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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SO 25551：2021《老龄化社会　照顾人员包容性组织通用要求与

指南》。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国际标准需要对“专业照顾人员”“家庭照顾提供者”等类似短语进行说明，国家标准对注进

行删除；
—

参考文件中所列文件，在文件中未资料性提及的按GB/T 1.2—2020的要求删除。—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攀枝花学院、湖南普亲养老机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天

依科创科技有限公司、通用技术集团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上海天与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陕西陕

投康养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浙江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肥城市子梅养护院、国家卫生健康委

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雨辰、侯非、周幸窈、付强、王蒙湘、汪杰、万福军、刘娜、王巧慧、

郑娟尔、陈萌、王娜娜、刁子朋、黄子涵、曾理想、吴荣昌、冯奇、李强、邱俊、姚冀、李多、
王学东、张永芳、王贇、聂景峰、倪佳斌、陈莉华、高子明、李少阳、郝晓宁、颜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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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概览
 

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7 版的《证据概览：照顾者支持》提供的数字，全球约有 3.49 亿人需要照顾，

其中 1.01 亿人年龄超过 60 岁。长期照顾采取的形式在各国家与地区之间有着显著不同，从家庭照顾到

以医院为基础的机构皆有。在大多数国家，通常由个人承担因身体、精神或认知功能的限制而需照顾的

配偶、家庭成员或朋友，并且这些照顾人员大多数是女性。尽管照顾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照顾者本

人对此持积极态度，但照顾家庭成员或朋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隐性的、不被承认的劳动力。
照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照顾人员将在社会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需要认识到，无偿照顾和有偿照顾

通常都由女性承担，导致女性离开有偿工作以满足其无偿照顾工作的需求，和/或经历工作场所的不平

等。照顾正在影响劳动力、医疗保健系统、家庭和整个社会。
在职照顾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尝试平衡就业和照顾责任。例如，劳动力参与率（在一个经济

体中工作年龄人口中，已经就业或虽失业但积极寻找工作人员所占的百分比）受到日益老龄化人口的家

庭照顾需求的显著影响。同时随着家庭规模缩小，更多女性就业工作。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预期寿

命延长，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数量预计将继续增加。这些趋势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在职照顾人员。研究表

明有偿工作成为照顾人员的负担，在大多数情况下，雇主没有适当的政策或计划支持在职照顾人员。

0.2　对在职照顾人员的支持
 

雇主可在支持在职照顾人员的员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组织可选择资助在职照顾人员的福利，如教

育、技能培训或支持服务，或者实施支持在职照顾人员的人事政策和计划。这些政策和计划旨在协助在

职照顾人员在发挥照顾作用的同时管理其有偿工作，为他们提供留在工作岗位或重返工作岗位的平等机

会，并有助于减少工作与家庭冲突和/或支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然而，目前缺乏指导雇主如何支持在职

照顾人员的明确指南。
工作场所仅是照顾人员得到支持的一个领域，尽管照顾人员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使其成为关键

的照顾人员支持环境，但还存在其他领域可提供照顾人员支持。其中包括通过政府或国家提供的公共卫

生医疗服务和支持，如探亲假。非政府、慈善或特定疾病组织（即癌症、痴呆症）提供支持，例如交通

服务或个人照顾。最后，每个在职照顾人员也有由亲属、朋友或邻居组成的非正式支持系统。
本文件旨在补充国家和其他组织现有的相关计划和支持。

0.3　实施照顾人员包容性计划的好处
 

研究表明照顾人员包容性政策和计划有助于：
留住熟练员工；—
激励员工提高生产力；—
减少旷工，提高出勤率；—
避免大量员工带病上班；—
减少残疾费用和精神健康索赔；—
提高组织竞争优势；—
建立更积极的员工队伍；—
支持本组织努力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员工队伍；—

通过支持在职照顾人员，展示组织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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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实施本文件
 

各组织的规模、管辖范围、资源不同，可有选择地实施本文件。
承认在职照顾人员是职业包容计划的基础。例如，许多组织都有员工支持计划，能用于支持在职照

顾人员。一个照顾人员包容性计划能依据现有文件，如现有文件不可用，能单独制定文件。如需要包括

能提高对这些支持的认识，并有针对性地实施这些支持。
实现包容照顾人员的工作场所需要系统的方法，并取决于许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系统整合。例

如，在解决公平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健康和安全管理的计划将与本文件的应用相

关。因此，诸如 ISO 30415、ISO/TR 30406、ISO 45001 和 ISO 45003 等相关文件能与本文件结合

使用。

0.5　照顾与性别问题
 

性别视角是制定在职照顾人员的政策和做法时重要考虑因素。例如，来自不同国家的统计显示，老

年人和其他需要长期照顾的人中有 57%~81% 是外出工作的女性照顾人员。
对于女性照顾人员而言，提供照顾的时间比男性多，这对她们自身就业产生影响。欧洲研究表明，

只有 50% 的女性在职照顾人员能全职工作，并明确指出照顾会影响她们的经济状况。此外，与男性相

比，女性在职照顾人员因持续的照顾需求，更容易导致工作调整（换工作或离职）。同时，女性照顾人

员向被照顾者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这可能对照顾人员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大的影响，并给女性照顾人员

产生困扰。
性别视角是制定包容性照顾人员的政策和计划的关键，有助于消除偏见，促进性别平等。这将有助

于确保在组织决策和活动中平等考虑所有人的需求。
本文件为各组织如何将性别视角应用于制定包容性照顾人员的计划提供了指导。它支持联合国《性

别平等标准和标准制定宣言》的目标，使标准更具性别平等性。它还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实现两性平等并赋予所有女性和女孩权利，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5.4：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和社会保护政策，并酌情促进家庭和家庭内部的共同责任，承认和重视无偿照顾和家务劳动。此外，

本文件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8：促进持续、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以及每个

人都有体面工作，特别是具体目标 8：实现所有女性和男性，包括年轻人和残疾人的充分参与生产性就

业及体面工作，以及同工同酬。关于性别和照顾的其他指导见附录 A。

0.6　在职照顾人员面临的新问题和不断演变的问题
 

新冠肺炎大流行增加了在职照顾人员的风险。尽管为在职照顾人员提供了某些优势，例如居家工

作，但新冠肺炎更清楚地表明，在社会和医疗卫生系统中，对在职照顾人员的支持存在差距。一项英国

调查显示，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70% 的家庭照顾人员提供更多照顾，许多在职照顾人员的收入因此大

幅减少。
虽然这不是一个新的情况，但有一类特殊群体是“双重责任”照顾人员。许多为老年人提供照顾的

一线医护人员也为他们自己的老年家庭成员、朋友或邻居提供无偿照顾。这些工作人员感染病毒的风险

增加，使他们难以履行家庭照顾责任。
另一个重要的在职照顾人员群体是“多重照顾人员”。这些人尝试同时照顾体弱多病和残疾的老年

亲属，通常是他们的父母或年长的家人或朋友，并同时照顾孩子。在大流行期间，这些在职照顾人员经

常居家工作，远程学习，养育子女，照顾他们年长的亲属、朋友或邻居。
虽然本文件重点关注的是工作的成年人，但人们越来越关注年轻的照顾人员面临的问题，这些照顾

人员可能是学生和劳动者。一些学术机构和雇主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而目前在该领域缺乏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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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专业、社会、经济、政策、文化和语言因素，与照顾相关的短语和词语在不同的语言和

语言社区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此外，近几十年来，随着医疗卫生系统和公众对老龄化社会中照顾作用看

法的变化，这些词语和短语也在不断演变。传统上在该领域使用的一些表达现在可能被视为误导或不合

适。在本文件的编写过程中，专家反馈显示，这些表达在不同国家和背景下的使用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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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　照顾人员包容性组织

通用要求与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为以下人员提供照顾的照顾人员包容性计划的要求、并提供了指南：
被照顾的成年人（例如，有认知、感觉、身体和隐形残疾的成年人、患有慢性或偶发性疾病的

成年人以及需要被照顾的老年亲属）；
—

长期被照顾的儿童（例如，由于慢性疾病或永久性认知、感觉或身体残疾、损伤）。—
本文件适用于任何组织，无论其规模、部门或社群环境（如城市、农村或偏远地区）。
本文件能单独使用，能与组织的管理体系、人力资源计划、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计划结合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照顾    care

在家庭、社区、机构等所有照顾环境中发生的活动/行为（包括社交、身体、情感、精神、心理

方面）。
注：适用于有偿照顾和无偿照顾。

3.2　

被照顾者　care recipient

接受在职照顾人员照顾的人。
3.3　

专业照顾人员　care worker

专业照顾提供者　care provider
为被照顾者提供照顾并收取报酬的人员。

3.4　

照顾人员　carer

照顾人　caregiver
家庭照顾人员　family caregiver
无偿为因疾病、残疾、严重伤害、精神健康状况或成瘾而无法正常生活的家庭成员、朋友或重要的

人提供照顾的人员。
3.5　

家庭　family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结合体，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长期结合在一起，共同承

担社会生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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