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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科技之力促进养老服务业大发展

郑功成

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创设以来的十年经历，见证了我国人口

老龄化的快速进程和养老服务业的探索与发展成就，见证了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英明决策与战略部署，同时

也体现了论坛可持续的社会价值，而今年的主题定为“科技助力养老

服务”，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借此机会，我和大家分享三点看法。

第一，需要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认识，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因为人

口老龄化是中国的世纪国情，现在我们已经从轻度老龄化步入中度老

龄化阶段，并将不可逆转地快速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伴随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数以亿计人口进入老年阶段，

我们将很快进入高龄化高峰期、护理需求高峰期，未来十年面临的形

势与挑战将更加严峻，而发展好养老服务业无疑是解决好谁来为中国

老年人养老这一世纪难题的关键所在。但若缺乏统筹规划布局、各方

高效协同的应对举措，没有适合国情的养老服务业大发展，只是按部

就班地采取行动，我们将无法有效应对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就可能

出现难以承受的社会风险并从社会领域向经济等领域传导，而未来五

年将是至关重要的应对窗口期。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提高全社会对发

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高度，将党中央确立的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全面融入国计民生发展规划和各项社会经

济及文化政策中，真正以国之大事的清晰定位，通过有效汇聚和创新

性地配置政府、社会、市场与家庭及个人的资源，以及建立高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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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机制来解决养老问题这一家之大事，这应成为当今社会的高度

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采取有效行动。

第二，超常规的老龄化需要以超常规的举措来发展养老服务业。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全面快速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最具综合意

义的社会发展进步成果，它决定了中国的老龄化具有超常规性，这种

超常规性不仅表现在规模超大、速度超快上，而且同时伴随着快速的

高龄化、少子化和家庭保障功能式微以及养老需求日益复杂化、养老

文化日益多元化。在这种情形下，发展养老服务业也必然需要有超常

规的举措。首先是要突破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一般市场逻辑与社会

逻辑。因为先行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都是伴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

化进程而自然演进的现象，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

就走过了西方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进程。如果只

是参照发达国家按部就班地“从容”应对，将至少要付出一代人的老

年生活质量代价。因此，我国需要树立超常规应对的积极理念。其次

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这种优势至少包括：党的领导是坚强

有力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公有制可

以为全面快速发展养老服务业提供有力支撑，社会财富持续积累和各

种资源日益丰厚亦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相应的经济基础，我们

面临的不是未富先老的局面，而是需要创新性地配置资源并寻求适合

国情的养老服务发展新路。在这方面，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公益

社会结为一体，通过公建民营或者政社合作方式显然是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可行之道。换言之，是要真正汇聚公有制资源包括土地、公共

设施、公共财力来主导养老服务业发展，通过完善财税政策（如慈善

公益税收减免等）、健全社保制度（如建立护理保险等）、激发内生

动力等来吸引社会资源、撬动市场资源以及家庭投入，走出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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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常规应对老龄化新路。再次是要因地制宜、综合应对、多条腿走

路。我国幅员辽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与养老文化等存

在差异性，这决定了发展养老服务业需要因地制宜，而综合应对必须

以尊重老年人意愿为前提，聚焦失能老年人与高龄老年人群体，以有

效供给满足真实需求为目标，促进养老服务设施就近就地统筹规划布

局、机构养老服务连锁化、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化，在满足机构养老服

务刚需的同时，将助力老年人居家养老作为基本政策取向，做到多条

腿走路，分类分层满足老年人需要。

第三，借助科技力量助力养老服务业大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已

经进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创造的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时

代，发展养老服务业自然离不开这一重大背景。回顾人类迄今的历史

可以发现，从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所开辟的机械化时代到电力的发展

和使用所开辟的电气化时代，再到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技术所开

辟的信息化时代，前三次科技革命都促使生产力以几何数增长，人类

生活方式因之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第四次科技革命在进入本世纪后已

全面兴起。伴随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已经

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及其转化工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

方式都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以后才能更好地融入现实

社会，并获得与时代相适应的发展进步。如机器人的日益广泛使用使

人类感受到空前危机，电子商务直接影响到实体店的生存与发展，互

联网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格局，网络约车使得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出行

模式被颠覆，人人都离不开手机，支付不需要现金，今天的生产与生

活及治理都离不开网络与信息平台了。这一切均表明第四次科技革命

一开始就将几乎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数字化、智能化加上网络世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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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虚拟化，显示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革命性与颠覆性更加异常激烈，

其对人类社会的广泛且深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前三次。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并借助新科技力量助

力养老服务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攻方向，同时认真研究新的

科技革命背景下的诸多议题。如利用数字化有效对接养老服务的供给

与需求，真正做到以有效供给满足真实需要；借助养老服务大数据模

型，助力养老服务决策更加科学透明，并为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

提供科学指引；借助网络平台，将订单式养老服务选择权交给有需要

者，由此促使养老产业健康发展；借助智能化助老器具的研发应用，

助力老年人维持生活自理能力；借助机器替代人工照料，弥补人力不

足并缓解老年人孤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养老服务政策制定者、

研究者、服务者需要认真考量的重大问题，并需要得出正确结论。

在科技助力养老服务实践中，需要做好如下事情：一是在科技创

新与应用中必须注入人文关怀。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智能化都

不应当是冷冰冰的技术手段，而是弥补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温情工

具，为此，必须防止没有人文关怀的技术创新，更要杜绝数字化带来

社会割裂，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制造者。

二是科技助力养老服务应当在普惠与个性化两个层面同时发力。

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老年人既有共性的需求也有个性化的需要，国

家应当着力推进普惠性的助力养老服务发展的科技进步，同时也应当

引导并支持个性化需求的技术解决方案，这方面的政策指引特别重

要。

三是必须切实提高养老科技产品的质量。从现实出发，养老服务

的刚需日益高涨，老年人的购买能力也在持续提升，但结果却是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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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冷。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养老服务业质量不高，人们缺乏足够的

信任。因此，无论是养老服务中的科技产品研发还是技术手段应用，

均需要有高质量标准并接受有效负责的监管。

总之，在超常规的人口老龄化面前，我国必须以超常规的举措来

应对，而借助科技力量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与出路。以中国制度之优势，

加上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强劲竞争力，我们应当有信心解决好中国的养

老问题，并以自己的成功实践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本文系作者 2024 年 10 月 19 日在第十届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的致

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