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6 月 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年，进一步改善养老、托育服务基础设施条件，推动设施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增强兜底保障能力，增加普惠性服务供给，提

升养老、托育服务水平，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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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和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实施方案》明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专项项目遴选过程中，优先考虑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重
大战略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求，并积极向脱贫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革命老区等重点地区倾斜。

《实施方案》强调，鼓励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通
过开展运营能力评价等方式，支持实力雄厚、项目优质、诚实守信的龙头机构，推动提升服务质量。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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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我国将进一步改善
养老、托育服务基础设施条件

迫切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
我国的基本国情，“十四五”时期我国养
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需求更为
迫切。 主要表现为，老龄化程度持续加
深，2020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口达 2.6 亿，今后 5 年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将以每年约 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高
龄和失能失智老人数量不断增多，养老
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对服务能力和质量
提出更高要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
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
等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
要因素，而当前托育服务仍处于起步阶
段，既面临需求不断扩大、投资快速增长
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设施缺口大、运营成
本高、人才供给不足等挑战。

《实施方案》强调，“十四五”时期是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迈向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是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加强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是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性工程，是
贯彻落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任务要求的具体实践，对于实现老有
所养、幼有所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四项建设任务

《实施方案》明确了“十四五”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的任
务，包括以下四项：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建
设连锁化、标准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网络，提供失能照护以及助餐助浴助洁
助医助行等服务。 二是新建或改扩建公
办养老服务机构，提升公办养老服务机
构护理能力和消防安全能力，强化对失
能失智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 三是扩
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支持培训疗养
机构改革转型发展养老，支持医疗机构
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一是新建
或利用现有机构设施、 空置场地等改扩
建，建设一批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承
担指导功能的示范性、综合性托育服务中
心项目建设。二是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
给，支持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举办托育
服务机构，支持公办机构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探索发展家庭育儿共享平台、家庭托
育点等托育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示范方面，一
是支持儿童劳动教育、自然教育、课外实
践、科技体验、素质拓展等校外活动场所
设施建设。二是支持城市街区、道路、社区

以及学校、医疗机构、公园、图书馆、绿地
等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适儿化改造等。

在落实重大决策部署的建设项目
方面，《实施方案》明确，党中央、国务院
做出重大决策部署以及中央领导同志
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落实的养老、托育
服务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现有建设任
务暂未覆盖的，可另行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
育建设统筹实施。

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提出，通过新建养老服
务设施，以及改扩建适宜的培训疗养设
施、厂房、医院、闲置校舍、办公用房及
其他设施等方式，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
支持“社区、医养、旅居、培疗转型养老”
4 类项目：

一是支持养老服务骨干网建设，夯
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发展集中管
理运营的社区嵌入式、分布式、小型化
的养老服务设施和带护理型床位的日
间照料中心，支持连锁化、综合化、品牌
化运营，增加家庭服务功能模块，强化
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行等服务能力，增
强养老服务网络的覆盖面和服务能力。

二是支持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建
设。支持社会力量建设专业化、规模化、
医养结合能力突出的养老服务机构，完
善长期照护服务的标准规范，加强专业
护理人才培养储备，提升信息化、智能
化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康复辅助器具推
广应用，强化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
照护服务。

支持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建设项目原则上床位数应在 50 张及以
上，床均面积控制在 30—50平方米之间，
床位数可根据老年人需求或机构实际条
件进行适当调整，可同时申请设备包。

三是支持普惠旅居养老服务机构
建设，结合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形成
季节性地方推介目录，加强跨区域对接
联动，畅通全国普惠旅居养老服务。

四是支持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
单位所属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发展普惠养
老项目。《关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
位培训疗养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
通过改革有效盘活国有资产存量， 加快
转型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向社会开放，支
持转向健康养老等新型服务业。《关于推
进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培训疗养
机构转型为养老服务设施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明确将培训疗养机构转型为养老
服务设施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 按照以
上文件要求， 对于中央所属培训疗养机
构转型项目，可通过完成“先接后交”手
续， 视同资产承接方已具备项目产权或
使用权，组织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各地

要加大政策支持和协调推进力度。同时，
对于完成资产交接、前期手续完备、符合
中央预算内投资相关要求的地方所属培
训疗养机构转型项目，成熟一批、储备一
批，积极纳入支持范围。

《实施方案》明确，普惠养老城企联动
专项行动将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张
养老床位2 万元的标准支持居家社区型
和医养结合型机构建设，1 万元的标准
支持旅居型机构建设。 项目同时符合多
种支持类型的，按照最高标准进行补助。
原则上每个城市年度补助床位数不超过
10000张，高于年度补助床位数上限的按
10000张补助，或者分年度实施。 建设任
务跨年度的项目，可以分年度安排。

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提出，支持社会力量发
展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和综合托育服务
机构。 新建、改扩建一批嵌入式、分布
式、连锁化、专业化的托育服务设施，提
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
样化的普惠托育服务。支持工业（产业）
园区、用人单位等利用自有土地或设施
新建、改扩建托育服务设施，普惠托位
要向社会开放提供。培育承担一定指导
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发展互联
网直播互动式家庭育儿服务，鼓励开发
婴幼儿养育课程、父母课堂等。

支持公办机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鼓
励依托社区、幼儿园、妇幼保健机构等新
建和改扩建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
化的托育服务设施，原则上单个机构建设
托位规模在 150个以内为宜。

《实施方案》明确，普惠托育服务专
项行动将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个
新增托位 1 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

《实施方案》还提出，支持纳入国家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示范范围的城市加
强儿童校外活动场所设施以及城市公共
空间和公共设施适儿化改造等， 项目建
成后应向所在地全体适龄儿童提供公益
或普惠性服务， 营利性项目不纳入支持
范围，重点支持能够补短板、强弱项，具
有示范带动效应的项目建设， 单项投资
较小的一般项目不纳入支持范围。

《实施方案》明确，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示范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原则上按
照东、中、西部地区（含享受中、西部政
策地区） 分别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60%和 80%的比例进行补助。 其
中，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儿童校外活动场
所设施建设类单体项目补助上限按
2000 万元控制， 对城市公共空间和公
共设施适儿化改造类单体项目补助上
限按 1000 万元控制。 原则上每个示范
城市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总额不超过
1 亿元，可以分年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