的经营管理方式参与养老服务业。二零一一年，随

着《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出台与执行，标志着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建立

社会养老公共服务体制思想，其总体目标与任务是到二零一五年，中国基本建立

具有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相当程度的服务市场规模、完善的经营管理与服务、

高效的政府监管体系等，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公共服务体制。我国养老服

务产业进入了改革探索阶段，这个阶段养老服务逐渐走向多元化、专业化和产业

化道路。

第三阶段：养老服务产业高速发展阶段（2012-至今）。党的十八大会议上明

确提出了积极适应老龄化，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和产业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

标志着要将大力发展老年产业置于国家的战略高地。同年十二月，最新制定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提出我国要优先发展老年产业，这也为

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立法层面的保证。在改革探索养老新模式

上，二零一四年，政府又发布了以社会主义市场化方法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试点

文件，前期以国内部分省市为试点，逐步探索养老服务发展的市场化道路。二零

一五年，政府发布了有关扶持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支

持民间投资养老，并建立了完善的政府投入、资金管理和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以

促进养老服务业态多元化发展。二零一九年颁布的《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中长期

规划》指出，要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本、社会养老服务为依靠和机构养老全面发

展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发展“医养结合”式的多元化养老服

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和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这一阶段，政府积极推动

实施各种养老法律法规，有效规范了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环境。在养老基础设施

建设、社会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互联网+”养老、

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训与开发、投资融资等各层面都给予了扶持政策，极大促进

了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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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

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起步晚，中国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还

没有形成规模化和链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但在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经过

多年都发展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战略层面，规划了养老

服务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发展思路和整体框架逐步完善；在政府出台的

扶持政策和法律方面也不断增加，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相关体制建设，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社会组织以及外国资本投资养老领域，不断完善多元化产

业投资方式，加快养老服务规范化、市场化和多样化发展。

4.1.2.1 养老服务机构及设施供给

截止二零二零年底，中国的养老组织和机构已超过三十二点九万家，养老床

位合计八百二十一万张，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九。其中，全国共有登记在册

的养老企业三点八万家，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一，总床位数为四百八十八点二万

张，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三；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机构和服务设施共二十九点

一万个，合计床位三百三十二点八万份。

图 4.1 养老床位数

数据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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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至 2020 年，我国养老机构及设施床位数逐年增加，每千老年人口养

老床位数虽然在 2018 年略有下降，但整体上都是向好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的距离，整体发展空间还很大。

4.1.2.2 社区服务

截止二零二零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综合服务组织机构和服务设施五十一点一

万个，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机构和服务设施二十九点一万个。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综

合服务设施覆盖面分别为百分之一百和百分之六十五点七。

表 4.1 2020年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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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历年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1）

4.1.2.3 养老服务人员数量

截至 2020 年，我国拥有养老服务人员约 51.8 万人，其中接受过养老服务专

业培训的人员约 1.6 万人，占比为 3.1%；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养老服务人员约为

12.2 万人，占比为 23.6%，整个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队伍的专业性不强，高等教育

比例水平较低。

图 4.3 历年养老服务人员数量

数据来源：2016 年-2021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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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历年专业及高学历养老服务人员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 2021 年中国民政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由上表可得，中国养老服务人员逐年递增，但发展相对缓慢。其中，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养老服务人员以及具有专业资格的养老服务人员占中国养老服务人

员总数的比例相对较低，并且发展相对较为缓慢，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4.1.2.4 民办养老机构

近几年，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迅速，特别是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尤为迅速，

据统计 2019 年底我国民办养老机构占比高于 50％，像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

民办养老机构占比已超过 80％，养老产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养老服务体系

不断丰富和完善。取得如此成绩要归功于政府的放宽政策限制，降低进入障碍，

提高服务效率等措施。除此之外，我国自 2017 年开始实施在全国范围的养老院

提高服务质量专项行动，共计治理养老服务隐患约 40 万多处，养老服务质量得

到极大改善，养老服务质量机制不断完善。然而当下，我国民办养老机构还具有

许多问题：在政府政策支持方面力度不够，虽然政府对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

场赋予了很大的政策扶持和激励，但与公办养老机构相比，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

政策执行，民办养老机构都存在劣势，无法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从养老服务市

场进入壁垒方面看，民办养老机构申请要求高，并且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承担相应

的高风险。目前，政府等相关部门对有关民办养老机构申办条件提出了较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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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复杂，申办严格。即使申办成功，但在机构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老人的身

体状况、精神状况等不确定因素，民办养老机构投资人和法人需要承担安全和医

疗护理等方面的风险；在人员队伍建设方面，民办养老机构在职员工整体专业技

能欠缺和受高等教育程度低，并且由于目前政府监管不到位，大多数民办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不高且效率低，导致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口碑相对较差，进而导致老年

人入住率比较低。

4.1.3 中国养老服务市场开放现状

外国资本是推动我国养老市场不断成熟和完善的中坚力量。像美国、日本、

法国等发达国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较为成熟，并具有丰富产业发展经验。随着中

国银发经济的发展，许多资金雄厚且经验丰富的外国养老集团看到中国养老服务

市场这块巨大蛋糕，纷纷进军中国市场来拓展海外市场发展机会。在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许多外资企业纷纷进军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新

一线线城市（青岛、西安、杭州、成都等），截至目前为止，有的外资企业在经

营和管理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而破产，同时也有许多外资企业在华经营卓越，这

些外资企业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截至到 2020 年底，

已经有超过 40 家企业进入中国的 17 个省市，并完成了 44 个养老工程项目建设

和运营。这 4项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国外公司 20 年来的起起落落：有些外国公

司雄心勃勃地进入中国的老年市场，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些外国公司克服困难，

逐渐在中国市场立足。虽然困难很多，但中国万亿级的养老消费市场仍然吸引着

外国投资者。他们仍在加速布局发展养老服务产业，迫切希望以领先的市场经验

为根基，实行本土化战略把自己的服务定位于中国的市场，从而获得先动者优势。

这些企业有的专注于养老机构的经营与管理，有的专注于社区居家服务，还有的

专注于为养老服务提供专业的咨询与培训；他们进入中国的途径，有的是重资产

投入，有的是轻资产输出；这些企业要么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要么在中国设立

自己的独资公司。这些公司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为中国的养老产业发展提供

了巨大的资本、人才、先进的服务和产品以及运营管理理念，能够激发我国养老

市场发展活力，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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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主要外资来源

我国自迈进老龄化社会以来，超过四十家做养老服务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养

老市场。在这些外资企业中，美国养老服务企业占比 31%，日本养老服务企业占

比 28%，欧洲国家养老服务企业占比 28%。从图 4.5 可以看出，美国和日本企业

已占据中国养老市场的半壁江山，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由于我国不断加剧的养

老形势，其庞大的老龄群体消费市场将会引诱更多外资养老集团参与投资运营，

积极开拓中国市场，以此获得经济利益。

图 4.5 入华开展养老服务的外资国家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经济研究院

4.1.3.2 国内外资分布

养老外资企业在我国投资经营的区域为多分布在东部、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区

域和人口超大型城市，像具有超大规模人口的北京和上海是外资企业最青睐的城

市。例如像椿萱茂·凯健（北京亦庄）老年公寓、凯健华展苑、凯健华鹏苑、上

海星堡、上海礼爱颐养院、北京太阳城银铃国际老年公寓等都是由国际知名养老

集团同国内企业共同投资合作运营的，项目地点都是这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北上广

深大城市；排在第二位的是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像日本企业在山东的企业项目

最多，而美国企业投资运营项目最多的城市是上海，还有就是大部分欧洲知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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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集团投资运营的养老项目分布于国内各个区域，像东北、西南等地都有涉足。

外国养老集团热衷于投资像北京、上海等一线发达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外

资养老服务机构资本实力雄厚，养老服务运营管理经验丰富且所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都相对比较高端，所以他们的进入主要定位在具有高档消费水平的市场，青睐

于选择老龄化程度高且数量多、具有高档消费水平以及相关行业政策更加普惠和

服务效率更高的城市。

图 4.6 外资养老企业国内地区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经济研究院

4.1.3.3 外资企业数量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外资养老集团投资运营国内养老项目超过四十多个，

在企业数量方面，美国的养老服务企业数量最多，紧随其后的是日本养老服务企

业；从企业开展业务方式方面，这些企业有的专注于养老机构的经营与管理，有

的专注于社区居家服务，还有的专注于为养老服务提供专业的咨询与培训；他们

进入中国的途径，有的是重资产投入，有的是轻资产输出；这些企业要么在中国

建立合资企业，要么在中国设立自己的独资公司。这些公司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同

时，为中国的养老产业发展巨大的资本、人才、先进的服务和产品以及运营管理

理念，能够激发我国养老市场发展活力，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发展。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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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年群体需求层次的不断升级，外资企业为了满足这些多样化

的要求，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更加的丰富多样化，涉足的领域主要包括养老机

构运营管理、医疗康复护理、品牌经营、养老咨询以及老年旅游等，但这些外国

养老集团在我国开展的大多数业务还是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输出，像养老旅游这种

新型养老服务模式还是比较少。

图 4.7 2013-2020 年外资企业发展养老业务模式及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前瞻经济研究院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前外资养老企业入华主要产业布局是运营管理输出，特

别是养老型地产方面的运营与管理，而在养老旅游、养老体育文化等方面布局较

少。然而当下我国老龄群体数量庞大，这将使得养老地产的需求急速上升。据前

瞻经济研究院数据显示，2016-2020 年间我国老年消费市场超过十万亿，其中养

老地产市场规模在六万亿左右。这数据背后潜藏着庞大的养老地产市场规模。庞

大的市场规模，引诱许多外国养老集团参与养老型地产投资运营，实力雄厚的外

资企业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带来了成熟的管理经验、高水平管理人员和技术

等，快速抢占发展制高点，为即将来临的养老服务产业大发展作好战略准备。外

资企业进军国内首先进入的市养老地产领域，其通过与国内大牌房地产开发商、

保险机构、银行以及资本金融机构合作的方式，参与养老地产开发运营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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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外资参与养老型地产

4.2 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4.2.1 中国养老服务机构和床位供需失衡

据最新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为二点六四

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七，而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则约为一点九一

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五。而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1)》可以知道,

截止二零二零年年底,我国共有各种养老组织机构和设施三十二点九万家,养老

床位合计约八百二十一万张,较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九,每千名老人享有养老

床位数约为三十一点一张。历年数据如图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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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我国 2009-2020 年养老床位数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其中：已备案登记的社会养老机构三点八万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总

床位四百八十八点二万张,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社会养老照料组织和服

务设施 29.1 万户(其中，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14.7 万个)，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床

位三百三十二点八万张。二零二零年中国每千老年人口享有的养老床位量将达到

三十一点一张。而中国二零二零年的养老床位需求量也将超过870万-1120万张,

在这中间还有 50 万-300 万张的缺口。但若参照国际标准为每一百位老年人五个

床位,中国养老床位的缺口还将更大。由图 4.8 数据可以看出，虽然 2009 年-2020

年间我国养老床位数大体上表现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目前的养老床位供给数量

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多样需求。

当前，我国的养老机构存在供需矛盾。养老机构供给端和需求端存在两极分

化的现象：一边是高端养老机构收费高，不符合大部分老年人需求，从而出现养

老床位闲置现象；另一边是公办养老机构收费低，床位数少，不能提供充足的床

位，造成一床难求的状况。

4.2.2 养老机构服务供给质量与养老需求不匹配

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2018）调查结果显示，城乡老龄人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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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照顾，还需要医疗康复护理、精神慰问、健康讲座服务等高层次的服务

项目。根据数据可以知道，老龄人对医疗康复护理的服务需求最高，排在第二位

的是日常生活照顾服务类需求，排在第三的是精神慰问服务。有同时，老年旅游、

老年文化体育、老年健康食品和用品以及老年网络消费等新兴的养老模式也成为

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新热潮，这表明了老年人更加注重晚年的高质量生活。然而，

就目前来看我国大多数养老机构为公办性质，虽然收费较低，但所提供的养老服

务相对传统和单调，缺乏多样化与时俱进的服务。在养老人员队伍建设方面，直

到 2020 年，我国拥有养老服务人员约 51.8 万人，这之中有过养老服务专业培训

的人员约 1.6 万人，占比为 3.1%；拥有高等教育的养老服务人员约为 12.2 万人，

占比为 23.6%，整个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队伍的专业性不强，高等教育比例水平较

低，并且由于目前政府监管不到位，大多数民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不高且效率低，

导致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口碑相对较差，进而导致老年人入住率比较低。

4.2.3 养老服务产业市场化程度低

自 2013 年以来，政府出台了许多项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指

导意见，像《关于开展以市场化方式发展养老服务业试点通知》、《支持民间资本

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等政策措施对养老服务产业市场化发展提供了较大支持力

度，但是，这些措施只是在宏观上给予了规划蓝图，并没有微观的实施细则，同

时政府与资本市场缺乏有效协调合作，在养老服务的供给侧没有形成凝聚力。当

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业大部分依然是政府包办模式，像养老基础设施、老年医疗

卫生机构等都是公办机构，市场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占比较低，缺乏民间资本、

社会组织和外国资本的参与，同时由于公办养老机构比民办和外资养老机构有政

府转移支付、土地政策以及各种补助优势，这导致我国养老服务市场很难形成良

好的营商环境，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支撑，就不会有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

更会阻碍养老服务产业市场化发展道路。

4.2.4 养老机构市场定位不明确

由于老年人在年龄情况、身体健康状况等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当前养老多样

化和个性化需求不断升级，面对这种情况，养老机构很难去提供全部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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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养老机构应该明确自身在市场的服务定位，选择目标老年群体（自理老年

群体、介助老年群体、介护老年群体），设定合适养老服务价格，提供差异化养

老服务，以此来满足不同老人的多样化需求。然而，当前养老机构在所建立之初

就没有综合分析对机构本身、对老年客户群体以及养老领域竞争者等情况，例如：

养老机构为哪些老人提供服务？、所建养老机构功能定位是什么？、养老机构的

价格定位是什么？等等，缺乏对自己所提供服务和产品的认知了解，导致养老机

构定位模糊，发展缓慢。

4.2.5 养老服务产业融资困难，社会资本参与度低

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肯定会有社会资本的介入。因为在养老机构建设与管

理、养老基础设施投资、养老产品研发和创新等方面都需要前期投资巨大资金，

投资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长，因此，对于民营养老机构来说，享受国家税收、

金融等政策扶持，提高获取资金效率，是解决企业发展的有效法宝。虽然近些年，

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发展引发经济放在了国家战略层面，并且颁布和实施了

一系列政策扶持措施来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社会组织参与养老，但目前社会资

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仍存融资难的问题。在融资渠道方面，国家出台相应优惠

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没有实现具体的实施细则，养老机构融资的效率和效果都不

好；在融资方式方面，融资渠道还比较少，像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养老

金融产品以及相关衍生品等融资方式较少；在融资信贷支持方面，由于目前的政

策支持力度不够，加上社会资本参与民营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缺乏银行等

机构的信用贷款支持，银行贷款要求严格、贷款流程复杂且贷款时间长，导致养

老企业和机构贷款难度大，因此这些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发展非常缓慢，无法

实现规模化发展。

4.2.6 养老服务产业专业性从业人员劳动力不足

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21 年调查公报表明，我国拥有养老从业人员约

51.8 万人，此中拥有养老服务专业培训经历的人员约 1.6 万人，占比为 3.1%；

有过高等教育的养老服务人员约为 12.2 万人，占比为 23.6%，养老服务在职人

员整体受高等教育水平低，具有专业照护技能的养老从业人员存在很大缺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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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接受高等教育在职员工比例较低，养老市场缺乏多样化和精细化服务。同时，

由于养老服务工作目前薪资待遇低和社会地位不高，导致养老服务专业照护从业

人员人队伍招聘难、留人难，专业照护从业人员供给与养老需求不匹配矛盾凸显。

由于目前养老行业还没有形成没有形成统一化的服务标准，因此，在从业人员队

伍建设方面，缺乏对于从业人员在医疗康复护理知识、特殊专业技能以及精细化

服务等方面的系统培训。政府对于从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鼓励政策不够，并且

缺乏对养老服务职业尊重的宣传，造成了社会上存在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认知

偏见。除此之外，国内高等学府和职业学校还缺少老年心理保健、法律咨询、文

化教育等相关专业和课程。

4.2.7 养老服务产业开放度低

我国对外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果，开放层次和领域不断提高

和拓宽，但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开放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国家对养老服务业开放程

度低，没有充分利用外资来发展国内养老服务产业。从招商引资项目来看，大多

数地方政府比较热衷于引进能够立即带动 GDP 增长的项目，比较倾向于制造业的

开放，而对于服务业对外开放不够重视，尤其是对于养老服务产业来说，对外开

放合作关注度更少，不能将养老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开放放在同等地位。正是由于

政府部门存在较强的短期化快速发展的引资思维，忽略了像养老服务业这样具有

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期见效慢的项目，阻碍了养老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步伐。

开放政策及措施急需丰富和完善。首先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大

养老服务产业开放力度，创新法律法规建设，优化市场竞争条件，积极营造良好

的外资营商环境，加强外企人员在华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和完善，吸引更多优秀外

国人才参与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建设；其次，在利用外资结构方面，没有落实好外

国企业在华享受同等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缺乏加强鼓励和引导外资企业参与智

慧养老装备、老年医药健康等高精尖项目的研究与开发；第三，与西方发达国家

相比，在金融保险、投资融资、产业发展补贴等领域，我国政府部门对养老服务

产业发展的扶持不够具体细化，急需完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研究

38

5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影响

本章节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从对外开放程度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的影响进行相关检验，以此来展开实证研究，最后得出实证结论。

5.1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衡量指标分析

笔者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结合之前学

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

选取代表性指标，构建养老服务产业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各地区养老

服务产业发展状况，从而得到 2013—2020 年各地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数值，

能够准确地反映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

5.1.1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衡量指标的选取

由于产业处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对其发展评测很难简单概括为一些易测定

指标，因此，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上，通过梳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产

业自身结构、发展阶段和相关特征，融合经济、人力资源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科

学选择主要特征的参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模块：

表 5.1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衡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衡量指标方法

养
老
服
务
产
业
发
展
水
平

经济因素

养老基金支出（亿元） 各地区养老基金支出

老年福利占比（%） 老年福利支出/民政事业支出

人力资源

因素

专业养老服务从业资格人员合

格率（%）
职业资格人员/职业人员

高等学历专业养老服务从业人

员占比（%）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职业人员

社会因素
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张

/千人）
养老床位数/老人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研究

39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衡量指标方法

养老机构数量（个） 各地区养老机构数量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的面积占

整个城市的比例

5.1.2 确定指标权重

本文经过综合考量分析，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养老服务产业的动态发展状

况，对我国 30 个省或市（西藏除外）2013-2020 年的养老产业发展水平状况进

行测度，得到各地区养老产业发展水平指标评价数值，从而进行实证分析。本文

决定使用熵值法对我国 30 个省或市（西藏除外）2013-2020 年的养老服务产业

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各项指标在养老服务产业指标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如

下表所示：

表 5.2 养老服务产业衡量指标体系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养
老
服
务
产
业

经济因素 0.5284

养老基金支出（亿元） 0.2094

老年福利占比（%） 0.3190

人力资源因素 0.1811

专业养老服务从业资格人员合格率（%） 0.1297

高等学历专业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占比（%） 0.0514

社会因素 0.2905

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张/千人） 0.1624

养老机构数量（个） 0.0522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0.0759

在得到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权重之后，根据指标评价体系测度所

需的对应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到 2013 至 2020 年各省区养老产业发展水平的具

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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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2013-2020 年我国各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

省份/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5507 0.3449 0.4065 0.3268 0.3720 0.2659 0.2173 0.2811

天津 0.2506 0.1488 0.3515 0.1551 0.2343 0.2275 0.1905 0.2012

河北 0.3304 0.2245 0.3373 0.1624 0.2210 0.3275 0.3051 0.2746

山西 0.1371 0.0932 0.1282 0.0956 0.1351 0.2007 0.1939 0.2311

内蒙古 0.2655 0.1968 0.3020 0.1609 0.2351 0.2995 0.2590 0.2102

辽宁 0.2725 0.1822 0.2293 0.1903 0.1982 0.2723 0.2523 0.2811

吉林 0.1521 0.0885 0.1339 0.1049 0.1044 0.1747 0.1955 0.2006

黑龙江 0.3075 0.1952 0.2319 0.1082 0.1620 0.2535 0.2406 0.2484

上海 0.2946 0.1979 0.3500 0.1630 0.4606 0.4683 0.4667 0.4151

江苏 0.7053 0.4708 0.7297 0.3939 0.5645 0.6232 0.5982 0.5888

浙江 0.5499 0.3887 0.5145 0.2732 0.4453 0.5119 0.5019 0.3822

安徽 0.3280 0.1999 0.2856 0.1641 0.2490 0.3946 0.3648 0.3929

福建 0.2543 0.2027 0.3053 0.1244 0.1912 0.2707 0.2884 0.2909

江西 0.2233 0.1472 0.1991 0.1209 0.1450 0.2232 0.2626 0.3053

山东 0.4968 0.6078 0.4864 0.3040 0.4009 0.5215 0.5225 0.5119

河南 0.3001 0.2121 0.2450 0.1491 0.1847 0.3289 0.4794 0.4834

湖北 0.2534 0.1868 0.2694 0.1714 0.2239 0.3513 0.3436 0.6288

湖南 0.2603 0.2054 0.3056 0.1920 0.2359 0.3520 0.3760 0.3969

广东 0.5949 0.4292 0.6288 0.3872 0.4749 0.5171 0.5046 0.4632

广西 0.3249 0.2556 0.4099 0.3815 0.2038 0.2977 0.2479 0.2204

海南 0.2714 0.1724 0.3107 0.1147 0.2690 0.1661 0.1442 0.1931

重庆 0.3332 0.1739 0.2740 0.1153 0.1702 0.2310 0.2305 0.2321

四川 0.3525 0.2883 0.4189 0.3433 0.3680 0.4969 0.4732 0.4072

贵州 0.2438 0.2213 0.3283 0.2760 0.4357 0.3375 0.3072 0.2762

云南 0.1519 0.0899 0.1555 0.0780 0.1226 0.2253 0.2132 0.2088

陕西 0.3044 0.1584 0.2702 0.2220 0.2114 0.3129 0.3274 0.2668

甘肃 0.2141 0.2643 0.3669 0.5558 0.2372 0.3170 0.2472 0.2323

青海 0.2790 0.2149 0.3433 0.0638 0.1835 0.2341 0.3068 0.2500

宁夏 0.1641 0.0870 0.1506 0.0847 0.2484 0.2527 0.2064 0.1849

新疆 0.2358 0.1285 0.1927 0.0977 0.1492 0.1766 0.1570 0.2234

数据来源：根据熵值法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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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各省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熵值法计算整理所得

从图 5.1 可以看出，在 2016 年到 2018 年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产业整体发展呈

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各省区发展状况不均衡，总体上以东部沿海省份养老服务

产业水平综合得分较高，例如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沿海城市经济较

为发达，养老服务水平总体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省份养老产业发展速度也较快，

例如像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省份养老服务发展速度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尽管

西部地区土地广阔，人员相对较少，经济发展落后，但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

下，西部地区加快与西亚、中亚等地区的投资与贸易合作，极大提高了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养老服务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整体发展呈现积极的态势，但从局部来看，

沿海省份综合得分较高，西部、东北部分省份较低，按地理区位划分，表现为东

强西弱的态势，这也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养老水平差异较大，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不平衡。因此在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同时应该考虑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根据不

同区域发展状况，借助市场不同类型实现差异化养老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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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模型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5.2.1 对外开放程度对养老服务产业的研究假设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同时还有供需结构性矛盾明显，

供给数量、质量不匹配等许多问题。我国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在开放

水平上转变为制造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开放并重，这对我国新时代养老服务产业

发展提供了机遇。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养老服务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

度，吸引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养老服务技术、管理经验、人才、资本以及先进的

养老服务商业模式，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产业优化升级，不断创新发展。不断加大

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大量外国资本、人才以及先进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促进中

国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基于以上，本文提出假设：

H1：加大对外开放程度会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5.2.2 计量模型和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对外开放程度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中加

入了多个相关控制自变量。因变量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主要自变量为对外

开放程度、老年人口数量、城镇化率以及人均 GDP，其中，对外开放程度为核

心自变量。基于第 3章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从贸易、

投资这两大重要影响因素出发，测度对外开放水平指标。从测度全国实际需要出

发，本文选择主观赋权法，分别对影响对外开放水平的两大主要因素赋权，即对

外贸依存度和外资开放度这两个指标分别赋权。根据经验表明，二者的赋权比例

分别为 0.5，加权之后得到对外开放程度指标。其中，外贸依存度是指进出口总

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外资开放度是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的占比。变量描述如下表 5.4 所示：

表 5.4 模型因素指标对照表

影响因素 衡量指标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得分

对外开放程度 0.5*（外贸依存度+外资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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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数量 各地老年人口数量（大于 65 岁）（万人）

人均 GDP 各地区人均 GDP（元）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为了消除数据差异性较大所带来的误差影响，以免最终影响分析结果，为此

对模型中的各部分进行取对数处理,得到如下模型：

其中， 表示的是 i省或市第 t年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用

此来作为各省市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指标。 表示的是 i省或市第 t年对外开

放程度，用 i省或市第 t年的对外贸依存度和外资开放度这两个指标分别赋权。

二者的赋权比例分别为 0.5，加权之后得到对外开放程度指标表示。 表示

的是 i省或市第 t年老年人口数量，即各地老年人口数量（大于 65 岁）（万人）。

表示的是 i省或市第 t年人均 GDP,即各地区人均 GDP（元）。 表示

的是 i省或市第 t年城镇化率，用 i省或市第 t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

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 5.5 模型指标与模型符号对照表

代表符号 变量指标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得分

0.5*（外贸依存度+外资开放度）

各地老年人口数量（大于 65 岁）（万人）

各地区人均 GDP（元）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误差项

对以上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如表 5.6 所示：

表 5.6 模型指标统计性描述表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cyfz 240 2.086564 1.189303 -2.65926 3.7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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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dwkf 240 -1.858712 0.9614256 -4.872845 0.2963221

lnlnrk 240 5.889228 0.9924427 2.785011 7.375694

lnrjgdp 240 10.89917 0.4124833 10.04979 12.01303

lnczh 240 -0.54411265 0.2168529 -1.430037 -0.1098149

5.3 养老服务产业实证分析

5.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为 2014-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

鉴》，部分数据来自各省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和民政统计年鉴。

5.3.2 实证结果分析

（1）回归模型选择

本研究模型将核心自变量设定为对外开放程度，主要是为了证明前提假设条

件，即对外开放程度越大，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越促进。运用 stata对模

型进行初步逐步回归，首先控制其他自变量，将核心自变量 lndwkf 和因变量

lncyfz 进行回归，如下表模型 1 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前系数为 0.516，p值

为 0.000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示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具显

著的正向刺激作用，对外开放程度越大，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越快。再次将核心

自变量 lndwkf和其他控制自变量逐步回归，得到模型 2 到模型 4 的结果如下表

所示，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随着老年人口数量、地区人均 GDP以及城

镇化率的变化，同样表现出不同程度显著性影响，而核心自变量 lndwkf的回归

结果依然显著，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很强。

表 5.7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ndwkf 0.516
***

0.192
***

0.078
**

0.074
**

(6.04) （6.18） （2.02） （2.16）

lnlnrk 1.037
***

1.044
***

1.040
***

（34.44） （36.01） （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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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rjgdp 0.397
***

0.323
**

（4.57） （2.47）

lnczh 0.185*

（1.76）

cons 3.105
***

-3.663
***

-8.246
***

-7.320
***

(21.00) （-17.79） （-8.07） （-4.60）

N 240 240 240 240

id 30 30 30 30

R2 0.1964 0.8624 0.8733 0.8736

adj.R2 0.1931 0.8613 0.8717 0.871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所获得的我国 30 省或市 2013 年到 2020 年的面板数据特点我们可以得

知属于短面板数据，因此在研究时一般不进行单位根与协整检验，只需最后对实

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回归分析之前，使用 F检验、hausman检验来选择使

用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确保分析的精确性。如下表

5.8 给出了模型检验结果。

表 5.8 模型的豪斯曼检验和 F 检验结果

hausman检验 F检验

Chi-Sq. P值 F值 P值

35.93 0.0000 30.66 0.0000

根据表 5.8 中显示，豪斯曼检验中 P值在 1%水平上非常显著，所以拒绝了

原假设，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 F检验中的 P值也在 1%水

平上表现非常显著，故也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应该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表 5.9 中给出了模型回归结果：

表 5.9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Variables FE RE

lndwkf 0.230
***

0.250
*

(3.48) （1.59）

lnlnrk 1.376***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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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13.23）

lnrjgdp 0.262
*

0.304
*

（1.43） （1.88）

lnczh 0.202
***

-0.612

（3.65） （-1.80）

cons -9.271*** -7.444***

（-3.87） （-3.71）

N 240 240

R2 0.8046 0.8968

adj.R2 0.7777 0.864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 5.9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程度前系数为 0.230，p值在 1%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具显著的正

向刺激作用，即对外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就提升

0.230 单位。因此，验证了对外开放程度越大，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越快的前提

假设。

（2）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认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5.10

所示。

表 5.10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Variables FE RE

lndwkf 0.205*** 0.197*

（3.55） （1.85）

lnlnrk 0.944
**

1.078
***

（2.36） （11.88）

lnrjgdp 0.218
*

0.340
*

（1.83） （1.76）

lnczh 0.283* -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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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0.71）

cons -6.530
*

-7.482
***

（-1.37） （-3.30）

N 240 240

provinces 控制

year 控制

R2 0.7459 0.9068

adj.R2 0.7242 0.876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没有发生显著性的变化，说明得出的

实证结果稳健，回归分析结果可信度高。

5.4 小结

本章基于前文的文献研究以及理论梳理，构建我国 30 省或市（西藏除外）

2013-2020 年短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将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作为因变量，对外开放

程度为核心自变量，引入老年人口数量、城镇化率以及人均 GDP作为控制自变

量。首先收集数据，形成面板，采用固定模型进行回归，同时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呈现显著正向作用，即对

外开放程度越大，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越快。实证结果证明了扩大对外开放程度

会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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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达国家在养老行业的发展经验

目前，我国已实现小康社会，国民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但与此俱

来的问题是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扩大。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六

十岁之上老人口数量约为二点六四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六十五岁之

上老人口数量约为一点九一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五。老龄化程度不断严

峻，对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带来了机会和考验。其实,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早于

中国数十年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养老行业也已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蓬勃发展,

并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养老行业管理体系。因此,通过总结了欧美等国和日本先进

国家在养老行业的发展经历,为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现代养老行业管理体系

提供了借鉴。

6.1 美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经验

美国在养老方面的发展已有 40 余年的历史，在养老领域具有发达的养老产

业体系，其取得的辉煌成绩背后离不开美国相当成熟完备的养老制度体系作为支

撑：第一，美国拥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政府部门、社会非营利性老年照顾

机构和组织以及庞大的私营养老服务机构等构建了美国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第

二，美国拥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支付体系，社会保险、商业金融保险以及个人理

财组成了相对完备的多元养老支付体系，美国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个性化的需求

去选择自己养老服务，享受高质量晚年生活；第三，完善的政府管理制度和超高

便利化的融资体系。然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和宗教的国家，在这种国度里，老人

的社会照料要受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的影响，而联邦的权利则被宪法所约束，而

只有在个体丧失能力的情况下，社会的公共机构才能承担很主要的责任，而在大

多数情况下，美国的养老服务是由私营机构所提供营利性养老服务。由此可以看

出，美国在养老领域中的发展水平是最具市场化的。美国大部分的老年人护理行

业都是由私营企业出资和市场运作，在此基础上，政府不直接干涉市场发展，而

是通过严格的预算管理体系建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监督机制，规范相关养老企业

和机构市场行为，鼓励和扶持社会资本和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产业投资，

确保能够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产品和养老服务。美国养老服务产业经过 40 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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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具有成熟的行业经验，诞生了许多世界知名养老集团公司，这些公司在

发展国内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国养老服务产业的海外

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带动东道国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发展。例如，美国知名养老

集团凯健国际、水印集团和魅力花园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在华与国内相关企

业开展投资合作，带动当地养老产业创新发展。

6.2 日本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经验

（1）养老保障制度和法律体系比较完善。在谋划国家养老发展策略、建立

全国养老法规体系与养老保障制度、培养护理人才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能够满足

老年人的生活和发展需要。在规划养老事业发展的策略方面,从一九八六年到一

九九五年间颁布了《长寿社会发展措施大纲》、《老年健康福祉促进十年策略》、

《新老年健康福祉促进十年策略》和《高龄社会发展措施大纲》等立法标准。在

中国和日本合作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在二零二一年,国家健康研发中心与

日本政府等相关方面共同启动并制定了《日本老人到我国养老五年计划

(2021-2025)》。这些策略的提出与落实,促进了日本养老的高速发展；在法律体

系和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方面,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九年相继制定了《生命保

护法》、《民众健康保险法》、和《国民年黄金法则》等相关养老法规,基本实现了

全民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全面保障。一九六三年制定的《老年社会福利法》即《老

年宪章》，2000 年颁布了《介乎保护法》，2011 年到 2013 年间又重新修订了《高

龄者住宅法》和《老年人雇佣安定法》等法律文件。这种法律制度有力缓解了老

人日常生活服务保障问题,也极大适应了老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在培训护理人

员方面,早在一九八七年政府就颁布了《社会福祉士和介护福祉士法》,这项法律

的实施标志着日本养老人才队伍走向了专业化道路。一九九三年又颁布了《福祉

人才确保法》，这项法律的颁布为日本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方位培训体系奠定

基础。

（2）养老机构类型多种多样。按性质不同，日本养老机构主要分为公共设

施和私人设施两大类。公共设施主要是政府部门投资运营，相应的收费低但提供

的服务类型较少，与之相反，私营设施是由社会法人等发起的私立养老机构，相

应的收费高，但提供的养老服务非常广泛；根据其所提供业务种类不同,日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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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场所主要分为三种,即综合保健型养老服务院(负责供给健康自理能力老

年的日常生活照料)、住宅型养老服务院(供给身体健康老年住宅和上门护理服

务)、看护型养老服务院(为失能、半失能和患有疾病的老年供给全面照护服务)。

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日本已具备完善的以居家社区养老为主，同机构养老相结

合的多元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其个性化商业养老院多种多样且遍布整个日本。

6.3 法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经验

二零零五年,法国政府将连同家居服务业等内容的健康养老服务行业列入了

本国发展的规划之中,并在二零零七年发布了二条国家养老服务计划,即《安度晚

年 2007—2009》和《高龄互助 2007—2012》。其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建立和

完善养老机构，加大力度扶持民间资本进入养老领域。在政府政策扶持下，法国

养老市场当中民间资本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养老行业的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加

大，这位法国老龄群体提供了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和产品。因此，在发展养老服务

产业过程中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企业，例如法国欧葆庭集团、高丽泽集团、爱德福

集团以及多慰集团，这些企业在发展国内同时，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和雄厚的资

本，积极向海外扩张，打造法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国际品牌。

6.4 借鉴与小结

（1）政府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构建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日本和法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发展养老服

务产业过程中，政府部门出台了许多相应的养老法律和保险制度，并且伴随着不

断发展，针对每个发展阶段不同情况，制定和修改完善了具有针对性的保障政策，

在规划养老发展战略、构建养老法律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培养护理人才等方面

做法都很成熟，这对我国养老发展具有很大的学习价值。目前我国养老企业发展

相对缓慢主要是由于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导致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企业投融资困

难，缺乏资金等问题，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构建和完善养老战略规划和养老保障

制度建设，鼓励和扶持更多养老企业和机构积极发展养老服务项目。

（2）构建和完善高标准行业监管体系

政府不直接干涉市场发展，而是通过构建和完善高标准的行业监管体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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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监督职能，充分协调各部门工作，规范相关养老企业和机构

市场行为，形成一套严格的标准化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和扶持社会资本和民间组

织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产业投资，确保能够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产品和养老服务。

（3）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社会组织参与养老，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模式。通

过以上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会根

据本国国情（老年人口结构、老年消费能力、日常生活习惯等情况）发展多样化

和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模式，以此来满足老年群体差异化需要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的。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大多数养老机构都是由政府主导的

公益性养老机构，虽然收费低，但提供的养老服务数量和质量都存在很大的不足，

无法满足多样化服务。而我国已经实现小康社会，老年消费水平有了极大提高，

相应的个性化的养老需求也不断升级，像上门居家照护、心理和精神慰藉、助餐

助浴服务、医疗康复、旅游文化体育等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发展我国养老服务

市场化道路，激励和扶持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和社会组织参与探索多元化养老模

式，激发市场活力，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研究和开发个性化服务和产品，

满足当下老年群体实际需要。

（4）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促进融资更加便利化

在养老领域，美国和日本是最具市场化的。其高度市场化的养老产业得益于

发达的直接融资体系，美国的直接融资占整个金融市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发达

的直接融资体系可以为企业发展带来极大的资金支持。同时对于中小型企业来

说，提高直接融资效率，可以有效减少中小型养老机构进入阻碍，吸引更多社会

资本和外国养老集团积极参与我国养老服务市场化建设中来，可以快速我国养老

市场化发展。在融资方式方面，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设立专项“养老服务产

业发展投资基金”，还可以采用社会捐助和发放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等形式进

行融资，从而实现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养老企业的发

展只有在资金充足情况下，才能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打

造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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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相关建议

在中国高层次的开放环境下，外国公司的大量涌入是促进我国老年服务业发

展的一支主要动力。根据 AgeLifePro的数据，截至到 2020 年底，已经有超过 40

家企业进入中国的 17 个省市，并完成了 44 个养老工程项目建设和运营。这 4项

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国外公司 20 年来的起起落落：有些外国公司雄心勃勃地进

入中国的老年市场，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些外国公司克服困难，逐渐在中国市场

立足。虽然困难很多，但中国万亿级的养老消费市场仍然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他

们仍在加速布局发展养老服务产业，迫切希望以领先的市场经验为根基，实行本

土化战略把自己的服务定位于中国的市场，从而获得先动者优势。这些企业有的

专注于养老机构的经营与管理，有的专注于社区居家服务，还有的专注于为养老

服务提供专业的咨询与培训；他们进入中国的途径，有的是重资产投入，有的是

轻资产输出；这些企业要么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要么在中国设立自己的独资公

司。这些公司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为中国的养老产业发展巨大的资本、人才、

先进的服务和产品以及运营管理理念，能够激发我国养老市场发展活力，促进我

国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发展。

文章首先从中国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和开放现状入手，利用计量分析法

开展实证研究，发现产业开放水平越高，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

明显，然后结合国外发达国家养老先进经验借鉴，进而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开放

型养老服务体系的几条政策建议：

7.1 出台更多优惠政策扶持外资进军养老市场

在我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背景下，加速发展老龄产业，以适应老龄人群的需

要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国内的老年服务业发展相对保守，在养老服务市场

规模和水平上还有待提高。要继续加大对养老市场的对外开放，要更加积极、高

效地使用外国资金来发展本国养老服务产业。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加

大优惠力度，让外资进入的门槛再降低。推动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公司在华与国

内企业的平等竞争制度，维护外商投资的正当利益。外国养老集团通过在华设立

独资、合资公司，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金共同投资合作等方式进军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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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市场，在相关政策上要与在国内企业享有相同的优惠待遇。外国投资者在大

陆开办的养老机构和设施，接受国家财政补助和其他相关福利待遇。外资企业通

过合资、独资或联合经营等方式在华运营收益性养老机构，享受与国内企业同等

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关于在养老的土地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政府要给予与国

内企业同等优惠待遇。引导和扶持外商投资建立“互联网+智慧”养老、“医养结

合”养老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发展体系，促进海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连锁化发展，

为国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老年服务。

7.2 扶持外国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经营管理

鼓励外资养老集团在华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股权模式，或者联合经营、特

许经营、合同协议等非股权模式等方式，参与养老服务运营管理，由此可以为东

道国带来先进的养老服务理念、高水平专业人才以及有价值品牌和先进技术工

艺。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建设和运营养老机构以及相应配套基础设施，为老年人提

供生活服务、医疗康养、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等层面的支持。鼓励国际上著名的

养老服务企业和组织在中国建立区域总部和职能部门，支持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

知识管理机构和职能部门；在外国养老企业人员出入国境和企业进出口政策等方

面为其提供便利化措施；在老年产品研发和生产方面，积极招商引资外国资本加

入，借助我国部分地区老年医疗器械、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等产业基础好的资源

优势，大力研发和生产符合老年人需要的日用品、医疗健康用品和绿色健康食品，

通过引进国外资金，扩大投资规模，打造一批有一定影响力和较长产业链的外资

老年产业集群，促进我国老年服务产业快速发展。

7.3 健全养老服务市场融资体系，提高外国资本参与度

要注重市场化筹资，要持续全面开放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主动地鼓励外资投

资，拓宽投资途径，实现多元化筹资。同时，我国的投资环境也要从“限”向“激

励”转变为“导向”，使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准入壁垒逐步降低。要消除各种市

场壁垒，放宽进入壁垒，让各种不同的市场组织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无论

是个体工商户还是企业集团；不管是东道国企业还是外国资本，都可以进来，可

以留下，可以发展。在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国外的养老企业和机构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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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受到同样的政策。在融资渠道方面，国家应出台相应优惠政策，对国外养老

服务企业开通“IPO绿色通道”，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国内外优质养老机构利用

“IPO绿色通道”上市融资的效率和效果；在融资方式方面，国家应该出台相关

政策，设立专项“养老型房地产发展基金”、“老年医疗康复发展基金”以及“中

小微型养老服务机构专项发展基金”等，还可以采用社会捐助和发放金融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等形式进行融资，完善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道路，实现基金和产业发展

的双赢；在融资信贷支持方面，由于目前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大多数企业和机

构在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时缺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因此这些企业的发展

非常缓慢。针对信贷支持难的问题，政府应出台相关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信贷支持

措施，支持和引导银行开发和推广养老产业发展专项信贷产品，以便为国内和国

外养老企业提供高效和便捷的信贷支持。

7.4 加强国际间养老专业人才培训交流

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政府应出台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重点

引进养老服务领域产业和科技发展突出的国外优质企业人才，开辟国外高端人才

引进绿色渠道，构建国际高端人才资源对接机制，在人才引进方面实现“引进来”

与“走出去”战略的有机统一。鼓励全国各地每年都安排一支养老服务人员、社

会工作者和相关领域志愿者等出国交流学习，积极推进国内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

同国外院校合作办学，强化老龄科学研究，通过互派师生，加强有关老年医疗康

复护理、养老服务产业运营管理、先进老年产品和用品等领域的交流研讨，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养老服务专业化服务和管理人才队伍。引进国际著名的养老服务

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与国内的养老培训公司建立长久的

伙伴关系，积极投身到全国的养老专业人才培训事业中。

7.5 加强国际间养老服务产业合作

西方等国家步入老年社会较早，在解决老年人问题上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因

此，在我国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国内相关企业采取更为主动的

姿态来参与国际间的养老服务合作与交流。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等方式，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产业的深入交流和合作，并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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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验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加强与外国先进的养老服务经营管理团队的联系和交

流，引进外国专业化的经营人才及专业队伍，积极组织国内相关企业管理人员和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际老龄研究会议和技术交流活动等。

一方面，外国优质养老集团的加入，为我国带来先进的养老服务理念、运营

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技术和高水平专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国内养老企业和机

构比较了解国内的情况，拥有极大的资源禀赋优势，能够更好地把握本地的市场，

维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因此国内企业与外国养老集团的强强联合，可以进行优

势互补，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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