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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部和《学术月刊》编辑部共同主办的 201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暨 2015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展望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正式发布了“2014年度

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其中唯一社会保障主题的热点为“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

体系优化”。 综合考察以高度概括的综述为主体内容的入选理由、对优选的 20

项代表性学术链接和进一步精选的 10篇主要学术文献的基本面剖析、立足高位

的宏观视域下的专家点评，可以得出，“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入围

201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具备坚实的多维支撑，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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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选理由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养老保障领域，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学界主要以资金制度为研究对象，而对服务机制探讨不够充

分。在当前养老保障资金制度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如何在老龄化背景下，



通过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来增强养老资源的可及性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研究情况

大致如下：

（一）澄清对养老服务的认识误区

基于实地调研，学者们主要澄清了“将居家养老等同于家庭养老”、“将社区

养老等同于机构养老”、“将机构养老等同于市场化养老”等误区；

（二）考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已有研究重点总结了美国、英国、德国、瑞典、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养老服

务体系构建的经验与教训。

（三）完善养老服务结构体系

广大学者对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进行了研

究，重点探讨了三类养老服务方式的功能定位、互动配合、协同推进等内容；

（四）优化养老服务责任体系

该方面研究以传统“孝道”文化为基础，着眼于政府、社会、国民个人等主体

在养老服务体系改革与发展中的责任分割，具体勾勒了政府财政、社会组织、民

间资本、家庭与个人的责任内容、承责路径和方式。

（五）聚焦部分类型养老服务的研究

以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中的一种或两种为对象，学者们研究了其核心

问题与破解路径，特别是研讨了居家养老服务的精神保障和质量提升、社区养老

服务的作用发挥方式、养老服务公办机构“一床难求”和私营机构“大量空置”并存

畸态的有效清除。

二、代表性学术链接

（一）学术链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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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建定、李薇：《论中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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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制度》，2014(9)。

[5]郭林：《西方典型国家私营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国外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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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山东社会科学》，2014(2)；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

2014(4)。

[10]钱海燕、沈飞：《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以合肥市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财政研究》，2014(3)。

[11]青连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难题》，《学习时报》，2014-11-10；转摘

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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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社会科学》，2014(6)；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14(8)。

[13]苏振芳：《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月

版。

[14]汪忠杰、何珊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探析——以武汉市为例》，《武

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15]吴玉韶：《养老服务热中的冷思考》，《北京社会科学》，2014(1)。

[16]席恒等：《物联网应用于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模式探讨》，《山东社

会科学》，2014(11)；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15(2)。

[17]杨翠迎、郑春荣：《国际社会保障动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4年 11月版。

[18]张晖：《居家养老服务输送机制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6月版。

[19]张强、张伟琪：《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的社区养老服务：美国经验及启示》，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



[20]郑功成：《“房子+老年人”不等于老龄房产》，《经济日报》，2014-12-17。

（二）学术链接基本面剖析

1.数量方面

2014年度，有关养老服务的研究文献量约为 3500篇（部），包括 16部学术

著作，其余均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这表明广大学者对该方面的研究给予了很

大关注。

本文优选上述所有文献中的 20篇（部）作为代表性学术链接（按作者姓氏音序

排列）。其中，粗体内容为进一步精选的 10篇主要学术文献。

2.载体方面

2014年度发表的有关养老服务学术论文的载体既有知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如《国外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浙江

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中州学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行政管理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探索》、《财政研究》等；又含影响广

泛的大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等。此外，

还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养老服务方面的著作。上述充分说明，期刊、报纸和图书

等出版机构，通过提供很大的展示舞台，对养老服务选题进行了重点深度挖掘。

3.社会影响方面

本文精选的 10篇主要学术文献分别有 6篇和 1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保障制度》全文转载和摘载。“复印报刊资料”是我

国的“四大学术文摘之一”，被誉为“中华学术的窗口”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依托二次文献，应用同行评议方法，来对学术作品和学术期

刊作出系统、客观、公正评价的有效体系。尤其是，其转载具备引领学术研究方

向的功能，被视为评价原发成果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之一。上述有关养老服务

论文的转载状况表明，该主题的研究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此外，2014年度，以养老服务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

武汉等地召开，特别是 2014年 5月 4日—6日，国家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

员会、北京市政府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第三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

会暨第三届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总之，学术链接的数量、载体和社会影响等三方面分析表明，以广大学者和



学术出版机构为代表的学术界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均对养老服务这一议题十分重

视，这有益于养老服务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可为“老有所养”目标的实现

提供助力。

三、专家点评

老龄化形势严峻，养老服务需求巨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任务紧迫而繁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集中且深入地研究养老服务体系

的建设及其优化，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而且其中的不少研究成果已经在养老服

务的实践中得到转化。

当然，这一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特别是需要开阔视野，将养

老服务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予以研究。如联系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究资金与服务

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研究有助于养老服务发展的配套政策和多部门

合力机制，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的迅猛发展来建设并优化养老服务网络体系，按

照依法治国的理念明晰养老服务责任体系，等等。我们期待着养老服务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