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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的社区养老服务企业都将死掉？看日本的养老产业！

版权：来源 综合VINUX、盛景商业评论 ID:sjwl360 作者 王悦

“中国99%的社区养老服务企业都将死掉？！

目前来看，在中国做社区养老服务的99%的企业，基本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 

”

一、养老到底需要什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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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老了以后，需要3个最基本的服务。 

1.送餐

吃饭是生存的最最基本的需求。老了以后，收入减少了，同时也可能无法自己做饭了，
因此，养老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能每天有饭吃，而且不需要自己做。

2.照料

人老到一定时候，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走动、洗澡这些基本动作可能都会逐
渐做不了。因此，需要有人照料自己，帮助完成这些事情。

3.医疗

人老了，各种器官机能都严重退化，疾病缠身，需要有医生帮助解决病痛。

所以，送餐，照料，医疗，是养老需要的3大基本服务。

先扫一下盲，中国的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三种模式。 

1.家庭养老

说白了，就是人老了以后，完全由家庭成员照顾，由家庭成员提供饭菜，帮助完成穿
衣、下床、上厕所、走动、洗澡等这些动作，生病了也由家庭成员送到医院并照看。

中国人的养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但现在，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以及繁重的工作，
这种模式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如果是你，你觉得还能24小时提供上述这3项服务来照
顾你父母吗？

二、关于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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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构养老

简单点说，就是把需要3项基本服务的老人送到专业养老院去。

这是目前存在的主要方式，但这种方式问题很大：

（1）价格太高，大多数人负担不起。

住进专业养老院，其费用至少包括这几项：房费，餐费，照料费，医疗费，以及养老机
构的利润，这几项加起来，房费+餐费+照料费+医疗费+企业利润，基本上远远超过大
部分人的退休金了。

（2）熟人社交关系消失，导致严重心理问题。

首先由于离开家，没有了熟人社交，孤独感瞬间出现；其次被送进养老院，很容易产生
等死的感觉，看着养老院里很多年龄大的不断去世，直接严重打击精神，严重者导致抑
郁症。

3.社区养老

简单地说，就是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由社区专业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上述3类基本服
务。

理论上，这种方式，和机构养老相比，对于老人而言，第一是省却了房费，费用似乎可
以降下来；第二是保留了熟人社交关系，不会导致心理问题。

似乎这种社区养老的方式很完美，但绝大多数社区养老服务企业根本无法生存，问题在
什么地方呢？

对于机构养老服务，其成本为：房费+餐费+照料费+医疗费。目前最便宜的机构养老
月费用，大约在2000元左右。 

三、根本没法养活自己的社区养老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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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区养老服务，其成本为：餐费+照料费+医疗费，似乎可以比机构养老便宜很
多。

但实际上，社区养老的服务成本更高，核心原因是一个社区内的消费者数量规模不足，
无法摊薄服务成本。

目前，在一个社区，需要提供3项基本服务的老人，基本属于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
人，这类老人大约占社区60岁以上老人人数的10%。

比如，一个10000人的社区，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一般占15%（当前中国平均），即
1500人，其中150人左右是需要这3项基本服务的。

这里，可以简单估算一下。

餐费：一日三餐送上门，假设按20元一天算，不包括配送费，最低也得600元/月；

照料费：一个最便宜的从农村来的生活护理员，至少得2000元/月，少了没人干；

医疗费：找一个最便宜的专业医生上门服务，即使一周一次，每次100元，至少得400
元/月；

因此，最便宜也得3000元/月，其实大家一看估算的价格取值，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城
市，几乎是不太可能按照这样的价格找到服务者的。
这里，中国普通百姓的平均退休工资，大约不会超过2500元/月的，因此，理论上绝大
多数普通百姓是无法实现住在自己家里获取完整的社区养老服务的。

所以，如上社区，即使分析有150个需要3项基本服务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顶多只
有10%可以负担得起，也就15个左右的老人会接受上述价格。

但为什么机构养老企业可以2000元/月左右收费可以做下来，而社区养老服务企业如果
按照2000元/月收费却很难生存呢？

原因就是一个社区内的消费者数量规模太小，无法摊薄服务成本。

例如一个厨师，专门为一个老人做一天3顿饭，收600元/月，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
这样无法满足厨师对月收入的期望值。但如果让他同时为20个老人做一天3顿饭（做1
个人的饭和做20个人的饭，其实工作量相差不大），收600元/人，就可以了，因为20

admin
Highlight



2018/1/15 99%的社区养老服务企业都将死掉？看日本的养老产业！

https://mp.weixin.qq.com/s/3WoCUU_FS7K6QdAonGqVBg 5/14

个人可以收到12000元，按照常规，大约可以赚20%的利润，即2400元，大致可以满
足一个普通厨师对月收入的期望值了。

据一些曾经提供社区老年餐厅的第三方企业估算，一个社区每天要达到2000份订餐
数，社区老年餐厅才能保本，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养老专业机构，把各个社区的少量需要3项基本养老服务的老人集中到一起，这样勉强
可以达到一个顾客规模和服务人员数量的最高效率匹配，摊薄服务成本，从而能够获得
持平或者微利。

而如果在社区成立一个第三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3项基本服务，则基本上永远都达不
到顾客规模和服务人员数量的最高效率匹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2000元/月
的价格收费，彻底就是亏本的，根本无法实现持平或者盈利，一般而言，至少要按照
4000元/月以上的价格进行收费，才有可能持平或者微利。

事实上，在中国的大部分社区，超过4000元/月以上价格的社区服务，90%的普通百姓
家庭都很难持续负担得起了。

因此，在中国，迄今都没有出现能够提供可持续的让社区老人负担得起的社区养老服务
体系的第三方企业。

从上述分析可知，如果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收费如果高于3000元/月，则绝大部分的普
通百姓无法负担得起而持续使用，收费如果低于4000元/月，则绝大部分的社区养老服
务企业无法生存，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这里，一家社区养老服务企业（以下简称A企业）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A企业的社区养老模式，其核心就是“基于社区公共钱包的补助模式+基于互助共享的
服务提供模式”。

1.基于社区公共钱包的补助模式

四、如何成为那1%的能活下去的社区养老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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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钱包是由B公益基金会联合某信息技术公司联合运营的社区互助保险体系，A
企业是B公益基金会的独家养老补助支付体系。

这样，事情就简单了：社区养老服务企业按照4000元/月的价格提供社区养老服务，而
社区老人可以按照2000元/月甚至更低价格获得第三方养老服务，因为社区公共钱包为
社区老人提供了差价补助，4000元/月的收费中为老人补助了2000元/月甚至更多。这
里，老人的补助额度是根据其A特权指数所定，一般老人的A特权指数范围为
5%-90%。举个例子，如果是65%，那么老人可以获得的补助是4000*65%=2600元/
月，老人需要自付部分则为4000元-2600元=1400元/月，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让绝大
多数普通老人负担得起。

至于如何让老人获得较高的A特权指数，这个就很简单，只需要老人和其子女的日常消
费都在社区实体店（A企业经营）和社区周边的授权的店铺消费即可。

2.基于互助共享的服务提供模式

A企业另外一个核心机制是，采用社区互助共享模式提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A企业通过在本社区招募和培训闲置人员，将他们打造成能够为同一社区的老人提供送
餐的社区厨师，为同一社区的老人提供照料的社区护理员，这样人力资源成本大大下
降，从而可以提供低于4000元/月的服务价格，甚至3000元/月的服务价格还能实现微
利，这样就可以几乎让社区中需要养老服务的老人都负担得起服务价格，同时也实现了
企业的持续性发展。

总之，通过“社区公共钱包补助+社区互助共享模式”，A企业成为中国当前唯一可以
在社区中提供社区养老的专业服务机构。

老 之 将 至 ， 看 日 本 的 养 老 产 业

中国正处在老龄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日本已经是资深阶段了

社会学对于老年化社会有三个阶段的定义描述：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在 7%-14% 时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到了14%-20% 则被称为“老龄社会”，而超
过 21% 就被称为“超老龄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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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3.6亿，其中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占总人口的
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2016年60周岁及以上人
口2.3亿人，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已经处在老年社会的第一阶段“老龄化社会”了。而低生育率和
90后人口数量断崖式的减少则让人口专家忧心不已，尽管中国已经努力开放了“二
胎”，但以之前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意愿一旦下滑就很难挽回，中国未来的二十
年，将会逐步步入更深结构的老年化，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但别太害怕，我们的邻居日本，比我们更早进入到这种状态。

1970 年日本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到 1995 年则晋升为老龄社会，2007 年则步入超
老龄化社会。2015 年 9 月日本总务省发表的数字发布的老年人占比已经达到
了 26.7%，甚至连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已经超过了 7%，日本厚生省
人口研究所的预测是到 2035 年时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比例会占到 1/3。

所以去过日本旅行的人群多半会惊讶的发现，和国内状况不大相同的是，工作日的日本
街头，多是三三两两结伴的老年人在晃悠，毕竟青壮年都在上班，只有家庭主妇和老年
人才会在街上活动。到了日本才发现，这是一个如此多老年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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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打磨出来的“银发经济”，使得他们的平均寿命连续20年排名
世界第一，是当之无愧的养老宜居地。

尤其是日本的养老产业， 经过政府、行业、商业机构的不断磨合，已经成为非常成熟
的服务产业，本文将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日本的养老产业是如何分布和发展的。

基本的养老保障分为三个层次，特殊人群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经过数十年发展，日本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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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为国民年金（又称基础年金），覆盖全体国民，凡20岁以上60岁以下、在日
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又分为养老年金、残障年金、寡
妇年金、母子年金和遗孤年金5种。

根据《国民年金法》，所有参加保险的公民都必须缴纳保险费，在缴纳一定年限的保险
费后才能受领保险金。但对一些特殊对象，如无收入的老人、单亲家庭、残疾者、5人
以下小工业者的被雇佣者等，则采用非缴费型福利年金制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

第二层次是与就业收入相关联的雇员年金制度，按照加入者职业的不同，又可分为厚生
年金和共济年金，其中覆盖 5 人以上私营企业职工的年金称为厚生年金，而国家公务
员、地方公务员、公营企业职工、农林渔团体雇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参加的年金则统
称为共济年金。截至 2008 年底，厚生年金加入者为 3379 万，共济年金保险加入者为
457 万，凡是加入第二层者全部自动加入第一层国民年金。

第三层次是可以任意加入的养老保险，主要是私人机关经营管理者的职业养老金或公司
养老金，包括厚生年金基金、适格退职年金、国民年金基金等种类，加入的条件是以加
入了第一、第二层次养老保险为基础。至 2008 年底，厚生年金基金加入者为 525
万。

第一、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均由政府来运营并且带有强制色彩，人们通常称之为公共养
老保险金，第三层次可由企业自主运营、公民自主参加，因而被称为非公共养老保险
金。这样“三层并行”的基本机制，保证了全体国民都可以找到契合自己需要的基本养
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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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的养老保障实现之后，65岁以上的日本人是如何养老的呢？

也有三种主要的形态并行存在：（1）养老院（2）居家养老（3）社区互助。

（1）日式养老院

很多日本老人会选择住在养老院。日本政府将养老设施分为多种类型，包括短期居住
型、长期居住型、疗养型、健康恢复型等，其中政府在全国建设了约 3100 处健康恢复
型养老设施和约 3700 处老年疗养医疗设施。

此外，由于中等收入阶层的老年人对于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以及一些特殊群体老人有
个别需求，不少企业建设了个性化的商业养老院。

在日本，各种商业养老院数量已超过 2000 家，每家平均拥有 50 间以上住房，入住者
的人均居住面积大多不低于 18 平方米。在无需特别看护的情况下，入住费用通常不会
高于当地中等地段租房居住的费用。

日本政府企业在建设养老设施时，十分注意专业化细节，如住宅居室设计、家居用品设
计、餐饮配备、看护和服务人员培训等。由于每一个专业问题都涉及更为深入的细分领
域，养老院的主办方往往将这些细节外包给专门企业。因此养老设施社会化建设和运营
的过程，带动了一大批“老人用品专卖”、“老年餐饮专营”、“老人之家管理咨
询”、“养老服务人员培训”等行业企业的发展，催生出一个以养老设施为核心的“养
老院经济”产业链。

例如，著名电器松下集团开设的养老院，就充分运用了数字技术，让老人们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关怀。

比如，每一位老人都会佩戴一个“定位仪”，拇指粗细，无论走到哪儿，控制中心都能
找到老人。如果老人遇到危险，只要一摁按钮，护理人员马上就能赶到。

在房间里，老人的床脚处也装有一个探测器，如果老人夜晚睡觉不慎掉下床，探测器会
自动报警，通知控制中心。床单夹层也有探测器，探知老人是否大小便失禁，床单浸
湿。厕所里，马桶盖和马桶座专门漆成不同颜色，防止老人弄错，入厕时间如果过长或
有异常反应，头顶上的探测器会智能分辨，通知控制中心。老人抬手可及之处，有一个
拉环，一旦需要可直接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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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书桌上，放着一台传真机大小的液晶显示器，机器右上方装着一个摄像头，这是
一个远程医疗终端。只需触动液晶画面，老人就可进行简单的自我测试，比如量血压、
测脉搏等。测量的数据会自动记录在机器内，一摁发送键，数据就发送到了医疗中心，
那里的大夫看完报告后，可以和老人通过可视电话通话。

这家养老院费用并不便宜。“香里园”提供的标准价格是首批入住缴纳1800万日元
（约合108万人民币），以后每月25万日元（约1.5万人民币），一直到老人去世，医
疗费、个人消费、理发等费用另算。尽管价格如此高，床位依然供不应求。　　

（2）居家式养老

尽管如今的日本，老年人是最为富有的一个群体，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掌握了全日
本50%的储蓄，再加上优厚的退休金和年金，很多日本老人退休后的生活相当滋润，但
同中国老人一样，对于受东方文化熏陶的日本老人来说，能够“死在自家的榻榻米
上”才算是比较像样的晚年。

而且，养老院一般建在郊外，亲人探视不方便，老人也有一种“被社会遗忘”的感觉。
因此，日本养老的重心也逐渐向居家养老偏移。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
度，主要的内容就是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上门护理、上门帮助洗浴、日托护理等多
种项目。

这样，原先的养老院越来越多地被“托老所”取代。家人如果上班、或者出去旅游，都
可以把老人托付在这里，回来后再接走，在一定程度上既不加重家庭的负担，又维系了
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服务的质量也有保证，精细的日本人一向不缺乏对用户需求的把
握，通常，托老所房间进门处会有插拐杖的地方，为了防止老人着凉，椅子上会缠上布
垫子。每天有专门的营养师调理食品，吃饭前还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带着大家做食前
操，“啊、啊”喊两下，促进咀嚼。

目前，为了争夺客流，一些具有商业色彩的托老所还打出了“特色服务”，例如，有些
机构会强调他们主要“针对老年男性”，器械技能训练为主；有的会强调他们“针对失
智老人”，有的日托所则强调自己的煲汤“有营养”。

中日两国居家养老措施的最大差别，一是日本居家养老是以护理保险制度为基础，老年
人利用居家护理服务时自己只负担10%的费用。我国居家养老，所利用的服务都需要自
费，老年人负担很重。二是日本有专门支撑护理服务的专业职称及资格考试，专门人员
等。三是日本居家福利种类很多，居家服务分13大类，而社区服务种类达6种。我国虽
然近几年发展了社区老年护理，但很多流于形式，缺少实质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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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区互助

1995年，日本横滨市一个名叫“互助·泉”的社区互助组织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老年
人和残疾人在吃饭上都存在很大困难，为此，这个组织开始提供餐饮配送服务，他们设
立了一个餐饮制作场所，专门为此类人群售卖廉价的便当。截至2004年3月，该组织年
配送便当三万多份。与此同时开展的还有“接送服务”，于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
残疾人得以乘坐组织的专车，走出长年闭门不出的家。由于其高度的公益性，“互助·
泉”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组织几乎所有相关设施都是在居民们的支援下建立起来
的。

在日本，这种活跃于民间的非营利组织还有很多，由于扎根民间，他们对政府触及不
到、又为人迫切需要的服务往往有着第一手的观察，并能寻找第一时间的解决之道。更
重要的是，这种组织往往还有上下沟通的作用。例如，活跃在川崎市的“玲之会”，是
一个由家庭主妇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平时，她们除了组织老人唱歌、做游戏、做手工、
健康讲座等，还会通过一个名为“Diamond club”（钻石俱乐部）的活动，联系不同
社区的志愿者和老人，了解他们的需要，并试图传达至相关部门。“互助·泉”组织理
事长吉川则子也曾向横滨市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推动社区建设事业的提案，并被采用。

而对于这些无孔不入的民间组织，日本政府没有采用“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态
度，而是积极协助其发展，1998年日本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一番“促
进”后，很多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

可能存在的危机：养老金缴纳问题和贫困人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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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看　

虽然日本的养老制度健全、社会福利水平高、养老经济发达，但仍然存在不少挑战，首
先是贫困人群的不断增加。

富达基金日本公司今年春季的调查显示，日本50岁至59岁的男性中，超过三成没有为
退休生活做任何储蓄，可能导致老年生活陷入困境。

在该年龄段的男性受访者中，储蓄额为零的比例达32.1%，较2013年升高3.9个百分
点，女性为28.6%，也上升了5.2个百分点。富达基金退休和投资教育研究所所长野尻
哲史指出，零储蓄人群增加的原因之一是非正规劳动者的增加，建议“收入越少就越该
尽早开始以零存整取等方式储蓄”。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下辖的财团法人“护理劳动安定中心”8月11日公布的“2013年度
护理劳动现状调查”结果，日本56.5%的护理机构缺少护理人员。在短缺原因中，
68.3%是“招聘困难”，其中又有55.4%认为“工资过低”是主因。

而由于老龄化过高，年轻人太少，1990年日本国民年金参保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的供养
比为5∶1，到了2009年已经下降为1.8∶1，预计到2060年会收不抵支。也就是说，今
天的日本青年，当未来成为老人时，很可能没有人供养了。于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拒
绝再缴纳养老金。为此，日本政府已经被迫进行了多次养老金改革。这个已经给予国民
高福利待遇的国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把高福利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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