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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民养老发〔2022〕1 号

----------------------------------------------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上海市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要求，加强保基本养老床位

的统筹利用，提高本市养老床位的利用效率，促进基本养老服务

公平可及，现印发《上海市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试点工作方案》，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请各区遵照执行。

2022 年 1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要求，加强保基本养老

床位的统筹利用，提高本市养老床位的利用效率，促进基本养老

服务公平可及，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人民城市建设”理念，缓解本市

养老床位建设利用的结构性矛盾，确保基本养老服务应保尽保，

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着眼于“有床

位可供入住、有意向可供排队、有清单可供选择”的目标，建立

全市统一、分级负责的保基本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机制。

二、主要任务

（一）建立保基本养老床位统筹机制

1.加强本区范围内养老床位统筹。各区首先应当以街镇为责

任单位，保障本区域内经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达到入住保基本

养老机构（床位）相应等级的老年人的入住需求。街镇保基本养

老床位供给不足或已住满的，各区应建立区级保基本养老床位统

筹池，保障老年人入住需求。试点期间，中心城区和郊区每个区

分别建立不少于 100 张和 200 张床位的区级保基本养老床位统

筹池。符合《上海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办法》（沪府规

〔2019〕11 号）规定的人户分离老年人纳入所居住区一并保障。

2.加强全市保基本养老床位统筹。建立市级保基本养老床位



统筹池，试点期间，中心城区和郊区每个区分别提供不少于 50
张和 100 张床位纳入市级统筹池。各区应从开办时间 2 年以上、

入住率较低（郊区入住率低于 50%、中心城区入住率低于 60%）

的公办养老机构中，将其至少 10%的可用床位纳入市级统筹池，

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利用率。鼓励其他养老机构根据自身实

际运营能力和收住情况，主动提供床位纳入市级统筹池。市级统

筹池在各区完成保基本床位数责任指标、且区级统筹池床位使用

数量达到 60%以上时，向该区开放。关于各区使用市级统筹床

位资源的相关政策，另行确定。

3.纳入市、区两级统筹池的养老床位需达到以下要求：（1）

符合保基本养老床位设置标准；（2）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结果为

二级及以上；（3）服务质量日常监测结果在良好及以上；（4）

无失信记录；（5）一年内无重大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健全保基本养老床位入住轮候机制

老年人申请入住保基本养老床位，按以下次序轮候：

1.经济困难对象和特殊对象，包括：本区、本街镇特困供养

人员，以及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达到规定等级要求的低保、低

收入老年人，重点优抚对象、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老年人等；

2.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达到规定等级要求的本街镇户籍

老年人；

3.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达到规定等级要求的本区户籍老

年人；

4.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达到规定等级要求且符合“沪府规



〔2019〕11 号”规定的人户分离本市户籍老年人；

5.外区的本市户籍老人。

以上在同一次序层级内，按申请时间先后轮候。老年人申请

入住市、区两级统筹池的床位时，参照以上次序轮候。

（三）实现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高效办成“一件事”

市民政局完善“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作为本市养老床位

统筹及轮候机制的信息化支持平台，提供机构查询、入住申请、

机构审核、排队公示等功能。各区民政局指导养老机构在平台上

及时、准确更新可用床位信息。老年人及其家属可自主或在居村

委会工作人员、养老顾问等人员的帮助下，登录平台办理申请和

轮候手续。

各区民政局按照群众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标准和要求，实

现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口受理”

“一网办理”和“一体管理”，确保符合条件、前期手续完成的

老年人在其与养老机构沟通达成入住要求后的 3—5 个工作日内

即可入住。

民办养老机构不受户籍和统一照护需求评估等级的限制，可

按申请时间先后或机构实际情况安排老年人入住。各区民政局可

对接“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提供多种筛选条件下的民办养老机

构清单，为老年人提供更多选择。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落实。建立保基本床位统筹及轮候机制，是

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思想，更好地满足老



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措施，各区要充分认识该项工作的

重要意义，全面落实、全力推进。

（二）加强组织协调。各区要因地制宜，深入分析各街镇老

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床位供给情况，细化完善区级统筹和

轮候方案，及时跟踪老年人入住以及养老机构提供服务过程中的

困难和问题，及时帮助解决。市民政局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对各

区推进情况及时跟踪指导。

（三）做好服务保障。各区要充分调动各街镇、养老机构的

积极性，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服务。养老机构要充分尊重老

年人的需求，在依托信息系统做好及时响应、线上服务的同时，

积极开展和老年人、家属子女的沟通和入院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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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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