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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年人需求变化看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的新要求 

李璐 

按语：2023 年 10 月 31 日，“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

践论坛 2023”城市健康专题论坛暨《清华城市健康指数 2023》发

布会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达理礼堂隆重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

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主任、研究员李璐，作了《从老年人需

求变化看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的新要求》专题演讲，以下为演讲整

理稿。 

今天非常高兴应主办方的邀请来学习“清华城市健康指数”课

题组连续四年发布的指数报告。我感觉这为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切实

响应今年中财委第一次会议提出的“以人口高质量支撑中国式现代

化”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工作基础。由于在指数

当中涉及到关注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老年人口服务设施对于指

数的支撑性作用，我选取了从老年人的需求变化来看养老服务设施布

局基本要求来进行专题分享。 

专题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当前老年人群的结构特征，

即国家人口老龄化驱使下有哪些趋势特征。第二，推进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过程中开展的与需求端相关的问卷和实地调查发现的需

求与结构变化。第三，具体谈谈养老服务设施的布局。我们更侧重于

对政策和服务体系偏软性的研究，因此非常高兴看到清华团队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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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软性政策嵌入到了城市设施的硬件环境当中，这当中相互结合的点

会非常多。 

01 当前老年人群的结构特征 

当前老年人群有三方面的结构特征。一是总量增速加快，规模明

显扩大。我国从 2000 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十四五”阶段

开始，人口老龄化进入到快速上升期。在研究中发现，“十四五”到

2030年期间，老龄化发展速度较“十三五”期间有明显的斜率上涨，

主要受 1962-1970 年人口生育高峰的影响。从 2022 年开始，婴儿潮

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到 60 岁阶段，2022-2025 年人口老龄化速度会以

每年 5%的速度上涨；在基本总量规模方面，2025 年，60 岁以上的老

龄人口要达到 3.2 亿，60 后老人达到 1 亿人。 

二是收入有所提高，消费能力增强。老龄人口有方方面面的结构

特征，我们只选取其中的消费结构来重点关注。新的 60 后老人，加

上目前的 2.8 亿以上的老年人，普遍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他们

的收入也在不断提升，但老年人群的基本收入略低于每年公布的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而通过全国第三次、第四次、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调查等数据反映，老年人收入以及消费绝对值有较大变化。主

要原因包括，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另一方面，60 后

当中城镇就业比例相对较大，同时职工就业群体中也有部分人享受到

了 1994 年以后市场住房改革的契机。在城镇住房的基本条件上，相

较于原来的 40 后、50 后有突破性的发展，住房对日常消费的挤出效

应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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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教育程度提高，容易接受创新。目前新增老年人群受教育程

度普遍较高，容易接受创新的新生事物，消费结构也有明显变化。比

如老年人明显更倾向于产品的消费，服务的消费可能会受消费习惯和

意愿的制约。但是 60 后进入到老龄阶段以后，对生活性服务业消费

会有明显加大释放的过程。综上，老年群体结构变化决定了需求将由

以往的隐性、抑制、缓慢发展状态向显性、释放、加速发展转变，由

相对单一的基本生活需求向科技支持、健康管理、财产安全、情感归

属和自我实现等多维度需求转变。 

02 多项问卷调查得出的老年需求结论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于 2022 年 2月 11 日-18 日

开展了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共 82329 份问卷调查，同时配合国投健

康集团 2020 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六城市 50 岁

以上人群的问卷调查，以及其他调研发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家庭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方式。第二，医疗服务是老年人第一需求。第

三，老年人对加装电梯和居家适老化改造的需求增强，未来会带动城

镇化以及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当中较多的服务消费。第四，越来

越多老年人对智能产品有需求。第五，老年人需求受地域文化、家庭

结构、教育程度等影响，呈现出多样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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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的要求 

下面，我们讨论下老年人需求的变化到底对养老服务设施的布局

有什么影响。 

一是围绕老年人居家环境周边的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亟需加强。 

餐饮业和社区当中大量的生活性服务业针对的人群并不直指向

老年人，所以，常见的老年服务还是以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基本的医

疗服务需求等核心服务向外去扩展，再扩展到与身体状况受限而导致

的助餐、送餐等系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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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服务圈层扩展都是以老年人的需求变动为核心关注点。我们

通过问卷和调研发现，老年人最核心聚焦的服务圈层还是以居家、社

区为核心。因此，第一层次仍然是老年人在家庭当中所能享受到的服

务。在现代社会当中所有到家的服务，所有为家的服务完全不等同于

原先家庭自身提供的服务，这部分的服务能力和设施布局是非常重要

的。其中包含居家适老化改造，需要外部服务的支撑，包括家庭养老

床位的建设，以及到家的家政、餐饮、送餐、助洁、助浴等服务。其

次是社区，社区范围内有很多城市构建了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15 分

钟生活服务圈。老年人更需要服务圈，这个服务圈里包含什么内容呢？

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需求也不同。对于失能、半

失能、独居的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就是服务圈最核心需要供给

的服务设施。对于健康的老年人，服务需求主要包括文体娱乐、支持

活动团体的活动场地等。 

二是老年人需求最大的医疗服务应覆盖不同圈层需求。 

老年人最大的服务需求仍然是医疗服务，对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方

面提出了核心要求。今天在座有很多卫健系统的领导和专家，首先老

年人在家庭为单位满足初级卫生保健的需求，目前仍是通过社区医疗

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点实现的。这部分服务能不能通过老年人步行

10-15 分钟的圈层满足？第二个层次，二级医疗服务机构能不能对老

年人在家发生的突发、应急性的医疗卫生需求给予快速响应和满足？

二级医院是否以人口老龄化的集聚程度，特别是人口集聚程度为核心

的考量变量来设置。第三，其它慢性病能不能在 10-15 分钟路程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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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人口和人口老龄化为依据的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标准，下一步

需要纳入到城市健康的综合考量当中。 

三是养老服务机构结合不同功能性配建设施，实现布局和功能融

合发展。 

大家通常比较熟知的如老年公寓、老年社区等养老服务机构实际

上需要的是布局和功能高度融合。比如医养结合系列机构当中，需要

的是匹配老年人刚需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应急性的医疗救急和康复医

院等老年病医院之间相应的结合。在未来养老机构，尤其是养老社区

布局的过程中，范围内要有以康复为核心的老年病医院作为支撑，这

样才能满足老年人基本医疗需求。对于分时养老的健康老年人，他们

更关注的是交通是否便捷、生活是否便利、居住是否舒适、有无人文

关怀等等，老年人从各自差异性的需求角度生发出来的基本要求。就

会和生态环境、交通便捷程度等指标高度契合，因此，针对不同需求

的不同设施布局是考量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