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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推进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基本养老服务是国家在

民生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

的重要项目，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民政部门和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的重要职责。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人数量增多、比重提高，

对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强烈。根据政府所承担职

责不同，养老服务分为基本养老服务和个性化养老服务两种类

型，前者属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畴，是每一个社会成

员的基本权益，由政府主导提供并承担最后的责任；后者则是

社会成员的自主自愿自费行为，由民间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组

织提供，政府承担监管之责。

2023 年，我国发布了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之后所有省

份陆续出台了基本养老服务实施方案和清单，有力地推动了基

本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同时，需要注意到，现行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的项目还不够完备，许多项目的保障程度较低，相关服务

的供给不足，而且基本养老服务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人群

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加快完善覆盖全体老年人、权责清

晰、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第一，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享有的基本养老服务权益。

长期以来，民生保障领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因而需要

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建立有效的机制，凝聚各方

合力，推动基本养老服务资源下沉、服务延伸，向老年人身边、

床边、周边集聚；尤其要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因地制

宜加大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切实提高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

体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推动实现广大老年人享有方便可及的

基本养老服务。

第二，建立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成本分担机制。为确保

基本养老服务各项目长期持续运行，有效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

要，需要制定合理而清晰的规则，使有能力的社会成员和经济

主体承担相应的筹资责任，同时通过适宜的财政预算落实政府

对基本养老服务的兜底责任，其中包括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施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等。与此同时，

还要遵循“保基本”的原则，兼顾养老服务需要和社会筹资能

力，确定基本养老服务各项目适度的服务标准，并培育社会成

员对基本养老服务的合理预期。

第三，创新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基本养老服务由政府

主导提供，但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部门及其下属的事业单位，

也可以是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基本养老服务项目均可采用购

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反过来促进这些服务供给机构实现持续

健康发展。这里的关键有三：一是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的规范和标准，确保服务质量；二是积极探索医疗服务、照护

服务和心理服务等各类养老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三是财政对

于各类基本养老服务的投入要从以补供方为主逐渐转向以补需

方为主，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公平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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