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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养老信用体系，推进养老行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养老机

构、医养结合机构逐渐成为老年人社会化养老的重要方式。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发展，2022 年 2 月，国务

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

确提出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机构备案信用承诺制度，建立“养老服

务+信用”机制，运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建立覆盖养老服务机构、

从业人员的信用管理体系。今年以来，全国多个省市出台了养老

服务条例（见表 1），在信用管理制度、信用信息记录、行业诚信

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针对性举措，同时在养老领域信用管理和

信用养老模式创新方面也形成了一批丰富经验，推进养老服务行

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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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以来各省市提及养老信用建设的法规梳理

时间 颁布部门 文件名称 信用相关内容

2022 年

10 月

湖州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州市居家养

老服务条例》

建立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用管理制

度，并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应

当增加监督检查和指导频次；对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

依法依规实施惩戒。赡养人、扶养人拒绝履行对老年人

赡养、扶养义务的，按照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规定，

记入个人信用档案。

2022 年

9 月

福建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福建省养老服

务条例》

养老服务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

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实施，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处罚，并实施信用惩戒。

2022 年

9 月

安徽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安徽省养老服

务条例》

鼓励、支持发展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

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提倡低龄健康老年人帮助高龄、空

巢、独居、失能、残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人。

鼓励探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时间储蓄、兑换等激励回

馈机制。

2022 年

9 月

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山西省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条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行业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使用。

2022 年

7 月

河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河南省养老服

务条例》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养

老服务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共享和披露，并将信用

信息作为享受扶持保障政策的参考依据；将养老服务领

域的信用情况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依规实行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一、地方实践经验

（一）上海市完善养老服务机构信用管理制度

2022 年 1 月，上海市出台《上海市养老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管

理办法》，将养老服务机构公共信用信息分为基本信息、失信信息、

增信信息、其他信息，结合行业管理要求，列举了各类信息内容、

信息归集要求。根据养老机构的信用得分设立 A、B、C、D 四个级

别，并依据评价和信用分级结果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分类监管。

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民政局又印发了《养老服务机构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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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试行）》，以上海市养老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归集的数据为依

托，明确了以 80 分为基准分值的信用评分标准，设置“基础信用”

“守法履约”两个减分项和“增进信用”加分项，采取评价指标

计分和直接判级相结合的方式，对养老服务机构信用等级进行动

态评价。上海养老服务机构的信用评价工作现已进入应用阶段。

（二）成都市构建“四位一体”养老综合监管体系

2022 年 8 月，成都市发布《成都市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办

法》，打造政府主导、机构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四位一

体”监管格局，推动养老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在信用承诺方面，

要求落实养老服务机构备案信用承诺制度，将书面承诺履约情况

记入信用记录；在信息归集方面，依据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

录，汇总整理养老机构信用信息，建立完善养老机构不良执业行

为记分管理制度，加强与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信息交换和共享；

在信用监管方面，引入第三方征信机构，参与养老服务机构信用

建设和信用监管，建立健全综合监管结果与养老机构等级划分评

定、政府补助、优惠政策等挂钩的机制；在失信惩戒方面，建立

完善行业“黑名单”制度，对拒不履行司法裁判或者行政处罚决

定、屡犯不改、造成重大损失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相关

责任人，依法依规在一定期限内实施行业禁入措施。

（三）济南市丰富养老领域信用管理手段

济南市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推进养老机构监管力度，充分利

用行业协会的力量提升养老服务行业的自律能力。一是对养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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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实施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出台了《关于推进养老机构“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相结合，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采取差

异化监管措施，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抽查频次和检查

对象被抽查概率。二是行业协会定期评估养老行业诚信经营情况。

济南市养老服务发展促进会发布了《济南市养老服务行业诚信自

律公约》，要求养老服务经营者建立诚信档案报促进会备案，并提

出对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会员单位及从业人员的行业诚

信经营情况建立定期评估制度，评估结果可作为养老服务质量等

级评定的依据。

（四）长春市创新养老领域信用建设机制

长春市二道区从政府端、机构端、服务端、老人端 4 个维度

入手，推进养老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辖区内养老服务业进

行全范围、全链条信用管理，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一是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制度，制定出台《长春市二道区养

老服务领域信用承诺制度》，涵盖养老机构的基本情况、安全管理，

从业人员的资格资历、教育培训经历、服务水平、荣誉等信息，

要求养老机构和为老服务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签署《养老从业人

员诚信服务承诺书》后方能从事相关岗位工作；发布《长春市二

道区养老机构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对养老机构环境、设备设

施、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等多方面进行管理。二是搭建智慧养老

信息化平台，建立养老体系信用信息资源库，归集全区 23 家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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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12家为老服务社会组织的信用信息，以及 6000 名特殊老

人的健康信用数据，通过大数据形成诚信评价报告，并在养老服

务领域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三是创新“信用特惠养老”服务，

多渠道整合资源，为全区信用等级高、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老年

人提供远程问诊、上门就医、健康管理、免费体检等服务；选择

试点片区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养老设备等，探索

实施“智慧养老+信用管理”创新项目，对老人实施健康监测管理，

改善养老服务体验，带动养老服务消费。

（五）龙口市依托信用提升养老服务品质

龙口市分别从激励政策、信息系统和线上服务平台等方面入

手，依托信用和互联网，提升信用养老服务信息化水平。一是制

定养老守信激励实施方案，印发《龙口市民政局关于对养老方面

守信激励实施方案》，对民政系统信用等级评估为 3A 级以上的养

老服务机构根据收住的失能老年人数量及入住时间进行差异化补

助，对信用等级 1A、2A、3A 级个人或其直系亲属入住指定养老机

构，给予床位费一定折扣的优惠。二是建立养老服务机构信用信

息归集系统，与全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共享信息，形成完整

的养老体系信用信息资源库，开展信用状况统计分析、养老信用

环境监测、信用协同监管等应用；定期归集养老机构失信情况，

对有失信记录、被执行记录的机构实施惩戒措施，随时调整养老

机构评级，取消其享受的优惠政策。三是提供线上线下无缝对接

的养老服务，依托 12349 全天候服务热线、智慧民生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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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等信息终端，建设全天候民生服务平台，提供 6 大类、160 多

项便民生活服务，提升养老服务监管信息化水平和服务质量。

二、地方实践经验总结

养老领域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通过梳理

上述地方的实践经验，总结养老领域信用体系的建设路径：

一是全面推行养老行业信用承诺制度。由民政部门牵头，建立

养老服务机构备案信用承诺制度，要求其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养老

服务经营基本规范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和规范，通过信用中

国网站进行信用承诺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要求养老从业人员签署

诚信服务承诺书，提供资格资历、服务水平等个人信息，记入个人

诚信档案。

二是搭建多维度的养老信用信息数据库。扩展养老服务机构的

信用信息归集维度，包括政府监管、行业评价、媒体披露、市场反

馈等多种渠道的信息，与其他政府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及时核实并

将无异议的失信信息、退出信息等记录纳入信用档案，作为机构享

受扶持保障政策的依据。

三是制定养老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以公共信用信息为基础，

对提供不同服务的养老机构分别制定信用评价办法，结合机构自身

运营、管理、服务等要素，建立信用评价指标规范与体系，全面进

行服务信用评价，并对结果进行公示和应用，促进养老服务行业规

范化发展。

四是构建多位一体的养老行业信用监管体系。以政府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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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信用信息对养老服务机构实行差异化监管，开展联合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定期评估行业诚信经营状

况，及时采取行业自律措施，加大对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力度。

五是探索信用养老的创新服务方式。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养老志

愿服务获得积分，或者将养老服务与当地的个人信用分相结合，通

过积分兑换商品、服务或设置满足条件享受优惠政策的方式实行激

励措施。选取试点探索“信用+智慧”养老服务，利用大数据、智能

养老设备等进行养老服务双方身份互认、信用查询、服务质量监测

和评价等功能，提升养老诚信服务体验。

（欢迎向我们提供选题建议）

联系人：李桂超 0592-2969718 1571065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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