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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机构服务亟待规范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并呈现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速

快，高龄老人、失能失智老人数量多且

余寿质量不高的鲜明特征。截至2018年

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达2.49

亿人，占总人口的17.9%，65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达到11.9%。另外，高龄老年人

3000多万，失能老年人4000多万，还有

15.3%城乡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

这些数据从一个层面表明，老年群体对

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需求明显高于其他

群体。如何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医养

需求，是推进健康老龄化进程的一个重

要方面。因此，医养结合服务一方面有

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在建设“健

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缓

解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压力，积极应

对新时代人口老龄化“慢富快老”和“富

而过劳”的紧迫局面。

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医养结

合服务。《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医养结合的概念；《关

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

意见的通知》提出推进医疗卫生和养老

规范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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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发展，明确医养结合的目标、内容

和任务，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

新模式、新方向。《“十三五”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国发〔

2017〕13号）等文件明确了我国医养结

合的重大意义、发展布局与路径、短期

发展目标等，统筹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进医养结合

确定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9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民

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

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细

化了部门分工，对推进医养深度融合具

有重大意义。

随着政策的推动，各地也陆续开展

医养结合试点实践工作，因地制宜探索

各具特色的医养结合模式。由于医养结

合机构有医院及养老院的双重及交叉功

能，为了满足老年群体的医养护需求、

统一医养结合机构的发展标准、规范服

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实现健康养老，

国家层面有必要出台相关规定和指南。

因此，《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

的发布对于推动医养结合机构的规范

化、科学化和高质化发展至关重要。

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规范面临的

主要挑战

由于我国医养结合服务尚处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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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阶段，规范机构服务仍然在服务内

容、服务监督、专业人才和服务质量等

方面面临诸多的挑战。

第一，服务内容单一僵化、医养

边界模糊。一方面，我国多层次的医养

结合服务体系尚未健全，机构内部缺

乏完善的功能衔接体系，服务标准不完

善，对老年人未能做到全面的、准确的

和动态性的评估，健康管理信息网络不

完善，因而难以根据老年人的切实需求

和需求程度来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另一

方面，很多机构定位不清晰、服务供给

内容存在结构性失衡，即重生活照料轻

精神慰藉、重疾病治疗轻健康干预、重

生理活动轻社会活动，这种服务供给

失衡的局面不利于满足老年人生理、

心理和社会 3个层面的健康养老需求。

第二，统一有效的服务评估和监

管体系尚未建立。现阶段的医养结合

服务缺少完整的监管体系、缺乏有效

绩效评估与约束机制，很多机构存在自

评、服务对象评估、第三方机构评估、

管理部门直接评估等不同的方式，机构

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评估方式结合来

考察服务开展的效果，欠缺统一的监督

评价体系。此外，在现有的医养结合机

构服务评估体系中，评价标准参差不

齐，权威专业参与不足，甚至有少数机

构不进行服务评估，这样既不能带来

医养结合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

不利于服务内容的规范和服务质量的

提高。

第三，专业人才匮乏，制约服务

质量和效率。我国医养结合领域面临

专业人才短缺、专业性不足、流失率高

的困境。医养结合的专业人才需要同

时掌握医疗服务和养老护理服务方面

的知识，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然而，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培训

缺乏系统性，专业人才培养滞后，这不

利于医养结合专业人才队伍的立体化

建设，也导致服务的专业性难以得到保

障。另外，医养结合机构资源筹集渠道

单一，使得机构内的医护人员薪酬待遇

水平较低，且内部缺乏有效晋升和激

励机制，弱化了专业人才提供专业化

服务的动力和积极性，从而严重制约

了医养结合服务的质量与发展。

全面推动

医养结合机构高质量发展

为了规范医养结合机构服务内

容、提高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增强

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可通过按

需有序供给服务内容、规范服务流程、

推动人才建设、完善监管机制等方式，

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服务的深度融合，

以解决目前我国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规

范面临的诸多问题。

第一，实现按需有序的服务供

给，构建医养结合机构的多元化服务

内容。做好医养服务衔接，厘清养老服

务和医疗服务的边界和内容，明确提

供“医”“养”服务的具体指征，以老年

人健康需求为导向制定服务内容，尊重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综合考虑老年人健

康状况的异质性，建立多层次的护理体

系，提高医养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和精准

性。另外，推动医疗、护理、营养、康

复、辅助、心理等整体化服务的均衡发

展，兼顾疾病治疗和健康教育、行为干

预等方面，严格要求机构从业人员提

供全面、专业的服务，实现“防治康养”

一体化的智慧医养结合。

第二，加强医养结合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规范机构准入标准，保障服

务质量。一是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

鼓励职业院校、大专院校等开设老年

护理专业，壮大涉老队伍，增加人才储

备。二是设置完善医养结合机构内专业

人员的从业、培训、考核相关标准，持

证上岗，不断提高其专业化和职业化水

平。三是规范医疗护理员、养老护理员

的技能培训，建立医护人员、医疗护理

员、养老护理员、管理人员及相关协助

人员联动工作机制，保证医养结合服务

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四是完善人才队伍

的动力机制，通过建立严格、规范的职

称评定制度，加强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建设。

第三，规范服务流程，完善老年

人需求评估机制。明确医养结合机构

从老人接待、体检、护理需求评估和能

力评估到服务计划制定、档案建立、实

施及效果评估等一系列具体的服务流

程和要求，完善医养工作联动机制，构

建科学连贯的医养结合服务机制。同

时，建立分级分类的需求评估标准和

健康状况动态评估机制，在实时匹配

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基础上优化机构医

养资源配置，推动医养结合机构服务

的体系化、规范化发展。

第四，建立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

落实监管协同机制。各部门应该共同

参与，明晰责任归属，加强沟通和协

调，实现全流程、全环节监管。此外，

完善养老机构分类管理和养老服务评

估制度，规范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评价

标准、建立医养结合机构等级评级体

系和行业准入、退出机制，从而加强机

构的自治性，促进服务改进、提高服务

水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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