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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背景下，老龄化问题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难
题之一，而为了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需要通
过普及“医养结合”的一体化养老模式，让老年人的养老与就
医更加方便。这一体系的建设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需
要首先明确影响，才能进一步明确“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优
化策略，让这一体系建设的实际意义得以体现。

1　“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1.1子女数量与态度
老人的子女数量，是影响养老模式的主要因素，一般情况

下，老人的子女数量越多，说明家庭的养老资本越充足。但是
随着独生子女越来愈多，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单个家庭的养老
压力便会大幅度增加，单个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就会增多，加
之工作繁忙，因此子女照顾老人的时间便少之又少，而且在老
人住院期间照料，不但无法保证效果，也会严重影响自身的工
作，可见医疗与养老需求是脱离不开的，而当前的家庭结构正
说明了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需求。

1.2健康情况
老人的健康情况直接决定着起是否需要更加专业、精细化的

照料。如果老人的健康状态不理想，特别是患有不定时发病、
急性发病的疾病时，更需要在日常照料的基础上提供医疗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不发病时无需住院，但是一旦发病必须要在
短时间内抵达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因此必须要建立“医养结合”的
养老体系，让日常养老与医疗救治不分家。

1.3子女支持度
子女对于老人养老的态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我国的文化与大

众观念。在我国的孝文化熏染下，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将家中老人送
到养老机构是不孝的体现，而且子女无法确认养老机构的服务质
量，因此子女对于老人进入养老机构的选择往往不抱支持态度。但
现实是很多子女为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得不长期奔忙，而且
对于老人的许多病症也是缺乏了解的，这会导致子女无法给予老人
专业、精细的照料，更可能在老人的疾病发病时无法利用正确的处
理措施挽救老人的生命。所以只有借助专业化的机构支持，才能保
证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以及医疗救治需求同时得到满足。

1.4支付意愿
通过近期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多数老人对于养老机构的每

月服务费用可接受的范围是在500元到999元，比重为38.7%，每
月的服务费用可接受范围在2500到2999元的老人比重较低，约占
比31%。不难看出许多老人与老人子女依然为养老机构的费用所困
扰，如果养老机构的费用过高，许多老人显然会选择放弃。

2　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的优化对策
2.1做好理念宣传
理念宣传是“医养结合”结构养老模式优化的重点，因“医

养结合”这一模式在我国的普及范围依然在拓展，并未得到十分
广泛的认知与关注。加之子女与老人对于养老行业的固有认知很
难扭转，因此必须要重视理念上的引导，要做好宣传工作，才能
提升大众对于这一行业的认可度。而且相对于传统养老模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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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医养结合”这一模式，是医疗与养老模式的结合，更加先进，
也融合了更多服务，有利于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同时也能够保
证养老的质量。因此需要借助微信、微博等多个平台，借助讲座、
公益活动等去做好“医养结合”模式的宣传，让更多人认识到，并
且产生认同感。

2.2做好保障体系建设
保障体系的建设，是提升大众对于这一模式认同度的必要条

件。其建设的目标，是为了让老人的养老与医疗服务质量同时得
到保证，让“医养结合”这一模式得到大众的信任。首先对于机
构内部的养老与医疗相关措施应当对外广泛宣传，对机构的运营
资质、内部的环境、监管的措施等等，都要对外公布，保证设施
齐全、设备先进。并且要保证有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保证出现
任何问题可随时反馈上级机构进行调查，这样一来，才能得到大
众的广泛认可。

2.3做好健康业务
在“医养结合”模式下，医疗水平的提升是重点，因为医疗

水平直接决定着老人能否健康、安全度过晚年。因此养老机构必
须要与医疗机构做好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做好宣传，
要联合医疗机构，广泛开展针对当地老年人群体的公益健康检查
活动以及健康知识讲座等等，这些基本工作的开展，旨在体现对
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注，做好机构的形象宣传，同时也是为了
了解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情况，为后续的工作规划与开展积累资料，
以此为基础，才能够确保后续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2.3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政府的支持，对于“医养结合”体系的建设以及模式普及有

着直接影响。因为社会大众对于这一模式尚有质疑，对于相关机
构亦缺乏信任，加之相关机构的经济与技术水平不足，相关工作
的开展也会受到阻碍。为此政府必须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以及
资金支持，要利用政府认证的机制去明确“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的营业资质要求，通过资金支援去提升相关机构的综合实力，在
降低养老费用的同时保证养老与医疗服务质量，这样才能让社会
大众对于这一养老模式以及相关机构有更高的信任度。

3　结语
“医养结合”模式的普及，在当今的老龄化，少子化背景

下是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稳定性的基本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关怀体现，因此对这一模式的普及
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是关乎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只有这
一课题得到了重视，才能避免社会发展受到老龄化、少子化问题
的阻碍，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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