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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年人视角看“国际老年友好城市” 
 

——写在上海首批“养老顾问”上岗之际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胡苏云 
 
    近日，上海首批“养老顾问”上岗。这提醒我们，上海既是座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又是
座优雅地逐渐步入老龄化的城市。上海户籍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近 500万，每三个户籍人口中，
就有 1 个老年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提出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宜居社
区。如今，建设国际老年友好城市又被列入“上海服务”品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13 个专项行动
之一。 
    基础奠定，亟待更上层楼 
    “将出牵衣送，未归倚阁望。”老年友好城市建设在上海已经有一定基础。从老年友好城市
硬件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无障碍设施方面看，上海自 2003年起实施《无障碍设施管理办法》，已
经成为国家五部委评选出的全国无障碍示范城市。自 2009 年起黄浦等 5 个区开展了“老年友好
城市”试点，静安区还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老年友好城市指标体系报告中五个案例之一。2013年形
成“上海市老年宜居社区建设细则”，主要围绕社区为老服务，在全市 40个街道试点，“十三五”
期间将会推广到所有街镇。上海还有地方版的“老年友好城市建设导则”，建设标准已经基本形

成。 
    然而，从目前看，由住建委和市老龄委负责牵头老年友好城市建设工作，由于负责的领域有
限，实际开展的工作有局限，使得老年友好城市建设基本围绕无障碍设施和社区为老服务方面在

开展。况且，无障碍设施主要针对残疾人，缺乏适老性视角，还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现象。老年友

好城市建设是个全面的系统工程，工作的复杂持续性、目标的高标准性和实施的精准性，都需要

上海对现有的组织资源和指导、落实、监督资源进行整合，以使工作向全面和纵深推进。 
    指标引领，增加老年视角 
    指标体系具有引导功能，能够为既定目标的实现提供内在驱动力。世界卫生组织老年友好城
市核心指标由三大部分 15 个指标组成，即公平性指标；老年友好环境结果指标，包括无障碍实
体环境和包容性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福利影响结果指标，即生活质量情况。此外，还有 7个补充
指标。 
    从国际上看，纽约是建设老年友好城市的典范。其老年友好城市建设行动始于 2010 年，以
老年友好商业、老年友好学校、老年友好环境和社区为特色，涉及 59 个具体目标，并成立老年
友好纽约建设委员会专职负责。在纽约“老年友好城市”官网上，列出了一份老年友好商业清单，

包含市场、环境、设计、购物体验等内容。在老年友好学校建设中，纽约成立了由市议会议员、

中学、大学或学院的校长、教授组成的工作组，允许老人利用现有的学校资源，包括图书馆、电

脑，并能参加学校的体育课、艺术课、讲座等等。在老年友好环境和社区建设中，纽约注重城市

公共交通适老性，改造公共场所的电梯和自动扶梯，并对中心地区 100座地铁车站进行适老化改
造，还通过老龄专车服务、无障碍计程车服务以及老年及残障人士计程车福利计划。 
    对标世界卫生组织的指标体系，上海还应增加老年人视角，突出包容性社会环境指标建设，
包括老年安全性、老年获得信息服务便利性等。 
    立足优势，构建上海特色 
    根据上海的基础和特色，结合上海四大品牌建设工作，笔者建议重点开展三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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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老年友好教育计划。上海共有老年教育机构 5000 多个，10 所学校成为全国首批示
范性老年大学。但目前只是自循环的小系统，要与更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打通。老年友好教育计

划应该是开放的，能促进代际交流和终生学习的，并同时能增进年轻人对衰老这个自然过程的认

识，从而推进爱老尊老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的形成。 
    ——设计老年友好旅游和商业计划。上海的旅游资源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其中不乏老年游客，
因此旅游和商业一起将构成老年友好型服务品牌。在上海老年友好旅游和商业城市计划中，为老

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商业和旅游场所设施是安全适老的、照明应该是亮堂而

柔和的，员工对老人的服务应该是及时、体谅而友善的。 
    ——建设适老性智慧城市。阻止与老年人沟通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老年人的视力和听力。应
注重消除老年人被排斥感，关注每个老年人信息的可及性，进行老年友好模式和设计。同时在目

前推行的智慧城市建设中，要增加适老性视角，有助于老年友好而便捷的智慧生活、老年友好而

高端的智慧经济、老年友好而精细的智慧治理、老年友好而协同的智慧政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