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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22]15 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

工作的意见》，深入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现结合工作实际，就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审判执行

工作全过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为推动构

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

保障。 

2．重大意义。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

本国情。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家庭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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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将进一步增加。有效应对我国

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

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

义。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

益，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3．目标任务。新发展阶段，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上下

贯通、一抓到底的工作体系，将服务和保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纳入审判执行的总体工作之中。推动完善老年

人优待政策、法规体系，涉及老年人利益司法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过程要充分征求老年人意见，推动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实、落

细。 

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 

4．依法妥善审理涉老年人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依法审理赡

养纠纷案件，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加强老年人精神赡养

类案件调解力度，增进对老年人的精神关爱。注重法院的职权

调查，强化依法裁量，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对于老年

人同居析产纠纷，要综合考量共同生活时间、各自付出等因

素，兼顾双方利益，实现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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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法妥善审理涉老年人继承纠纷案件。落实民法典遗产

管理人制度，依法确定遗产管理人，保障遗产妥善管理、顺利

分割。要依法保护各类遗嘱形式，切实尊重老年人立遗嘱时的

真实意愿，保障老年人遗产处分权。依法认定各类遗赠扶养协

议效力，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 

6．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保护老年家庭成员人身、财产

安全。推动完善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反家暴宏观体系。加强对家

庭暴力受害老年人举证的指导，加大心理疏导和帮扶力度。建

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加大依职权调取证

据力度，依法及时作出、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加强与公安机

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部门协作配合，充分利用协助

执行制度，保障人身安全保护令切实发挥作用。建立定期回

访、跟踪机制，拓展反家暴延伸服务范围。 

7．完善老年人监护制度。妥善审理监护权纠纷案件，最大

程度尊重老年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依法认定老年人通过意定监

护协议确定的监护人，督促其依法履行监护责任。对于侵犯无

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

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为老年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保护老年人人

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zcyODc%3D&language=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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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依法妥善审理涉养老纠纷案件，促进老有所养。贯彻落

实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规定，依法审理涉老年人居住权益保护

案件，满足老年人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为“以房养老”模式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依法妥善审理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确保养老机构提供符合质量和安全标准的养老服务，推动机构

养老规范化发展。 

9．推动农村养老保障服务发展。依法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纠纷案件，保障老年

人依法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增加农村老年人收入。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人赡

养、扶养的老年村民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 

10．依法妥善审理涉老年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促进

老有所医。依法认定家庭病床、巡诊等居家医疗服务合同中各

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妥善审理老

年人医疗、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等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发挥审

判职能，保障医养结合政策的贯彻实施，为老年人健康生活保

驾护航。 

11．加强老年人劳动权益保护，促进老有所为。依法审理

涉老年人劳动争议案件，助力老年人就业、维护老年人再就业

权益。助推“银龄行动”，引导具有一定经验和专业技术的老

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积极参与民事调解等活动。各地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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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实际探索建立退休法官专家库，鼓励有意愿的退休法

官积极参与诉前调解、调查研究等。 

12．依法妥善审理老年人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相关案件，促

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妥善审理涉老年人旅游合同纠纷等案

件，督促、引导服务机构充分、合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和安全

保障义务，不断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13．依法加大对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违法犯罪行为

的打击力度。依法严惩虐待、遗弃、伤害老年人等违法犯罪行

为。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借用“以房养老”

之名实施的“套路贷”，依法惩处家庭成员盗窃、诈骗、抢

夺、侵占、勒索、故意损毁老年人财物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

严惩消费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为老年人

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消费环境。 

14．加大涉老年人权益案件执行力度。各地人民法院要加

大涉老年人居住权案件执行力度，依法及时维护老年人居住权

益，保障老年人住有所居。加大对老年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

案件的先予执行力度。创新涉老年人精神赡养纠纷案件执行方

式，督促、引导赡养人积极主动履行赡养义务。 

三、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便老惠老司法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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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涉老年人矛盾纠

纷源头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建立完善涉老年人婚姻家庭、侵权等

矛盾纠纷的预警、排查、调解机制。构建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

体系，促进涉老年人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推动人民法院

一站式多元解纷向基层延伸，推进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

进网格，加强巡回审判，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坚持服务老

年人需求导向，建设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提供“一站通办、

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 

16．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

理。在涉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保护、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

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要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释法说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涉老年人权益案件中

的导向作用，切实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等功

能，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7．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树立人性

化审判理念，注重将对老年当事人的保护从身份利益、财产利

益全面延伸到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充分发挥家事

审判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诊断、修复和治疗作用，为老年人安享

幸福晚年提供和睦稳定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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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加强法律宣传。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法律进社区、巡

回审判、推广学习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

普法宣传。提高老年人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提

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推动在全社会树立保障老年人合法权

益的法律意识，形成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19．加大法律援助协作和司法救助力度。加强与法律援助

机构的协调配合，依法及时转交老年当事人的法律援助申请。

对于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老年当事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

救助。会同相关部门加大对受害老年人临时庇护、法律援助的

帮扶力度，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推动建立多层次救助体系。 

20．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为便利老年人参与诉讼活

动提供保障。聚焦涉老年人案件类型和特点，探索建立涉老年

人民事案件专业化审判机制。依法准许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

老年人口头起诉，有效给予老年人诉讼服务指导和帮助。为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开通上门立案、电话立案等绿色通道，实现快

速、便捷立案。开展网上立案、电子诉讼的同时，保留老年人

易于接受的传统司法服务方式。完善无障碍诉讼设施及服务，

方便老年人参加诉讼。根据案件情况，允许相关辅助、陪护人

员陪同老年当事人出庭。依法妥善处理老年人涉诉信访案件，

对于老年当事人应当予以特别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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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2022 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