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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生活自理能力后的长期照护保障一直处于空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填补了此空白，

为长期失能或生命最后阶段的人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让这些人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解放了被照护责任束缚的家庭劳动力。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跨省就业、异地就业越来越普遍，与之相伴的是，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和儿童越来越多，即

使生活在同一城市，就业者工作紧张压力大，一旦家中有人因老、因病、因残失去生活自理

能力，不得不放弃就业或晋升机会。有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照护服务便有了政府监督，服

务质量有保障，服务供给更充足。 

    除了上述基本功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有两个辅助功能。 

    一个是激发了养老服务市场蓬勃发展。青岛在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后的两三年时间里，

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机构就增加了数百家，有七、八百家是长期护理保险的协议服务机构。在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地区，由于机构的服务质量受到政府监督，也卸下了人们对养老服务

的不信任。 

    另一个是节约了医疗资源和医保基金。2019 年全国超过 2.1 亿人次住院，其中很多是慢

性病患者，因为出院后得不到专业的护理，这些人多次入院、重复入院、长期占床，不仅造

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花费大量医保基金，也给患者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长期护理制度

建立后，这些问题得到较大程度解决，试点地区失能人员从医院转到护理院或养老院接受专

业护理服务，可以节省医保基金 30%~40%。 

    人终有一老。老年人失能发生率高于年轻人，75 岁以上失能发生率是 10%左右，80 岁

以上 20%左右，85 岁以上是 40%左右，90 岁以上失能发生率是 60%左右。2019 年居民人均

预期寿命是 77.3 岁，差不多每三年预期寿命增加 1 岁，经济较发达地区人均预期寿命超过

80 岁，一些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甚至与长寿国家日本持平。人类进入长寿时代，中国进入

高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在不远的未来，人们对长期护理的需求会超过对养老金和看病问医的

需求，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 

    长期护理保险是实现“健康中国 2030”的重要制度建设，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应对措施，是人人享有“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重要构件，是失能人员家庭释压的

重要支撑，是每一个人生命末端有尊严生活的重要保障。它通过社会共济筹集资金，用社会

互助帮扶弱者，靠社会力量化解家庭风险，激发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吸引社会资本投身长

期护理服务，以政府背书监督服务，使每一个人可以放心老去、有尊严的老去。 

（供稿人：张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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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Centre�

for�International�Social�Security�Studies�at�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Social�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010）84083506� � � � � � � � �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org� � � � � � � � � Email:�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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