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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辅助器具综合服务模式与人才队伍建设

胡　 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００）

摘　 要： 中国当前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模式正在从“评估适配”模式向综合服务模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问题是影响综合服务模式的主要问题，因此主要针对康复辅助器具综合服务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人才匮乏问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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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综合服务模式

１．１　 综合服务模式的内涵

综合服务模式意味着全面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

提供，包括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中的“评估，匹配，练
习，教育和社区”５ 个方面。 “评估”是指针对用户个

人情况的评估，主要内容包括了功能障碍，环境障碍

以及对康复工具的需求及其对使用的影响评估。
“匹配”是指通过“定做”或其他技术手段为用户组

装，调整康复辅助器具，帮助用户选择和获得更为合

适的康复辅助工具。 在教育方面，主要是指教育用

户正确使用并理解康复辅助器具，在现实生活中部

分用户会对康复辅助器具抱有抵触的心理，“教”就
是要帮助、教育用户正确接受和使用康复辅助器具。
“社区”主要是指“社区工作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

为用户提供康复支持服务，帮助用户进行资源整合

和心理咨询等，并鼓励用户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
在康复辅助器具综合服务模式中，服务的内容不仅

仅是单一的为用户提供康复辅助器具，而是更加全

面的为用户提供咨询、训练、教育等相关服务。
１．２　 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综合服务模式发展现状

当前，中国康复辅助器具服务模式为“评估适

配”模式，这种服务模式主要是通过评估的方式来

了解用户的实际需求，并根据用户的需求为用户提

供合适的康复辅助器具。 当前，“评估适配”模式已

经在中国很多城市展开，并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
极大程度的推动了中国康复辅助器具服务水平的上

升。 但是，“评估适配”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

在一定的问题，在该模式中还是将服务停留在对用

户个人需求与相关辅助器具之间的匹配程度之上，
而没有意识到用户心理服务和社会服务的重要性。
因此，仍需在“评估适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更加完

善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模式，而康复辅助器具综合

服务模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 其实，很
多西方国家在很久之前就开始进行了康复辅助器具

综合服务模式的研究与试点工作。 但是，在中国由

于康复辅助器具服务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很多理论

成果与西方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于服

务理念上的差距较大，结果导致康复辅助器具综合

服务模式并没有在中国得到有效的推广。 虽然当前

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都积极的建立康复辅助器具

综合服务试点，但是就整体而言中国康复辅助器具

综合服务模式发展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过

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也相对较多，其中最为突

出的问题在于当前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相对匮乏，
这是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综合服务模式发展过程中最

大的阻碍。



２　 现有专业服务人员队伍的主要问题

２．１　 储备人才相对较少

综合服务模式主要包括了“评估，匹配，练习，
教育和社区”五大内容，这些内容的实施都需要与

之对应的专业人员。 但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专业

库中本科专业涉及康复治疗的专业项目仅有 ７ 个：
运动康复、康复治疗学、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中医康

复学、教育康复学、康复作业治疗、康复物理治疗；专
科专业涉及康复治疗的专业仅有 ８ 个：言语听觉康

复技术、中医康复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治疗类、
康复工程技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社区康复、体育

保健与康复。 并且很多专业报考人数相对较少，这
就直接导致康复服务领域人才储备不足，人数数量

相对较少，质量相对较低的问题。
２．２　 职业培训程度较低

根据中研智《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中国康复医疗行业

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中
国康复治疗师数量不到 ４ 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

人员的 ０．７２％。 在国际标准中，每 １０ 万人口应该配

有至少 ８ 名康复治疗师，中国康复医护人员和治疗

师的缺口达几十万。 要想填补这几十万的专业人员

缺口，单纯依靠学校专业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通过职业培训的方式扩大人才队伍。 但是，在中国

职业资格考试中从事轮椅、助视器等康复辅助器具

服务的人员没有职业称谓，社会相关的职业培训也

相对欠缺，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
２．３　 人员流动幅度相对较大

在专业服务人员队伍本身数量相对较少的状况

下，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综合服务模式发展过程中还

不得不面对专业人员流动幅度大的问题。 引发这一

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康复辅助器具综合服务人员的薪

资待遇相对较差。 虽然很多社会资本已经投入到康

复辅助器具服务领域之中，但是资本回报率相对较

低，很多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中心存在亏损的问题，这
就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投资者的投资问题，伴随着

资本的退出一些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也会出现下

降，这是导致人员流动幅度相对较大的主要原因。
３　 人才队伍建设措施

３．１　 发展专业教育

康复辅助器具综合服务的专业程度相对较高，对
于相关领域人才的专业程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更

加需要通过发展专业教育的方式扩大人才队伍。 面

对专业人才储备较少的问题，应该坚持教育为主的思

想，切不可操之过急，应该通过扩大专业招生数量，提

高教育质量的方式，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３．２　 完善职业培训

专业人才队伍的扩建除依靠专业教育之外，职
业培训也是补充专业人才的重要方式。 要想使得当

前中国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人才缺口能够得到迅速地

补充，就需要对现有职业培训进行完善。 首先，应该

把康复专业相关职业考试纳入中国职业资格考试系

统之中；其次，应该对现有培训机构进行管理和排

查，保障市场中的相关培训机构的正规性与专业性。
３．３　 政府部门需给予一定的帮助

中国康复辅助器具服务人才短缺问题是中国社

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之一，要想解决这一问

题不是单纯依靠社会力量就可以解决的。 面对康复

辅助器具服务领域中资本回报率低而导致的资本不

足，以及相关人员薪资待遇较低导致的人员流失问

题，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给予康复辅助

器具服务领域一定的支出。 当前中国政府部门已经

出台了很多有利于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领域发展的政

策，例如《关于开展建立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试点

工作的通知》、《关于新增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

医疗保障支付范围的通知》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在很

大程度上推动了康复辅助器具服务行业的发展，不过

由于中国康复辅助器具服务行业发展起步较晚，所以

依旧需要政府部门更大力度的支持与帮助。
４　 结束语

当前，中国康复辅助器具服务模式从“评估适

配”服务模式向更为专业的综合服务模式进行过

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较为明显的发展中国康复辅

助器具服务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专业人员欠缺

的问题，因此要想进一步推动中国康复辅助器具服

务综合模式的发展就需要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对
此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 ３ 个

方向出发，首先需要进一步发展专业教育，其次应该

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最后需要政府部门给予一定

的帮助。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更好的推动中国

康复辅助器具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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