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9卷 第1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9 No.1
2025年3月       JournalofShijiazhuangTiedao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Mar.2025

文章编号:2095 0365(2025)01 0001 08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评价研究

李 娟, 王欣宇, 唐雨婷

(华北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

  摘 要: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构建养

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相对发展模型对2012—2021年河

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河北省养老事业综合水平呈波

动下滑趋势,而养老产业则呈由低到高发展态势,且二者内部各子维度发展水平也有不同程度变

化;两系统间耦合度提升明显,耦合阶段由2012年磨合耦合转变为2021年高水平耦合,彼此关联效

应逐渐强化;耦合协调关系类型以养老产业滞后型为主,考察期内虽基本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但总

体呈改善态势,且互促协同效应渐趋增强。对此,河北省应强化政策引导及财政支持、优化养老产

业市场环境,并坚持“兜底+多元”并存发展模式,持续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高效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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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将事业与产业概念共同

包含在“养老服务业”之中。2021年“十四五”规
划纲要正式提出“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

发展”。同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意见》指出,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

发展,既要借助市场力量发展壮大产业,更要注重

在产业中注入更多公共属性和公共责任,提高全

社会养老服务品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作为推

动养老服务体系健康发展的“两驾马车”,实现二

者双轮协同驱动,对缓解老龄社会压力、健全养老

服务体系具有突出现实意义[1]。然而,现阶段养

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如何? 该怎样推

动二者实现协同发展? 这两项问题仍亟待回答。
河北省作为我国人口规模较大的省份之一,

近年来,老龄化压力渐趋加重。根据七普数据显

示,河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81.20
万人,占总人口19.85%,较六普提高6.85个百

分点。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河北省坚持

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截至

2022年底,河北省已有养老机构1804家、床位

23.2万张,城镇社区日间照料设施覆盖率达90%
以上,养老服务设施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纵观

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实践,当前河北省对养老事业

与养老产业协调概况仍缺乏科学预测与研判,致
使在推进老龄工作中面临许多难以决断的现实问

题。因此,深入探讨分析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

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已

有研究[2-7]侧重于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理论层面探讨,缺乏对二者协调发展状况实证分

析。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

及相对发展模型对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

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系统评价,旨在全面明晰二

者协调水平,并识别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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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河北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

京畿福地、老有颐养的乐享河北”提供科学支撑。

二、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内涵及耦

合协调机理

明晰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基本内涵、厘清二

者耦合协调机理是对二者协调发展并进行综合评

价的重要前提。

(一)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内涵

目前政策及学界对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内涵

并无统一科学界定标准,但就研究共性而言,“主
体及属性差异”是众多学者[1-4]对二者内涵进行分

析时多采用的切入视角。针对养老事业,主要强

调政府主体性及发展的公益性,而对养老产业,则
强调市场力量的主导地位及经营运作的私立性。

1.“政府主导”下的养老事业

准确理解“养老事业”需先明确“事业”内涵。
根据词典解释,“事业”是具有一定目标、规模而自

成系统的、关系社会发展的经常性活动,突出强调

发展的公益性、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政府作为

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公共资源和维护公共利益的

主体责任人,在公共事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养老事业作为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

实现增进公共利益价值目标的重要依托。因此,
从发展主体及社会利益角度考量,养老事业是指

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承担责任,为满足老年群体

基础养老服务需要的一系列公共物品或服务,具
有公益性、普惠性的发展特征[3-4]。养老事业发展

的好坏反映着政府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和权

利的责任担当,大力发展养老事业不仅是解决社

会大量老年人口养老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

养老保障体系、改善民生问题的应然举措。

2.“市场主导”下的养老产业

与养老事业有所不同,“养老产业”侧重于“产
业”属性。“产业”是指在一个经济体中,有效运用

资金与劳力从事生产经济物品的各种行业,具有私

立性、营利性、市场性属性特征。针对养老产业内

涵释义,不同学者[3-6]已进行较多讨论,总体而言,
现有共识主要有三点:一是养老产业服务内容更加

多样化及个性化;二是参与主体主要是企业而非政

府;三是具有竞争性与营利性的发展特征。基于学

界共识,从产业发展角度而言,养老产业是以企业

为主体,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为目标,向
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养老产品服务的营利性市场活

动[1,4]。相较于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突出特征是可

营利性和市场导向性。作为一项朝阳产业,养老产

业对增加老龄产品服务消费,促进老龄消费市场繁

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是我国未来具备巨大市

场价值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形态。

(二)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

机理

耦合是探讨系统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概

念。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作为两个动态发展系

统,二者耦合是两系统间表征出的相互作用关系。
这种耦合促使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间关系趋于紧

密复杂,并在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协调状态,进而

影响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二者间耦合协调

机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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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机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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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养老事业是养老产业市场扩延的“潜在推

力”
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呈金字塔型层

次结构特征,在高级需求出现前,必须先满足低级

需求,当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高层次需求才会

被有效激发。对养老事业而言,其主要目的是为

老年人提供基本性养老服务产品,即满足老年人

低层次养老需求。但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福

利水平提高,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老年人对养

老服务期待和要求也将提升,开始追求文化娱乐、
旅游休闲等更有品质、更具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

养老服务[7]。而这些高层次需求往往是养老产业

中更为精细化、专业化服务的切入点。当这类养

老需求得到养老事业有效激发后,养老产业便以

其多样化的产品服务进行专业供给,进而扩大自

身市场规模。因此,从需求层次角度分析而言,养
老事业在全面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和健康需求的

过程中,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也有效激

发了他们对于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深层潜在需

求,并以此成为养老产业探索创新、拓展市场的潜

在推力。

2.养老产业是养老事业发展边界的“外拓补

充”
养老事业作为一项普惠性社会事业,运作基本

依赖稳定财政扶持,因而作为一项长期投资,发展

面临着服务内容单一、资金渠道局限等诸多难题。
相较而言,养老产业作为市场导向的业态,恰能有

力补缺养老事业供给短板,帮助养老事业外拓发展

边界[4]。一方面,养老产业凭借其丰富多样的服务

与产品,成为养老事业有限产品服务的重要“补
充”。这种“补充”意味着养老产业在养老事业满足

基本养老需求基础上,能通过服务范畴拓宽,为老

年人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选择,满足

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多样化养老需求,弥补传统养老

事业在服务供给深度与广度上的不足。另一方面,
养老产业还扮演着要素资源输入者的角色,通过提

供资金、技术等要素支持,帮助养老事业“外拓”发
展边界。养老产业实行“市场化经营”模式,拥有更

灵活的运作机制和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其多

样化的养老设施、用品以及相关服务,也为养老事

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要素资源与条件,为养

老事业发展提质增效。
总体而言,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间是“循环交

互”的动态耦合关系,二者立足于不同发展目标,
共同组成了驱动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效能提升的

“双轮”。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不
仅是实现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对接、互促共进的应

然要求,也是助推养老服务体系高效运转,进而打

造“普惠供给、多元保障”新型社会养老服务供给

新格局的必然举措。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科学性、代表性及可获取性等原则,综合现有

研究成果,构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两个子系统。
同时,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多数学者[8-10]在衡量养

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时主要从“医”与“养”两方面选

取指标,“医”与“养”作为老年人养老需求中的关

键性内容,是准确反映养老事业与产业发展概况

的核心维度[10-11]。因此,本文结合医养结合思

想,围绕事业与产业属性差异,在参考既有学者研

究[8-11]基础上,从发展规模、要素构成及产出效能

3个维度出发,共选取17项具有典型代表性指标

建构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1)。
表1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维度层 指标层 单位 属性 权重

养老事业

发展规模

要素构成

产出效能

公立养老机构数 个 + 0.1114
公立村卫生室数 个 + 0.0648
老年社会福利院数 个 + 0.1601
馆办老年大学数 个 + 0.1631
公立养老机构年末职工数 人 + 0.0736
公立养老机构年末床位数 张 + 0.1685
公立医院病床使用率 % + 0.0729
基本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 人 + 0.0985
老年人福利经费支出 万元 + 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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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层 维度层 指标层 单位 属性 权重

养老产业

发展规模

要素构成

产出效能

私立养老机构数 个 + 0.1905
私立医院数 个 + 0.0508
私立村卫生室数 个 + 0.0377
私立养老机构年末职工数 人 + 0.1810
私立养老机构年末床位数 张 + 0.1717
私立医院病床使用率 % + 0.0376
私立养老机构年末在院人数 人 + 0.1648
私立养老机构年营业收入 万元 + 0.1658

  其中,发展规模主要关注各子系统整体规模

与容量,包括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和

配备情况等;要素构成主要关注子系统内部组成

与结构状况,涉及从业职工数量、床位数等;产出

效能则主要衡量各子系统发展效能水平,反映各

子系统最终成果产出状况,主要包括床位使用率、
经费支出和机构营收状况等。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熵值法不受主观因素影响,对指标权重确定

更加客观,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计算

步骤如下:

①计算标准化值yij:
各项指标均为正向,故只采用正指标计算公

式进行处理。

yij= xij-xi,min

xi,max-xi,min
(1)

式中,xij为第i(i=1,2,… ,m)个指标在j(j=
1,2,… ,n)年的原始值;xi,max和xi,min分别表示各

指标在时间序列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②计算规范化值rij:

rij = yij

∑
n

j=1yij

(2)

③计算熵值ei:

ei =∑
n

j=1
(rijlnrij)
lnn

(3)

④计算权重wi:

wi = 1-ei

∑
m

i=1
(1-ei)

(4)

⑤计算评价指数Uj:

Uj =∑
n

j=1
wiyij (5)

2.耦合协调度模型

综合既有研究成果[9,12],本文采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综合考察。计算

步骤如下:

C=2 U1U2

U1+U2
(6)

T=αU1+βU2 (7)

D= CT (8)
式中,C为耦合度;D 为耦合协调度;U1 和U2 分

别表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评价指数;T 为综合

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根据子系统权重予

以确定,本文认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同等重要,
故取α=β=0.5。同时参考叶宋忠[8]和胡子坤[13]

等研究,对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具
体标准见表2和表3。

表2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度划分标准

耦合等级 耦合度值区间 耦合阶段

1 [0.0,0.3) 低水平耦合

2 [0.3,0.5) 拮抗耦合

3 [0.5,0.8) 磨合耦合

4 [0.8,1.0) 高水平耦合

表3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耦合协

调度值区间

耦合

协调状态

耦合

协调值区间

耦合协调

状态

[0.0,0.1) 极度失调 [0.5,0.6) 勉强协调

[0.1,0.2) 严重失调 [0.6,0.7) 初级协调

[0.2,0.3) 中度失调 [0.7,0.8) 中级协调

[0.3,0.4) 轻度失调 [0.8,0.9) 良好协调

[0.4,0.5) 濒临失调 [0.9,1.0) 优质协调

  3.相对发展模型

为明晰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

关系类型,本文引入相对发展模型:

γ=U1

U2
(9)

式中,γ为相对发展度,当0<γ≤0.9,为养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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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型,0.9<γ≤1.1,为同步发展型,γ>1.1为

养老产业滞后型。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2012—2021年的《中国

民政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河北省经济年

鉴》。同时,为保证数据完整性与准确性,对个别

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插值补齐。

四、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

协调实证分析

(一)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发展水平

分析

2012—2021年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

系统发展水平见表4。

表4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系统发展水平

年份
养老事业

发展规模 要素构成 产出效能 综合水平

养老产业

发展规模 要素构成 产出效能 综合水平

2012 0.3021 0.2287 0.0735 0.6043 0.0423 0.0067 0.0180 0.0670
2013 0.2910 0.2141 0.0919 0.5969 0.0378 0.0061 0.0424 0.0863
2014 0.2087 0.1994 0.1141 0.5222 0.0371 0.0055 0.0305 0.0731
2015 0.3414 0.1542 0.1340 0.6296 0.0370 0.0064 0.0123 0.0557
2016 0.3017 0.1751 0.1728 0.6496 0.0412 0.0042 0.0371 0.0824
2017 0.1618 0.1809 0.1696 0.5124 0.0484 0.0044 0.0286 0.0814
2018 0.2487 0.0035 0.1922 0.4444 0.0596 0.0214 0.0547 0.1357
2019 0.1370 0.0138 0.2121 0.3629 0.0868 0.0987 0.1225 0.3079
2020 0.1697 0.0492 0.1700 0.3889 0.1962 0.2691 0.2305 0.6957
2021 0.2021 0.0387 0.1767 0.4175 0.2416 0.3527 0.3501 0.9445
均值 0.2364 0.1257 0.1507 0.5129 0.0828 0.0775 0.0927 0.2530

  1.养老事业发展水平分析

由表4可知,河北省养老事业综合发展水平

由2012年的0.6043下降至2021年的0.4175,
总体呈波动性下滑态势。其中,2016年前综合水

平高于平均水平,整体介于0.5~0.7之间,发展

态势相对较好,但在此之后下滑趋势凸显,从
2017年开始低于平均水平,虽然在2019年后有

小幅回弹,但整体发展势头仍较弱,这表明河北省

养老事业发展已受到一定冲击。究其原因,一方

面可能与老年人需求变化有关[14],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老年人养老需求层次

逐渐实现从基本性到多样化梯级跃升,养老事业

作为保民生、护兜底的主力军,难以有效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当前老年人口规

模日益增加,以兜底、普惠为核心的养老事业已无

法承担现阶段巨大的社会养老压力,进而导致养

老事业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从养老事业系统内部各维度看,2012—2021

年河北省养老事业发展规模与要素构成水平变化

趋势类似,基本呈现波动下滑态势,其中要素构成

水平下滑程度较大,具体表现为养老机构年末职

工数与年末床位数两项指标下降较为明显,反映

出河北省养老事业从业人员及床位减少等要素流

失问题较为严重。同时,产出效能水平10年间发

展较为缓慢,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河北省养老事

业已开始无法有效契合老年人养老需求,亟须加

强各类制度及政策引导,促进养老事业完善发展。

2.养老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表4显示,在2012—2021年间,河北省

养老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由低到高提升趋

势。10年间养老产业发展表现为两个阶段:一是

缓慢发展阶段(2014—2018年),这一阶段总体呈

微弱波动发展趋势,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此时期老

年人需求还未得以充分激发,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加之2013年我国养老服务市场化刚起步,配套政

策支持力度较弱,加之缺乏良好的营商环境,养老

产业难以获得长效发展[15]。二是强势提升阶段

(2018—2021年),河北省养老产业迎来了快速发

展机遇期,相较前一阶段,此阶段老年人养老需求

多样化特征逐渐凸显。同时河北省陆续出台多项

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的政策文件,2018年为针对

养老机构准入审批难、融资贷款难等问题,河北省

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

质量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养老服务市场

全面放开,同时要求全面清理、取消申办养老机构

的不合理前置审批事项,优化审批程序,激发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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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市场主体活力。在各类政策要素引导下,养
老产业经营环境渐趋改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

对养老产业系统子维度分析,10年间河北省

养老产业发展规模、要素构成和产出效能水平均

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要素构成水平增加较为明

显,这一变化与养老事业正好相反,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在从业人员结构及养老服务供给方面,
养老产业要优于养老事业。同时,伴随生活水平

提升,老年人养老需求层次逐渐上升,为满足多样

化养老需求,养老产业相关生产要素投入也显著

增加,市场规模得到不断开拓。

  (二)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计算得

到2012—2021年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

合协调状况,结果见表5。
表5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状况

年份 耦合度C 协调指数T 耦合协调度D 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状态 协调关系类型

2012 0.5994 0.3357 0.4486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3 0.6643 0.3416 0.4764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4 0.6563 0.2977 0.4420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5 0.5466 0.3427 0.4328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6 0.6320 0.3660 0.4809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7 0.6878 0.2969 0.4519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8 0.8466 0.2900 0.4955 高水平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9 0.9966 0.3354 0.5782 高水平耦合 勉强协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20 0.9592 0.5423 0.7212 高水平耦合 中级协调 养老事业滞后型

2021 0.9221 0.6810 0.7924 高水平耦合 中级协调 养老事业滞后型

  1.耦合阶段分析

从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系统耦合度

值来看,10年间二者耦合度基本保持在0.5~1
之间,均值为0.7511,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2—2017年耦合度一直保持在0.5~0.7之

间,二者处于磨合耦合阶段,而在2017年之后,二
者耦合度逐渐得到显著提升,两系统达到高水平

耦合阶段,这说明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两

大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得到了有效加强,耦合效

应渐趋强烈,彼此关联也更加紧密。

2.耦合协调状态分析

由表5可知,2012—2021年河北省养老事业

与养老产业间基本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从耦合协

调状态划分结果看,两系统从2012年的濒临失调

发展到2021年的中级协调,总体呈改善趋势,并
表现为两个阶段:一是失调改善阶段(2012—2018
年),此阶段二者虽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但两系统

间耦合度却保持上升势头,协调度也从0.4486
上升至0.4955,失调状况渐趋改善。二是协调加

强阶段(2019—2021年),这一阶段耦合协调度由

2019年的0.5782上升至2021年的 0.7924,升
幅约37.05%,相较前一阶段已有明显改善,表明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间互促协同效应趋于增强,
二者互相促进趋势更加凸显。总体而言,河北省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状态有显著改善,但从

整个发展过程看,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耦合度

均高于耦合协调度,这说明二者间长期保持着“高
耦合、低协调”的相互作用状态。因此,未来还需

进一步强化政策、资金等要素资源支持,推动二者

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

3.耦合协调关系类型分析

根据表5分析,2012—2021年河北省养老产

业综合发展水平多数时期低于同期养老事业,二者

协调关系类型以养老产业滞后型占据主导。分阶

段来看,2012—2019年表现为养老产业滞后型,但
从2019年开始,二者进入交叉过渡期,养老产业综

合发展水平逐渐反超同期养老事业,并且差距进一

步扩大,此时二者协调关系表现为养老事业滞后

型。分析其原因,这主要由于早期养老事业受到政

府较多关注和资源投入,而养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

段,市场化程度不高,加之公众对商业化养老服务

认知和接受度有限,导致发展缓慢。但近些年伴随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扩大

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等
一系列养老服务市场化政策的实施,河北省养老产

业市场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经营环境逐渐完善,促
使养老产业加速发展并逐渐赶超养老事业。综合

10年间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类型及综合发展水平状

况比较分析,养老产业发展速度要快于养老事业,
并且这种发展势头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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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

模型,对2012—2021年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

业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河北省养老事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

波动性下滑态势。2016年前,发展趋势相对较

好,但2016年后下降趋势逐渐凸显,虽然在2019
年后有小幅回弹,但整体发展势头仍较弱。此外,
养老事业系统内部发展规模、要素构成发展水平

与综合水平发展趋势基本类似,呈波动下滑态势,
产出效能水平整体发展也较为缓慢。

第二,河北省养老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呈现由

低到高提升趋势。2014—2018年发展比较缓慢,
而2018年之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且总体水平提

升幅度较大,到2021年综合水平已实现明显改

善。同时,在养老产业系统中,发展规模、要素构

成和产出效能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要素

构成水平增加最为明显。
第三,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阶段

以磨合耦合为主,但近些年高水平耦合状态逐渐

凸显,二者相互作用关系不断加强,耦合效应渐趋

强烈。两系统耦合协调状态以濒临失调为主,协
调关系类型以养老产业滞后型为主,虽然考察期

内失调状态居多,但两系统间整体呈现由失调减

弱向协调加强的改善发展特征,互促协同效应也

逐渐凸显。

  (二)对策建议

1.强化政策引导及财政支持,提升养老事业

服务效能水平

养老事业发展与政府密切相关,能否得到强

有力的政策及财政支持至关重要[2]。由上分析可

知,近些年河北省养老事业发展水平逐渐下滑,整
体发展较为缓慢。因此,一方面,河北省要进一步

完善促进养老事业发展的辅助性与基础性政策体

系,加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养老事业管

理工作机制,明确好业内各类医养机构职责与义

务,为养老事业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另一方

面,也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以设立专项资助基

金、财政补助等方式,改善落后养老服务设施条

件,强化各类公益性养老服务供给效能。同时,还
要坚持纵深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加强养老事

业服务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补齐养老事业发展

短板,实现服务质量与效率双重提升。

2.持续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环境,释放养老产

业发展新活力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

保障。近些年河北省养老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整

体规模还相对较小。因此,相关部门还应继续加大

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养老产业市场

环境。一是要强化政策扶持引导。坚持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鼓
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市场,推动养老服务

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二是要建立多层次养老金

融体系。坚持优化财税投融资工具,以提供税收及

信贷资金支持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推
动养老产业链优化升级[16]。三是要健全养老服务

市场监管机制。制定并出台行业性监管性法律法

规,建立行业信用体系,通过规范养老服务市场主

体行为,引导养老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3.坚持“兜底+多元”并存发展模式,实现养

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高效协同发展

推进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是一项系

统工程,要以养老事业“保兜底”,以养老产业“促
多元”,精准把握二者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一方

面,要坚持事业产业协同互补、要素资源互通共享

的发展思路,建立统一养老服务平台,鼓励养老事

业与产业间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资源流动整

合,以资源共享实现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发展有

机衔接。另一方面,要强化养老事业与产业双轮

驱动、协同发展的政策导向,创设有助于二者协同

互促的政策环境,建立多方养老主体广泛合作的

工作机制,促进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深度融合,最
终形成互为支撑、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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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EvaluationofElderly
CareBusinessandElderlyCareIndustryinHebeiProvince

LIJuan,WANGXinyu,TANGYuti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Tangshan063210,China)

Abstract:Promotingthesynergisticdevelopmentofelderlycarebusinessandelderlycareindustry
isanimportantstrategicplantoactivelydealwithpopulationaging.Byconstructingtheevaluationin-
dexsystemofelderlycarebusinessandelderlycareindustry,thestudyusedentropyvaluemethod,

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andrelativedevelopmentmodeltoempiricallyanalyzethecoupling
andcoordinationstatusofelderlycarebusinessandelderlycareindustryinHebeiprovincefrom2012
to2021.ThestudyfindsthatthecomprehensivelevelofelderlycarebusinessinHebeiProvinceis
fluctuatingdownwardtrend,whilethatoftheelderlycareindustryisfromlowtohighdevelopment
trend,andthedevelopmentlevelofeachsub-dimensionwithinthetwoalsohasdifferentdegreesof
change;Thecouplingbetweenthetwosystemshasincreasedsignificantly,andthecouplingstagehas
beenchangedfromagrindingcouplingin2012toahighlevelofcouplingin2021,witheachother’s
correlationeffectbeinggraduallystrengthened;Thetyp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isdominatedby
thelaggingtypeofelderlycareindustry,whichisbasicallyonthevergeofbeingoutoftuneduring
theinvestigationperiod,buttheoverallsituationisimproving,andthesynergisticeffectofmutual
promotionisgraduallyenhanced.Inthisregard,HebeiProvinceshouldstrengthenpolicyguidance
andfinancialsupport,optimizethemarketenvironmentoftheelderlycareindustry,andadheretothe
developmentmodeof“protection+diversification”,soastocontinuetopromotetheefficientsyner-
gisticdevelopmentoftheelderlycarebusinessandtheelderlycareindustry.

Keywords:Hebeiprovince;elderlycarebusiness;elderlycareindustry;coupling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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