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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研究进展与思考
黄　勇，张　晗，左　茜

[ 摘　要 ] 在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转型的双重背景下，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体系建设成为老年人居
环境“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为揭示我国城市老年人居服务设施资源总量足配与设施空间错配矛盾的底层逻辑和
作用机制，首先从养老服务供给模式、老年人行为特征、老年人居空间 3 个方面梳理老年人居服务理论基础的转变，其次总
结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适老化、均等化、体系化 3 种实践响应与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适应我国
国情的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人—空间—服务”理论框架，以期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为老年友好的人居环境和设施支
持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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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Reflection on Senior Living Service System in China/HUANG Yong, ZHANG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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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deals with the dual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new urbanization, senior service facility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crucial in the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of senior living environment. The fundamental logic and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sufficient senior service facilities in general and their spatial mismatching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enior living service change is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senior service provision model, senior behavior 
character, and senior living space; the senior, even,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senior living service facilitie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re concluded and their dilemmas are studied; a "human-space-service"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hinese senior living 
service facility system is established.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enior-friendly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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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强调构建老年友好型
社会，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面向老年人提
供公平、全面、连续的养老服务 [1]。老年人居环境质
量将显著影响城镇化的高质量转型 [2]。

然而，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发展规划”轻“布局

0　引　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
人口为 2.64 亿，预测到 2050 年，将达到 4.83 亿。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实施积



27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研究进展与思考　黄　勇，张　晗，左　茜

规划”，造成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建
设缺少全面的空间响应。设施空间布局
与老年人口错配、设施配套体系与连续
性养老服务脱节等问题依然存在 [3-4]。传
统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呈现“自上而下”
单向供给模式，忽视了老年群体需求、
设施空间布局与差异化服务供给之间的
互馈作用，引发养老服务设施资源总量
足配与设施空间错配的矛盾。

通过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将各
项养老服务要素和规划内容在空间上加
以落实，其过程不仅重视各系统内部的
协调统一，还强调各系统之间的组织配
合。本文首先梳理老年人居服务相关理
论研究的演变，再进一步总结我国老年
人居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实践中的响应路
径与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适应我
国老年人居环境的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
系 “人—空间—服务”理论框架，以期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为老年友好的
人居环境和设施支持体系建设提供学理
支撑。

1　我国老年人居服务理论研究
进展

1.1　养老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养老属于社会福利体系下的基本服

务类型，我国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与西
方国家具有相似的发展特征。西方国家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从
初期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家庭养老模式过
渡至工业社会末期的福利制度下的社会
养老模式。此后，各国开始大规模兴建
养老机构，为老年群体提供住房及照护
支持服务，由此形成了机构养老模式 [5]。
但是，这种方式造成财政负担增加、透
支政府资源的问题。同时，设施布局远
离城市，加重了老年人的社会隔离。因此，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率先提出社区照护政
策，鼓励老年人留在社区养老，并重视

老年社区的建设和服务功能提升 [6]。由
于老年人的自理能力下降，无论是机构
养老还是社区居家养老的养老服务均出
现护理化倾向，整合“医疗、疗养、康复”
的医养结合模式满足了老年人的医疗保
健和养老生活需求，成为实现健康老龄
化的关键策略与实践新方向 [7]。

我国自 1999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后，
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发生变化，空巢老
人的比例升高。引入“社区照顾”理念后，
在社区内提供养老设施和养老服务成为
我国基本养老格局中的核心发展内容 [8]。
由于老年人自理能力降低和传统家庭的
照料功能弱化，部分失能老人选择机构
养老，逐渐形成了以居家为主、社区为
辅和机构支撑三足鼎立式的养老格局。
随着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越发庞大，
我国引入英国的医养结合模式，适应了
快速老龄化、高龄化、高失能化带来的
养老需求新变化 [9]。此外，诸如旅居养老、
田园生产性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相继出
现，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朝着多元化方向
发展。

因此，我国通过引入西方福利国家
发展理念，结合我国传统家庭结构和居
住方式的变迁，形成了以“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为基础的多元互
助养老模式。

1.2　老年人行为特征研究
不同时期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适应

着老年人行为特征的变化。我国的老年
人行为特征研究深受西方行为地理学影
响，针对老年人的行为研究，学者首先
关注到的是人居环境对老年人日常行为
特征的影响。1909 年，伦纳德首创“老
年学”研究，探讨空间环境对老年人行
为活动、生活方式和身心健康的影响 [10]。
20 世纪 60 年代行为地理学研究兴起，
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空间行为特征与人居
环境的互动关系，发现老年人的出行行

为通常由居住地、休闲场所、出行方式
和时间决定，并且老年人的活动空间受
到城市公共交通、步行环境和服务设施
配置等多种因素制约 [11]。20世纪70年代，
城市社会地理学开始关注老年人的迁移
和聚集行为及其驱动力，墨菲 [12] 提出老
年人迁移的概念化模型，总结了动机、
迁移流、目的地，以及迁移者属性对目
的地和出发地的影响。此后，斯托勒等 [13]

引入“时空路径”和“老年人移动转换”
的概念，总结出老年人迁居概念模型。
学界开始研究老年人的时空行为，将时
间测度纳入老年人生活空间流动性评估。
由于识别老年人时空间行为涉及多变量
的时间序列数据，泽库克 [14] 基于深度学
习模型进行识别和预测，对老年人的健
康需求进行了智慧响应。

我国的老年人行为特征研究最早由
万邦伟 [15] 提出，其引入行为地理学研究
方法，探究城市环境和老年人行为的关
系，总结出老年人圈层式日常活动分布
圈和时域性、地域性、聚集性 3 大行为
特征，以此来探讨构建城市老龄设施体
系。柴彦威等 [16] 从老年人日常购物行为
角度验证了老年人圈层式行为活动分布
特征，发现老年人活动频率随着距离的
增加而衰减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周洁
等 [17] 通过总结老年人的空间行为类型，
提出从个体决策与时空整体性结合的发
展方向来探究老年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随着POI、手机信令数据的出现，孔宇等[18]

运用复杂网络刻画出老年人流动网络“中
心—外围”结构特征，明确老年人流动
的重要空间节点，以支撑“老年人友好”
的空间规划。

综上所述，当前老年人行为特征
研究更加注重老年人行为链的识别与刻
画，根据老年人的空间行为特征与人居
环境互动关系，从行为频次、行为类型
等角度进一步探讨行为间的相互关系和
老年人流动性特征，以提升养老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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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和空间资源分配的精细化水平，更好
地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见图 1。

1.3　老年人居空间研究
我国老年人居空间研究最早集中在

居住建筑领域，贺文 [19] 将国际慈善机构
(HTA) 提出的老年居住建筑的 7 大分类
归整为老年公寓、养老院和老人护理院
3 类，对应不同行为特征和身体机能的
老人，构建满足我国老年人口基本社会
需求的设施体系。然而，大多数老年人
更喜欢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加上各种
养老机构和服务项目的分割，迫使老年
人在身体机能衰退时还要辗转于不同养
老场所，应对这种大量建设养老院的模
式进行反思。

21 世纪初各国就老年人居住模式
形成共识，逐步推行基于长期照护理念
的持续照护退休社区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即“CCRC”)
建设，CCRC 是将家庭和社区的生活照
料服务与机构化专业护理服务相结合，
提供连续性、综合性养老服务的一种新
型混合社区 [20-21]。CCRC 脱胎于机构养
老模式，更偏向于提供医疗照护服务。
针对健康活跃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美

国开始推行活跃退休社区 (Active Adult 
Retirement Community, 即“AARC”)
的建设模式，AARC 内拥有丰富的运动、
娱乐设施，塑造一种积极、活跃的退休
生活方式 [22]。然而，AARC 活跃的生活
方式背后是高昂的入住费用和单一的社
会阶层，由此基于人口结构自然变化形
成的自然退休社区 (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即“NORC”)
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23]。NORC 强调充
分发挥老年人的主体意识，活用社区内
外的资源确保老年人在社区中持续居住，
是实现就地养老的有益探索 [24]。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城市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深刻
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但老年人通常不
会被纳入城市环境和规划的主流，只有
营造一个老年友好的人居环境才能系统
地为老年人提供支持性的空间环境 [25]。
老年友好城市是一个包容的、可接近的
城市环境，给老年人创造足够的机会以
促进健康、公众参与和社会安全 [26]。老
年友好城市的建设反映了城市规划的关
注点从土地使用转向综合的空间规划，
由于空间的复杂和多层次，需要将相关
行动主体、机构和政策进行系统协同，

从而更好地推动实现积极老龄化 [27]。
因此，对于老年人居空间的研究，

应从物质空间改造的“助老”视角转变
为以老年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系统营造
( 图 2)。一方面，这是老龄化趋势在空间
上的异质性要求，必须从宏观的人居系
统角度进行规划干预；另一方面，通过
营造社会空间环境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
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行动能力，只有平
衡好老年人居空间的资源配置公平性和
效率，才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
物质和社会空间需求。

2　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规划实践

我国的老年人居服务设施规划建设
与我国养老模式的发展和制度变迁相适
应，并且以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升级
转型为建设目标。我国的老年人居服务
设施规划实践大致可以分为 3 类，包括
设施适老化研究、设施均等化研究、设
施体系化研究 ( 表 1)。

2.1　设施适老化研究
设施适老化研究关注老年人行为特

征与养老设施空间的适配性，是从老年

图 1　老年人行为特征研究发展脉络

早期：日常行为研究 中期：空间行为研究 后期：时空行为链研究

后期：时空行为链研究中期：空间行为研究早期：日常行为研究

伦纳德首创“老
年学” 研究

劳顿提出老
年人居社会
关系生态学 关注“空间

行为”的行
为地理学兴
起

城市社会地理
学关注老年人
迁移模型和聚
集行为

老年群体日常
行为规律及其
决策机制探讨

万邦伟总结了老年人
圈层式行为圈和 3 大
行为特征

周洁等提出老年人
个体决策与时空整
体性结合的理念

孔宇等采用复杂
网络对老年人时
空行为特征进行
可视化分析柴彦威等根据老年人购物行为验证圈层分布，

发现其活动频率随着距离增加而衰减的规律

斯托勒提出老
年人居住迁移
的研究框架

墨菲提出老年
人居住迁移概
念化模型

贝克将时间测度
纳入老年人生活
空间流动性评估

泽库克基于深度学
习模型对老年人时
空行为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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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规划实践一览 [28-40]

研究类型 研究问题 /目的 研究内容 研究尺度 /
层级 研究方法

设施适老
化研究

社区适老化环境
设计

提出居住区适老化环境
设计原则和设计要点

建筑 典型案例分析法

提出基于老年人日常活
动的空间适配环境元素

社区 活动路径分析法

社区适老化空间评
价

构建适老化社区空间评
价体系

社区 层次分析法

社区适老化支持体
系

构建全要素、全尺度、
全人群特征的适老化社
区支持体系

老旧社区 以定性为主、定量
为辅

设施均等
化研究

老年人口空间分
异

识别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特征并与设施配置结合

城市 人 口 密 度 模 型、
GIS 空间分析

城区、街道 人 口 密 度 模 型、
SPSS 分析

设施可达性评价 评价养老设施可达性并
进行空间优化配置

街道 改进的两步移动
搜寻法

设施供需评价 从设施和服务角度综合
评价设施的供需关系

区域、社区 两步移动搜索法，
最小设施点数模
型

设施体系
化研究

养老服务设施体系 基于养老模式构建养老
设施体系 

空间分级 定性分析

根据不同养老服务功能
匹配不同空间层级

服务分级 以定性为主、定量
为辅

养老设施类型决策
机制

依据照料需求进行多元
养老服务的组合

需求分类 层次分析法

养老服务资源配
置框架

从需求偏好视角建构网
络化配置框架

行为分类 谱聚类分析

人的行为特征出发，适应老年人的生活
需求，关注老年群体自身与物质环境、
社会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做出相应
的改造和设计。周燕珉等 [28] 最早提出居
住区适老化环境的设计原则和设计要点，
引导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在社区的
发展。由于老年人行为特征呈现明显的
时序性、地域性与聚集性，赵秀敏等 [29]

通过分析老年人日常活动类型对户外空
间进行分类，识别并优化适配的环境元
素，从而提升居家养老生活的质量。谢
波等 [30] 从空间环境适老化评价切入，发
现社区公共设施的均衡性和外部公共空
间环境品质是影响老年人居住空间的核
心因素。李媛媛等 [31] 针对养老需求激增
的老旧社区，系统梳理物质、社会、人文、
制度等各类适老要素，通过构建系统性、
可持续、全要素的适老化社区支持体系，
指导老旧社区的适老化更新改造。

因此，面对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
深、养老需求多元化发展和空间环境适
老化水平滞后的多重挑战，设施适老化
研究需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改善城市人
居环境的适老性能，识别老年人的真实
养老服务需求，整合养老需求和服务资
源，探究老年人行为特征和适老化空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实现老年人居设施体
系“需求—资源—供给”的互动反馈。

2.2　设施均等化研究 
设施均等化研究关注老年人口分布

与设施空间分布的耦合性匹配，是以老
年人口分布特征识别各区域养老设施的
均衡性和稀缺程度，从而优化养老设施
的规划布局。王纪武等 [32] 运用 GIS 空间
分析和人口密度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圈
层结构是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
提出养老设施总体布局应与老年人口圈
层分布特征相结合。徐怡珊等 [33] 根据王
纪武等提出的方法，从城区、街道两个
尺度分析老年人口分布特征，并建议从

图 2　老年人居空间研究演进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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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模式为基础，识别老年人的多样化
需求，通过提升对老年人行为特征的适
应性和养老服务供给的连续性，探索多
元互助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在老年人
行为特征研究方面，从老年人行为主体、
行为模式着手，刻画不同行为间的相互
关系和时空间过程，识别老年人行为频
次、活动圈层、行为偏好类型，从而实
现精细化养老服务供给和空间资源分配，
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在
老年人居空间研究方面，从宏观的人居
系统进行规划干预，关注空间网络化，
从“流”的视角识别不同行为主体与养
老服务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好地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的空间需求。

(3) 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实践困境。在
我国长期的设施规划实践中一直面临着
两个相互竞争的目标——公平和效率。
养老服务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对效
率的追求使得其规划方案更偏向人口密
集的城市，牺牲了偏远郊区和乡村地区
的利益，然而在所有地区或人群中实现
平等的可及性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
设施均等化实践中，主要关注老年人口
分布与设施空间分布的均衡匹配，以指
定区域“平均”的老龄群体和该区域“平
均”服务供给的关系为基础，不考虑社
会空间的分异和老龄群体的分化。当前
的设施适老化实践主要关注微观层面的
物质空间改造，大多集中在建筑和社区
环境层面，忽视了老年人行为特征和人
居空间的相互关系，较少从人居系统角
度营造适老型空间环境。设施体系化实
践主要从空间层级划分和服务功能分型
两个角度展开，忽视了不同层级和不同
服务功能之间的协同性与连续性，社区、
居家、机构养老等诸多设施与服务资源
的整合效果不佳。

因此，我国不同的老年人居服务设
施规划实践路径与其理论研究进展存在
脱节与滞后，未能很好地解决现实矛盾。

优化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养老设施规划
布局两个方面提升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
的空间匹配度。陶卓霖等 [34] 运用改进的
两步移动搜索法，考虑距离对养老设施
与老年人口之间的空间联系的衰减作用，
以及不同等级、规模的设施的有效服务
半径，在街道尺度进行养老设施空间可
达性分析。彭建东等 [35] 在可达性评价的
基础上，利用养老设施 POI 数据等多源
大数据，将养老服务内容纳入供需评价，
采用最小设施点数模型构建设施服务等
级体系并提出空间优化布局策略。

面对我国老年人口呈现的不同时空
尺度的空间分异特征，传统养老设施规
划“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使得老年人
口与养老设施供需失衡，引发了空间错
配问题。设施均等化研究应综合考虑老
年人的服务需求、设施空间布局和服务
供给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保证养老设
施资源实现高效、公平配置，最大限度
地保障老年人公平地获取养老资源。

2.3　设施体系化研究
设施体系化研究主要关注多元养老

服务与养老设施空间的连续性匹配，强
调养老设施的类型、等级及配建标准应
适应老年人行为特征与养老需求的多元
化发展。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老年群体
的需求是制定配置标准的依据 [36]。陈小
卉等 [37] 以居家、社区和机构 3 类养老供
给模式为划分依据，进行差异化的空间
分级和标准配置，构建多重属性相统一
的养老服务设施体系。李军等 [38] 从功能
类型角度将养老服务设施划分为管理型、
服务型、医护型和娱乐型 4 类，对应“市
区级—居住区级—居住小区级”三级构建
分级养老设施体系。李斌等 [39] 以老年人
照料需求为切入点，通过多元化养老服
务的组合，构建综合的养老设施类型。
然而，不同角度的设施分型使得养老资
源配置体系割裂，欧阳虹彬等 [40] 基于老

年人需求偏好提出了综合性能型、福利
型、医院 + 基础功能型、社区型、生态 +
娱乐型 5 种配置类型，将养老设施配置
关注点从供给侧前移至需求侧，推动养
老设施分型配置，以实现资源协同。

因此，面对我国养老设施体系分型
简单、配建标准不统一、设施缺乏指标
约束与指引等问题，设施体系化研究应
深入探究养老设施类型决策机制，综合
考虑老年人行为需求，推动养老服务多
元化发展，识别不同设施类型具有的共
同要素以保证老年人获取连续性的养老
服务，将配置研究置于“供—需”系统中，
建立网络化的资源配置框架。

3　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理论
框架构建

3.1　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
构建逻辑

(1) 识别足配与错配的现实问题。我
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构建的现实问题
是资源总量足配与设施空间错配之间的矛
盾。这是由于基于千人指标和服务半径等
刚性指标达到的资源总量足配，并不能很
好地解决老年群体分化和空间分异问题，
而且往往忽视了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和现
实中养老服务的多样化发展。这种矛盾
进一步引发了设施空间布局与老年人口错
配、设施配套体系与连续性养老服务的脱
节，最终造成设施空间错配。 

(2) 适应从助老到为老的理论演变。
综观老年人居服务理论，无论是养老服
务供给模式研究、老年行为特征研究，
还是老年人居空间研究，早期都是站在
助老的视角，将老年人视为弱势群体进
行政策、服务和设施资源上的倾斜。如今，
人们意识到只有把老年群体作为规划的
核心，站在为老的视角上，才能创造一
个老年友好的人居环境。在养老服务供
给模式研究方面，以社区、居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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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养老设施资源的高效、公平配
置，识别不同设施类型具有的共同要素，
逐步改善人居环境的适老性能，识别老
年群体需求、设施空间布局与差异化服
务供给之间的互馈作用，才能更好地推
动设施适老化实践从设施环境走向老年
人居环境，设施均等化实践从空间分异
走向空间正义，设施体系化实践从层级
化走向网络协同。因此，有必要构筑整
合养老服务供给模式、老年人行为特征
和老年人居空间的“人—空间—服务”
一体化理论框架，为老年友好的人居环
境和设施支持体系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 图 3)。

3.2　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
“人—空间—服务”理论框架

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人—空间—
服务”的理论框架注重老年群体需求、
设施空间布局与差异化服务供给之间的
互馈机制作用，从老年人居环境的视角，
满足老年人生活行为的多样性需求，整
合物质和社会空间，构建网络化的空间
体系，从单一的老年人专用设施优化走
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形成
适应我国国情的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
“人—空间—服务”理论框架 ( 图 4)。

(1) 老年人行为是老年人居服务设施
体系的构建基础。行为过程被认为是理
解城市系统的核心 [41]，老年人行为特征
主导着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的构建。
老年人作为行为主体，其生理和心理特
征决定着行为模式，如身体机能、性别
和社会阶层不同的老人，他们的行为模
式和服务需求往往是不同的 [42]，并且老
年人的惯常行为和随机行为形成不同时
空层次的活动圈层，通过将养老设施有
序布局于自足圈层和共享圈层，使得有
限的城市空间资源和多样化的老年人需
求实现时空匹配 [43]。一方面，通过老年
人行为的时空结果来解构老年人居物质
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调节养老
服务设施与老年人需求的时空冲突，从
资源供需的角度将老年人时空间行为作
为衡量社会支持程度的要素。另一方面，
借助新型智慧技术，如“空间—行为”
仿真模拟 [44]、ITO 技术 [45] 等综合手段，
应对老年人复杂动态的衰老过程，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46]，更好
地实现在地养老的愿景 [47]。

(2) 老年人居空间是老年人居服务
设施体系的支撑载体。老年人居空间强
调老年人生活行为的多样性与空间环境
的适配性，将传统的物质空间视角与综

合考虑社会、经济、文化行为的社会空
间视角相结合，从“自下而上”的角度
考虑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空间正
义 [48-49]。通过构建网络协同的空间组织
模式为老年人日常生活提供连续多样
的服务，使得各层级资源配置与需求结
构相适应，把握老年人在不同层级的物
质需求和社会需求，实现从计划配置向
按需配置转变、从功能分类向服务层级
转变，从层级关系向网络协同转变 [50]，
最终形成包含不同空间尺度的系统化
的老年人居服务设施网络，通过功能和
空间交叉互补使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
系更加完整。

(3) 连续性服务是老年人居服务设施
体系的运行机制。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
给模式和类型要适应老年人复杂动态的
衰老过程，这是由于老龄化是一个持续
性过程，需要连续性的养老服务来满足
不同生命阶段的养老需求。通过建立多
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友好社区实践机制[51]，
统筹家庭、社会、市场和政府等方面的
养老资源，在设施空间上综合机构养老
和家庭养老服务的优势，将综合型的养
老设施嵌入社区 [52]。一方面，通过机构
养老对居家养老的辐射带动，提升居家
养老设施的专业水平，同时也增强居家

图 3　我国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构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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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设施对养老机构的支撑能力；另一
方面，通过共享型设施空间，促进养老
服务和其他社区服务结合，形成多元功
能、互动相融的服务体系 [53]，提高设施
和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满足不同老
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资源总量足配和设施空间
错配的现实矛盾，以文献综述的方式梳
理养老服务供给模式、老年人行为特征
和老年人居空间三者之间的支撑关系与
理论演变。在此基础上，通过归纳老年
人居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适老化、均等
化、体系化３条实践响应路径，识别了
理论发展与实践的错位和脱节问题，提
出构筑“人—空间—服务”一体化理论框
架，以明确老年群体需求、设施空间布

局与差异化服务供给之间的互馈作用，
为设施规划实践的新方向提供学理支撑。

老年人居服务设施体系构建不是另
设一个新体系，而是在考虑老年人行为
特征、设施空间性和养老服务连续性的
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辩证发展传统养老
服务设施体系。未来老年人居服务设施
体系建设可以根据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框
架，进一步梳理各项养老服务要素和规
划内容，结合关注重点，尝试与不同类
型的空间规划相结合，探索我国老年人
居服务设施体系建设的新体制、新机制、
新政策和新模式，推动实现中国式积极
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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