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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给女儿的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我们

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准备#等年老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不会让我们成为你

们经济上的负担$ 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担心你们不孝顺而是太爱你们%太

在乎我们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虽然大多数老人没有雄厚的经济能力%但他们有个共同心愿!宁愿让

孩子"啃老'%也不愿意自己"啃少'$父母的爱心令人动容%如果每一个子女

能够用心去关心自己的父母%如果今天的我们能够早早规划%做一点物质

上精神上的准备%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制定更合理的政策%让养老院(社区养

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更合理地铺展%享受美好的老年生活应该不是一种

奢望$

你
还
可
以
这
样
养
老

! !

主持人的话

根据近年的一项

统计表明! 上海没有

子女陪伴在身边的老

年人总数达 !" 万余

人!从 #$%& 年起!上

海新增老年人口中八

成以上将为独生子女

父母" 如何养老!不可

避免地摆在每个家庭

面前" 本期谈话邀请

了社会学家# 养老机

构主管和养老事业经

理人一起来谈谈$你

还可以这样养老%%%

!主持人"

忻之湄

!嘉 宾"

坦然接受来自亲人的照
顾和各种公共服务，享受有
尊严的晚年

主持人# 目前国内一般有些什么样的养

老模式)对于选择进入养老院%不少国人的第

一反应是无可奈何的最后一遭% 您是如何看

待这个问题的)

朱伟珏# 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养老模
式，即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中国
传统文化以“孝”为核心，由子女照顾老人的
家庭养老受到普遍欢迎，也是目前为止最主
要的养老模式。中国社会居家养老率高达
!"#（!$%为家庭养老，"#为社区养老）。而随
着独生子女及核心家庭的大量涌现，家庭养
老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今后，包括养老院在
内的机构养老模式（目前仅占 &%）将成为越
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与中国不同，西方社会
强调个人主义。子女较少承担赡养父母的责
任，而且老年人比较自立，不太愿意麻烦和依
赖子女。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度过自立和有尊
严的老年生活十分重要。所以国外许多老人
愿意独立生活，如果体力状况不允许，则大多
会选择进养老院或老人公寓，而不会将此看
作是被亲人或社会的遗弃。我曾常年旅居日
本。在日本，机构养老（包括养老院和老人公
寓等）是一种较为普遍也得到老年人认同的
养老模式。日本老人具有较强独立性，不喜欢
依赖子女。在他们看来，进养老机构接受公共
服务体现了个人的尊严。由于日本是较早步
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所以各种老年设施
完备，能基本满足多层次人群的需求。其中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利用已经关闭的幼儿
园、中小学校舍（日本因少子化不得不关闭很
多学校）改建的养老院。这些养老设施因紧邻
社区而深受欢迎，既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问
题，也使得老人们可以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
活环境。

主持人#所谓"养儿防老'在今日社会还

靠得住吗)

朱伟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三代同
堂的传统大家庭早已解体，由父母和独生子
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主流。随着成年子女
的离去，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传统的“养儿
防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养老将成为
今后主要的养老模式。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有
必要树立一种全新的养老观念。在这方面，西
方发达社会强调自立性、有尊严和有意义晚
年生活的养老观念可以作为有益的参考。
事实上，我周边有许多上海老人都很自

立。他们有尊严地安享着晚年生活。由于有退
休金，这些老人经济上不用依靠子女，即便在
生活方面也不愿意麻烦子女，尽量自己克服。
以我旅居过的日本为例，日本人普遍认为养
老问题应该由政府和自己共同解决。在养老
问题上，子女承担的责任向来较少，除了人人
都加入国民养老保险外，很多人还会购买各
种商业养老保险。我认识一位大学女教师，她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规划养老，每月要支
付 '&万日元（约合 '万人民币）的商业养老
保险金。
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会尽早开始自己的

养老规划。目前阶段来讲，主要做些财务规
划，不过我们国家为养老准备的理财产品太
少，无法满足需求。至于将来，我个人还是倾
向于接受公共养老服务，身体状况允许的话，
可以接受社区养老，如果体力不允许的话，则
可以在养老院或老年公寓安度晚
年。

让老人安心在养老院生
活，需要社会、老人和子女共
同配合

主持人#老人被送进养老院养老%子女总

会被认为是不孝%你觉得呢)

齐科长# 我进入养老这个行业近 '$年
了。记得刚入行的那几年，子女送老人来养老
院的确会有精神包袱，生怕被指责不孝，而老
人心里也会有疙瘩，总觉自己好像被遗弃了。
但近年来我发现情况在变化。有些子女觉得
能把家里的老人送进像我们这样条件比较好
的养老院，显示了自己有实力有人脉，觉得是
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以我所在的养老院为例，
我们有 ($$多个床位，在中心城区的养老院
中是比较难得的。护理人员的配备、各项设施
的落实是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指标配置的。
我们目前入住的老人中有 &位百岁老人，!$
岁以上的老人 !)位，还有三分之二失智失能
的老者。这样的老人如果居家养老，子女显然
是力不从心的。也有些家庭给独居老人找保
姆，结果，不少保姆反仆为主成为家庭的主
导，给老人和家庭带来更多的担忧和麻烦。

主持人# 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养老院的不

良新闻% 还有种说法送老人去养老院等于给

老人折寿%情况真是这样吗)

齐科长# 我觉得在这方面媒体的报道有
误。据我的观察，真实的情况真的并非如此。
我也考察过不少民营的养老院，平心而论，为
了生存需要，它必须得计算成本，在硬件配置
上很难达标。护理人员配备不足，有些时候的
确力不从心很难顾得过来。但同医护人员一
样，我想，大部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出发点总
是希望把事情做好的。看了那些负面报道，作
为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觉得挺委屈的。我们
做过统计，在我们这里养老的失智失能老人
平均寿命延长了 &*(年呢。要让老人安心在
养老院享受人生需要社会、老人和子女共同
的配合。比如，选择进我们养老院的，我就会
事先同家属沟通，让他们在正式决定之前，先
带老人过来了解一些情况，熟悉一下环境。送
老人入住以后，尤其是头一个月，要经常来看
看他们，要给他一个过渡，不要让老人有一种
被遗弃的感觉。一般，一个月之后，老人就会
渐渐适应并且喜欢上我们这里的生活。至于
有个别送进养老院提早离世的老人，在我看
来，最大一部分原因是事前没做好老人的工
作，家属不配合，送进来就不管不顾，老人心
里落差大，导致提早离开。说实话，现在收老
人，我会嘱咐工作人员多了解一下家属的情
况，如果家属一开始就表现得很难缠，我会建
议暂时不收。我这样做其实也有不得已的原
因，有些家属平时根本不来看自己的父母，一
旦出了事情就立刻来兴师问罪。我以前是学
医的，我们对老人的主张是能坐着就不要躺
着，能站着就不要坐着，我们会每天带他们活
动，做保健操手指操。但毕竟是行动不方便的
老人，百密一疏，难免会出一点差错，这个时
候我们很需要老人家属的理解。
主持人# 老人在养老

院一天的日子是怎么度过

的) 你们养老院的收费一

般老人能承受吗)

齐科长# 我们严格按
照行业协会要求配备软件
硬件的。对于那些行动不
能自理的老人，我们的护
理人员要定时巡视、给他
们翻身。对于行动自由的
老人，这里的生活内容很
丰富，有 '(门老年大学的
科目，老人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课上。定期有志愿
者来陪老人唱歌、做操、说

话。一般六人间的
话，每月花费 )($$

元。双人间的话，收
费会贵一些。

科技手段可以解决老
人的生活问题，精神需求
需要亲人的呵护

主持人#您从事老年事业多年%觉得

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是目前比较可行的)

徐超#我做过统计，在中国社会，+$,
的老人不喜欢离开家去养老院。即便选择
养老院，大部分老人也不喜欢到偏远的郊
外，哪怕那里的硬件设施好空气好。现实
情况是，中心城区的养老院很少。建立一
个养老院必须符合很多相关标准，这些标
准在中心城区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这就造
成了中心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而远郊
有不少设施不错的养老院空置。我听说
过老人申请养老院一个床位，排队要排
'-年！我考察过不少国外的养老院，在
欧洲、日本，社区如果有五六个床位就可
以设一个养老院。但在国内目前显然还
不太可行。从国情出发，对于中国的老人
来说还是居家养老让老人觉得安心而又
自尊。但目前的问题是，子女通常比较忙
碌，很少抽得出时间来探望老人，他们容
易陷入孤独、寂寞和精神危机中。

主持人# 你所在的区域推出的社区

养老服务很受老人欢迎% 这是一项怎么

样的服务呢)

徐超#我始终觉得“关心老人的今天
就是关心我们的明天”。我所在的区是全
国首批养老服务示范区，我们有一个得
到政府支持的“信息化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平台”，实现了全区养老服务的全覆
盖，这个平台也算是国内首例。我们现在
推出的养老服务就是在老人家中装上一
个客户终端，老人有需要，可以通过这个
终端联系我们的养老中心。老人们可以
用“一键通”电话或手机，拨打我们的热
线，预约个性化服务。比如，如果老人感
到身体不适或发生紧急情况，只要按下
特定的一个键就能接通中心平台，平台
电脑屏幕上会同步跳出按键人住址等各
种信息，工作人员可马上通知救助员赶
赴现场，有紧急情况还可以通过信息直
接通知老人的子女。当老人需要陪医取
药、助浴洗涤、送餐购物、理发做饭等服
务时，可用“一键通”向中心平台预约项
目和时间，上门的助老服务员随身带着
./0机，老人可用服务卡结算费用。有时
候，老人拿着电话和我们的助老服务员
能说上一个多小时，这样的情形让我感
到既欣慰又心酸。目前全市有 1个区域
已经有我们的服务了。
不过，我觉得无论养老业怎么发达，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就我们个人而言，还
是应该多花点时间关心老人。我们可以
通过科技手段解决居家养老的实际问
题，老人的精神生活还是需要子女的关
心与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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