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第18卷第1期

2018年03月

Vol.18 No.1

Mar.2018

校政企联盟视阈下高校“养教融合”之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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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养教融合”养老服务可以帮助老年人更顺利地适应退休后的身份转型和认同新的社会角色；增长、更

新老年人的文化知识；提高老年人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技能的生活及社会能力；使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快

乐、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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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vision service of integrating provision and education can help the aged adapt to post-retirement identity trans-

formation and new social roles, increase and update the cultural knowledge of the elderly and improve the life and social skills of the

healthy elderly people in the new age,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skills. The old age will be enriched, happy and creative. It is helpful

to build a learning societ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nd to improve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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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养老服务已有很成熟的理论和实

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养老服务政

策和法规已初成体系。其次，服务网络初步搭建。

再次，机构养老运行机制完善和支撑作用突显。此

外，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相结合的服务保障体

系初步形成。另外，养老服务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如：在传统“家庭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助老

服务”相结合基础上“医养护一体化”、“公建民营

服务”等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而校政企联盟视阈

下高校 “养教融合”（以下简称 “养教融合”）养

老服务模式研究成果尚少，需要给予重视和关注。

一、“养教融合”的追根溯源

“养教融合”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规

定，“大夫七十而致仕”，是指大夫一级的贵族官

员，到了七十岁就要退下官位。这些贵族官员“退

位”后，则由朝廷的各级官学来奉养他们。根据

《礼记·王制篇》记载：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

“庶老”于虞庠；“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

养于学，达于诸侯”。这里的“国老”是指卿大夫

一级年老致仕的封建贵族；“庶老”，是指庶民百姓

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周代的学校就是官学。这种安

排“国老”、“庶老”在学校养老，并兼做老师的做

法。不仅仅做到了教育养老，也合理享用了这些老

年人的智力资源。

现代的国内老年教育发展是以老年大学作为老

年教育的重要载体，经历了老年教育的创立阶段、

老年教育发展阶段、老年教育的创新阶段，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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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发展历程。老年教育的创立阶段：1983年中国

第一所老年大学——山东省红十字老年大学诞生。

从此，中国老年教育事业兴起。老年教育发展阶

段：政府制定法规积极推动老年教育发展。20世纪

以后老年教育进入创新阶段。1988年 12月经国务

院有关部门批准，在武汉宣布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成

立。1999 年 10 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正式成

立。2000年，我国已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

列。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整合校、政、企等教

育资源、多种社会力量、多元化格局加入到老年大

学事业。发展远程继续教育，为老年学员创造方

便、快捷的学习方式。创建老年大学，无疑成为老

年学员实现知识更新换代、适应新科技发展，为其

参与社会、融入时代创造条件。

二、“养教融合”养老服务问题与挑战

“养教融合”是指将教育与养老融为一体，就

是人老既有所养、又有所为。而教育养老的前提条

件就是要保证老年人的健康。因为老年人有着比年

轻人更丰富的经验与人力资本，如果能够保证老年

人口的健康，老年人投入到教育及学习中，将带来

积极的社会正能量。老年人不愿意百无聊赖地“熬

日子”，愿意加入更具针对性的老年教育与学习队

伍，有条件的老人更希望接受教育、文化等养老方

式。为此，国家“开放大学”等高校积极推进老年

教育与养老从业人员培养工作，积极探索养老与教

育相融合、相促进的新方法、新模式，为老有所

学、所乐、所养、所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快速发展的老龄化时代与滞后的“养教

融合”

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营养增强、医疗改

善、寿命延长等带来全球人口老龄化。毋庸置疑，

中国正快速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而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关键是实现健康老龄化。

据2000 年至2010 年有关部门统计：中国60 岁

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从 10.5% 升至 13.3%，增加了

27%，其中 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比由 1% 升至

1.6%，增幅达到63%，高龄化速度是老龄化的两倍

多。80 岁及以上老年人是失能失智高风险群体，这

个群体规模扩大意味着失能老人将会增多。还有研

究预测，到 2025 年前后，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

会；2040 年前后，我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到

2050 年，中国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30%。

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CHARLS）
的研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还突出表现为两个方

面：一是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38.5%的

老人身体有残疾 （自行完成基本日常活动有困

难），30.6%的老人报告身体疼痛，33.1%的老人有

较高程度的抑郁症状。慢性病方面，不少老年人患

有高血压或糖尿病，且患糖尿病的知晓率很低。二

是老年男性的健康状况优于老年女性，城市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优于农村老年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尤其是认

知健康。从健康行为来看，根据CHARLS 2011年至

2015年数据，老年人抽烟量降低，喝酒率上升，且

老年人BMI指标持续升高。

（二）养老服务供给不对称

1. 养老服务供需“错位”

首先，表现为机构养老服务供求“错位”。据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2011年3月发

表的《全国城乡失能老人状况研究》显示：入住各

类养老机构的失能老年人占17%，具有完全生活自

理能力的老人达79%。这种情况与机构养老面向失

能老人的初衷相悖，实际上，失能老人还需要依靠

家庭养老。由此反映出机构养老供求的“错位”。

如果将具有完全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安排入住“养

教融合”的教育养老机构——高校，实行“居校养

老”，将养老机构床位让给失能老人，可以有效地

解决养老服务的“错位”问题。但目前我国“居校

养老”也还面临起步阶段，发展和成熟还需要艰苦

的努力。

其次，机构养老服务费用“错位”。一般教育养

老机构的食宿费和基本护理费都高于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中国城市老人的退休金主要来自基本养老

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及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水平

较低。据统计：教育与失能养老需要支付平均退休

收入的2～3.5倍，甚至更高。由于多数老人基本养

老金不足，加上较高的费用，阻碍了老人入住专业

“养教融合”教育养老机构，而高昂的成本迫使一些

养老机构只能选择成本较低的低龄健康老人入住，

如此下去，养老服务供需“错位”将越演越烈。

2.“养教融合”政策“空位”

首先，政府支持政策不够“清晰”。仅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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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为例，第24条虽然对民办养

老机构的用地、税费、水电等给予了税收优惠，在

床位建设等给予补贴，而对于每月的教育、食宿和

护理等费用，没有清晰的财政支持办法，基本处于

“空位”状态，因此，需要政府进一步制定、补充

和完善“养教融合”相关支持政策。

其次，出台“养教融合”养老服务制度。养老

服务供给的压力必须通过扩大服务队伍来解决。为

增强吸引力，养老服务必须社会化、制度化。要发

展教育“养教融合”服务，必须依靠教育“养教融

合”服务制度化来增加服务供给，用教育养老与政

府购买相结合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三、“养教融合”养老服务应对策略

（一）“养教融合”养老服务的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中的数据显示：2015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2.22 亿，

占总人口的 16.1%，预计 2020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2.43 亿，未来 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更加严

峻，特别是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和学习需求增长较

快，他们普遍怀有继续深造、融入社会、再做贡献

的愿望，所以探索“养教融合”养老服务的形势和

任务十分紧迫。社会服务是高等院校的重要功能之

一，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到，高校社会服务的功能

被强化，老人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

成部分，高校在老人教育与服务的过程中应承担起

重要的角色。

（二）“养教融合”养老服务的途径

“养教融合”是基于当前我国政府倡导和建构

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高校服务为依托”的养老

社会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形式，它强调高校、

政府、企业跨界的协同发展，是一种提倡互助养老

和全社会共同养老的多元化体系。通过“养教”服

务的贯融 ，提升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满足老年教

育的需求，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同时，可以解决

目前“医养”服务模式较注重身体健康而忽视老人

的心理、精神健康需求的现状。老人心理与身体健

康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教

育养老“养教融合”模式有效地转变和补充了目前

养老服务存在的实质性问题。

（三）“养教融合”养老服务模式探索

国外自 20世纪 40 年代以来就已经对养老服务

进行了探索与实践，目前较成熟的模式有：美国养

老市场化“商业保险”、“社区养老”日本的“日间

照顾中心”；德国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专

家照料院”等模式。我国的“养教融合”养老服务

模式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校政企联盟共同完成老年

“养教”服务，强调校政企“养教”目标的一致性，

“养教”过程的合作性，“养教”结果的共享性。

1. 探索“养教”融合立足客观需求

根据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对东方职业技

术学院“第三岭学院”2 091名老年学员，发放了

2 000份，收回1 852份的调查问卷显示：学习动机

一项选择精神需求和心理健康的占 91.4%，而其他

如：躲避家务、生活富裕、子女忙碌等项所占的比

例很小。另外，学制需求一项选择项目制、活动制

的分别占 50.6%，40.2%，而其他如：半日制、混

合制、双休制、晚班制等占的比例很小。因此要实

现“养教融合”，关键要保证满足实际需求，帮助

老人建立涉及到他们变老过程的框架，并提供有指

导意义的教育养老计划，这些项目的建立可以通过

让学员学习老年心理学和社会学、老年医疗保障方

案等相关课程来实现，这些课程不仅提供老年学员

关于衰老进程的知识，鼓励他们领悟关于老年教育

与生命的意义。

2. 整合养老资源建设“养教联盟”（集团）

“养教融合”特色服务模式以教育服务为宗

旨，以校政企联盟合作为平台，以提供老年身心健

康教育为目标，以高校为主导，整合老年“养教”

资源，运用自身教育资源优势提供“养教”创新养

老服务，促进校政企合作“养教”服务平台顺利搭

建。政府在了解老年需求、现有服务状况和福利资

源的基础上，规划发展与落实配套的购买服务项

目；充分发挥补贴政策的作用，扩大补贴范围，提

高补贴数额，保证“养教融合”社会服务的福利

性；加强政策、法律、制度的规划指导和外部监

管，鼓励专业社工、毕业生等积极从事“养教”工

作；支持老年教育领域社会组织和老年志愿服务团

队发展；规范行业企业设立老年教育发展基金及企

业及个人对老年教育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制定老年

“养教”服务标准，并有效地指导、监管和评估。

社会多元参与，企业行业产业联动。鼓励企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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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养

教”服务。促进老年“养教”与企业相关产业联

动。扩大养老服务、旅游、文化等“养教”相关产

业市场消费需求，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以志愿者服务

等形式发挥“养教”作用，促进多元合作老人“养

教”联盟健康发展。

3. 养老形态的多元化

（1）“居校养老”

“居校养老”服务平台的运行能力决定着老年

人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满足的可持续性。非政府主

体管理下的高校“居校养老”尚需完善。目前，作

为“养教融合”的有效形式，“居校养老”有两种

形式：一种是由教育养老机构提供社会福利养老；

另一种是有教育养老需求的老人购买服务。从我国

目前教育结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及教育养老

模式看，我国“养教融合”——“居校养老”服务

面尚处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完成老年人养老服

务观念的社会化转变，运营面临较大压力。另一方

面，当前“居校养老”的“非营利”属性，在服务

内容和范围等方面存在限制，将造成持续发展能力

的不足。

2.“居校间代”养老

有条件的高校建立“养教融合”联盟。即在目

前相对成熟的旅居式、候鸟式、度假式、乡居式等

基础上，利用互联网，联合全国各地及国际高校建

立联盟，搭建“居校”养老模式平台，探索“居

校”式旅居、“居校”式候鸟、“居校”式度假、

“居校”式乡居等养老模式，适当安排居校老人与

在校生居住同吃同住，运用丰富的学生资源，在课

余时间对同寝室或不同寝室居住的老人实行岗位代

理服务，称为“间代”服务。为居校“养教”老人

主要提供日常生活、康复保健、法律维权、文化教

育、体育健身、精神慰籍等服务。同时，“间代”

服务也为学生在校岗位实践提供了发展空间。从而

创新实践“居校间代”式“养教”服务。

探索“养教融合”不断吸取国内外有益经验和创

新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提高养老服务

机构的整体水平，满足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需求，切

实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为进一步改进和促

进我国老年教育与养老服务及人才建设，提供经验

启示和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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