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养老看护服务体系的重构
———以“看护四边形”理论为视角

郭　佩

　　摘　要：随着老龄化、少子化进 程 的 加 剧，传 统 家 庭 功 能 的 衰 弱，未 来 社 会 需 要 政

府、市场、家庭及地域组织或志愿者等机构协同承担养老看护重任。联合国开发研究所

曾在福利四角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看护四边形”理论，用于考察育儿及养老看护。日本

养老“看护四边形”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较之最初重视发展

“看护四边形”中政府或市场或家庭单一功能的时代，如今及未来更重视发展“看护四边

形”中“政府”“市场”“家庭”以及“非营利组织／社区”的紧密配合及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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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程度在不断加剧。根

据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日本６５岁以上老人比例

为２８．２％，老年人口数量为３５６２万人。① 而出生率则不断下降，在２００５

年时达到冰河期数值１．２６，为史上最低，之后开始出现回升。但这一过

程并不顺畅，２０１５年回升至１．４５后再次转为回落，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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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１．４４和１．４３。① 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使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老

年抚养系数加大，劳动力资源减少。如此发展下去，有预测称在２０６０年

时，将会是１．３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１位老人。② 此外，家庭规模不断缩

小，独居老人的增 多 使 得 老 年 看 护 供 给 已 然 成 为 一 个 紧 迫 的 社 会 问 题。

简言之，传统社会中由家庭单方面承担养老看护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看护四边形”理 论 是 由 联 合 国 社 会 开 发 研 究 所 的 沙 哈·拉 扎 比 提

出。拉扎比课 题 组 将 福 利 四 角 理 论③运 用 到 育 儿 及 养 老 看 护 服 务 考 察

中，认为提供看护服务的主要来源包括政府、市场、家庭／亲属、非营利部

门／社区四个方面，并称之为“看护四边形”。④

日本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不断构建和完善养老看护服务体系的多元

化供给格局。经过５０余年的发展，日本养老 “看护四边形”，在不同历史

阶段呈现不同特点。本文尝 试 运 用 该 理 论 梳 理 日 本 养 老 看 护 服 务 体 系

的变迁，纵向考察“看 护 四 边 形”在 四 个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演 变 特 点，并 探

索“看护四边形”结 构 中 的 政 府、市 场、家 庭 以 及 非 营 利 机 构 等 社 会 组 织

在日本养老看护服务体系中如何相互影响、协同发展。

　　一、构建政府主导下“家庭主义”特色的养老“看护四边

形”（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

　　二战后，日本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５０年代后期走上了经济高速增

长的道路。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日本社会各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１９６３

年《老年人福利法》的 出 台 说 明 政 府 希 望 国 民 可 以 享 受 到 经 济 增 长 红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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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四角理论，由英国社会政策 学 者 约 翰 逊 提 出。他 指 出，在 欧 洲 福 利 国 家 面 临 人 口 老

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失业等社会问题时，需公共部门、非正式部门、志愿部门 和 商 业 部

门共同提供福利服务。

落合恵美子、阿部彩、埋橋孝文、田 宮 遊 子、四 方 理 人：「日 本 に お け る ケ ア·ダ イ ア モ ン

ドの再編成：介護保険は「家族主義」を変えたか」、『海外社会保障研究』２０１０年１７０号。



下较好的福利保障。《老 年 人 福 利 法》是 日 本 首 部 关 于 老 年 人 福 利 的 专

门法，明确了日本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该法从法律上明确

规定了老年人的 权 利 和 义 务，指 出 国 家 和 社 会 应 对 老 年 人 福 利 负 责，并

强调国家和各级政府必 须 保 障 老 年 人 享 有 各 项 权 益。该 法 主 要 规 定 了

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国家和社会有义务负责老年人的养老兜底，对于因

经济、健康等各种原因无法在家中养老的老年人可以入住政府公办的老

人福利院；第二，积极向社会倡导敬老爱老，老年人是对社会做过很大贡

献的人，全体成员应该尊重老人并构建爱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第三，鼓励

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再就业途径和社会参与的机会；第四，国家、地

方政府、社会各界努力为改善老年人福利做贡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经济发展的鼎 盛 期，到１９７３年，日 本 已 是 资 本 主

义世界仅次于美 国 的 全 球 第 二 大 经 济 强 国。一 方 面，随 着 经 济、生 活 水

平的提高及医疗 技 术 的 提 升，人 口 预 期 寿 命 延 长，同 时 由 于 生 育 意 愿 的

下降，老龄化 进 程 加 快，老 年 人 的 福 利 服 务 需 求 开 始 不 断 增 加；另 一 方

面，很多社会问题逐渐显现，老年认知症、孤独症的发病率迅速 增 加，家

庭规模小型 化 使 传 统 的 家 庭 养 老 意 识 日 趋 淡 化，减 弱 了 家 庭 的 养 老 功

能，养老问题逐步 发 展 为 社 会 问 题。为 了 解 决 养 老 设 施 不 足 的 问 题，日

本政府１９７０年出台《社会福祉设施紧急完善５年计划》，建设了大批老年

看护设施，并于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３年相继对《老年人福利法》进行了两次修

订，规定对７０岁以上以及６５岁以上卧床不起的老人实行免费医疗制度。

由此，１９７３年被日本政府称为“福祉元年”。

然而，这种政 府 大 包 大 揽 的 高 福 利 模 式 没 过 多 久 就 遇 到 了 经 济 危

机。１９７３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日本进入了经济低 增 长 时 代。免 费 的

医疗制度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参保者中７０

岁以上的老人比重迅速提高，尤其部分老人病愈后都愿意继续留在医院

接受免费的医院 护 理 服 务，造 成 了 医 疗 资 源 的 浪 费，加 大 了 政 府 的 财 政

负担。１９７５年之后，日本各界出现了对高福利以及高负担国家模式的反

思，“日本式社会福利模式”被提出，取代之前的福利国家模式。至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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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看护服务从 政 府 大 包 大 揽 开 始 逐 步 转 向 强 调 市 场 化 与 社 会 化 的

多元模式。

图１　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

日本养老“看护四边形”

　　该 阶 段 养 老“看 护 四 边

形”主 要 呈 现 的 特 点 如 下。

一，政 府 在 构 建 养 老“看 护 四

边形”体系 过 程 中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不 仅 制 定 了 相 关 法

律、法 规 和 政 策，还 确 定 了 养

老看 护 服 务 的 目 标 以 及 承 担

养老 看 护 供 给 服 务 各 部 门 的

主要职责，尤其在７０年代集中设立了大批老年看护设施并曾实行过老年

人免费医疗制度。二，“看 护 四 边 形”结 构 中 的“家 庭”发 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事实上，日本战后老年福利取得显著的成绩，除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动以外，不能忽视的是来自家庭的力量。有学者称日

本福利体制真正的核心 来 源 于“家 庭 主 义”，在“家 庭 主 义”的 影 响 下，日

本社会呈现出一种较为严格的男女劳动分工。三，同 时 期 市 场 和 非 营 利

部门／社区由于没有 政 策 的 引 导，发 挥 的 力 量 十 分 有 限。因 此，该 阶 段

日本养老“看护四边形”（图１）呈现 的 最 为 显 著 的 特 征 是 政 府 主 导 下 的

基于“家庭主义”养老看护服务体系。政府通过隐 性 的 社 会 分 工 安 排 增

强了家庭的养老看护功能，但 缺 少 与 其 他 主 体（市 场 或 非 营 利 组 织／社

区）的互动。

　　二、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的“看护四边形”（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

　　７０年代后半期日本一改之前高福利的福利国家模式，强调“日本式

社会福利模式”，大力发展市场化与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方向。１９８２年，日

本政府对社会保障及福 利 制 度 进 行 了 较 大 幅 度 的 调 整 与 修 改。其 中 一

项重要的政策就是颁布《老年人保健法》，该法强调医疗和老人保健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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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并取消了之前 国 家 对 老 年 人 免 费 医 疗 的 做 法。同 时 对 政 府、家 庭 和

社区的职能作出 了 明 确 的 规 定：政 府 负 责 政 策 制 定 和 实 施 监 督，不 再 直

接参与经营和管理；家庭及社区是老人保健实施的社会基础。从实质来

讲，该法并不鼓励 国 家 和 政 府 对 老 年 福 利 负 完 全 责 任，也 不 鼓 励 公 立 机

构或福利设施过多参与养老，而是转而提倡养老要回归家庭和社区。但

与此同时，老龄化逐步加剧，养老需求进一步扩大，财政负担不 断 上 升，

为推动适合新阶段的社会福利改革，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医疗设施以及社

会福利设施的组 织 管 理，提 高 福 利 供 给 的 效 率 化 和 公 平 化，重 新 整 编 社

会福利法人和医疗法人，于１９８４年颁布了《社会福利医疗事业团法》，为

社会福利法人提供政策支持和管理基准。随后１９８８年，厚生省和劳动省

联合出台了《实现 长 寿 福 祉 社 会 的 对 策、基 本 方 针 与 目 标》，明 确 提 倡 发

展社区及家庭福利。次年１２月，日本政府出台了《发展老人保健福利事

业１０年战略规划》（黄金计划）。该计划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福利普遍化和

多元化的 原 则，鼓 励 社 区、家 庭 在 养 老 服 务 中 的 重 要 性。日 本 政 府 在

１９９４年提议要建立一个为老年人提供独立支持的社会保险式家庭护理

体系———介护保险制度。１９９７年国会通过了该法并决定于２０００年开始

正式实施。

图２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

日本养老“看护四边形”

　　该 阶 段 养 老“看 护 四 边

形”结构（图２）所 呈 现 的 主 要

特点 是：一，政 府 逐 步 退 出 大

包大揽模式，转为政策的主要

制 定 者 与 监 督 者。明 确 鼓 励

要调动市场、民间等志愿者机

构的 力 量，推 动 多 元 养 老，并

为市 场 和 社 会 养 老 提 供 法 律

支持以及政策支 持。二，家 庭 仍 然 承 担 着 主 要 的 老 年 看 护 重 任，但 在 家

庭结构、家庭经济制度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后，传统的“男

主外、女主内”模式已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看护需求，政府不得不尽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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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社会化养老 的 步 伐。三，非 营 利 组 织／社 区 在 这 个 阶 段 开 始 得 到 进 一

步发展。事实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日本政府对各类社会团体或社会

组织的发展采取比较严格的管控和限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区力量的

内生性发展。尽管从这个阶段开始政府明确提倡和鼓励社区养老，但这

样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或社区力量仍在受政府的主导和控制。四，９０年

代末期，在政府的主 导 和 各 方 的 推 动 下，“介 护 保 险 制 度”的 建 立 迫 在 眉

睫，市场部门较上一阶段有了长足发展。这些政策方向致使养老产业蓬

勃发展，到９０年代末期，日本养老产业已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行业标

准，并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

　　三、“去家庭化”且多元化的养老“看护四边形”（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

　　８０年代末期开始，以护理为由，长期占用医院病床的“社会性住院”

现象持续存在，造 成 大 量 医 疗 资 源 的 浪 费 和 财 政 压 力。同 时，原 有 的 社

会福祉养老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日

本政府提出“以个人自 立 为 基 础，尊 重 个 人 选 择”和 实 现“高 质 量 的 福 利

服务”为目标，于２０００年４月开始正式实施介护保险制度。该制度是以

实现“看护的社会 化”为 目 标，提 倡 全 体 国 民 共 同 承 担 老 人 的 看 护 问 题。

从财源来看，保险机构承担９０％，服务使用者自己负担１０％。保险机构

承担的９０％中由公费５０％（中央２５％，都道府县１２．５％，市町村１２．５％）

和保险费５０％（第一号被保险者的保费１７％与第二号被保险者３３％）组

成。具体看护服 务 主 要 分 为 居 家 与 设 施 服 务 两 大 类。被 保 险 者 提 出 使

用申请后，经过护 理 认 定 审 查 会 确 认 相 应 的 护 理 级 别 后，即 可 享 受 介 护

保险制度提供的不同等级的多样化看护服务。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实施介护

保险制度至２０１５年１５年间，享受护理保险服务的老年 人 由 最 初 的１４９

万人增加至４９０万人。① 可以说介护保险制度是日本养老服务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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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房连泉：《老年护理服务的市场化发展路径———基于德国、日本和韩国长期护理 保 险 制 度

的经验比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３月。



重要制度，它以老 年 人 需 要 看 护 照 料 的 需 求 为 出 发 点，通 过 导 入 市 场 竞

争机制鼓励更多 的 民 营 企 业 参 与 看 护 服 务，有 效 调 动 了 市 场、地 方 政 府

及非营利组织等 的 力 量，在 减 轻 政 府 财 政 压 力 的 同 时，满 足 了 老 年 人 多

样化的看护需求。

图３　第三阶段（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

日本养老“看护四边形”

　　该 阶 段 日 本 养 老“看 护 四

边形”（图３）呈 现 以 下 特 点：第

一，“市 场”比 以 往 历 史 上 任 何

一个阶段得 到 了 蓬 勃 发 展。具

体来看，一 方 面，介 护 保 险 制 度

积极推进老年 看 护 服 务 的 市 场

化运 作，吸 引 了 大 量 民 间 营 利

与非 营 利 社 会 组 织 的 参 与，养

老服务相关行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尤其集中体现在居家护理机构的发

展数量上。居家护理机构的数量 由２０００年 的９８３３家 迅 速 增 加 至２０１４

年的３３９１１家，其中营利性机构的市场份额占 比 为６５％以 上。① 另 一 方

面，不断增长的介护保险费用反映了老年看护服务市场的发展。介护保

险费用的总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６兆日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０．４兆日元，增

长了２倍。② 另 外，老 年 看 护 服 务 市 场 提 供 的 服 务 种 类 呈 现 多 样 化 的

特点。

第二，养老“市场热”的背后，“政府”功不可没。首先，日本政府不断

调整、修订和优化相关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及法规。２０００年《介护保 险

法》的颁布本身就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等级的居家看

护、相关生活服务 或 养 老 院 服 务。同 时 配 套 出 台 支 持 老 年 住 宅 装 修、老

年护理器具租赁、购买服务。２００６年进一步修订，加入了介护 预 防 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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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重视预防的作用。２００７年，日本政府设立了老年人疗 养 保 障 制

度，与介护保险制度相补充。其次，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养老及相关产业，

将其视为日本经济的新增长点。２０１０年６月，日本政府公布了《２１世纪

复活日本的２１个国家战略项目》，医疗、养老看护位列其中。同时提出要

在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１０年间扩大医疗和养老看护相关产业的市场规模，计

划平均每年扩大５万亿日元，增加２４８万个就业机会。①

第三，养老“看护四边形”结构中，“市场”与“政府”实现了有机结合，

而“市场”是在政 府 的 严 格 监 管 和 顶 层 设 计 下 逐 步 发 展 壮 大 的。从 日 本

养老看护服务的“市场化”进程来看，初期主要通过政府投资带动和鼓励

民间资本完成。日 本 政 府 在 其 中 一 直 扮 演 着 较 为 严 格 的 监 管 角 色。例

如，日本政府鼓励民间市场参与以居家照料为主的上门看护和日托中心

的经营，但养老机 构 仍 然 以 公 立 运 营 为 主，同 时 对 市 场 服 务 机 构 的 准 入

进行较为严格和高标准的管控。此外，政府对所有机构开展的看护服务

价格维持一定水 平 进 行 管 控，不 允 许 任 意 收 费，各 养 老 服 务 机 构 的 竞 争

主要靠服务质量。也就是说，介护保险制度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对养老看

护服务实施半私有化的一个重大尝试，形成了养老看护服务市场的有序

自由竞争，也提高了养老看护服务质量。

第四，“去家庭 化”特 点 开 始 显 现。介 护 保 险 制 度 的 实 施，一 定 程 度

上缓解了家庭护 理 的 负 担，转 由 全 社 会 来 看 护 老 年 人，从 而 减 少 老 年 人

对家庭的依 赖，这 也 正 是 去 家 庭 化 的 中 心 内 涵。但 实 际 上，在“去 家 庭

化”的 过 程 中，家 庭 照 顾 者 并 未 获 得 解 放，市 场 化 服 务 并 未 能 替 代 家 庭

看护。

　　四、以社区为中心多元整合的养老“看护四边形”（２０１０
年至今）

　　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在减少，需要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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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振轩、胡立君：《日本养老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启示》，《学术界》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的老年人口却不断增多，愈加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给日本政府带来了较

为严峻的挑战。尤其到２０２５年，日本出生于“第一次婴儿潮世代”的老人

将步入７５岁，因此日本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便加大对老人护理预防的投入，开

展了“护理预防及地区互助事业”。２００６年，日本政府修订了《介护保险

法》，一方面强调“预 防”的 重 要 性，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减 少 看 护 服 务 的 负 担；

另一方面加强老年 看 护 相 关 服 务 的“综 合 性”，将 医 疗、护 理、预 防、生 活

看护、居住等服务有机联系在一起。２００８年，厚生劳动省成立了“社区综

合照料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报告提到，“社区综合照料体系”是指以３０分

钟可及社区为中 心，在 社 区 内 以 全 面 和 无 缝 对 接 的 形 式 提 供 医 疗 服 务、

老年护理以及其他社会照顾的综合照护网络。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分别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７年通过了改革

介护保险制度，将政 府、家 庭、社 区、市 场 等 服 务 方 提 供 的 医 疗、护 理、生

活照料、居住等整合 在 一 起。“社 区 综 合 照 料 体 系”强 调“自 助、互 助、共

助与公助的结合”。为 了 更 好 地 建 立“社 区 综 合 照 料 体 系”，日 本 政 府 规

定在每２万－３万人的生活区域建立一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

是这一地区老龄相关服务的协调与枢纽部门，主要负责提供综合的咨询

服务，制定与 实 施 针 对 老 年 人 的 预 防 和 护 理 计 划，老 年 人 权 力 保 障 等。

可以 说 极 大 地 整 合 了 老 年 看 护 相 关 的 预 防、护 理、生 活 援 助、康 复 等

服务。①

在社区综合照料 体 系 下，各 地 市 町 村 需 要 发 挥 主 导 作 用，主 要 包 括

调查本区老年人 的 需 求 和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分 析 老 年 人 关 于 居 家 医 疗、

看护、生活照料以及住宅相关的需求；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护理保险计划。

同时，从五方面着手构建社区综合照料体系。一是整合医疗与护理。对

于需要看护的人，提供２４小时的居家医疗服务以及上门看护、小规模多

功能照料服务 等。二 是 加 强 和 充 实 护 理 服 务。在 确 保 老 年 护 理 设 施 充

足的基础上严 格 控 制 入 住 特 别 养 护 老 人 院 的 条 件。三 是 强 调 预 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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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老年人自立并积极参与社会，加强康复训练等。四是加强老年人相关

的生活服务及各 项 权 益 的 维 护。例 如 家 务 劳 动、配 餐、老 年 人 的 财 产 管

理、完善认知 症 老 人 的 监 护 人 制 度 等。五 是 确 保 和 完 善 老 年 人 居 住 设

施，使老年人可以 获 得 居 家 式 综 合 看 护 服 务，为 此 日 本 政 府 在 整 合 之 前

老年住宅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实施了《关于确保高龄者居

住稳定的法律》，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以入住附带服务的老年住宅。①

图４　第四阶段（２０１０年至今）

日本养老“看护四边形”

　　该 阶 段 日 本 养 老“看 护 四 边

形”（图４）呈 现 的 主 要 特 点 是：

一，进 一 步 加 强 和 发 挥 社 区 的 力

量，重视社区福利。“社区综合照

料体系”正是基于社区，在社区范

围内提供综合的、可持续的、便捷

的医 疗 与 看 护 服 务。在 此 基 础

上，日本政府又于２０１７年提出建立新型共生型的服务社区，旨在通过整

合老年人各 项 医 疗 护 理 及 生 活 服 务 的 基 础 上，将 残 疾 人 也 纳 入 服 务 体

系，为老年人和残 疾 人 提 供 一 体 化 和 整 合 性 的 综 合 服 务。可 以 预 测，今

后社区在日 本 推 进 老 年 人 的 共 生 社 会 中 将 发 挥 越 来 越 多 重 要 的 作 用。

二，“去家庭化”向“再家庭化”的转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政府在“家

庭主义”和“去家庭化“的整合中不断探索政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点。但

伴随着单身家庭、丁 克 家 庭 等 多 样 化 家 庭 的 增 多，日 本 政 府 也 及 时 调 整

家庭政策。例如，近些年政 府 不 再 强 调“男 主 外 女 主 内”，而 是 营 造 女 性

可以兼顾家庭与工作的良好支持性环境。三，“政府”“市场”“家庭”以及

“非营利部门／社区”四 个 方 面 在 充 分 发 挥 各 自 功 能 的 基 础 上，比 以 往 任

何一个阶段都进一步加 强 了 彼 此 的 联 系 和 融 合。从 提 供 整 合 看 护 服 务

的人员来看，既有 政 府 部 门 的 工 作 人 员，也 有 民 营 机 构 提 供 护 理 和 医 疗

服务的人员，还有 福 利 工 作 人 员 和 地 区 志 愿 者、社 工 组 织 及 家 属 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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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完全实现资源的整合。

　　结 语

　　“看护四边形”来源于福利多元主义，其目标是通过由政府、市场、非

营利组织／社区以及家庭的合作关系来分散和缓解财政与经济危机。在

“看护四边形”理 论 视 角 下，日 本 养 老 看 护 服 务 供 给 从 政 府 转 移 到 市 场、

社会，从一元变为 多 元，从 单 一 的 供 给 方 式 和 内 容 变 为 组 合 式 供 给 方 式

和丰富多样化的服务类型，从而实现由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的转型。

第一，养老“看护四边形”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特点与当时的

政治和经济影响密不可分。日本６０年代后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财富的积

累使得日本最初建立了福利国家型养老模式。但之后随着经济低迷，财

政压力加大，政府开始重视多元养老，将政府养老调整为社会养老。

第二，看护服 务 多 样 化 发 展 是 必 然 趋 势，但 政 府 一 直 是“看 护 四 边

形”服务供给中 的 主 体。政 府 全 面 介 入 养 老 看 护 发 展 的 过 程，制 定 适 合

各个时期不同需求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从福利国家转向福利社会。

第三，基于社区的整体性看护服务体系是未来探索的主要方向。“看

护四边形”的整合服务可以有效提高服务效率以及实现老年人对服务资源

的需求。政府通过对服务的纵向（各级政府、服务供给机构的限制将分散

的服务主体、资源重新组合起来）和横向（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的对预防、

医疗、护理、住房等资源的连接）整合，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服务。

第四，家庭在很长一段时期发挥着重要的隐性作用。政府过往的社

会政策都是基于家庭主 体 发 挥 作 用 的 基 础 上 设 计 出 台 的。但 随 着 少 子

老龄化进程的加剧，独居老人增多，传统家庭的功能正在被撼动，因此家

庭也需要从责任主体转 向 权 利 主 体。只 有 未 来 政 府 给 予 家 庭 更 多 的 社

会支持，考虑如何 有 效 增 强 家 庭 功 能，家 庭 才 可 能 在 看 护 四 边 形 中 继 续

发挥作用，而不是理所当然的看护供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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