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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区共生的嵌入式养老设施规划设计模式
—以西安市民航社区为例

□　邢泽坤，倪　茜

[摘　要]在我国的养老服务设施体系中，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融合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特点，
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当下的嵌入式养老设施在空间配置及落地实施中普遍面临社区共生程度不高的问题，具体体现在
与居住生活空间联系不紧密、空间保障不充分、数量和密度不足以及对老年人精神需求关注不够等方面。基于上述问题，文
章从设施协同、空间共享和场景设计等 3 个方面提出社区共生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共生环境区 + 照料空间”的理想嵌入
设计模式，探索了该理想模式的构成、关键位置改造、主要变形形式，并将该模式应用在西安市民航社区的嵌入式养老设施
选址及空间细化设计中，验证其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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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嵌入式养老设施的发展并不充分，虽然由
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已经比较
普遍，但是包含照料功能的嵌入式养老设施尚处于探
索阶段。总体而言，嵌入式养老设施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数量和密度不足，在社区落地实施方面面临较大
困难且品质不高，嵌入的价值未能充分发挥。面向未
来，为了促进嵌入式养老设施的提质增效和落地实施，
需要营造良好的社区共生环境，主动实现更多的社区
共生利益，这体现在规划设计的诸多方面。

0 引言

我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源自地方实践，目前越
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2017年，民政部、财政部提出“增
设嵌入式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1]，“嵌入式”
首次被写入国家文件。2022年，国家提出“培育一批
以照护为主业、辐射社区周边、兼顾上门服务的社区养
老服务机构”[2]。至此，功能相对完备且能够体现照料
功能的嵌入式养老设施在国家层面被正式提出。



112

1 嵌入式养老设施的发展现状及
空间配置问题

1.1　养老服务设施体系与嵌入式
养老设施
在我国的养老服务格局之下①，城市

养老服务设施体系由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构成，在空间
供给上体现为2个层次和3个方面。第
一个层次是依托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
建设独立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包含1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控
制要求中的养老院、老年养护院。第二
个层次是依托社区，一方面是依据完整
居住社区②、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等建设
标准及要求建设的老年服务站、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 )等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另一方面是涵盖机构照料、
社区照护、居家护理功能的一站式综合
型服务的嵌入式养老设施。我国的养老
机构床位长期存在严重的供给结构问题，
即养老需求量大和养老服务设施床位空
置率高的现象并存③，2021年国家适时
提出发展家庭养老床位④来缓解这一矛
盾。嵌入式养老设施能够综合机构养老
床位服务和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嵌入社
区、贴近家庭，在满足老年人实际需求
的同时，对优化养老服务设施供给结构
的意义重大，具备快速发展的巨大潜力。

1.2　嵌入式养老设施的发展现状
及问题
上海市于2015年率先形成了具有典

型意义的嵌入式养老设施建设意见，提
出一般采取小区嵌入式设置，辐射周边
社区，床位规模为10～49张，总建筑
面积最低在300 m2[3]。与传统养老院相比，
嵌入式养老设施的床位数量、床均指标
及单体规模明显下降，既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有限空间下设施空间配置难以达
标的问题，也为设施的落地实施提供了
更多可能性。但是调研发现，各个城市
普遍将嵌入式养老设施嵌入到小区外的
公共建筑空间内部，如截至2021年底，

在上海市已建成的长者照护之家中，有
一半都嵌入在社区综合体里 [4]，剩下的
主要布局在其他类型的沿街公共建筑内
部，少量布局在小区内公共建筑内部或
是附设在大型独立的养老院内部。与此
同时，现行的规划设计标准对老年人多
样性的需求考虑不充分，老年人难以获
得更多的社区联系和支持，社交及心理
归属的需求被忽视 [5-7]。在实践中，如何
有效“拉近”老年人与社区之间的心理
距离，也是嵌入式养老设施规划设计面
临的难题之一。
社区共生理念强调不同群体的日常

生活互融及彼此交流，营造互帮互助的
氛围，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并注重精
神需求，这也是研究者长期以来不懈追求
的理想模式。但现有的空间嵌入模式侧重
于在普通住区中嵌入相对独立的养老空
间，并且尺度越来越小，如以老年邻里
的规模在普通居住区“镶嵌”纯老住区[8]，
将老年公寓嵌入居住区 [9]，将老年人的私
有居住单元与公共空间相结合构建小规模
居住组团 [10]，等等。与此同时，老幼设
施功能和空间的共享共用因能够增进代际
交流而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11-13]。然而
在现实中，各种理想模式少有实践，而
且部分社区居民对养老服务设施进入小
区存有很大的顾虑。在需求与顾虑并存
的情况下，不少小资本投入的小规模托
养设施被“低调”布局在小区楼层内部，
只要未遭到小区居民强烈的抵制就可以
维持运营，但是也难以获得更高质量及
更加规范化的发展。总体而言，当下的

嵌入式养老设施普遍面临社区共生程度
不高的问题，嵌入的实际价值得不到充
分体现。

2 嵌入式养老设施与社区共生
空间环境的提升策略

共生现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而在
城市居住社区，共生以人与人、人与环
境的共生为核心，更多表现为生活上的
相互依存。社区整体共生环境是由居住
空间、各种设施及绿色空间等综合构成
的，提升共生程度的方法，就是通过协同、
共享、融合等基本方式，产生更多积极
的联动效应。在规划设计中，社区共生
体现为设施与老年人、设施与设施、设
施与居民、设施与环境等4个方面的共
生。因此，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充分
利用空间资源来提升社区共生程度，最
大限度地体现嵌入式养老设施的普惠性、
适应性和操作性。具体可以从设施协同、
空间共享及场景设计等3个方面形成社
区共生策略(图1)。

2.1　设施协同，分离优质空间以
设置照护功能
嵌入式养老设施常常采取“一址多

点”“主体机构+外设功能区”等发展
模式。在已有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可将
主要使用功能与次要辅助功能适当分离，
利用宝贵的优质空间设置照护功能，办
公、文体、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则设置在
社区其他空间。这种设施协同的做法能

图1 社区共生策略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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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各类空间资源、化解矛盾、室内室外
一体化的设计方案。在选址时，鼓励将
嵌入式养老设施优先选址在小区既有的
消极空间，并运用视线设计、环境设计
等手法增加其与社区空间的互动关系，
形成积极空间。在设计中，一方面要提
升嵌入式养老设施自身的空间环境，满
足使用需求；另一方面要衔接城市公共
空间，塑造社区魅力节点，吸引居民前
来活动休憩，增加社区活力，塑造积极
养老的空间氛围。

3 “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的
嵌入设计模式

3.1　理想嵌入设计模式的构成
“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的嵌入

设计模式体现了小空间投入、低成本改
造的特点，“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
一般选址于小区边缘且易于与城市街道
实现连通的区域，因此需要对选址区域
内的住宅底层空间、小区公共空间及围
墙外街道空间等3个权属空间进行一体
化改造设计。设计的目标是形成以照料
为核心、吸引社区居民日常参与的社区
积极养老空间。改造的关键是在不影响
小区居民日常活动的前提下，将小区围
墙局部向内迁移，连接起公共空间与住
宅首层照料空间，形成一体化区域，以
此来提升社区共生程度。
理想嵌入设计模式的功能组成、规

模构成及设计形态源自真实空间下的设

计构思和尺度推敲。以北京市朝阳区小
关街道惠新西街住宅区中一处临街的住
宅楼间公共空间为例，其理想嵌入设计
模式的具体生成过程如下 (图2)：依据
设计目标对该公共空间进行实地测量与
设计，尝试将多种设计功能集中在有限的
空间内，与周围环境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1)功能板块构成
共生环境区由毗邻街道的小区公共

空间(小区权属 )、城市街道公共空间构
成，集中布局老年人活动空间、公共休
憩空间、非机动车及老年代步车停放空
间。照料空间布局在紧邻共生环境区的
住宅首层空间，可以综合利用1～2层
空间。
(2)板块规模构成
共生环境区的总面积为1 274 m2，

其中老年人活动空间的面积为549 m2(门
球场地面积为374 m2)，公共休憩空间面
积为329 m2，非机动车及老年代步车停
放空间面积为396 m2。共生环境区占用
小区内公共空间的面积为1 072 m2，占
用街道空间的面积为202 m2，内外空间
比例为5.3∶1。在实际设计中，应秉承“小
空间投入、小规模利用”的原则，因地
制宜地设置总占地面积，这是因为共生
环境区规模过大反而不利于社区共生利
益的实现。因此，将理想嵌入设计模式
的规模作为最大设计规模，鼓励在有沿
街绿地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城市绿地空间，
通过综合判断得出小区内空间的利用面
积原则上不应超过1 000 m2。

够统筹利用住宅空间、小区公共建筑、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及商业建筑等。其中，
具有较强共生潜力的住宅建筑首层空间
可以作为优质的照料中心进行设计，在
做优做强主要使用功能的同时统筹兼顾
其他使用功能。

2.2　空间共享，促成以小区为主
的共生利益
为了促进嵌入式养老设施的高品质

落地实施，需要最大限度地获取社区共
生利益，避免偏害共生的改造行为。因
此，提倡在一定的共生利益实现机制下，
主动开展利益共享设计。例如：在多层、
高层住宅小区中，若绿地、道路等开敞
空间的占比在70％以上，那么只需投入
小部分合适的空间就可以有效增加嵌入
式养老设施的室外活动场地；城市街道
空间与小区内部空间仅一墙之隔，可以
充分进行一体化设计，优化嵌入式养老
设施的进出交通，提升开放共享程度；
等等。嵌入式养老设施落地后，将直接
服务小区并辐射周边区域，参与空间投
入的小区老年人及小区居民可以享受更
多的优惠回馈。建议形成小区居民用空
间“入资”的模式，建立“高品质服务、
低价格消费”的互利机制，降低嵌入式
养老设施落地的空间成本。

2.3　场景设计，将消极空间转换
为积极空间
共生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个能够统

图2 “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的嵌入设计模式示意图

1.地铁口共享单车专用停车区域
2.地铁口无障碍缓坡
3.地下人防设施出入口—北口
4.树池座椅
5.安静休憩区域
6.儿童秋千 (沙池 )

7. 直饮水
8.紫藤花架及座椅
9.门球场地
10. 小型绿地
11. 老年人代步车专用区域
12. 地下人防设施出入口—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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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众所有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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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民自行车、电动车停车区
14. 公交车站
15. 小区门前停车位
16. 照料空间

图例

嵌入设计平面图 场地功能分区图

场地权属范围图

整体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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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避免共生环境区被围墙分隔；
二是改造后的围墙与照料空间衔接并开
辟入口，限制进出人员经过小区其他公
共区域，增加小区的安全性；三是小区
居民可以经由照料空间面向住宅楼梯间
的入口快速进入共生环境区。

3.3　模式的主要变形
在理想模式的基础上，针对住宅楼

前、楼间、楼侧3个不同方位的改造利用，
结合不同规模的小区公共空间及街道公
共空间，可以得到5种主要的变形模式
(图4)。总体而言，城市沿街绿带一体化
改造设计能够为共生环境区提供更加充

对于照料空间，按照床均建筑面积
为18 m2进行计算，最小规模建议可以容
纳10～15张床位，建筑规模为200～
300 m2，对应2～4户住宅；中等规模
建议可以容纳16～30张床位，建筑规
模为300～600 m2，对应4～8户住宅；
原则上最大规模建议可以容纳的床位在
50张以内，建筑规模上限为1 000 m2。
建议共生环境区的规模越大，照料空间
容纳的床位数量就越多，同时应考虑未
来继续扩容的可能性。
(3)设计实施要点
通过对理想嵌入设计模式的总结，

可以形成“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嵌

入设计的基本要求及提升要求，共涉及
6个方面(表1)。面向空间落地实施，共
生环境区和照料空间应整体选址、同步
实施，一方面需要预先设计功能及空间
协同的具体方案和运营方式，保障通畅
的协同渠道；另一方面需要同步与居民
协商共生环境区空间资源的投入使用方
式及利益分配方式，争取最大共同利益，
降低设施落地的空间成本。

3.2　关键位置的改造
在改造模式中，小区局部围墙的迁

移起到了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
面 (图 3)：一是增加共生环境区的空间

图3 小区局部围墙迁移及交通流线示意图

图4 理想模式及主要变形模式示意图

层次     分类 设计要求

基本
要求

空间
距离

选址尽可能在周围多栋小区住宅楼居民的视线可及范围内，体现“推窗可见”
的设计特点，让嵌入式养老设施的室外空间在居民可关注的距离内

室外
空间

充分营造共生环境区的环境品质，同时不应降低非改造区域原有住宅的室外
空间活动品质，提升综合环境品质

视线
关系

运用镂空围墙等方式，让嵌入式养老设施与周围住宅、人行通道及公共活动
场地之间形成良好的视线关系，增加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视线交流

进出
交通

通过小区局部围墙改造，提供独立进出照料空间的交通方式，避免因共用小
区出入口而产生的影响

提升
要求

开放
共享

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体现共生环境区开放共享的特征，避免
形成封闭的单一功能空间

衔接
街道

充分衔接街道，在不影响街道正常通行的前提下，考虑对于街道行人的友好
性，提供休憩场所；双向提升空间活力及景观品质，实现共赢

表 1 “共生环境区 + 照料空间”的嵌入设计要求一览

  

 
照料空间出入口 (向小区内 ) 照料空间出入口 (向小区外 )
小区居民流线 照料空间使用人员流线

图例

理想模式 变形模式 2变形模式 1

变形模式 3 变形模式 5变形模式 4

共生环境区 照料空间 共生环境区出入口 小区围墙(改造前) 小区车行道
小区住宅 宅间 (前 )绿地 照料空间出入口 小区围墙(改造后) 城市街道人行道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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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充裕且对小区居民影响最小的1-1
位置进行空间细化设计 (图6)，对民航
社区9401号楼5单元首层及西侧绿地进
行一体化改造。在细化过程中，通过对
选址阶段提出的设计范围进行细化，可
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共生环境区内的功能
及流线紧凑，精细利用每一平方米的空
间，以最集约的空间发挥最大的功效。

裕的空间，相较于小区楼前绿地，小区
楼间绿地和楼侧绿地通常具有更多的可
挖掘空间。
在实际中，变形模式不止以上几种，

还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变换出更多的形式。
楼的朝向、围墙内外空间的组织和交通
流线的关系是很巧妙的，在改造模式中
并不能充分体现出来。小区空间实际能
够嵌入多少空间，与改造方案的细节有
关，能否获得更高的社区共生程度取决
于细节的合理性。变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共性特征，而每个方案都在细节上具
有各自的特点，对于实际的改造方案，想
要在几百平方米的尺度协调社区共生利
益，离不开十几平方米尺度下的精细推敲。

4 西安市民航社区案例

将“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的嵌
入设计模式应用在西安市民航社区。该社
区总人口为2.68万，占地面积为0.69 km2，
下辖多个小区，被城市干道分为南北两
大部分，道路北侧以多层住宅为主，道
路南侧是高层住宅。

4.1　嵌入式养老设施选址
根据实地调研，民航社区中符合“共

生环境区+照料空间”的嵌入设计模式
条件的位置一共有11处，分布在南北两
个较大的小区内(图5)。北侧民航小区沿
锦园路可布局8处嵌入式养老设施(编号
为1-1～1-8)，均可利用住宅西侧山墙与
小区围墙之间的空间，统一依据变形模式
4进行改造。南侧公园天下小区可布局3
处嵌入式养老设施(编号为2-1～2-3)，
其中2-1位置可综合利用住宅东侧山墙与
小区围墙之间的空间、住宅北侧街道的
公共绿地，依据变形模式2进行改造；
2-2、2-3位置可利用住宅南侧与小区围
墙之间的空间，依据变形模式5进行改造。
经过比较得出，在以上11处选址

中，一共涉及3种变形模式 (表2)，其
中1-1、2-1、2-2这3处位置能够分别体
现3种模式的特点且条件相对更加优秀：

1-1位置较之同类型选址，空间更加充裕；
2-1位置毗邻城市沿街绿带，可以充分衔
接利用；2-2位置毗邻幼儿园活动场地，
环境优势突出。综合分析，此3处位置可
以作为优先设计及实施的备选位置。

4.2　空间细化设计
选择现状空间环境品质一般、空间

选址位置       适用模式                       改造平面示意                   改造特点

民航小区
1-1～ 1-8

变形模式4 以编号1-1为例 选址毗邻小区组团集中绿
地，利用住宅楼侧现状使
用率不高的绿化空间

公园天下
小区2-1

变形模式2 以编号2-1为例 选址位于小区东北角，毗
邻两条城市道路，视野开
阔；利用住宅楼侧使用率
低的绿化空间与沿街绿地

公园天下
小区2-2
～ 2-3

变形模式5 以编号2-2为例 选址毗邻小区幼儿园室外
活动场地，利用住宅楼前
绿化空间；现状绿化空间
起遮挡和美化作用，无居
民活动行为

表 2 民航社区“共生环境区 + 照料空间”的嵌入设计改造形式及特点

　　注：“  ”表示共生环境区，“ ”表示照料空间，“ ”表示住宅，“ ”表示组团绿地，“ ”表示城市道路，
“  ”表示小区车行道，“ ”表示小区步行道，“ ”表示围墙。

图5 民航社区“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的嵌入设计选址布局图

城市道路

嵌入空间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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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对“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理想
嵌入设计模式中的功能构成进行规模调
整和适当融合设计，主要内容包含5个
方面：①共生环境区全部利用小区公共
空间，占地面积为516 m2；②照料空间
利用5单元首层全部空间，占地面积约
为200 m2，可以容纳10张床位，未来可
考虑利用二层空间；③在城市街道主要
借用路边停车空间，并在共生环境区开
辟老年代步车专用停车位、非机动车停
车位，将这些停车位布局在入口区域；
④让共生环境区与小区组团集中绿地、
住宅楼单元之间形成通透的视线关系，
并始终在居民的视线范围内；⑤在距离
照料空间不到200 m的社区居委会以及
内设的居家养老服务站设置员工休息、
物资储备等辅助功能。
通过细化设计，9401号楼5单元西

侧原本环境一般、缺少利用的绿地被设
计成为老年人、儿童及社区居民共享的
品质空间，为使用者营造出一种自家楼
下的亲近氛围。结合镂空围墙及视线设
计，相对独立的共生环境区给人一种没
有从原有小区中独立出来的感觉，这既
是设计的初衷，也是共生的体现。

5 结束语

根据嵌入式养老设施与社区共生程
度不足的问题，提出“共生环境区+照

料空间”的理想嵌入设计模式，从而营
造照料功能与社区参与空间相结合的小
规模社区积极养老空间。整体设计构思
及细部设计充分体现了对老年人精神需
求的重视，增加了设施的空间配置及落
地实施的可行性，提升了设施与社区共
生程度。 
面向社区共生的嵌入式养老设施规

划设计体现了老年人及社区居民的共同
利益和诉求，但是从设计到落地的过程
中有诸多环节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需要在嵌入式养老设施进入小区的实践
中不断创新完善。

[ 注 释 ]

①国家提出构建“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
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
格局。

②依据住建部印发的《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
南》，完整居住社区是指居民步行 5 ～
10 分钟可以到达幼儿园、老年服务站等社
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社区，常住人口为
5 000 ～ 12 000 人。

③近 10 年，全国养老机构的收养人数比例
不高的问题普遍存在：北京市的比例始终
在 40％左右；上海市、西安市的比例下
降趋势明显，于 2021 年跌到最低点，分
别为 50％和 40％。

④家庭养老床位是指依托养老机构为老年人
提供家庭专业照料、远程监测等居家失能
养老服务，相当于把养老机构的床位设在
家里，把专业服务送到家。

图6 民航社区1-1 位置“共生环境区+照料空间”设计平面图

共生环境区出入口
照料空间出入口
小区居民进出共生环境区出入口

1.沿街机动车停车位
2.老年代步车专用停车位
3.非机动车停车位
4.小区局部围墙 (改造前 )
5. 小区局部围墙 (改造后 )
6. 儿童游戏活动区
7.紫藤花架 (兼进出通道 )
8. 门球场地
9.照料空间

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