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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集中居家养老的发展

宋 言 奇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适度集中，人口适度集中的过程有利于养老事业的发展。我国目前正面临

老年社会的严峻挑战，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集中居家养老恰逢良机。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集中居家养老，可

以采取大型养老综合体、养老小区、集中养老居住点等形式。为了更好地推动集中居家养老，需要强化政策

体系、人力资源、空间规划以及资源整合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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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城镇

化率正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长。城镇化的加

速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养

老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机遇。当前应抓住城镇化

加速发展的机遇，大力推动集中居家养老事业，

以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

一、城镇化进程有利于集中居家养老的
发展

城镇化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的过程，这个过

程对发展养老事业有利，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集

中居家养老，当前恰逢良机。

（一）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适度集中，人口集

中有着一系列的效益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是

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城镇化的内涵比较复杂，

它是一个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农村景观变为

城市景观、农村经济变为城市经济、农村生活方

式变为城市生活方式的综合过程。尽管内涵比较

复杂，但城镇化的核心问题还是人口相对集中，

人口相对集中是城市化的本质所在。人口相对集

中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与

分工效应，大大提高经济效率；可以带来文化上

的交流与碰撞，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可以使社

会服务更加完善，推动社会进步；可以推动污染

集中治理，也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有着生态上

的规模效益⋯⋯正是具有人口相对集中的优势，

城镇化进程才能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成为

人类文明的“助推器”。

（二）城镇化人口相对集中的过程有利于养

老事业的发展，集中居住养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

的普遍做法

城镇化人口相对集中的过程也有利于养老

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节约养老成本。

养老也有一个规模效应的问题，老年人口相对集

中，有利于降低单位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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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有更多老年人的支撑，养老

的相关服务就可以得以深化，从而带动服务水平

的提高，使老年人能够享受质量更好的服务。其

三，扩大养老服务内容。社会服务有一个“门槛

值”，一个特定的服务内容是以特定的人口“门

槛”作为基础的。大城市的社会服务内容要远远

多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社会服务内容要远远

多于农村，就是这个道理。养老服务也是如此，

老年人相对集中，就会带来各种需求，从而支撑

各种服务内容的运作，使老年人能够尽可能享受

更多的服务。其四，享受聚合的乐趣。老年人适

度集中，除了提高服务以外，还带来另外一个好

处，就是老年人可以享受聚合的乐趣。人是社会

化的产物，需要和他人交流与沟通。尤其老年人

有着自身的文化特征，同伴之间的交流是精神生

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相对集中则提供了这种

便利。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在一些发达国家，集中

养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例如美国采取“退休社

区”与“居家援助式”的养老模式，开展养老事业。

而“退休社区”又包含着多种方式，例如“退休新

镇”、“退休村”、“退休营地”、“集合式老年住房

公寓”和“继续照顾退休社区”等。［1］116-127

我国目前也开始高度重视集中养老，如人口

密度较大的江苏省目前正推广养老服务五大体系

（“机构运作”体系、“虚拟养老”体系、“集中居住”

体系、“应急服务”体系和“志愿服务”体系），“集

中居住”体系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江

苏省也形成了“赣榆模式”等诸多模式。

当然，集中养老也有一个适度问题，并不是

说越集中越好，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如果一味

强调集中，就会出现“过犹不及”的问题，不利于

老年人身心健康。

（三）我国目前正面临老年社会的严峻挑战，

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集中居家养老恰逢良机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来

势凶猛。据联合国统计，1950—2000年间世界老

年人增长了176%，而我国增长了217%。美国有

关统计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

14%需要的时间分别为：法国115年，瑞典85年，

美国66年，而我国预计只需25年。2000年底，我

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0%［2］1，

进入了老年社会。更为严峻的是，我国的老年人

口正以每年3.2%的速度攀升，“银发浪潮”不可

逆转，按照这个速度，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

以上老年人将达4亿左右，届时4个人中就有一

个老年人。［3］苏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老龄化程

度更高，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州就进入老龄社

会，目前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20%。

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削

弱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养老成本比较大以及

与传统文化（我国大多数老年人不愿意离开家到

养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相悖，决定了机构养老

在我国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居家养老就成为我国的一种必然选择。居家

养老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老年人日

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为主要

内容，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简单

形容就是家庭养老加社区服务。这一养老方式具

有很大的优势：居家养老使老年人安居家中，在

不离开家庭的情况下，老年人仍然能够享受到相

关服务，兼顾了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势。

居家养老是我国今后发展养老事业的中心，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问题是如果过于分散，

会造成效益的低下与成本的加大。当然，对于相

当一部分居家养老而言，已经失去了集中的机会。

但对于另外一部分居家养老而言，可以利用当前

城镇化加快以及由城镇化加快而带来空间变化的

契机，推进集中居家养老。

二、城镇化进程中集中居家养老的形式

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集中居家养老可以采

取大型养老综合体、养老小区以及养老集中居住

点等形式。

（一）大型养老综合体

在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大城市出现

了郊区化趋势。顺应人口集中与郊区化趋势，目

前在部分大城市中可以推进大型养老综合体的

发展。

大型养老综合体是老年人集中居住而且规模

较大的居家养老形式，从国外实践来看，大型养

老综合体一般承纳老年人至少在千人以上，有的

达上万人。由于规模效应，大型养老综合体的老

年设施与老年服务较为齐全，老年住宅、老年公

寓、老年医院、老年服务中心、老年娱乐中心以

及老年购物中心等较为齐全，而且提供的服务多

种多样。

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大型养老综合体是美国的

太阳城，坐落在佛罗里达西海岸，距佛罗里达最

好的墨西哥海湾海滩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太阳城

城镇化进程中集中居家养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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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从1961年开始开发建设，从一开始就规划成

为佛罗里达乃至全美最好的大型养老综合体，其

居民必须是55岁以上的老年人，18岁以下的陪同

人士一年居住不能超过30天，社区内设计建造了

各种户型以适应不同类型老年人的要求。太阳城

现有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老年人，人口近5万，

有25 000个老年人住宅，各种设施应有尽有。

大型养老综合体目前在我国也开始兴起，北

京太阳城是我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大型养老综合

体，其地处京城北部著名的小汤山疗养区，占地

面积4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北京太

阳城3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中，公建就达到7万

平方米，包括健身中心、医疗中心、购物中心、文

化教育中心、国际交流中心以及家政服务中心。

北京太阳城由外至内，完全采用无障碍设计，浴

室、楼梯均设置双扶手，主卧室及浴室都配有与

社区医疗中心相联的紧急呼叫系统，就连楼宇中

都设有可平展担架的医护电梯。太阳城还为60岁

以上的老人提供9大项33款服务。

总体而言，大型养老综合体具有以下优势：

一是完善的设施。大型养老综合体专门供老年人

集中居住，有医疗服务、文化娱乐、购物等完善

的服务体系。由于市场运营，具有“规模效应”与

“造血功能”，因此其本身可以解决设施上的问题，

可以降低成本。二是灵活的选择。大型养老综合

体是一个“半开放”的社区，它与社会是全面对接

的，不会成为社会的“孤岛”。一些大型养老综合

体结合房地产开发，年轻人也可以入住，老年人

只要比例占优势就可以了。许多老年人既可以享

有家庭的天伦之乐，又可以享受老年社区的“聚

合之趣”。三是符合老年人的需要。人到老年，生

理技能下降，容易生病，也因此常有恐老、怕病

的心理。这就要求在老年人的居住环境附近应该

有一些医疗保健机构，而大型养老综合体自身或

周边配套设施中就包括大型的医院和保健机构，

这就极大地方便老年人看病就医，可以满足老年

人健康的需要；退休后的部分老年人尚有工作能

力，在大型养老综合体里，社区将一部分岗位留

给一些身体健康的老人，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以满足部分老

年人老有所为的需要。大型养老综合体有许多休

息聊天的场所，为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场所，

再加之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丰富和充实老年人

的生活，帮助他们克服孤独感和失落感，可以满

足老年人的精神需要。

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一部分城市中，发展

大型养老综合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例如苏州，目

前苏州户籍人口已经达到600万以上，老龄化程

度达到20%多，100多万老年人口为大型养老综

合体提供了基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苏州

已经开始了郊区化进程，若借助土地置换，目前

在环境优美的太湖、石湖周边建设大型养老综合

体，是可以考虑的。

（二）养老小区

大型养老综合体只能在我国大城市中发展。

从普遍意义上，集中居家养老的重点还是发展养

老小区——即在新开盘小区中，或者整个小区以

老年人为主，或者专门留出几幢楼，使老年人集

中居住，这样社区服务可以便于相对集中地开展。

养老小区只是老年人有一定比例，并不排斥年轻

人入住，而且相反鼓励年轻人与老年人合住。养

老小区的发展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户型设计

问题。因为许多住宅要年轻人与老年人合住，因

此户型设计应多种多样。这其中，可以采取几代

人合住一栋住宅，但彼此以上下层分隔的形式；

也可以采取不住同一住宅，但对门或隔门为邻的

形式；还可以采用连体式亲情户型（这种形式的

特点在于利用一栋楼中同一层，设计一套一居室

和一套二居室相邻，三居室与一居室为邻或三居

室与两居室为邻），这种户型可减少子女与老人

的磨擦又便于互相照顾。其二，无障碍设施问题。

因为老年人相对集中居住，因此空间上应有无障

碍设施以及各种应急设施等。

（三）集中养老居住点

当前，在我国不少人口密集地区，城镇化的

路径是推行集中居住。例如江苏的苏州、无锡等

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三集中”（农民

居住向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

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三置换”（将集体资产所有

权、土地经营承包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

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4］106-114，目前这

个进程方兴未艾，苏北地区目前也在大力推行这

一工程。在集中居住城镇化的路径中，可以加强

集中养老居住点建设。集中养老居住点可以较养

老小区小一些，形式可以多样。尽管规模稍小，

但相比分散养老，设施与服务也可以相对集中一

些。目前发展集中养老居住点正好具备条件，因

为集中居住伴随着拆迁重建，为集中养老居住点

的建设提供了契机。当然，尚未实现城镇化的地

区也可以建设集中养老居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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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镇化进程中推动集中居家养老的
思路

当前在城镇化进程中，为了推动集中居住养

老，当前还需要强化政策体系、人力资源、空间

规划以及资源共享等环节。

（一）政策体系

对于绝大多数老年人而言，大型养老综合

体、养老小区、集中养老居住点都涉及空间置换

问题，老年人需要把原有住房换成新住房。当然，

对于年纪大的老年人而言，可能困难一些。但对

于年纪较轻的老年人甚至是未来的老年人（55—

60岁）而言，这个思路是可行的。除了老年人自

己处理房屋问题外，当前可以从以下政策层面给

予支持。

其一，“以房换房”，政府以及中介机构把老

年人住房出售，换取大型养老综合体、养老小区

的住房（养老集中居住点一般由政府安置）。其二

“以租换租”。政府以及一些中介机构帮助老年人

将原有住房出租，用所得租金来支付老年人大型

养老综合体、养老小区的租金。其三，“倒按揭”。

在发达国家中，“倒按揭”是一种普遍的做法。退

休后的老年夫妻买下或者用原有住宅交换大型养

老综合体、养老小区中的住宅后，与银行与保险

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在相关机构评估公寓价值和

测算人均寿命之后，银行与保险公司每月支付老

年夫妻一定的生活费，直到其故世，届时，该住

宅归银行等处置。这种“倒按揭”的做法实际上还

含有人寿保险的意义。

（二）人力资源

无论是大型养老综合体、养老小区还是集中

养老居住点，这些规模化养老形式都有助于提高

服务质量、扩大服务内容。但这只是必要条件不

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必须有合格的养老人力

资源。目前，相比严峻的养老形势，我国养老人

力资源较为缺乏，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集中

居住养老对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解决

这一问题，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大专

业培训力度，在条件允许的高校加强对养老社会

工作者的培训，在职业教育体系内加强对养老服

务专业学生的培训。其二，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

的培训力度，通过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的

方式，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提高其技能与水平。

其三，适当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待遇，寻求职业

化道路，可以试点探索部分事业待遇。其四，通

过培训下岗女工、外来打工人员等，开辟人力资

源途径。其五，充分挖掘志愿者队伍，尤其是高

校志愿者队伍，补充人力资源的不足。

（三）空间规划

大型养老综合体、养老小区、集中养老居住

点的发展都离不开合理的空间规划。其一，在今

后一段时间内，利用城镇化加速发展空间置换的

契机，合理布局大型养老综合体、老年社区、养

老集中居住点。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对未来一

段时间内老年人口的数量与服务需求作出科学估

算，未雨绸缪，科学安置与预留空间。其二，要广

泛发动公众参与，尤其是发动老年人参与到空间

规划中。大型养老综合体、老年社区、养老集中

居住点等的发展是为老年人谋福利的，离开老年

人的参与是不合逻辑的。

（四）资源共享

在发展集中居家养老中，还要注意资源共享

问题。例如，实现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之间的资

源共享。当前，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一些资源可

以整合利用，这样可以节省成本，事半功倍。例

如，养老小区、集中养老居住点在规划时可以与

机构养老结合起来，机构养老的配餐中心同时可

以为养老小区、集中养老居住点的老年人服务，

而养老小区、集中养老居住点的设施也可以同时

为养老机构所共享，从而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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