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全国限额以上
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商品零售额达到 9340 亿元，
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
的 6.1%，带动家电流通和生
产服务等行业就业 480 多万
人，在稳增长、促消费、扩就
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介绍，受疫情等因素
影响，今年 3 月份以来，家电
消费面临较大压力，特别是
4、5 月份受到较大影响。商
务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
了多条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
费的政策措施。

开展全国家电以旧换新
活动。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电商平台和家电生产、流
通、回收等企业的作用，通过
政府支持、企业促销等方式，
全面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

推 进 绿 色 智 能 家 电 下
乡 。 深 化 县 域 商 业 建 设 行

动，指导地方统筹利用好财
政专项资金，改造提升乡村
家电销售、配送、维修、回收
网点。

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
聚焦家电产品生产、消费、售
后服务、回收等全过程领域，
优化绿色智能家电供给，推
行绿色家电、智能家电认证，
推 进 智 能 家 电 标 准 兼 容 互
通，用好重要展会平台，便利
国际优质家电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

夯实基础设施支撑。加
强废旧家电回收利用，支持
家电回收网点、绿色分拣中
心建设，构建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体系，加快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实施农村电网巩固
提升工程，全面实施千兆光
纤网络部署工程，加大用电
用水用气用网保障，通过设
施提升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医养结合领域指导意见四大看点
面对2.67亿老年人，如何守护最美“夕阳红”？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

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但也面临床位少、费用高、护理人员短缺
等困难。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7月21日公布，在总结近年
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医养结合的政策、服务、标准、人才、信
息等体系，为各地加大服务供给、打通堵点绘出“路线图”。

数 据 显 示 ，我 国 失
能 、部 分 失 能 老 年 人 约
4000 万，对照护人员的需
求超过 1300万人，但目前
仅有相关人员 50多万人。

指导意见专门提出，
加 快 推 进 医 疗 卫 生 与 养
老 服 务 紧 缺 人 才 培 养 ，
并 提 出 通 过 开 展 应 急 救
助 和 照 护 技 能 培 训 等 方
式 ，提 高 失 能 老 年 人 家
庭 照 护 者 的 照 护 能 力 和
水平。

此外，指导意见还要
求 公 立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在
内部绩效分配时，对完成
居家医疗服务、医养结合
签 约 等 服 务 较 好 的 医 务
人 员 给 予 适 当 倾 斜 。 同

时，支持医务人员特别是
退 休 返 聘 且 临 床 经 验 丰
富的护士，到提供医养结
合 服 务 的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执业，以及到提供医养结
合 服 务 的 养 老 服 务 机 构
开展服务。

“指导意见提出了加
强人才培训、引导医务人
员从事医养结合服务、壮
大 失 能 照 护 服 务 队 伍 三
项重点任务。”国家卫生
健 康 委 卫 生 发 展 研 究 中
心研究员郝晓宁说，这是
推 动 人 才 队 伍 提 量 提 质
的一揽子措施，有望吸引
更 多 人 才 参 与 到 医 养 结
合服务中。

据新华社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6492 家
两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共有 175
万张床位，养老机构以不同形式提
供医疗服务的比例超过 90％。但
相比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与服务需
求，一些基础服务设施仍有差距。

根据指导意见，除了积极提供
居家医疗服务之外，在社区和乡
镇，有条件的卫生院、敬老院等要
利用现有资源，内部改扩建一批医
养结合服务设施。

对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鼓励

开展居家医疗服务、医养结合签约
服务，特别是医疗资源富余的二级
及以下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利用现
有床位开展养老服务。

对于养老机构，则要改造增加
护理型床位和设施。同时支持社
会力量建设专业化、规模化、医养

结合能力突出的养老机构。
“ 医 养 结 合 的 广 大 需 求 在 基

层，要加强基层医养结合的‘补短
板’工作。”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
院院长梁万年说，指导意见专门强
化了医养结合的社区基础服务设
施建设。

给 60 岁 老 年 人 提 供
“健康关爱”，为 80 岁老年
人提供“银铃关爱”，给予
100 岁 老 年 人“ 晚 霞 关
爱”……上海徐汇区康健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老
年人提供“医养护居送”全
程健康管理服务，让他们暖
在心上。

突出综合性、连续性服
务，正是医养结合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向。指导意见提
出，各地要推动社区医疗卫
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
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资
源共享，鼓励基层积极探索
相关机构养老床位和医疗
床位按需规范转换机制。

“医养结合的推进，涉

及医疗、养老、社区、产业
等多方面内容，做好不同
系 统 之 间 的 服 务 衔 接 十
分 重 要 。”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公 共 管 理 与 人 力
资 源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冯 文
猛说。

指导意见还强调积极
发挥信息化作用。“智慧信
息化是提高医养结合服务
效率和水平的重要科技支
撑手段。”北京大学人口研
究所所长陈功说，通过建
设全国老龄健康信息管理
系统、全国养老服务信息
系统，以及实施智慧健康
养 老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等 方
式，将进一步优化医养结
合服务衔接。

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养护中
心 ，入 住 的 京 籍 老 人 占 比 97％ 。
相邻的燕达医院，率先实现与北京
医保的互联互通，并通过同北京优
质医疗资源合作，极大提升了老年
人医疗、护理等方面能力。

不过，一些地方仍存在“老大
难”问题。比如，部分医疗机构“有
签约、无激励”，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的动力不足。

完善价格政策、加大保险支
持、盘活土地资源、落实财税优惠
……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多个维度的支持政策。

根据指导意见，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服务，
采取“医药服务价格+上门服务费”
的方式收费，上门服务费可综合考
虑服务半径、人力成本、交通成本、

供求关系等因素自主确定。
此 外 ，根 据 医 养 结 合 特 点 ，

合 理 确 定 养 老 机 构 内 设 医 疗 卫
生机构医保总额控制指标，鼓励
商业保险将老年人预防保健、健
康 管 理 、康 复 、护 理 等 纳 入 保 障
范 围 ；医 疗 卫 生 用 地 、社 会 福 利
用地可用于建设医养结合项目，
允 许 和 鼓 励 农 村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用于医养结合项目建设；通过税
收优惠，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养
结合服务……

“既扩大增量资源供给，也盘
活存量资源。”中国人民大学老年
学研究所教授黄石松说，各地区、
各部门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时，因
地制宜把当地现有资源条件转化
为发展的有利条件，能够激活初始
动能，更好实现“上下联动”。

多措并举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
在国新办22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将于近期发布。

当前，人民群众对绿色智能家电的升级消费
需求旺盛，农村等下沉市场潜力巨大。《措施》立足
于加强政策支撑和措施保障，以市场化手段补齐
家电市场短板弱项，推动家电消费可持续发展。

以市场化手段激发消费潜力。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但不得设置不合理和
歧视性准入退出条件，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
政策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

以便利化措施提升消费体验。目前，家电消
费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家电超期使用的安全隐
患大、回收利用不畅等问题仍然突出，既影响消费
体验，也抑制消费意愿。

以产业升级优化消费供给。一方面，推动家
电生产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推出更多满足不同需
求的绿色智能家电产品，吸引更多优质家电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推动智能家电标准开
放融合、互联互通，推广互联网智能家电全场景应
用。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司长刘德成说，家电回
收网点总体来说还不是很健全，回收场所条件比
较落后，生产、回收、拆解、利用的全链条目前还不
是十分畅通。《措施》提出加强废旧家电回收利用，
将为激发家电的更新消费提供强大支撑。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
司司长何亚琼说，2021年，我国家
用电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74万
亿元，出口突破了 1000亿美元，中
国家电产品畅销全球 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工信部将和有关部门一
起，继续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以高
质量的供给引领和带动家电消费。

挖掘消费热点，增强供给对
需求的适配性。工信部目前已发
布 8批 431项优秀产品；持续开展
超高清视频“百城千屏”推广活

动，推动高能效的家电、智能家电
等新品类满足千家万户需要。

营造多元场景，促进生产和
消费高效衔接。把政策发力点前
移到家庭和个人，畅通消费者和
生产者关系。

加强政策引领，筑牢消费升
级的产业基础。工信部将推出实
施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
案，在家电领域增品种、提品质和
创品牌方面下更大功夫。（王珂）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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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1

基础设施加快“补短板”

看点 2

服务内容突出“连续性”

看点 3

配套政策打通“最后一米”

看点 4

多渠道拓展专业人员“供给量”

在全国开展家电
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

以市场化手段
补齐家电市场短板弱项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
和带动家电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