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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银发时代” 
广西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亟待提升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2022 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

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当前，按广西七普

数据显示1，“长寿之乡”广西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深度老龄

化社会区间范围2，如何“养得起”“养得好”成为今年广西

两会期间民之所盼的热议话题。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大数据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2 依据北京大学，《王红漫：“健康老龄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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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课题组综合舆情分析、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等多种分析

方法，对我区养老机构、机构床位数、区域分布、经营方式、

服务内容、经营范围、运营情况、收费详情、机构星级等数

据进行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区养老服务发展处于初级

阶段，养老资源分布不均、供需错配、床位缺口大、老年人

支付能力有限、对机构养老不信任、护理人才匮乏等成我区

养老服务行业痛点。 

一、老龄化驱动养老服务模式创新 

（一）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迫在眉睫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庞大的老年群体

尤其是高龄、失能半失能、空巢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日

益迫切，建立符合实际且保障有效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成为

重大民生社会问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社会现实问

题。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爬坡，根据七普数据显示，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 18.7%，其中 65 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达到 13.5%，超过国际老龄化国家 7%的标准，老

龄化进程明显加快3。我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6.69%，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2.20%，与十年前相比，老龄人口比重

提高，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3.58 个百分点4。面临“四

二一”家庭结构小型化、赡养压力大、年轻人忙于工作、“空

巢老人”成常态等问题，社会化养老需求逐渐增加。另一方

面，人民群众对养老需求日益迫切。在 2022 年政府工作报

                                                       
3 人民网，《国家统计局：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 18.7% 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4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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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养老”一词被提及多达 10 次。从全国网民对“养

老”话题关注程度走势看，百度搜索指数呈上升趋势。在全

国两会召开前期，“养老”话题关注声量整体趋势一路走高，

于 2 月攀升达到顶峰，群众热议高涨（图 1），其中“居家

养老”“养老服务”“养老机构”“养老产业”“养老政策”

成为搜索热度前 5 的关键词。同时，除了“80 后”“90 后”

考虑父母养老问题外，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自身养老规划，

“95 后的养老焦虑”等话题也频冲热搜榜单，“养老焦虑”

逐渐年轻化。 

 

图 1 全国互联网用户（PC+移动）对“养老”话题关注程度走势图5 

（二）多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不断涌现 

国外智慧养老应用探索比国内相对较早。养老模式主要

有独立型—欧美模式、高福利—新加坡模式、同居型—日本

模式、自助养老社区—丹麦模式以及异地、跨国养老模式6。

                                                       
5 以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数据基础，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算出各个关键词在百度网页搜

索中搜索频次的加权。根据数据来源的不同，搜索指数分为 PC 搜索指数和移动搜索指数。 
6 现代商业，《国内外养老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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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发达国家在智慧养老方向探索初显成效，如日本“信息

服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在线平台“虚拟养老院”模式、

荷兰人机交流的“机器人科技养老”模式、澳大利亚“智能

化居家养老”模式、英国“智慧化老年公寓+社区综合服务

平台”模式等7。国内先进省份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如火如荼。

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杭州市、广东省广州市、北京市朝阳

区等地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试点；上海奉贤区充分利

用农村地区闲置宅基房屋探索农村互助式养老模式;广州开

办 928 个长者食堂，构建覆盖全市的社会化“大配餐”服务

体系8。智慧养老应用方面，河南鹤壁市以建设 5G 试点城市

为契机，打造“互联网+养老”四级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浙

江杭州市机器人“保姆”入驻养老院；全国首个养老社区智

能分药机落地北京友谊城心社区；浙江乌镇通过“智慧养老”

线上平台“智能居家照护”“远程健康照护”“SOS 呼叫跌

倒与报警定位”等设备进行远程管理；另外，还有河南“积

分养老模式”、南京“时间银行”互助型养老。 

二、广西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一）普惠性养老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 

一是养老服务政策体系不断健全。我区先后出台《关于

建设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意见》《广西促进养老托

育服务健康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广西壮

                                                       
7 澎湃网，《左美云：智慧养老要以老年人为中心》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让幸福养老在家门口落地——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5 年改革试点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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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区“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文件，涉及支撑

养老服务相关财政、医疗、用地、税费、人才、保险等内容，

覆盖范围较广。二是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加大。“十三五”时

期，投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财政资金达 28 亿多元，撬动和

引导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大健康和养老市场超过 500 亿

元9。广西财政厅下达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

补助资金 26.5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67%，预计惠及全

区约 640 万人10。三是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自治区财政厅

每年筹措支持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均超过 3 亿元。

全区已创建广西老年宜居社区 31 个、打造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示范点 90 个，建设日间老年人照料中心 700 多家，农村

幸福院等互助型养老设施近 1 万个，养老服务床位达 26.4 万

张11。 

（二）三大养老模式服务逐步优化 

近年来，我区居家、社区、机构三大模式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养老服务发展水平总

体迈上新台阶。一方面，提供住宿的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稳步

增长。据广西民政厅统计季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季度，

提供住宿的养老机构共588个，占提供住宿民政机构数比重

从2015年4季度的79.8%上升到2021年4季度的83.4%；提供

住宿的养老机构床位共85500张，占提供住宿的民政机构床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财政厅下达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补助资金 26.58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5.67%》 
11 广西财政厅，《广西财政厅多点发力为推动全区养老服务业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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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比重从2015年4季度的22.8%大幅提升到2021年4季度的

90.7%。与创建“一核四区”养老格局的2015年同期（498

个、37269张）相比，分别增长18.1%、129.4%，提供住宿

的养老机构和床位数持续扩容。另一方面，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体系逐步搭建。“十三五”期间，南宁、柳州、桂林、梧

州、北海等5市成为中央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

累计获中央资金近1亿元支持，不断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实现低偿或无偿化12。在51个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工作优秀案例中，北海市《破解发展瓶颈 提升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造血”功能》成为广西唯一入选名单的优秀

案例13。首个医养结合的大型CCRC14华润置地悦年华颐养社

区落地南宁，引进CCRC新型模式的还有南宁合众人寿优年

养老社区，社区养老模式不断升级15。 

（三）养老服务兜底保障持续加强 

一是降低高龄津贴发放门槛提高发放标准。经修订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优待规定》中，高龄补贴发放对象

由具有广西户籍100周岁（含）以上高龄老年人降为80周岁

（含）以上高龄老年人，高龄补贴发放年龄逐步放宽16。各

市根据实际情况相继提高高龄津贴标准，如南宁对持有本市

                                                       
12
 广西财政厅，《广西财政厅多点发力为推动全区养老服务业发展赋能》 

13
 民政部门户网站，《民政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优秀案例

名单的通知》 
14
 CCRC 意为“持续照料退休社区”，是一种源自美国的新型先进养老社区模式，可以使得老人在社区中

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安全和照顾得到进一步提升。 
15
 养老网门户网站 

16
 广西政府门户网站，《广西实施老年人优待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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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且已年满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助，其中80—90

周岁每人每月发放80元，90—100周岁发放150元，已满100

周岁以上按400元标准发放17。二是强化财政资金兜底线保基

本作用。落实经济困难老人补贴制度，截至2022年1月，全

区约130多万名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获得补贴；为

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供养人员中的老年人、特困供养人员中

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补贴、护理补贴，惠及全区约73

万名老年人18。《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办养老服务补贴管理办

法（试行）》提出，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对收住5类失能

老年人区分15个档次给予每人每月60—160元不等补贴19。三

是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从2021年7月1日起，广西城

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121元提高至

每人每月131元，65周岁以上参保人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相应提高至每人每月136元20。2021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

老金较2020年上调4.5%21。四是社会福利性特征明显。从已

填写运营性质看，共有公办公营、公建公营、公办民营、公

建民营、民办公营、民建民营六种类型，不同类型养老机构

差异较大，对应的保障型、普通型、高端型养老机构占比分

别为38.8%、43.1%、18.1%，养老机构以普惠为主22。 

                                                       
17 南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全市 80 周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补助的通知》 
18 广西财政厅，《广西财政厅多点发力为推动全区养老服务业发展赋能》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桂民规〔2021〕7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养老服务补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再次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21 新华网，《广西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上调 4.5%》 
22 数据来源于民政部的全国养老机构信息系统、民政厅的广西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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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 

近年来，我区对养老服务数字化进行积极探索。一是智

慧养老建设迈出新步伐。建成广西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开展

南宁、梧州、北海 6 家公办养老院的智慧养老院建设试点23。

入选全国智慧健康养老推广目录及应用示范名单，例如，广

西金中软件有限公司的居家健康养老服务类型中的居家养

老入选《拟入围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推广目录（2020 年版）名

单》；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安镇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智

慧健康养老示范乡镇，是广西目前唯一一个入选乡镇；太和

自在城股份有限公司入围第四批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24。

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不断创新。除智能可穿戴设备、

在线健康档案管理等助力传统社区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外，

“虚拟养老院”成为当前我区打破围墙局限的新型养老模

式。中国东信聚焦养老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新应用、新金

融、新业态、新市场“四新格局”的“广西智慧养老数字平

台”25；梧州依托“互联网+服务中心”，打造广西第一个居

家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云家庭”26。桂林市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推出以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依托的居家养老服

务，为 80 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服务27。 

                                                       
23 新华网，《广西全方位优化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 年版）>公示》《第三批

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名单公示》《第四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名单公示》 
25 广西大数据发展局，《中国东信打造“广西智慧养老数字平台” 聚焦养老产业数字化》 
26 广西梧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依托云服务力破居家养老难题》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多层次多类别，桂林山水间养老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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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亟待解决的痛点问题 

（一）养老资源分配不均 

经调研民政部全国养老机构信息系统和民政厅广西智

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机构养老数据发现，存在养老资源分配

不均、供需错位等现象。截至目前，在运营的养老机构累计

共1298家，从各市分布看，占比前3名的是南宁（16.6%）、

百色（10.8%）、河池（8.0%）。从已填运营情况的178家

养老机构看，运营状况良好共164家，收支平衡共11家；在

收支平衡、运营良好的175家中，集聚南宁数量最多。在填

写起居服务场所的372家中，大部分养老机构建设的双人间

数量多于单间、三人间、多人间，南宁市拥有量双人间数量

仍居首位。与此同时，南宁养老资源呈一枝独秀，与各市相

比，拥有四星级、五星级养老机构数最多；在护理等级上，

拥有一级护理、特级护理资源占比位居全区第一。 

（二）养老机构区域供需不匹配 

据广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桂林（20.33%）、崇

左（17.95%）、河池（17.79%）等7地老龄化率超过全区水

平，而防城港（14.13%）、南宁（14.78%）老龄化率较低28。

在机构资源分布上，占比最大的是南宁（216家），而作为

老龄化最严重的桂林市（95家）拥有的养老机构数却排全区

第5（图2）。按“9073”29养老结构估算，我区60岁及以上

                                                       
28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9 中国传统养老结构是“9073”，即 90%的老年人采取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养老，3%的老年

人选择机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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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人拥有养老机构数最多的是防城港市，达11.5家；桂林

市每千人拥有养老机构数最少，达3.2家，低于全区水平（5.2

家）；桂林、柳州、贺州3个高于全区老龄化水平的地市被

分配的机构资源却低于全区水平，养老资源区域分布与人口

老龄化程度匹配度不高。 

 

图2  广西各市老龄化率与拥有养老机构对比图 

（三）养老床位设置缺口较大 

养老服务有效需求的供给不足，床位数不理想，存在较

大缺口。从养老机构床位设置情况看，我区共拥有床位约9.5

万张，床位数最多的一家养老机构达2000张，大部分养老机

构床位数在100张以下，小型床位规模占比最大，中大型床

位规模较为稀缺。按4%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计算床位需求量

发现，桂林、玉林、南宁供给严重不足，缺口分别为31895

张、30679张、27132张，养老床位资源相对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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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养老支付能力有限 

一是“养不起老”，可支付能力不足。从养老机构收费

标准看，在填写收费描述的 306 家养老机构中，价格区间在

2000—3000 元/月的养老机构数量最多，最高收费为 12000

元/月，收费均值为 2792 元/月。而部分老年群体退休金低，

存在抵扣养老支出不足问题。从低保标准看，我区城市低保

标准每人 772.7 元/月、农村低保标准每人 451.5 元/月30，与

机构养老收费均值距离较大；另外，有实际入住需求、对康

复功能需求大、护理等级要求高的老年人却困于收费高，支

付能力整体较弱。二是“养不好老”，医养结合比例较低。

医养结合推进缓慢，目前在我区拥有的 218 家医保机构31和

1298 家养老机构中，据医养结合机构32最新数据显示的 143

家33看，真正具备医疗服务能力的医养结合机构占比只有

9.43%，医养结合比例较低，有限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

彼此相对独立，无法实现医疗资源有效共享。 

（五）老人不愿意子女不放心成机构养老困局 

大部分老人根植于传统思想，将入住机构养老视为无子

女赡养或子女不孝的最后选择，停留在“进养老机构=住院”

思维模式，害怕被抛弃被边缘化，加上老年群体奉行简朴以

家庭为重的观念，比起昂贵陌生的养老院，更愿意与子孙辈

和自己社交圈待在一起。同时，子女担心老年人自身安全问

                                                       
30 最新低保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1 年 4 季度低保标准》 
31 医保机构数据来源于国家医保服务平台门户网站 
32 《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工作的实施意见》桂卫老龄发〔2021〕2 号，医养结合机构是指同时

具备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 
33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 年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工作亮点展示（11）: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提升老

龄健康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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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常考虑意外发生时护工能否及时发现、护工是否经过

职业培训、是否有老年人被虐待、养老机构周边交通生活是

否便利等问题。总体来看，进养老机构的方式群众认可度、

接受度有待提高。 

（六）医疗护理类人才匮乏参与积极性不高 

一是养老产业专业化人才严重匮乏。当前，从事护理、

康复、康养、医养、照料的从业人数不足，多数从业人员从

事专业性较低的工作，掌握高阶护理知识的人才属于少数，

老年服务护理类人员缺口较大。据中国老龄化科学研究中心

调查，中国老人完全失能率为 6.8%，入住养老机构意愿占比

16.7%，按此比例计算，我区仅完全失能老人对养老机构床

位数的需求达 9.5 万张，对机构护理人员照护需求至少达 4.7

万人34，但仅有的具备专业技能的 1.65 万35护理人数难以满

足。二是薪资水平难以与繁重工作内容形成正比。受制于长

时间服务老年人工作强度大、从业人员工资低、人员流动大，

服务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招人难、留人难成养老产业发展

难题。由于老年人照料工作特殊性，部分养老机构带有 24

小时全护理服务内容，如鹿寨县久元养老公寓的护理员需 24

小时值班白天每两小时巡视一次夜间定时巡视、龙胜各族自

治县长寿幸福院 24 小时全护理等，同时护理人员还需兼顾

清洁搬运失能老人等照料工作，工作超负荷运转强度较高。

从薪资水平看，我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行业护士/

                                                       
34 机构护理人员照护需求测算参考《人口志丨农村失能老年人照护需求与成本压力研究》 
3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 年自治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假设卫生人员总数中

的“其他技术人员”全部到机构养老做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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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岗位实际平均薪资达4630元36，与最新薪酬数据“医

院/医疗/护理类”平均薪酬 6273 元/月37存在较大差距。 

四、对策建议 

一是完善兜底性普惠性个性化养老服务政策。建立健全

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加大民办养老机构补贴政策落实力度；

鼓励公办养老机构引进社会资金市场化改革，精准满足老年

人个性化服务需求。构建完善养老机构监督体系，开通老年

群体投诉渠道，定期回访养老机构并将养老机构政策落实、

投诉情况等纳入考评范畴。二是优化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养

老方式。依托广西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智桂通等服务平

台，建立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社区养老互助服务、机构养

老兜底服务为一体，区、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养老服务

信息化平台，实现医养资源与养老资源互联互通，持续优化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提高养老服务精准化智能化。三是提升机构医养康养相结合

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经费保障，梳理一批

可对接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清单，加大具有定点医疗合作的

养老机构医保报销力度。鼓励探索建立医疗机构与居家养

老、就近社区养老“双向转诊”的衔接政策及服务模式，实

现医、养、护多维发展。四是加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人才培

养力度。强化养老人才梯度化培养，针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养老机构的医学专业医生、护士、养老机构老年服务人员等，

分层分类，定期开展老年医疗、康复、护理等老年医学领域

                                                       
36 通过在广西人才网门户网站筛选职能为“护士/护理人员”、行业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得到

共计 26 家用人单位信息，取薪资的平均值作为岗位实际平均薪资。 
37 广西人才网，《2021 年广西人才网薪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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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常态化培训和考核机制。丰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内涵，完善护工薪酬、职称评定激励考核机制，提

高养老护理人员社会地位与经济保障。五是加强机构养老宣

传力度。民政、社会保障、医疗等相关部门应加大加强养老

机构宣传力度，帮助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引导老人主动养

老。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品质与丰富服务内容，抓好老龄

工作宣传，进一步扩大我区老龄事业影响力，推进我区老龄

产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广大老年人获得感与幸福感。 

 

（执笔人：黎尧） 

 

 

 

 

 

 

 

 

 
 
 

编辑部地址：南宁市体强路 18 号广西信息中心 1412 号房

联系电话：0771‐6113592 

电子邮箱：dsjyjs@gxi.gov.cn 

网址：http://gxxxzx.gxzf.gov.cn/ 

 

扫描二维码获取 
更多决策参考信息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