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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等待老人入
住限制条件进一步减
少，对于养老机构自身
而言，仍有一些短期问
题等待着解决。

首当其冲的便是
养老院的承接能力。
闫帅说，在经历了三年
较低的入住率后，入住
人数的突然上涨，会让
很多养老机构有点力
不从心——包括消防
水电等设施的维护提
升、护理员的培训等
等，在此前三年都一直
被搁置。

近期，闫帅也计划
将养老院一栋容纳120
张床位的楼进行改造
提升，包括床位、灯光、
绿化等设施，这也意味
着短期内养老机构承
载不了大规模的新入
住老人。“度过约半年
的准备期后，相信那时
入住率可能会出现一
个比较大的增长。”闫
帅表示。

在过去一两年，人
才流失也令施颖秀感
到担忧。她说，因为封
闭式管理，很多护理员
工作很繁重、压力比较
大，同时还没办法回家
照顾自己的家庭，因此
人才流失问题比较严
重。

施颖秀介绍，护理
员招聘难是养老行业
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
题。新招聘的护理员

经过内部培训与一段
时间工作后，能留下一
半 就 是 很 不 错 的 情
况。此前三年，护理员
的平均工资也在持续
上涨，但机构入住率却
在下降，这中间的成本
上涨也都需要机构管
理者去承担。

除了人才流失问
题，闫帅表示，解决机
构空置率问题也将成
为困扰养老行业的中
长期难题。

2021年1月，北京
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北京共有养老机
构544家、床位10.8万
张、养老服务商2万多
家。但北京的养老机
构空置率仍有 40%左
右，即还有四成床位等
待老年人入住，建设速
度相对超前。

闫帅表示：“因为
地理位置、收费标准等
原因，导致一些养老机
构空置率较高。但从
多年行业经历来看，真
正面向普通人的普惠
型养老机构入住率还
是更高。现在从政策
到行业都在提出对普
惠养老机构的扶持，但
目前何为普惠养老机
构却没有明确标准。
只有直接扩大真正普
惠养老机构的数量，才
能让更多的普通人住
得起、愿意住养老机
构。”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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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28日复工第一天
开始，陈琳为了给父亲寻找
一家合适的养老机构，可谓
几经周折。

四年前，已经72岁的陈
琳父亲就因为摔了一跤导
致基本处于半自理状态，加
上高血压与冠心病需要定
时吃药和控制饮食，为父亲
寻找养老院成为一项“不得
不面临的任务。”

为了能让父亲安心住进
养老院，陈琳可谓使用了各
种“手段”。她说，首先需要
让父亲转变观念，给他一点
点解释入住养老院的好
处。其次要综合考虑距离、
价格、机构是否有医养结合
功能以及已入住老人的评
价等。

后来，疫情的到来以及
养老机构断断续续的封闭
式管理，陈琳的父亲就更加
抵触去养老机构，家里人也

为此争吵数次。入住养老
院的计划就这样被一直搁
置。期间，陈琳父亲的照护
多数时间靠妈妈勉强支持，
平日下班后就由夫妻俩护
理。即使这样，父亲的身体
每况愈下。

当 2023 年春节复工到
来后，父亲的日常护理再次
成为家里的重担，同样已经

74岁的母亲也经常抱怨护
理太累，日常被缠着什么都
做不了。于是，寻找养老院
计划再次提上日程。每天下
班后，陈琳都会逐家咨询周
边养老院并做成表格分析对
比做初筛，此后再尽量去养
老院现场查看环境并打听口
碑。她说：“这个过程并不比
买房容易。”

像陈琳父亲这样被压制
已久的养老需求，近期在全国
更多养老机构开始显现出来。

提供养老机构等信息查
询的平台春座养老网提供的
数据显示，近期平台每天的
咨询访问量由年前的不到
100次涨到了 500次以上。
北京普乐园爱心养老院院长
闫帅也感受到了电话咨询量

的骤增，他说：“最近市场的一
些反馈，让我们觉得养老产
业的黄金期可能真的要来
了。”

在闫帅看来，如果养老
机构能尽快恢复到三年前的
满负荷运载状态（包括各项
基础设备、员工数量），老人
入住将会有一个爆发式增
长。

纵深

过去三年，入住率下滑
成为养老机构的共同难
题。跨过 2023 年农历新
年，这样的局面正在改善。

闫帅表示，在疫情放开
的基础上，随着年后老人子
女开始上班，一些老人的护
理需求再次凸显，尤其对于
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
护理基本离不开人，这时家
属便会主动地找到养老机
构咨询入住细节。

“在此前各地疫情感染
高峰中，养老院基本能做到
安全的、有保障地护理老
人。疫情期间，虽然很多家
属都只能远程视频探视，但
是老人的身体、精神状态，
家属都可以随时感知到。”
闫帅表示。

除了存量的养老需求，
北京市丰台区颐养康复养
老照护中心院长施颖秀介
绍，每年随着一些老人的身
体机能下降，也会催生新的
养老服务。当前养老服务
需求大体呈现“9064”养老
格局，即90%的老人选择居
家养老，6%的老人选择社
区养老，4%的老人选择入
住养老机构养老。一般失
能、半失能、失智以及高龄
老人才会更多考虑入住养
老机构。

即使只有4%的比例，
考虑到全国2.67亿老人基
数（截至2021年底），有养
老院入住需求的老人数量
依旧庞大。2022 年 9月 1
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
人李永新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老年人口基数大、老
龄化速度快，高龄、失能、独
居、留守等老年群体不断增
多，他们既有机构长期照护
的刚性需求，又有依托社区
居家便捷享受社会化专业
化服务的殷切期待。大力
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广大
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
老服务需求，具有重要而紧
迫的意义。

在巨大需求之下，在养
老机构从业者看来，近期的
咨询量能否转换成入住仍
有许多障碍。

以北京为例，1月 6日
发布的《北京市养老机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指引》
提出，入院人员必须查验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现场抗
原检测阴性结果。机构封
闭管理期间，落实入院人员
闭环管理，返院(新收住)老
年人和返岗(新入职)员工应
首先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现场抗原检测
阴性结果，并在集中健康观
察点或机构内具备隔离条
件的隔离区(室)按规定落实
健康观察措施，方可闭环入
院或在院居住、工作。机构
严格封闭管理期间，暂停家
属入院探视、接待走访慰问
等非紧急必要入院活动。

“对于很多老人而言，入住
养老院首先需要传统养老
观念上的改变；其次，如果
长时间被限制在养老院里
见不到家人，老人入住养老
机构的意愿也会降低，这也
是此前养老机构入住率下

滑的重要影响因素。近期
咨询量虽增长明显，但在得
到专业养老服务和探视限
制条件之间，家属和老人也
会重新衡量是否要入住养
老机构。”施颖秀表示。

与此同时，施颖秀表
示，如果接下来探视老人等
限制条件逐渐减少，入住率
也能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提
升。

施颖秀说，稳健将成为
2023年自身机构规模扩张
的主题——在养老行业，想
回到六七年前民营中小企
业快速扩张机构数量的时
代比较难，现在行业对于大
规模投资还是缺乏足够的
信心。但未来如果有公建
民营项目，也会去积极参
与，因为公建民营项目一般
政府免费提供场地，这样风
险更小、运营也相对稳定。

在2022年9月《养老托
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
策措施》发布后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秘书长苏伟介绍，
这两年养老托育服务行业
普遍面临着经营成本上升、
人工租金上涨、防疫开支增
加等突出问题。2020年全
国有20个省份的养老服务
机构整体亏损，2021年以
来全行业困难进一步加大。

闫帅表示：“经历过去
三年的艰难期，我们现在的
态度是，抛弃过去所有不好
的经历、想法，往前看是一
片曙光、期望。我们肯定会
迎来慢慢转好的一年。”

需求重新热起来 短期之内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