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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及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2. 64 亿, 占全国总人

口的比例为 18. 7%, 2021 年底, 我国已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了老龄社会, 进入了人口老龄化

的新阶段, 与此相适应的养老服务将会关乎每一位老年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并对加快我国老龄事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和

全面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 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

久的。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让老年人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 安享幸福晚年。” 在适应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

中, 健康老龄化是积极有效应对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 效益最好的发展路径。 其将

有助于中国特色老龄科研事业发展, 对于做好我国老龄工作、 加强老年健康领域学科发展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深远主编的 《中国新养老》 一书, 系统阐释了关于党的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
坚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执政理念, 把建设健康中国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

家战略。 在此基础上, 首次针对我国养老发展新需求、 养老模式新变化、 养老政策法规体系

建设等领域进行了学理化分析与探究。 此书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的战略部署, 促进老龄科学研究领域基础理论及政策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 其基本特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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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学术性、 理论性、 实践性为一体, 是符合 “健康中国 2030” 战略之需和人口老龄化研究

者期待的 “应时之作”。

　 　 一、 响应国家关切, 聚焦重点亮点

《中国新养老》 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把积极老龄观、 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全过程” 的要求, 着眼于新发展阶段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重大理论问题

进行系统研究, 通过援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并将这一重要论断作为研究契合点, 强调养老

问题已成为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和民生工程, 也是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的历史进程中, 党和国家将

养老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从书名上就凸显出一个 “新” 字, 即在新时代, 养老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亦是一种新

经济发展的方式, 更是一种新文明价值的体现。 编者高屋建瓴地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健

康老龄观的研究视阈全面系统地梳理新时代中国养老研究工作, 理论架构合理, 言语表达流

畅, 研究内容翔实, 重点剖析我国居家社区养老的新发展、 机构养老 (养老院养老) 的新定

位、 中国健康养老保障的新探索、 养老产业发展的新进展、 农村养老的新格局、 多元养老的

新业态、 养老政策法规的新趋势。 编者已审慎回答众多读者聚焦的四个问题为研究重点和撰

写亮点: 第一, 青壮年如何 “备养”? 第二, 老年人怎样 “乐养”? 第三, 家庭如何 “孝养”?
第四, 社会怎样 “助养”? 读者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士通过仔细研读此书, 可以全面了解养老问

题, 会更加理性地看待养老问题, 正确地选择养老模式; 亦可从社会学视阈出发正确地认知

老龄社会, 更加积极地适应老龄社会, 主动参与并建设老龄社会。

　 　 二、 深刻诠释理论内涵, 凝聚社会正能量

《中国新养老》 编者以历时性研究视角系统诠释了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理念, 厘

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初期机构养老及单位养老状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居家及社区养老逐步形成发展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新模式。 该书把养老与世情、 国情、 民情紧

密结合, 将养老作为一种新文明、 新文化、 新生活进行阐释。 编者关注养老问题, 但并不

拘泥于养老问题本身, 而是从深度与广度上分析对如何发挥老年人的余热, 各级政府应注

重发展 “银发经济” , 鼓励低龄老年人群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将老有所为、 老有所养二者有

机结合。 编者认为, 一方面, 低龄老年人可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社会治理现代化及治理体系完善、 社区卫生健康防疫等领域做志愿服务活动, 凝聚社会正

能量。 另一方面, 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 应倡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老龄观, 关爱老年人。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讲, 需要全社会携手营造关爱老年群体的社会环境, 在老年节

(重阳节) 等重要传统节日积极倡导尊老、 孝老、 敬老成为优良社会风尚和正能量, 逐步形

成城市—乡村—社区—家庭 (四级) 的老年友好型城市、 老年友好型乡村、 老年友好型社

区、 老年和睦型家庭, 全社会理应共同尊重老年人、 关爱老年人、 照顾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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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分析详实合理, 实践路径整体展现

《中国新养老》 一书在实现 “三全” (全社会动员、 全要素聚集、 全人群参与) 的前提

下, 重点分析了我国养老服务模式变迁过程中的案例。 例如: 在大都市居家老年人养老服务

方面, 北京市依据居家社区机构养老 “三位一体” 发展理念, 探索出 “三边四级” 就近养老

服务体系, 即围绕老年人周边、 身边、 床边 ( “三边” ) +老年人就近养老需求、 养老服务设

施专项计划、 建设养老照料中心行动计划、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 在充分利用大数据、 云

计算及信息技术实现精准高效助老方面, 编者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通过大数据构建集当地

老年人动态管理数据库、 老年人能力评估等级档案、 养老服务需求及设施为一体的养老 “关

爱地图”。 借用编者话语将其便捷服务模式称作 “按图索骥”, 运用此模式 ( “关爱地图” )
依照就近原则实现了精准对接相关养老服务机构、 虚拟养老院、 老年人群日间照料中心、 营

养套餐服务网点、 便民诊所等。 在关爱独居高龄老年人方面, 重点分析了自 2013 年起江苏省

太仓市沙溪镇中荷新村开展为高龄老年人发放 “福利包” 活动, 其涉及医养、 康养等十项具

体内容。 此外, 在乡村养老模式方面, 编者选择分析了河南太康 “五养” 模式, 认为它是将

当地特困老年人的集中供养、 亲情赡养、 社会托养、 居村联养、 邻里助养相结合而形成的家

庭养老模式, 亦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具体举措。

　 　 四、 思读者之所想, 言读者之欲闻

编者通过 “多维聚力养老新探索”、 “居家社区养老新展现”、 “机构养老发展新定位”、
“健康养老保障新探析”、 “养老产业发展新趋势”、 “农村养老格局新突破”、 “多元养老业态

新呈现”、 “养老政策法规新趋势” 8 章 32 节展开详尽论述。 通读本书,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

每章开篇设有导言和漫画, 通过此方式来吸引研究者关注重点内容, 激发其研读兴趣和拓展

思维, 从而增强对相关内容的可读性和对前沿研究领域的知识梳理和信息捕捉。 各章结尾附

有延伸阅读内容二维码, 在信息化时代, 读者或研究者能够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 通过智能

手机或平板电脑扫描书中二维码可即时阅读相关主题的海量电子书籍, 实现数字化、 便捷化

阅读。 书中第一章 “多维聚力养老新探索”, 告诉读者全球首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于 1982 年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 并制定通过 《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旨在推动世界老龄

事业发展, 有助于研究者较为清晰地把握世界老龄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彰显出中国在全球老

龄事业发展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发挥的积极作用。
“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

更是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转向老龄社会的重要窗口期。 《中国新养老》 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将

有助于深化读者对人口老龄化、 健康养老、 智慧养老等发展路径的理解, 助力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推进我国老龄科学研究事业稳步发展。

[责任编辑　 武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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