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的 3 种养老模式和 4个养老特点 

【提要】：德国是目前欧洲最“老”的国家，现有人口约 8200万，60岁以上老年人就占到 23%

以上。目前德国共有 1.24万家养老机构（养老院），其中 54％为慈善组织所办，40％为私人养

老院，其余为公立养老院。德国人不仅用严谨缜密的思维模式创造了经济与工业神话，也通过

自身卓尔不群的智慧在短短几十年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使自己国家的老人能够做

到老有所养。 

德国老人养老不靠儿女，主要靠自己和国家与社会的扶持。印象中的德国老人，待人谦

和，懂得回报，既没有中国老人为老独尊的心态，也没有养儿防老的概念。在那些安静的村庄

里，没有哪个老人是依靠儿女的资金维持生活，他们多数是几个老年人在一起相互扶持或者是

依托社会组织的照料，快乐、自由而又独立。     

 

德国养老模式之一：居家养老护理型  

 

老年人依旧居住在自己原有的居所内，依托周边的养老机构，进行居家养老，养老机构提

供上门护理服务，并提供日间护理中心和短期托老服务。例如在护理机构每天早晨派人员上门

为护理老人进行日常护理，在洗漱早点完毕后，老人可根据需要去日间照料中心。在那儿通常

有针对老年人的不同活动，如朗诵，剪纸，记忆训练，下棋打牌和作蛋糕等。回到家后的晚饭

洗漱及上床又由上门护理服务来完成。而部分老人在亲戚朋友不在的情况下(如外出旅游)或自

己刚从医院回家需康复阶段，可进入短期托老所，享受为期最多两个月的短期托老服务。 

 

德国养老模式之二：德国老年住区式养老 

 

德国老年住区式养老是德国近年兴起的一种居家式养老模式，以养老居家服务监护式公寓

为主。老年人搬离原有老旧住所，入住最新购买或租赁的新建居家服务监护式公寓中，公寓整

体采用无障碍化设计，另附加许多老人服务硬件设施，如电子信号器或电视监控器(本人要求)

等，相比老旧住所更适宜老人养老，并且也提供相应的上门护理服务，老年人一旦卧床不起可

直接进入邻近的养老院。这一养老模式得到德国老年人的认可。 

 

德国养老模式之三：养老机构型养老   

 

目前德国共有 1.24万家养老机构（养老院），其中 54％为慈善组织所办，40％为私人养老

院，其余为公立养老院。     

德国由于可以提供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和养老住区服务，所以多数老年人都是在最后时刻

入住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养老院)与居家养老最根本的不同在于 24 小时的全方位服务，包含护

理，日间生活和起居等，且多分布在居民密集区，少数分布在郊区及度假区内。以首都柏林为

例，在柏林养老机构查询网站上随机输入一个柏林地区邮编，一般都可在 5 公里范围内找到 50

家左右的养老院。可见德国养老院之众，虽然部分养老院规模不大，只有上百张床位。 

 

德国养老特点一：养老地产的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互为依存，共同发展。 

 

德国是目前欧洲最“老”国家，现有人口约 8200万，60岁以上老年人占 23%。由于德国大

多数家庭是儿女一结婚都不和父母住一起，为帮助老年人过好晚年生活，德国一些地方政府、



社会团体和老人自己都在积极探索新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作为德国最主要的两大

养老体系，皆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两者一般会毗邻建设，以形成各种资源的共享的优势。       

 

德国养老特点二：通过“储蓄时间”计划获得社区养老及居家养老中上门护理时间，老年

人在不脱离原有社区人际关系同时享受养老院的护理服务。  

 

“社区养老”以老年人自己居住为主，老年人生活在社区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每天或

者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护理人员上门进行护理，这样老人既享受了服务又不脱离原有社区的人

际关系，社会义工也会定期上门为老人进行各种服务。     

在德国，年满 18周岁的公民都可以通过到养老机构提供各种无偿护理服务，来进行“储蓄

个人护理时间”的计划，以备自己将来需要时可以将这些时间提取出来免费享用，这也是大量

德国老人可以享受社区养老或者居家养老的最主要原因，有大量的德国年轻人愿意以义工的方

式来进行“储蓄时间”计划，使得德国养老具备大量的义工参与，从而降低专业养老机构的人

员压力。                 

 

德国养老特点三：政府大力补贴，对需要护理老人按照不同护理级别，给予不同支持，对

参与护理的企业给予财税支持，是名副其实福利型养老国家。 

 

对不同护理级别居家养老型老人进行不同的补贴标准：护理级别 1 - 每月 450 欧元、护理

级别 2- 每月 1100 欧元、护理级别 3 - 每月 1550 欧元。 

对于入住养老机构(养老院)的老人也有相应的补贴标准：护理级别 1 - 每月 1023 欧元、护

理级别 2- 每月 1279 欧元、护理级别 3 - 每月 1550 欧元。 

对于开办护理机构或养老机构的企业相应补贴标准：对于设立养老机构或养老院的企业，

地方政府另给予每个床位 16000欧元的一次性财政补贴。           

 

德国养老特点四：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相互依托，80岁以下居家养老护理为主，80岁以上

机构养老为主。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 中国的这一原则在德国基本

上已实现。目前德国需护理的老人约 230万人。其中150万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并结合亲戚朋友

邻居的帮助，他们的年龄平均在 80岁以下。另8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通常在养老院生活的老人

远在于 80 岁以上。所以可由此大体概括：需护理老人的第一阶段以居家养老结合社区服务为

主，第二阶段进入机构养老。所以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德国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