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润薄、资金少、扩张难，菏泽民营老年公寓在摸索中艰难前行

“前景好，现却少有‘大资本’进入”
本报记者 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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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目前菏泽60岁以上老年人口131万，每年约以3 . 4%的速度增长。养老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
而对市场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老年公寓、医疗机构……纷纷涉足养老“市场”，菏泽人养

老，有了更多的选择。但，这些老年公寓的现状如何？医疗机构试水养老，有着怎样的优势和顾虑？居家
养老逐渐来到菏泽，最缺少的又是什么？

本报推出“养老三探”系列报道，探访菏泽那些养老机构，从经济的角度，以理性的思考，解读菏泽
养老市场的那些发展与困惑、欢喜与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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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菏泽
市民政局登记的民
办老年公寓共有28
家，仅能提供2499
张床位，即使加上
公办养老院，在菏
泽131万60岁以上
老年人口面前，也
显然是不足的。

经过十几年的
苦心经营，菏泽已
有一些家庭式老年
公寓逐渐找到“感
觉”，利润虽薄，也
在艰难前行。“养老
机构、养老服务的
需求量很大，养老
市场很大。”这是菏
泽多数民营老年公
寓负责人的看法，
他们也提出因资金
等，一时难以突破
发展瓶颈。

“你这还有床位吗？收不收
不能自理的老人？”22日一大早，
菏泽九九老年公寓经理李桂香
就迎来了前来咨询的市民。这样
的咨询几乎每天都有。

就在两年多以前，老年公寓
还不太被人接受，“一是养儿防老
的观念比较浓厚，老人不愿来，二

是子女担心遭人说‘不孝顺’，不
愿把老人送来。”李桂香说，刚起
步的时候，老年公寓入住率比较
低，运转比较艰难。“最近这一两
年入住率才不断上升，公寓也开
始扩张，就在前两天，新院正式开
业，可容纳300多名老人入住。”

据了解，多数老人住进老年
公寓是因子女工作繁忙，无暇照
顾，也有一部分老年人为减轻子
女的陪护负担，主动要求住进公
寓。“相比与独自在家，在老年公

寓里老人其实能得到更好的照
顾。”李桂香说。

“我儿女都很孝顺，但他们
都有孙子啦，一大家子住在一起
有些闹腾，我年纪大了，想清静，
就坚持住到老年护理院了。”在
昆仑老年护理院住了一年多的
焦玲华老人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状态，她居住的这家老年护理院
试营业三个月以来，入住已达到
一半以上。

截至目前，在菏泽市民政局

登记的民办老年公寓共有28家，
仅能提供2499张床位，再加上公
办养老院，也只是再多容纳3000

余人。与菏泽市目前131万60岁以
上老年人这一总数相比，显然有
巨大缺口。

“养老机构、养老服务的需
求量很大，养老市场很大。”吴堤
口老年公寓负责人任翠萍说，看
准市场前景，他们刚刚投资百万
余元建立了全市首家“居家养老
服务信息化平台”。

养老观念悄然转变，老年公寓被接受

嘴里说着行业前景好，仔
细算下账来，李桂香还是觉得
这个行业做起来太难，投入大、
利润薄。

九九老年公寓做了13年，但
直到前两年要建新院的时候，当
时建老院的债才彻底还清。

现在李桂香在婆婆张志敏
的带领下，和家人一起经营着
老年公寓，“全家四五口人都扑
在上面，一年下来才挣个房租
钱。”

李桂香给记者算了笔账：能
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500元，其
中一半要花在伙食费上，“子女
把老人送到这里来，很在意吃的
怎么样，所以伙食上一点不能
省，顿顿得有肉，天天有鸡蛋，每
个星期得有一顿红烧肉、一顿
鱼，菜谱几乎不重样，所以成本
一半就用到吃上了”。此外，还有
1/3用于聘请的护工工资，再去
掉水、电费，每位老人每月只有
100元左右的利润，按入住60多位

老人计算，一个月能挣六、七千
元，“幸亏这房子是我们自己盖
的，不然去掉一年几万元的房
租，真要赔钱了。”

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敢轻
易涨价，“一涨价就得死。”李桂
香说，由于物价上涨，去年11月
份公寓刚刚涨了一次价，每张
床位涨了1 0 0元，“这一涨得撑
好几年。”

九九老年公寓附近原有一
家宾馆式的老年公寓，入住条件

较好，价格也高，每位老人每月
均价1000元，但坚持不到两年就
倒闭了。“菏泽人的消费水平还
是较低，尤其老年人都不舍得花
钱，几百块钱他们能接受得了，
再多就不行了。”李桂香说。

菏泽市老龄办业务科相关
负责人表示，九九老年公寓的
经营状况反映了菏泽市内大多
数民营老年公寓的现状，甚至
某种程度上反映整个行业微利
的情况。

全家齐上阵，一年却“仅挣个房租钱”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菏泽老
年公寓目前所遇困局与养老行
业特点不无关系。“老年公寓做
起来，前期投入多、流动资金量
大，而回收周期长，利润薄，大笔
的资金很少愿意进入这一领
域。”

20日，总投资600万元的福星
老年公寓正式开业，这是九九老
年公寓的新院，也是菏泽市首家
日间托老中心，但扩张的过程怎
一个难字了得。

负责人张志敏告诉记者，
为了筹集资金，她卖掉了家里
的两处房子和一个院落，又四
处找朋友借钱，再加上政府扶
持资金和从农信社贷下来的20

万元，勉强凑齐。让她发愁的
是，建老年公寓几乎没有什么
融资渠道，由于老年公寓无法
以房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几
乎是不可能的事。“公寓里都住
着老人，就是还不了贷款，银行
也不能将老人强行赶走、收回

房产，所以没有银行愿意给老
年公寓贷款。”

比起资金来，小规模的民办
老年公寓拿地更难。福星老年公
寓的6亩地，是张志敏等了好几
年才“碰”上的机会，“征地太难
了，先从提高服务上着手，慢慢
经营新院吧，再扩大规模不太敢
想。”李桂香说。

2008年省政府曾出台《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对新办的非营利

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经依
法批准，可采用划拨或协议出让
的方式供地，乡(镇)村公益性的
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经依法
批准可以使用集体所有的土
地。”但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没有
落实到具体单位，这一政策执行
起来很困难。

“如果真执行养老机构优先
用地，又存在变相开发的风险。”
菏泽昆仑老年护理院负责人指
出了另外一种风险。

观念之变

现状之困

目前还未有“大资本”进入，只能艰难前行发展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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