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国家及市级

（一）政策依据

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

（渝府发〔2014〕16 号）

2.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17〕162 号）

3.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

“千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18〕99 号）

4.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26号）

5.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19〕110 号）

6.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养老服务

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19〕129 号）

7.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渝

民发〔2013〕160 号）

8.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千百工

程”配套文件的通知》（渝民发〔2018〕13 号）

9.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养老服务

市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民发〔2018〕43 号）

10.《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

健康委公告》（2019 年第 76 号）



11.《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

意见》（自然资规〔2019〕3 号）

（二）具体措施

1.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标准。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

机构，利用自有产权建设养老机构新增床位 50 张以上的，市

级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 10000 元的建设补贴；利用租赁

产权（房屋租期 5 年及以上）建设养老机构新增床位 20 张以

上的，市级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 5000 元的建设补贴。

2.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奖补标准。市级将采取以奖代补

的方式，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予以适当补助，对每个街道养老

服务中心补助 200 万元，对每个社区养老服务站补助 20 万元，

对每个乡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及辖区内村级互助养老点补助 100

万元。

3.对养老机构（含家庭服务企业、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

提供的养护服务免征营业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自用房

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

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和个人向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捐赠，符合相关规定的，准予在

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比例扣除。非营利性养老机

构设施建设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营利性养老机构设施建设减

半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服务涉及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要适当减免。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按居民生活



类价格执行，天然气初装费降低 30%收取，水电气安装工程费

用适当减免。有线数字电视收视维护费执行低收入用户减免政

策，电话、有线（数字）电视、宽带互联网等安装费用适当减

免。境内外资本举办养老机构享有同等优惠政策。

4.对利用辖区内国有闲置资源建设养老服务设施的，可低

偿或无偿使用；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和居家上门服务企业

（组织）免征增值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水电气费用按照居

民价执行，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物业管理费和房产税给予适

当财政补贴；符合条件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企业，可同等享受

小微企业税费减免、创业补贴、投融资支持等优惠扶持政策。

5.企业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或者符合研究开发费用

加计扣除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6.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按照以下

规定享受税费优惠政策：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

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

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 90%计入收入总额。承受

房屋、土地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免征契税。

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不动

产登记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土地闲置费；用于提供

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免征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7.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自有或其通

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

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8.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实行“先照后证”登记制度，在区县

（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法人登

记后，向区县民政部门申请许可。放宽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养

老服务机构在住所外设立经营场所，经营场所与住所属同一区

县工商部门登记管辖区域的，经营场所可以申请备案，不再办

理分支机构登记。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依

法在其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内设立多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

服务网点。

9.鼓励外国投资者设立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其设立的非营

利性养老机构与国内投资者设立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享受同

等优惠政策。外商投资养老机构设立及变更办理备案手续，适

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投资养老服务的外商投资企业按规

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和进口设备免关税政策。非本地投资者举

办养老服务项目与当地投资者享受同等政策待遇。

10.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工程项目审批流程整合为项目

审批（或项目核准、备案）、用地审批、规划报建、施工许可

4 个阶段。申请设立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符合直接登记条件

的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

审查同意。



11.建立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审批绿色通道，养老机构内设

医疗机构应向区县卫生计生部门申请设置和执业登记，卫生计

生部门应当在受理设置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批复。

12.凡利用建筑面积 1000平方米以下的独栋建筑或者建筑

物内的部分楼层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的，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的前提下，可不再要求出具近期动迁计划说明、临时改变建筑

使用功能说明、环评审批文件或备案回执。

14.养老机构举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实行设置审批

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根据诊疗需要和能力条件，适度放宽

医疗科室和药品目录限制，具备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可通过变

更登记事项或经营范围开展养老服务。医疗机构利用现有资源

提供养老服务的，其建设、消防等条件可依据医疗机构已具备

的资质直接备案。对养老机构内设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

护理站，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

15.民间资本和政府投资建设的非营利性养老设施，享有

相同的土地供应政策，可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如机构停办，

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对土地及地面建筑物评估后折价收回。营利

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按照经营性用地的规定依法办理有偿出

让手续。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

乡建设规划的，可以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按照乡（镇）村

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相关要求，办理土地使用手续；配套



建设的公路符合农村道路管理用地的，可按照相关规定作为农

用地进行管理，不办理建设用地手续。

16.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府举办的养老机

构享受同等土地使用政策，可以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和农村

集体所有土地。调剂解决养老服务用房时涉及土地性质、房屋

用途等问题的，在符合相关规划的前提下，规划、国土房管等

部门应予以支持。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建设

养老设施，涉及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或转让的，

在原土地用途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补缴土地出让金（租金）

后办理协议出让或租赁手续。企事业单位、个人对城镇现有空

闲的厂房、学校、社区用房等进行改造和利用，用于举办养老

服务机构，符合《划拨用地目录》且连续经营 1 年以上的，5

年内可不增收土地年租金或土地收益差价，土地使用性质也可

暂不作变更。鼓励盘活存量用地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养老

服务设施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采取划拨方式供地，

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应依法实行出让、租赁等有偿使

用方式，同一宗地有 2 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采取招标拍卖

方式公开出让。城市经济型酒店等非民用房转型成养老服务设

施的，报民政、城乡建设、国土房管、规划等部门备案，5 年

内可暂不办理土地和房产功能变更手续，满 5 年后继续用于养

老服务设施的，可由产权人按有关规定办理使用功能变更手

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依法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为本集体经



济组织内部成员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对在养老服务领

域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方式实施的项目，可以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建设。

17.以出让方式供应的社会福利用地，出让底价可按不低

于所在级别公共服务用地基准地价的 70%确定；基准地价尚未

覆盖的地区，出让底价不得低于当地土地取得、土地开发客观

费用与相关税费之和。以租赁方式供应的社会福利用地，由当

地人民政府制定最低租金标准，并在土地租赁合同中明确租金

调整的时间间隔和调整方式。

二、区级

（一）政策依据

1.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合川府发〔2016〕6 号）

2.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合川区推进养

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合川府办发〔2020〕116 号）

3.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合川区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合川府办发〔2020〕56

号）

4.合川区康养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合川区推

动社区居家养老运营服务的扶持办法的通知（合川康养组 发

〔2020〕1号）



5.合川区康养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合川区康

养产业招商优惠政策的通知（合川康养组发〔2020〕2号）

（二）具体措施

1.建设补贴。在上级补助基础上，本级给予以下配套补贴：

一是新建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给予 10 万元建设补贴；

二是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新建、扩建养老机构或用自

有房屋改建养老机构新增床位 50 张以上的，对其新增床位给

予每张 2000 元的建设补贴；租用房屋（房屋租期 5 年及以上）

改建养老机构新增床位 20 张以上的，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

1000 元的建设补贴。

2.运营补贴。一是区财政给予运行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站）每年 1 万元运营补贴；二是社会办养老机构收住合川籍

老人的，按实际入住人数，区财政按每人每月 100 元标准给予

运营补贴。

3.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按不低于政府取得土地的征地

成本价出让或划拨土地。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与适老化房产

相结合的养老综合体，自持养老机构、老年公寓、康复医院等

养老服务设施占地面积不得低于 30%，适老化房产占地面积不

得大于 70%，适老化房产中用于物业、家政、健康服务等自持

公共服务设施面积不得低于计容面积的 5%，土地按差别地价

出让，自持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按不低于政府土地的综合成本价

（含片区基础设施）出让或划拨土地，适老化房产按不低于片



区居住用地市场均价的 60%出让。养老服务设施应提前建设或

与适老化房产同步建设。

4.个税减免：对投资额度 5000 万以上的康养企业，在合

川区具体从事养老机构运营的高管，可有至多 5 人享受个人所

得税本级留存部分 100%扶持，扶持期为 5 年。

5.子女入学：对投资额度 5000 万以上的康养企业，企业

业主及高管子女申请在合川区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可按

规定自主选择辖区内公立学校就读。

6.对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总额 5000 万元以上的，区财

政对其不超过 1 亿元的贷款（不含可销售适老化房产贷款）按

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贴息，贴息期为 3 年。

7.对开展运营且运营管理考核等次合格及以上的运营机

构，分类给予运营补贴。运营补贴对每个养老服务中心（站）

连续支持 5 年，考核合格后每年拨付。具体补贴标准如下：等

级考评为优秀的，补贴 6 万元每年；等级考评为合格的，补贴

5 万元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