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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护理服务面临的问题日益显现,实现老年护理服务的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对老年护理服务的现状以及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的内涵进行分析,对借助于互联网和物联网建立社会化的老年护理服务模式的

可靠性进行探讨。提出构建社会化护理模式的基本内容,护理服务社会化模式的完善需要政府和老年护理机构以及家庭共同参

与,以加快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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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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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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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随着老

年人年龄的增加,对养老护理服务和医疗的需求会逐

渐增加[1]。老年护理服务是对长期生活无法自理的

老年人所提供的各种支持性的个人和社会服务,其持

续时间较长,服务需求包括生活照顾服务和健康护

理、精神慰藉服务等方面。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

布的《2016中国长期护理调研报告》[2]数据显示,全
国有7%的家庭有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79.9%的

家庭主要护理服务为配偶、子女或其他亲属,第三方

服务仅占21.1%。在家庭护理的53%的家庭中家庭

成员提供的护理时间大于50%。由此可以看出,老
年人的护理服务形式仍以居家护理服务为主,由家庭

成员提供照护服务。在老年人居家护理方面,对于非

独生子女家庭而言,老年人的护理服务和费用可以由

多名子女共同分担。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步入

高龄老人行列,未来“4-2-1”家庭的老年人陆续增

加,独生子女的护理负担会逐渐加重。另一方面,由
于现代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投入社会生产活动中,原
来以家庭主妇为主要照护服务提供者的女性大多已

经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导致家庭护理人员不足,老年

人的护理服务需求难以满足。老年护理服务的提供

主体除了家庭以外,还包括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在

市场主体方面,主要是通过营利性的护理机构提供相

应的护理服务。营利性的养老机构对于收入不高的

老年人来说,由于其支付能力不足,面临着经济困难;
另一方面,机构护理人员和床位不足也难以满足老年

人的需要。因此,发展去家庭化、去商品化的社会化

老年长期护理服务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长期

护理服务的去商品化程度可简要理解为长期护理费

用负担的社会化程度[3],寻求建立社会化护理服务模

式已经成为老年护理服务的发展趋势。
1 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概述

1.1 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的内涵

老年护理服务的社会化,主要是由政府部门组

织、有关机构和人员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的社会护理服

务系统。衡量护理服务社会化的重要指标就是去商

品化和去家庭化。因此,社会化的服务系统需要政府

将老年护理服务机构、护理人员以及护理服务纳入综

合管理体系,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成为家庭护理的替代或补充。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

主要体现为护理服务提供、机构管理以及费用分担等

方面的社会化。
1.1.1 护理服务提供的社会化 主要是由政府将护

理服务资源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为社会成员共享,建立

起服务供给和需求的沟通平台,将符合条件能够提供

服务的人员和机构纳入平台管理,由政府购买服务向

需求方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这种服务不同于家庭

护理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化服务。
1.1.2 护理服务机构管理的社会化 老年长期护理

提供的机构主要是养老机构、老年护理院、医疗机构

等。通过网络平台可以进行资源的整合,将养老机

构、医疗机构、老年护理院、社区等机构和符合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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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以及有需求的老年人等整合到老年护理服

务网络中,由政府部门进行规范化管理,建立管理和

监督机构,对护理机构的人员和机构标准进行统一规

范,形成同质化的机构,便于老年人选择。在提供服

务的机构性质方面,可以包括公立、私立、股份制等形

式。
1.1.3 费用分担的社会化 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主要

包括日常的生活照护和健康医疗护理等。护理费用

可以在同一区域采用统一的标准,并建立起相应的护

理保险制度,费用的标准和支付办法由专门的机构与

护理机构协商制定,由政府、机构、个人等多方负担,
确保公平、公开、公正,减轻家庭负担。
1.2 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的重要作用 ①可以有效

地提高老年护理服务的效率。通过建立社会化的护

理服务体系,可以使家庭护理人员从效率较低的家庭

护理中解脱出来,代之以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有利

于提高护理服务的效率,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率

的提高。②可以有效地提高老年护理服务的质量。
社会护理服务机构可以通过专业的机构和人员提供

专业护理服务,制定统一的护理服务标准,使服务质

量得到保障。③有利于有限的资源实现合理的配置。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基层医

疗服务机构闲置的硬件资源较多。将闲置的资源利

用起来建立老年护理服务机构,既盘活了资源,又满

足了老年人护理服务的需求。在护理人员方面,社会

化的机构可以对护理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将培训合

格的人员通过“共享护理服务”的方式,使其通过护理

服务平台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
2 基于互联网的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模式的可行性

2019年2月12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互联网

+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4]明确提出“互联网+护

理服务”的概念,即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的护

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以“线上申请、线下服务”
的模式为主,为出院患者或罹患疾病且行动不便的特

殊人群提供的护理服务。明确提出了“互联网+护理

服务”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服务内容。该方案为

借助于互联网实现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面向医疗服务行业的物联网

体系正在逐渐架构。未来这一服务体系包括医疗服

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医

疗保障体系。该体系架构的定位重点部署在医院和

社区家庭两类环境区域,通过多种基础通信网络与卫

生行政监管机构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支持智慧医院和医疗健康管理服务,并支持第

三方服务及行政卫生监管[5]。目前,物联网及相关产

品已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医护型”养老机构使

用[6]。这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把人们的需求和供

给联系起来的物联网技术,对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服务

工作提供了便利,为实现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提供了

外部环境。
3 基于互联网构建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模式的建议

3.1 建立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虚拟护理服务机构

虚拟护理服务机构是相对于实体护理服务机构

而言的,其服务理念是借助于虚拟养老机构的服务理

念。所谓虚拟养老机构,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运用市

场化手段、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社会资源、社区资

源和家庭资源,满足老年人物质需要、生活料理和精

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达到全面养老的一种创新居家

养老模式[7]。虚拟护理服务机构是在政府的引导下,
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社会

和社区医疗卫生资源,为需要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提供

专业护理服务的虚拟机构。机构的管理主体是政府,
运营主体为护理服务机构,通过社区卫生服务平台建

立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护理服务网络。虚拟护

理服务机构的操作由实体护理服务机构和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共同完成运营和管理。
3.1.1 虚拟护理服务机构的设置 ①将物联网与互

联网对接,建立基于社区卫生服务网络的虚拟护理机

构。为解决老年护理服务人员不足导致的老年护理

服务可及性不高的问题,通过物联网建立虚拟的老年

护理服务机构,借助于社区网络平台,将物联网与互

联网对接,对老年人居家护理展开远程监控,实行远

程监护和指导。组建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的由专业

医疗机构、护理人员、护理机构、社区以及政府有关部

门共同组成的老年护理服务网络,将网络的终端延续

至老年人家庭或机构,将老年人的日常护理服务和健

康服务纳入护理服务机构的平台,开发老年护理服务

App,为老年人提供适时的专业化服务或指导[8]。②
通过互联网建立护理服务网上服务市场。由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与护理服务机构合作打造专业的老年护

理服务队伍,将社区及社会护理服务人员的信息纳入

网络平台,使各层次的护理人员通过互联网实现服务

共享。建立网上信息咨询与网下服务提供相结合的

服务网络。③服务形式可以为派单式服务。通过线

上网络信息与线下的服务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派单

式服务,建立护理人员服务、信息反馈和实时的监督

体系,确保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求得到满足[9]。将虚

拟机构与真实的服务相结合,同时将社会化的护理服

务与老年人的家庭护理相结合。
3.1.2 虚拟护理服务提供方式 由虚拟护理服务网

络的护理服务机构和人员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

护和健康护理服务。首先,对有照护需求的老年人通

过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建立健康档案,签订服务协议,
与服务机构约定服务内容;其次根据老年人需要提供

护理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日常生活照护

方面。需要日常生活照护的老年人以高龄老人和失

能老人为主,建立基于物联网的老年人看护系统,对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环境进行远程监护,包括老年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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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异常时可以将信息传递给老年人的家属,在家属不

方便照护时,传递给社区服务人员,由社区服务机构

提供上门服务。②健康护理方面。健康护理需要专

业护理人员完成。一般简单的健康护理可以由护理

员完成,复杂的护理服务需要由专业的护士完成。需

要健康护理的老年人与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协议,日常

通过健康监测设备监测其健康指标数据以及用药情

况,可以通过物联网传递相关信息,建立基于医联体

的社区医护服务,逐渐开展点对点的医院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相结合的医院社区对接模式[10]。对于需要

医疗服务的老年人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平台提供

必要的医疗咨询和护理服务,必要时可由医护人员提

供上门诊疗及护理服务。对于纳入系统已经签订协

议的老年人,为其提供智能监护系统,包括可穿戴设

备、室内生活监控设备以及呼叫设备,通过互联网与

物联网连接起来,建立智能呼叫系统[11]。在服务流

程上可以借助于网络通讯系统的服务模式,对于有需

求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呼叫,由系统管理人员进行任务

分配,将其转入各个服务部门,并派发任务给服务人

员。由虚拟机构范围内的机构员工负责提供上门服

务或远程服务,服务过程通过系统进行记录,由服务

的需求方进行评价和反馈,实现完整的服务过程,并
将其记录于老年人服务档案。
3.2 政府对护理服务机构的社会化管理

3.2.1 老年护理服务由政府制定规范,社区参与管理

 虚拟护理服务机构作为老年护理服务的专门平台,
由政府建立并对纳入平台的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进行

规范管理,制定准入标准。日常信息管理主要通过社

区卫生服务平台完成。对于护理服务机构与护理人

员,可以引入高校或社会培训机构对其进行定期培训,
保证机构和人员的服务质量。护理机构可以为护理员

建档立卡,提供护理继续教育和培训,使老年护理员的

能力得到持续提高[12]。对于医疗人员提供的咨询服务

以及家庭病床服务,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负

担相应的费用,并对医疗人员进行统一登记管理。通

过医联体平台,将社区护理服务网络与医疗机构对接,
实现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3.2.2 建立社会化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提高老年护

理服务质量 目前护理服务机构公立和私立并存,机
构规模大小不一,机构的服务能力及质量也存在差

异。老年护理服务质量可以采用由政府组成监督机

构监督与需求方监督相结合的社会化监督体系,对护

理机构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监督方可以通过物联

网平台或互联网平台,采用线上和线下监督相结合的

形式完成。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医护人员服

务评价结果提升其待遇。对于提供服务的机构,政府

通过对护理服务机构的专项评估,将护理机构进行分

级分类,纳入服务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可以采用分级

管理的形式,对于服务质量好的机构可以晋级,激励

护理人员和护理机构认真做好老年护理服务工作,提
高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对于不符合标准的机构和

人员进行指导和培训,改进其机构环境,提高服务能

力,使其能够达到规定的标准。
3.3 资金筹集 实行老年护理服务的社会化,需要

投入大量的资金,其资金可以通过社会化途径筹集,
其中政府财政投入资金不可缺少。首先,网络服务平

台需要政府投资建设,包括平台的软件和硬件设施;
机构的服务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机构服务的方式或政

府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方式获得;其次,需要尽快建

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以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

付护理服务费用;第三,接受护理服务的费用需要老

年人个人或其子女负担一部分,补充费用的不足。
4 小结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老年护理问题

将是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护理服务社会化模式的完善需要政

府和老年护理机构以及家庭共同参与,建立起完善的

护理服务网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互联网

平台和物联网技术便捷的沟通方式,将会加快老年护

理服务社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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