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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苏苏州 79 岁的徐寿根
获得了一间新浴室。年纪大了以后，
徐寿根的腿脚越来越不灵活，使用浴
缸洗澡时，跨越进出愈发困难。在苏
州居家适老化改造“焕新”活动中，他
递交了申请。一周后，浴缸改成了淋
浴间，洗澡变得更加安全。

当居家养老成为绝大多数老年
人的养老选择时，相当大一部分老年
人仍然住在不适宜的房子里。而缺
乏适老化改造会加剧独居老年人的
人身安全风险。在这个背景下，居家
适老化改造就分外重要。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启动以旧换
新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行动。符合
条件的老年人家庭购买补贴清单中
的产品，或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
可享受 30%或更高比例的补贴。以
此调动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积
极性，乃至撬动更多的消费，可以
实现吗？

改造热潮在各地铺开

随着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
补贴行动在全国各地铺开，一些适老
化产品的销售已经出现显著增长。

广东一家助听器门店的工作人
员张恒（化名）说，得益于此轮补贴，
她所在地区的助听器销售单量起码
翻了一倍，单价在5000—20000元的
AI助听器产品成为销售主力。

一些地方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订
单数量也有所提升。江苏智来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赵梅说，5
月以来，公司已敲定要为20户家庭
提供适老化改造服务。赵梅认为，
今年补贴群体扩大，更多60—80岁
老年人愿意参与适老化改造，且改
造需求转向家装和智能设备，个人出
资明显增多。

事实上，国家出资，推动居家适
老化改造已有一段时间了。2024年
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
发文，明确统筹安排 3000 亿元超长
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直接向地方
安排1500亿元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
换新，其中提到支持“居家适老化改
造所有物品和材料购置”。

此后，多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了方案。深圳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一级科员叶永洪说，2024年9月至12
月期间，深圳一共为超过1.6万户的
老年人家庭提供补贴。

2025年1月，用于支持消费品以
旧换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规模
增长到 3000 亿元。在此背景下，多
地启动了2025年新一轮以旧换新居
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这一轮活
动中，各地的补贴标准基本为改造总
经费的30%，补贴上限则存在差异，
从5000元至20000元不等。

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
长刘慧娟表示，从2月中旬至5月27
日，上海的线下适老化产品销售累计
达到 2.66 亿元，使用补贴金额约
6856万元。

从托底保障到普惠改造

回溯过去，不难发现，中国的居
家适老化改造经历了由“政府主导”
到“家庭自发”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
中，居家适老化改造也逐渐从一种福
利政策向市场化行为转型。

2012 年，上海作为中国老龄化
程度最高的城市，最早开始居家适老
化改造实践，启动“为1000个低保困
难老年人家庭提供居室适老改造服
务”项目。刘慧娟说，为开展这项工
作，市民政局每年从市级福利彩票公
益金中支出2000万元。

2016 年起，苏州、济南、深圳等
城市陆续启动居家适老化改造试
点。最初，这些城市都是对纳入特
困供养，享受低保的高龄老年人等
政府托底保障对象进行居家适老化
改造。济南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
处长杨昌昊说，济南从市、区两级
政府安排的养老服务体系专项资金
中列支，按照户均 2000 元给予补
贴。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实施改造
5300户。

“十四五”规划纲要曾明确提出，
“支持200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能、
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4
年年底，全国已提前完成该项任务。

随着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在全
国铺开，托底式改造已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面向更多老年人群体的普惠式
改造被推开。这一阶段，大批居家适
老化改造企业出现。上海作为最早
启动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的城市，也
最早开始这一转型。刘慧娟表示，
2019 年底，上海市民政局搭建了居
家环境适老改造服务信息平台，面向
所有老年人家庭提供服务。

各地普惠性的居家适老化改造
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所有 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都可以申请，按照不同的标
准享受补贴；二是资金来源有所拓
展，从政府出资，到纳入更多市场主
体和老年人家庭，例如苏州提出了

“政府补一点、家庭掏一点、企业让一
点”模式；三是改造内容变得更加个
性化、多样化，不再只是兜底保障。

在这一轮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
改造补贴行动中，各地政府都依据地
方实际情况制定了居家适老化产品
补贴清单，消费者购买产品清单中的
产品就能享受政府补贴。一些城市
还发布了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企业
名录，由名录中的企业对申请适老化
改造的老年人家庭实施改造。

落地存在种种困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老年建
筑专家周燕珉是最早参与推动适老
化改造的专家之一，她说，尽管各地
都发布了居家适老化改造的相关政
策，但到了落地环节，就会发现很多
问题，例如适老化产品粗糙单一，缺
少有经验的专业设计师，装修队伍也
还远远没有成长起来。

“对比日本等老龄化国家，中国
适老化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还有待提
升。”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适老建筑
实验室主任王羽说，中国适老化产品
品类还比较少，每个品类里的产品乃
至每个产品的型号都比较少。而在

适老化改造方面，国内许多适老化改
造企业的成熟度也还不够。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居家适老化
改造有了更多标准。5月28日，中国
老龄产业协会发布了居家环境适老
化改造系列标准。中国老龄产业协
会老年宜居养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张
晋说，这套团体标准几乎涵盖了老年
人居家适老化相关的所有内容，具有
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除了供给侧的问题，四川银棠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莫安桂认为，
在需求侧，“很多老年人不是没有支
付能力，而是没有改造意愿”。

王羽说，针对失智、患血栓的、行
动能力弱有康复需求的老年人等，有
非常多的技术清单以及产品解决方
案，但很难立即在市场中推广。

此外，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老
年人的需求存在分层。瑞芝康健老
年产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王红兵从
事养老服务行业十余年，他指出，一
些低龄老年人认为自己不需要居家
适老化改造，一些高龄老年人又不愿
意花钱。

亟待提高老年人参与积极性

无论是长期研究适老化改造的
专家，还是身处养老产业的从业者，
都指出未来居家适老化改造仍需要
政府持续进行补贴。

目前看来，适老化产品销售对政
策补贴依赖程度仍然很高。而且，
适老化改造产业整体生存状态并不
算理想。王红兵总结，居家适老化
改造产业的整体利润较为微薄。今
年不少小型服务商因亏损退出市
场，他认为一个原因是适老化产品
的售后成本很高，“比如，老年人对
电子产品的使用不熟悉，一有问题
就找商家退换货”。

在莫安桂看来，各地的居家适老
化改造补贴活动还可以和家庭养老
床位建设打通，“通过居家适老化改
造补贴的资金，建设更多家庭养老床
位，之后养老企业就可以通过养老床
位持续提供养老服务”。

不过，适老化改造产业的发展显
然不能只依赖政府补贴。一些企业
正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吸引消费
者。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政企事
业部负责人夏明达说，目前，他们公
司主要聚焦失能及半失能老年人的
个性化护理需求，推出了智能行走机
器人、大小便智能护理床、多功能移
位机等智能化产品。

更为关键的环节，或许是观念的
改变。周燕珉认为，应继续向公众普
及居家适老化改造的知识和理念，帮
助广大家庭形成关注老年人居住环
境的意识。

王羽说，真正撬动老年人进行适
老化改造的积极性，需要改变他们的
生活方式，让他们从“衣食住行”变为

“衣食住行康养乐”，愿意享受后半段
人生的美好。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改
革报》《新民晚报》）

稳稳的幸福如何“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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