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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的浙江实践

[主持人语]城镇社区是城市建设治理的基本单元，承载着居民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是居民提升生活品质、共建美好生活的核心载体。
基于当前城市更新步伐加快、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加速融合、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突出等特征，面向社区全龄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开
展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建设至关重要。浙江省近年来全面推进未来社区等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的建设，全面开展城镇社区规划
建设，积极打造全龄友好型社区。基于此，本期“专题研究”栏目以“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的浙江实践”为主题，聚焦浙江省全龄
友好型城镇社区规划建设实践的部分成果，从全龄人群的代际需求识别、全龄友好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生活场景的打造等方面，
探讨全龄友好的社区规划建设路径及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策略，以期为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和宜居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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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龄友好型城镇社区规划策略
——以温州市龙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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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社区是城市建设治理的基本单元，承载着居民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是居民提升生活品质、共建美好生活的核心载体。
立足于当前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实践，分析城镇社区全龄人群的构成，提出包括全龄友好的顶层谋划、代际需求的精准画像、
空间场景的灵活匹配、互利互助的协同治理等方面的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建设实施策略。以温州市龙湾区为例，从顶层谋划、
代际需求、空间匹配、协同治理 4 个维度提出面向全龄友好的城镇社区规划建设策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城镇社区规划实施
途径。
[ 关键词 ] 全龄友好；代际需求；空间匹配；城镇社区；温州市龙湾区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4)08-0114-07　[ 中图分类号 ]TU984.12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张雍雍，金建伟，傅哲宁，等．全龄友好型城镇社区规划策略：以温州市龙湾区为例 [J]．规划师，2024(8)：
114-120．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All-age Friendly Urban Communities: Taking Longwan District of Wenzhou City as an 
Example/ZHANG Yongyong, JIN Jianwei, FU Zhening, ZHAN Min, WU Yizhou
[Abstract] Urban communities are the basic unit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carrying the daily lives of most citizens 
and serving as the core carrier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haring a better lif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all-age friendly community practice, the all-age friendly commun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top-level design, inter-generational needs, 
flexible matching of spatial scenarios,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with mutual help. The strategies are practiced in Longwan 
district of Wenzhou city for all-age friendly urban commun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exploring the path of urban community 
implementation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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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进入以人民为中心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关注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需求。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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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
社区规划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浙江
省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引领，全面
推进城镇社区规划建设。基于此，本文
根据浙江省城市老龄化速度加快、幼龄
儿童抚育压力大、本地人口富裕程度高、
外来人口比重大等特征，提出打造具有
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龄友好型社区，
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民生温度”、体现“社
会风度”，还可以为推进以人民为中心
的新型城镇化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社区研究多集中在人口年龄
结构的老、少两端，聚焦老年人的安居
养老、低龄人的成长抚育等社会热点问
题，多考虑单一年龄群体的社区公共资
源供给和保障问题 [1-2]，侧重探讨适老型、
儿童友好型空间的规划建设 [3]。例如：依
靠多元主体参与，制定老旧小区可持续更
新实施机制和方案 [4]；在城市住区建设中
提出精细化的养老服务设施配置策略，将
养老服务消费与养老服务设施配置结合起
来 [5]；制定儿童友好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标准，开展儿童友好型公共空间绩效评
价 [6-7] 等。近年来，在公共空间使用过程
中不断出现的“年龄群体冲突”凸显了
当前社区规划建设的局限。此外，针对
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发展诉求，新形势下的
社区建设更应聚焦全龄人群的需求。由于
国内对全龄友好型社区的研究起步较晚，
且相关研究多以住宅小区的建设更新为
主 [8-10]，对于城市人群代际间的资源分配、
互惠共生关系等存在认知盲区，有必要
从城市层面研究全龄友好型社区的规划
理论和方法。

1　面向全龄友好的社区规划建设
新要求

1.1　全龄人群的特征分类
从个人特征因素来看，根据年龄特

征可以将城镇社区居民划分为儿童、中

青年和老年人 3 类。但从社会经济因素
来看，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其在城市
中的地理区位存在必然联系，人口的流
动内含多重空间及身份观念的系列转变，
因此本文认为人户分离情况反映的属地
依恋程度是分析居民差异化设施需求的
重要参考维度。

综合考虑个人特征因素和社会经济
因素，本文认为儿童和老年人作为常规
意义上的被抚养人，应以其行为特征为
主要参考，将儿童细分为 0 ～ 3 岁的婴幼
儿、4 ～ 6 岁的学龄前儿童、7 ～ 16 岁
的学龄儿童 3 类，将老年人细分为 60 ～
69 岁的低龄老年人、70 岁及以上的高龄
老年人、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 3 类。中
青年作为年代、世代的“中间位分”，
被赋予更多的社会功能角色，相较于生
理性因素的年龄段区分，社会经济因素
对中青年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可进一
步将其细分为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由
此，本文将城镇社区的全龄人群分为 3
大类、8 小类 ( 表 1)。

1.2　全龄友好型社区的建设要求  
根据当前城市老城更新和新区建设

二元并存、本地人口与外来创业人口加
快融合、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
等社会特征，本文重点提出“全域覆盖、
全龄融合、全民参与”3 大要求，统筹

建设一个适合中青年创业乐居、老年人
康养安居、儿童成长趣居，全民“舒心、
省心、暖心、安心、放心”的全龄友好
型社区。

全域覆盖，即在城市规划范围内覆
盖各类新小区、老旧小区，结合主导人
群和主导功能，按人口所在区位、年龄
结构、教育背景、收入水平、文化风俗
等因素对各类社区进行特征分类和定向
供给。

全龄融合，即利用大数据、抽样调
查、网络调查等手段进行人群精准画像，
在满足分年龄段人群需求的基础上，特
别注重营造代际共生互助、老幼融合、
青老互助、残弱关怀的社区环境，避免
出现社群割裂等不良现象。

全民参与，即充分整合各类社会资
源，促使多主体参与全龄友好型社区建
设，充分发挥政府引领托底、市场激活
补充的作用。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建立专
门的投融资和运营平台，借鉴国内外先
进的社区运营和管理模式，建设一个可
持续发展的活力社区。

2　面向全龄友好的社区规划策略

本文按照全龄人群分类和全龄友好
型社区的建设要求，围绕老有所养、幼
有所育、青有所爱、共享互助、全龄融

表1　社区全龄人群分类

不同人群 按个人特征因素 (全龄段 )划分 按社会经济因素 (社区依附
度 )划分

儿童 (0 ～ 6 周岁 ) 婴幼儿
学龄前儿童
学龄儿童

中青年 (16 ～ 59 周岁 ) 本地居民
外来居民

老年人 (60 周岁以上 ) 低龄老年人
高龄老年人
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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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社区发展目标，从全龄友好的顶层
谋划、代际需求的精准画像、空间场景
的灵活匹配、互利互助的协同治理等方
面提出全龄友好型社区的规划建设实施
策略 ( 图 1)。

2.1　全龄友好的顶层谋划
2.1.1　标准指引：制定基于全龄友好
的建设规范

在当前儿童友好型社区、老年友好
型社区、青年友好型社区等各类城镇社
区规划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宜从顶层设
计层面围绕基础配套标准、通用管理标
准和评价提升标准等方面，系统开展全

龄友好的城镇社区规划建设相关标准体
系研究，强化代际互动和场景融合，以
避免因过多关注单一年龄群体发展诉求
而产生的“年龄群体冲突”等相关问题。
2.1.2　机制贯通：完善上下双向的
实施反馈机制

一方面，要明确自上而下的规划传
导路径。理清“总体—片区—社区”3 组
关系，探索“总体定任务定目标—片区定
策略定供需—社区定位置定规模”的分级
分类规划建设模式，推进形成自上而下
的传导机制。在城镇总体尺度，确立全
龄友好型社区规划建设的核心工作任务、
原则性策略和实施保障的配套机制；在

片区尺度，加强对全龄人群的需求识别，
结合 15 分钟生活圈建设明确片区的特色
化设施供给与跨社区品质服务统筹；在
社区尺度，结合具体空间，明确设施的
布点与配套规模。

另一方面，打通自下而上的公共资
源配置调整渠道，强调规划的实施衔接。
由于社区规模不同，其服务设施普遍具
有规模小、类型多、分布散的特点，全
龄友好型社区规划建设内容还应包含基
于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基层需求反馈。具
体而言，通过重点人群识别、需求汇总、
横向比较，形成社区治理长效机制和阶
段性设施建设重点清单，并与公共服务
设施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
性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编制实施工作及
时联动，将重点清单及时纳入相应的上
位规划并予以统一谋划，反向优化配置
城市公共资源。

2.2　代际需求的精准画像
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建设须对居民

进行基本情况摸底，明确常住居民的构
成，重点围绕占比较多的人群和特殊需
求人群展开针对性需求分析，研判目标
人群的活动特征，明确目标人群的心理
需求、设施需求和空间需求，以全龄友好、
代际融合为目标进行精准的设施供给和
空间塑造。
2.2.1　中青年：聚焦释压空间

中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心理
活动方面，中青年一方面拥有较好的体
力和精力，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另一
方面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压力，以及抚养
小孩、赡养老人的生活压力。在行为活
动方面，在工作日，白天大部分时间中
青年不在社区内，只有晚上下班才回到
社区；在休息日，他们会考虑进行休闲
娱乐活动或带家人出门游玩。所以，在
设施和空间需求上，中青年对下班之后
便捷的生活服务配套以及与家人、朋友图 1　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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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并能释放压力的休闲、娱乐空间有
较大需求。

在中青年群体中，本地居民的社会
网络相对成熟，因此其更关注社区的健
康管理、文体活动、商业服务、终身教
育等日常民生服务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
外来居民对于户籍福利更为敏感，所承
受的压力更大，相较之下，他们更加关
注社区在社会交往支持和必要的职业技
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供给。
2.2.2　老年人：聚焦保障空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
数据，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已达
21.1％，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近
年来，随着空巢老人、随迁老人、“候
鸟老人”等人口的快速增长，在城镇社
区规划建设中需要对老年人群的空间需
求重点予以关注和回应。

在心理活动方面，随着体力、精力
的日渐衰退以及人际交往圈逐渐变窄，
老年人对周边空间与环境的不安感增加、
对子女的依赖性增强，同时还具有怀念
过去、希望老有所养的心理诉求。在行
为活动方面，老年人是一天之中在社区
公共空间活动时间最长的人群，其行为
活动呈现出比较舒缓且聚集性强的特点，
会在社区内的公共场地晒太阳闲聊、健
身、散步、开展文艺活动和看护孩子等。

因此，在设施和空间需求上，社区
规划应强调居家环境、社区环境和养老
服务设施等的友好性与包容性，突出适
老化改造和为老服务的基本保障。同时，
考虑到“一老一小”的身心特点，规划
充分挖掘老年人与儿童在知识阅历、情
感情绪上的互补性，以及老年人时间充
裕与幼儿家长时间忙碌之间的互补性，
强调代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融合。其中：
一般的高龄老年人群更关注安全康养、
休闲活动设施方面的保障，更倾向于在
小聚集、半私密、有阳光且舒适的休憩
空间开展必要的社交活动，对生活照料、

慢性病管理等长期护理服务有较大需求；
拥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群重视
对自身社会功能的保障，最大限度地激
发自身的自主性，对社会交往服务有较
大需求；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群对社会
化养老服务、医养机构和医护服务有较
大的需求。
2.2.3　儿童：聚焦安全空间

在心理活动方面，儿童尤其是学龄
儿童通常具有好奇心强、学习能力强的
特征，喜欢跟同龄的朋友玩，同时面临
着学业上的压力和与父母沟通的烦恼、
成长的烦恼。在行为活动方面，他们多
数跟随家中老年人在社区公共场地内活
动。因此，在设施和空间需求上，儿童
主要对适合其户外学习、休闲且有利于
探索、操作、游戏、交往的“适儿化”空间，
以及适合家长与孩子互动、能够共同参
与活动的娱乐空间有较大需求。

对于 7 ～ 16 岁的学龄儿童，重点关
注其休闲娱乐、便利的上下学交通接驳
等设施需求；对于 4 ～ 6 岁的学龄前儿
童，由于其自控能力较弱，尤为关注安
全保障、卫生保健设施需求；对于 0 ～
3 岁的婴幼儿，因其活动半径小且无自理
能力，应更加关注其安全保障、紧急救
护等设施需求。

2.3　空间场景的灵活匹配
2.3.1　分级分类设置：层次分明，
“标选”结合

按照 15 分钟、5 分钟两个层次构建
街道和社区生活圈，根据街道规模划分
一个或多个片区级 15 分钟生活圈。在社
区单元侧重落实 5 分钟生活圈，采用“标
配 + 选配”的配置方式，分级分类明确
城镇社区建设场景和设施配置标准。其
中：“标配”场景属于必须配置的场景，
重点关注民生服务等普惠性诉求，包括
未来邻里、未来教育、未来健康、未来
服务、未来治理等场景；“选配”场景

属于建议配置的场景，重点关注具有代
表性的区域性普遍问题的解决、跨社区
的设施组合优化以及满足城镇居民对品
质生活的追求的需求，包括未来建筑、
未来创业、未来交通等场景。
2.3.2　功能多元复合：各取所需，
全龄共享

对于片区级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强调承接城市功能的传导及辐射；积极
鼓励文化活动中心、运动场地、商场、
菜市场、社区服务中心等设施联合建设，
形成功能完善、服务便利的 15 分钟生活
圈邻里中心。对于社区级的 5 分钟社区
生活圈，强调织补、完善社区生活功能，
以“代际互动、错时使用、功能复合”
为建设目标，挖掘闲置空间，搭建空间
复合、错时混合的全龄活动平台；鼓励
社区文化设施、养育托管点、社区服务
大厅、特色文化公园等服务设施集中布
局、联合建设，形成全龄共享的 5 分钟
生活圈邻里中心。
2.3.3　社区跨界联动：共享网络，
优势互补

加强不同社区间主导功能的优势互
补，形成医养、教育、文化服务等核心
功能的无缝对接，消除制度和空间壁垒；
依托城市河道、绿道、公园、广场等高
品质的开敞空间，形成跨区社交网络空
间，打造适合老年人、儿童和中青年全
龄人群的复合化、多元化的公共活动场
所，灵活机动布局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跨社区交往活动，
实现代际融合、全域共享。

2.4　互利互助的协同治理
鉴于城镇社区的社会属性，不仅需

要以物质空间规划和空间环境提升来塑
造友好环境，还需加强对社会治理方面
长效机制的维护。全龄友好型城镇社区
规划应强化社区自治和公众参与，鼓励
全年龄段居民参与社区改造和治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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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民营经济活跃，经济发展总量排
在全国前 30 强。经过近 40 年的高速发
展，温州市的城镇建设空间趋于饱和，
尤其是随着城市发展战略从沿江发展转
向沿海发展，作为温州市东部机场枢纽、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温州湾新区主体
所在地的龙湾区承担了温州市新型城镇
化发展、创新创业发展、枢纽门户展示
等核心功能，是温州市未来转型升级的
主战场。龙湾区根据自身地位凸显、平
台建设领先、要素交流频繁、居民类型
多元的特点，率先提出全域未来城区建
设理念，开展了面向全龄友好的城镇社
区建设规划。

规划以龙湾区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
城镇空间为主体，主要包含永中、海滨、
蒲州、状元、瑶溪、永兴 6 个街道的 52
个行政村、23 个城市社区，总面积约为

134.47 km2。通过聚焦“一老、一少、一
青壮”，龙湾区在建设过程中将全龄友
好理念融于城镇社区规划建设的全过程，
开展了因地制宜的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
探索。

3.1　在顶层设计上，设置全龄友好
的设施配置标准

规划根据浙江省全域推进未来社区
建设的部署要求以及龙湾区儿童友好城
市、全域老年友好城市等建设要求，在
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城镇社区建设、
生活圈配套相关标准的基础上，以主要
服务人群为划分依据，围绕邻里、教育、
健康、服务、创业、交通、建筑、治理
等场景，综合提出面向全龄友好的设施
服务配置要求 ( 表 2)，并着力构建政策
保障体系。

定以全龄友好为目标的社区公约，建立
全龄人群参与的社区管理联席会议机制。
可通过居民代表大会或其他组织形式，
以具有共识性的社区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来引导、规范、约束全龄人群的空间活
动，不断调整、平衡个人权利与代际权益，
满足社区共同诉求，最终形成全龄全社
区互利互助的良性协同治理机制；重点
提升中青年人群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积极利用老年人的时间灵活性，探索面
向儿童的意见征求机制，共同商议社区
管理模式、议事规则，以及空间改造、
基金管理等重大事宜。

3　温州市龙湾区面向全龄友好的
城镇社区规划建设实践

温州市是浙江省四大都市区核心区

表2　龙湾区面向全龄友好的城镇社区设施配置标准一览 (以社区服务类设施为例 )

配置要素 要素
类别

要素名称
主要服务人群 对应场景

15分钟生活圈 5分钟生活圈

社
区
服
务

病有
良医

基础保障类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 全龄人群 健康
门诊部

品质提升类 工疗康体服务中心 社会办全科诊所、智能医务室、Medical 
Mall( 医疗商场 )

老有
颐养

基础保障类 养老院、老年养护院、街道社区级老
年公寓

社区级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老年人 健康

品质提升类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学有
优教

基础保障类 初中、小学 幼儿园、养育托管点、社区幸福学堂 儿童 教育
品质提升类 街道级社区学校 共享书房 老年人

娱有
佳所

基础保障类 文化活动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地、绿
道、步行道、公园绿地

社区文化设施、特色文化公园、公共活
动场地、室内健身点

老年人、儿童 邻里、健
康

品质提升类 文化广场、文化展示馆、体育馆场、
全民健身中心、健身房

全龄人群

购有
便选

基础保障类 商场、菜市场、生鲜超市、餐饮设施 综合超市　 老年人、中青年 服务
品质提升类 社区食堂

居有
所属

基础保障类 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司法所 社区服务大厅、物业经营用房　 中青年、老年人 治理
品质提升类 派出所 社区议事厅 ( 社区客厅 )

灾有
避所

基础保障类 固定避难场所、避灾通道 紧急避难场所　 全龄人群 服务
品质提升类 防疫场所

卫有
场所

基础保障类 生活垃圾收集站、公共厕所、再生资源
回收点

中青年、老年人 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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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78

89

占比 /%

3.2　在代际需求上，根据人口分布
特征，识别代际人群主导需求

龙湾区人口老龄化和外来化现象相
对突出。龙湾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基
数较大 ( 占比为 11.13％ )，中青年人群
占主体 (74％ )，外来常住人口占比过半
(53.09％ )，老年人口与婴幼儿人口呈现
双线稳步增长趋势。在人口分布上，老
年人、儿童较集中在中心城区，尤其是
老城区，中青年人群活跃于龙湾中心区
和产业平台周边。根据龙湾区的人口构
成和分布特征，规划梳理了代际人群的
主导生活需求。

总体来说，代际人群的诉求集中在
0 ～ 3 岁婴幼儿养育托管照护及老年人日
间照料养老照护上，另外中青年人群的
就业指导、创新创业等自我提升诉求也

较为突出，需要在规划中重点予以回应
和落实。见图 2 ～图 4。

3.3　在空间供给上，立足全龄友好
目标，灵活匹配各类生活场景

规划根据以上全龄人群需求分析，
在龙湾区城镇社区划分了 22 个 15 分钟
生活圈和 135 个 5 分钟生活圈，并匹配
相应的社区生活场景。

规划将 15 分钟生活圈进一步细分为
综合服务型、现代乐活型、创新活力型、
开放门户型、康养文旅型 5 大类 ( 图 5)，
并分别明确各个生活圈的建设主题、配
置要素重点。例如，对于创新活力型 15
分钟生活圈，规划围绕“创新创业、年
轻活力”这一建设主题，在满足基本配
建标准的基础上，重点针对科创研发人

群、产业从业人员及部分商务办公人群，
精准供给终身教育、业有引导、居有其屋、
行有通达、智慧服务等场景要素服务和
特色化的创新创业服务，构建集工作、
生活、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圈。

对于 5 分钟生活圈，规划重点强调
全龄友好设施的集成落地。以永中街道
万顺社区为例，该社区通过联动与其类
型相似、空间相近、功能互补的万康、
万民社区，共同探索“面向全龄友好、
实现共建共享”的跨区未来社区联创模
式，以 5 分钟生活圈配套共享来弥补
单个社区单元内配套场景不足的问题。
其以中轴公园为脉，沿线设置托育、养
老、社区管理、游乐场地、AED 急救设
施等社区配套，与周边地块实现功能共
享 ( 图 6)；盘活存量地下空间，植入创

图 5　龙湾区 15 分钟生活圈分类 图 6　万顺—万康—万民社区联创模式

创新活力型
康养文旅型
开放门户型
现代乐活型
综合服务型

图例
15分钟生活圈

图 2　教育场景需求 图 4　创业场景需求图 3　健康场景需求

设
施

设
施

占比 /%

设
施

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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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孵化器，建设“公园 2049”共富中心、
休闲活力中心、数字球场等文体活动设
施，为青年人提供共享的高品质公共空
间、创业创新场所，促进青年友好型场
景的营造；打造智慧健康站、养老服务
中心，为老年人推出普惠性的健康膳食，
突出营造医养结合、智慧健康的老年友
好型场景；引入省级优质托育资源，打
造普惠型托育点，为婴幼儿打造示范型
日托与家庭照护指导结合的儿童友好型
场景；复合利用幸福学堂党群服务中心，
根据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心理和行为活动
需求，打造以基础教学、社会培训功能
为主，兼容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
国际学校等教育业态的“教育综合体”，
满足“从 3 岁到 83 岁”全龄终身教育
的需求。

3.4　在服务运营上，夯实全龄友好
型社区的社会化治理

统筹多元力量，促使社会机构、企
业组织、社工群众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
全龄友好型社区的开发建设，强调政府
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促进社群共生互助，以老幼互助、青老
互助、老老互助为切入点，充分挖掘社
区闲置的边角地、公寓架空层及社区配
套用房，打造 30 多个共享阵地，支撑“刘
奶奶爱心缝补坊”“知心姐姐聊天室”“康
伯伯驿站”“温警官”等社会组织、民
间团体常驻互助空间的发展，提供帮忙
购物等志愿服务活动，充分推动社群共
生互助、代际互动；加强数字智慧赋能，
回应老百姓对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
升级需求，搭建线上数字化云平台，开
发幸福学堂、老年大学的线上预约功能，
满足社区各年龄层人群开展社会活动的
需求，通过智慧云防、监控拍摄、停车
位监测等手段，营造安全、智慧的社区
环境。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全龄人群的精准需求和浙
江省的发展实际，针对当前社区建设中
存在的代际割裂、资源错配等问题，按
照“全域覆盖、全龄融合、全民参与”
的“三全”原则提出全域联创全龄友好
型社区的建设要求，重点围绕全龄友好
型社区的顶层谋划、代际需求的精准画
像、空间场景的灵活匹配、互利互助的
协同治理 4 个维度提出了规划策略，并
将其应用于温州市龙湾区的社区建设实
践，为其他城市提供了以人为本的中国式
现代化城镇社区规划建设的浙江经验。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①全龄友好型
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构建全龄
友好的社会网络和社区环境需要凝聚政
府、企业、各类社会团体的多元力量，
当下我国正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数字经
济等，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大有可为；
②需要引入更多的量化评价手段来保证
全龄友好型社区和全龄人群研究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建议结合城市体检评估等
工作，对城市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和需
求开展事前评估与事后评价，更好地摸清
社区和社群发展的内在规律与逻辑；③全
龄友好型社区的打造需要物质空间与服
务内容的双向整合、持续联动，同时当
前的研究对于应急、安全、创业等内容
涉及不多，仍需不断完善规划、建设、
治理方案，从而构建更适合我国社会发
展特点的城镇社区规划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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