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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课题。“医康养结合”源于 2013 年国务院提出
的“医养结合”发展思路，是政府主动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医疗、健康与养老服务的全面整
合，提供连续、综合且标准的健康管理服务。在国家
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增长的双重驱动下，医康养结合
不仅能够整合市场资本，撬动万亿级的蓝海市场，还
能促进单一产业环节向高附加值产业链融合发展，逐
步演变为资本社会化、产品创新化、智慧引领化的高

0 引 言

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
21.1％，标志着我国已稳固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同
时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正转向“治未病”，催生出了
一个庞大的医疗健康内需市场。如何在深化经济结构
性调整的同时妥善做好中国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医
疗、健康与养生工作，是新时期特大城市发展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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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产业。
总体来说，我国有关医康养结合的

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理论方面，
相关研究围绕政策机制进行探讨，以我
国近 5 年出台的相关政策为研究样本，
深入剖析实效性；从卫生服务整合视角
出发，研究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整合
机制，提出构建医康养整合型服务体系
的建议；围绕养老、社区等重点板块开
展论证研究，对城市老年群体在医疗、
健康、养老等方面的多维需求进行分析
与研究，以深圳宝安区为例探讨新时期
医康养结合的必要性，提出特色森林康
养、“体育 + 医疗 + 养老”等创新模式 [1-4]。

在实践方面，国际上的先进城市形
成了较为成熟且完善的实践模式，如美
国长木医疗区、日本神户医疗产业园、
新加坡诺维娜健康城等，实现了产业与
服务、科研的高度融合，能够提供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关怀一体化服务。相
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仍处于初
级阶段，以地产化开发为主，如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戴河国际健
康城、中山以岭健康城等，展现出运作
市场化、配套综合化及客群具象化等显
著特征 [5]。

通过对医康养结合相关理论及实践
的综述，特大城市医康养结合模式呈现
出以下特征：一是以高质量医院或科研
院所为核心，围绕全年龄、全方位共享
健康 [5]，推动产业链条延伸，带动周边
地区的康复、养老、人居、商业等相关
产业集聚；二是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错位互补，借鉴如“宝安模式”的成
功经验 [2]，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兼顾民生保障与提质增效的
双重目标；三是行业跨界合作，在深度
转型与创新升级过程中与区域生态、文
化环境相结合 [5]，向金融、健康、教育
等多类型产业延伸，形成更多样化的创
新产品，模糊产业形态和空间界限，形

成“泛医康养服务生态”。本文旨在深
入研究医康养结合的复合性特征，探索
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模式与规划策略，
并以广州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能为
特大城市的医康养结合发展提供可参考
的经验。

1 特大城市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
模式建构

根据上述分析，医康养结合的空间
组织模式可以分为医康养一体化中心、
医康养特色园区、医康养社区综合体 3 种
模式 [6-10]。

1.1　医康养一体化中心
医康养一体化中心模式以头部医院

或医疗中心为核心层，借助产业发展驱
动力和特征，形成“综合医疗服务生态
圈”。在产业功能上，通过 3 个圈层的
布局实现多样化发展：在 1 km 催化层范

围内布局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教研
临床功能；在 2 km 条件层范围内布局健
康体检、人才住房等医疗配套功能；在
5 km 牵引层范围内则主要加强产业跨界
联动，与 IAB 产业实现产业链、创新链、
资金链的深度融合，拓展企业孵化、金
融服务、成果转化等产业服务功能，形
成高能级的医康养产业集群 ( 图 1)。例如，
美国长木医疗区以哈佛医学院等高校为
核心，吸引了默克研究实验室、癌症治
疗中心等医教研机构入驻，并拓展出私
人诊所、运动康复机构等多元化服务功
能，同时配套建设了大量公寓、酒店等
设施，以接纳就诊的病人及家属。此外，
在老城区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可采取一
体化综合体形式，新加坡诺维娜健康城
就是医疗综合体的典型案例。

1.2　医康养特色园区
医康养特色园区模式依托地区特色

资源，有效激活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的

图 1　医康养一体化中心模式

(0 ～ 1 km)

核心层：
医院 /
医疗中心

催化层：健康科研

条件层：配套设施

牵引层：政企合作

(1 ～ 2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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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促进医康养产业链与其他产业链
的融合发展，形成专业的特色园区 ( 图 2)。
“专科医院 + 生态”的模式尤为常见，
该模式通过融合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
以康复医院为核心，在强化康复与疗养
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旅游、文化、
娱乐及度假等多元化功能，从而延伸产
业链，形成康养社区、康养基地等新
型业态。例如，瑞士蒙特勒小镇是一个
典型的“专科医院 + 生态”医康养特色
园区，依托阿尔卑斯山和日内瓦湖的自
然人文景观，以静港中心医院的羊胎素
治疗为特色，面向高端客户群体，提供
顶级的医疗、旅游及康养服务，构建了
一个涵盖多级产业的生态闭环，实现了
医康养产业的自我造血。此外，还可以通
过“+ 教育”“+ 平台”“+ 制造”“+ 枢纽”
等多种方式，打造特色化、专长型产业
园区。    

1.3　医康养社区综合体
医康养社区综合体模式聚焦于社区，

将其作为连接供需两端的关键桥梁，以

图 2　医康养特色园区模式

需求；医康养结合的服务功能应涵盖全
周期、全链条，既要满足民众的基本生
活需求，提供稳定的基础保障，也要具
备市场增值型活力，以适应多样化的需求
变化。基于这两个维度，特大城市在医
康养结合的发展规划建设中，应当从“市
级—区级—社区级”3 个层次出发，选择
适宜的组织模式，以充分发挥城市发展
的独特优势和丰富的资源禀赋 ( 图 4)。

2.1　市级层面：流量优势，强化
医疗资源与产业链发展

我国特大城市汇聚了大量的顶尖医
疗资源，中心城区在城市发展早期就形
成了高水平医院密集的医疗集群区。以
广州为例，其全市范围内共有 298 家医
院，占据了广东省医院总数的 16.4％，
而广州中心五区(越秀、荔湾、天河、海珠、
白云 ) 更是集中了广州 60％的综合医院
机构。然而，受限于发展空间和早期规
划思路，这些医院功能相对单一，缺乏
与康养服务的有效融合，因此其辐射和
带动效应并不强。

社区综合中心为载体，形成居家医康养
服务的延伸。具体而言，医疗机构、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或具备相应资质的医养
机构，利用智慧平台技术，将医康养服
务无缝对接至居家社区，为居民提供全
面、便捷的医康养全流程服务，从而引
领社区健康生活方式的新潮流 ( 图 3)。
该模式可细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依托社
区的服务，二是面向居家的服务。从服
务提供主体来看，既可以是综合性医疗
机构，服务形式包括看病线下服务与管
理等，也可以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社区
及居家老年人提供包括家庭病床、专业
护理、定期巡诊、健康管理在内的多样
化服务。

2 特大城市医康养结合空间规划
策略

从空间尺度上看，特大城市医康养
结合的空间组织应确保覆盖全尺度，满
足从市级、区级到社区级等不同级别的

图 3　医康养社区综合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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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服务供给不足的高潜力发展地区
提前布局医康养结合空间。

区级医康养结合空间充分利用“特
色 +”的优势，深入挖掘高潜力区域，
因地制宜布局医康养特色园区。综合国
内外案例，医康养特色园区可以分为自
然资源驱动型、产业集群驱动型和交通
枢纽驱动型 3 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驱
动型园区依托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如
高山、森林、温泉、滨海等，发展特色
疗养、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等多元化功
能，打造综合性的康养休闲胜地，典型
代表包括瑞士蒙特勒小镇、广州从化温
泉集聚区等。二是产业集群驱动型园区
依托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
产业基础，吸引上下游产业机构入驻，
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和经营生产环境，
形成医康养全产业链集聚区，典型代表
包括日本神户医疗产业园、上海生物医
药港和广州生物岛等。三是交通枢纽驱

医康养产业由普惠性民生保障向个性化、
人性化市场需求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机
构与资本的参与是对公立医疗体系的有
效补充。鼓励采用协议合作等多种模式
的社会机构参与方式，促进政府引导、
市场驱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监督，
确保提质增效。

2.2　区级层面：特色驱动，高潜力
地区提前布局

特大城市具有资源高度集聚、类型
丰富的特征，其区级医康养结合的空间
布局可从城市战略潜力与供需潜力两个
维度进行评估。在城市战略潜力维度，
强调片区级的医康养中心在布局时应结
合城市发展战略，优先选址于国土空间
规划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和重要功能区。
在供需潜力维度，则需综合考虑人口需
求、各级医康养设施的服务覆盖范围、
就医时长等多种因素，选择在医康养需

市级医康养结合空间的发展应紧密
结合城镇空间结构和城市医疗资源集聚
核心区，重点布局市级医康养一体化中
心。首先，在高能级地区进行布局，建
设一站式医康养服务及产业孵化区。从
全球视角来看，各国都在凭借自身优势
吸引全球医疗服务对象。我国特大城市
在医疗资源总量和布局上也在持续优化，
应充分利用其医疗资源与流量优势，在
高能级地区布局一站式中介服务与咨询
服务功能，以此促进人群的集聚与消费。
其次，强化医康养产业链，培育“链主
企业”。市级医康养一体化中心作为特
大城市医康养产业的创新策源地，应致
力于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的深度融合，打造全医康养服务场景。
最后，鼓励社会参与，通过市场与政府
合作的方式，促进医院医疗技术的输出
与社会机构轻资产运营的有机结合。在

图 4　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模式选择与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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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供给端识别不同类型设施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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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多元化、高度集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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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产业链，培育“链主企业”
• 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的深度融合

均衡性设施布局
• 衔接行政单元
• 融入不同层级的生活圈
• 社区全覆盖地提供日常所需功能

高能级地区布局
• 充分利用医疗资源与流量优势
• 圈层布局，强化核心层资源，加强催化

层配套，促进条件层产业集聚

发挥“特色 +”优势
• 自然资源驱动型，发展特色疗养等功能，形成复合的康养休闲目的地
• 产业集群驱动型，引入多样的上下游产业机构，形成医康养全产业链集聚区
• 交通枢纽驱动型，配置国际化医疗服务功能，形成综合医康养服务园区

人才流动创新
• 人才培养计划，因材施策提升队伍质量
• 高质人才供给，试点实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聚焦消费蓝海
• 产品特色化
• 引领品牌化
• 服务国际化

差异性功能供给
• 对优势资源进行有效选择、整合

和利用
• 提供地区特色的医康养服务功能

鼓励市场与政府合作
• 公建民营
• 协议合作
• 医康养服务集团

市级

区级

社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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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型园区依托高能级的交通枢纽，通过
政策创新配置转诊中心、访客中心及部
分医疗服务功能，为高端商务人群提供
包括体检、护理、疗养等在内的临时性
服务，形成综合医康养服务园区。同时，
针对不同类型的特色园区，还应制定人
才培养计划等人才流动创新机制，推动
消费产品特色化、品牌化、国际化，聚
焦消费蓝海，提升园区的运行效率和竞
争力。

2.3　社区级层面：均衡布局，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

特大城市作为人口城镇化的核心载
体，其社区医康养设施承担着满足人民
群众健康需求的重要任务。然而，当前
这些设施在布局上普遍存在资源分配
不均、用地面积紧张等问题。以广州为
例，2022 年其社区医疗机构的床位数仅
为 0.5 万床，占全市医疗机构总床位数
的 4.7％，这一比例远低于上海 (9.7％ )
和深圳 (8.4％ ) 的水平。此外，广州社
区医疗机构的平均规模也相对较小，仅
为 55 床，占地面积为 0.35 万 m2，其现
行建设标准相对偏低，难以适应分级诊
疗的发展趋势。

社区医康养结合空间应融入社区管
理单元，布局医康养社区综合体。首先，
强调均衡性的设施布局。15 分钟生活圈
是承载社区活动与服务的基层治理单元，
医康养社区综合体的布局应与行政单元
相衔接，融入不同层级的生活圈，确保
社区能够全面覆盖并提供日常所需的医
疗、健康、养老等功能。其次，注重复
合性的空间配置。在特大城市的高密度
城市环境中，社区医康养结合空间应基
于总体与分类的规模负荷、覆盖服务水
平测算，在供给端识别不同类型设施现
存问题与医疗资源短板地区，并结合存
量社区的优化策略，采用立体化复合、
空间分时共享等多元化、高度集约的方

图 5　广州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结构

式，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空间资源的共享
与最优配置。最后，实现差异性的功能
供给。为了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医康
养社区综合体应打破单一化功能供给的
限制，基于区域医康养资源和客观物质
条件，对优势资源进行有效选择、整合
与利用。同时，根据人群特征和需求缺
口等，灵活补充医疗、健康、养老设施，
提供差异化的医康养服务功能，满足居
民多样化的需求。

3 广州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与
规划策略

广州作为一座特大城市，面临着医
康养资源配置不均衡、空间布局单一、
产业相互分离等问题。本文从 3 种空间
组织模式出发，结合广州现状医康养资
源，初步形成“双心引领、三类集群、
社区支撑”的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结构
( 图 5)，并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

3.1　“ 双心引领 ”，打造市级医康养
中心

围绕广州多中心的城镇空间结构，
在市级层面结合规划的城市核心区，着
重打造两个医康养一体化中心，包括粤
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和南沙
新区国家医康养示范基地。
3.1.1　新旧“双心”，辐射大湾区

围绕广州中心城区的“历史文化核”
与南沙新区的“未来发展核”，提供高
标准的医康养服务，并推动高水平产业
链集群的孵化。在越秀区，依托中山大
学附属医院群以及广东省人民医院等现
有医疗集中区，进一步完善医康养结合
的高端配套设施，打造中心城区的粤港
澳大湾区医学中心，并在周边地区发展
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区。具体而言，采取
分层发展策略 ( 图 6)：第一圈层强化存
量土地的活化利用，为医疗总部企业、

医疗科研团队提供空间载体；第二圈层
主要提高配套服务设施的密度；第三圈
层则聚焦于成果转化、科研孵化等企业
的集聚。在南沙新区，依托国家级新区
及湾区交通中心的定位优势，在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沙院区周边预留充足
的建设空间，为传统医疗服务延伸出的
康复、养老等服务提供发展空间，并发
展高端医疗、特色专科医疗、“互联网 +”
医疗等服务产业，力求将南沙新区建设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医康养新高地。
3.1.2　“四链”行动，促产业集聚

发挥市级一体化中心高端人才聚集、
优质医疗机构密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
势，以“链长制”为抓手，在越秀区和
南沙新区分别开展“强链、补链、稳链、
延链”行动，并充分发挥广州医药等“链
主企业”的引领作用，吸引更多相关企
业入驻。一是通过引入 AI、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优化临床试验流程和电子交易
平台，推动研发试验与流通消费的智能
化升级，实现“强链”；二是积极招商
引资，引入外包服务机构，促进中医药
“人用经验”及其他研究成果在越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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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化应用，实现“补链”；三是通过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组织行业交流活动、
建立标准化体系，不断提升越秀区生命
健康产业的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
实现“稳链”；四是推动生命健康产业
与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拓展应用领域，
实现“延链”。
3.1.3　三方协作，可持续运营

为了确保政府在医康养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广州创新
提出“政府搭台、合伙人唱戏、资本助
力”的架构体系。越秀区和南沙新区的
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优化商业环
境，为研发、创业、生产等关键环节提
供必要的支持；医院及研究机构主要扮
演高级人才培育基地的角色，并不断探
索新的科研领域；行业协会及平台公司
主要负责协调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推动政府政策制定，并提供教育、职业
培训、产业信息咨询，以及促进健康医
疗企业间的贸易联系与成果转化等中
介服务。

3.2　“三类集群”，塑造特色园区
在广州的区级层面，依据各自的核

心优势资源，重点打造“三类集群”，

包括 9 个具有龙头引领作用且特色鲜明
的医康养特色园区。
3.2.1　“生态 +”，广州特色医康养
目的地

广州依托“北部山区、中部临江、
南部滨海”的自然资源，通过“生态 +”
模式，推广中医保健、温泉疗养、健康
养生等特色医康养服务。大坦沙健康生
态岛凭借中心城区独特的岛屿优势，以
国际医学中心为引领，建设覆盖全生命
周期的国际高端医疗服务中心，打造“花
园般”的中医高端疗养岛。从化石门流
溪河森林康养基地凭借丰富的森林温泉
资源，开展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
养老等多元化服务活动，形成生态疗养
与休闲产业集群，打造森林康养基地。
增城区高滩健康小镇则围绕白水仙瀑核
心景区，着力打造生态旅游集群，并形
成集健康养生、休闲观光、旅游地产等
功能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3.2.2　“产业 +”，医康养创新产业
集聚区

广州在医药创新领域展现出强劲实
力，通过“产业 +”模式拓展产业链，打
造医康养创新产业集聚区。中新知识城
以国际生物医药创新服务中心为核心，
建设临床、科研、教育、产业“四位一体”

的国际医康养集群；广州科学城以中国
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为龙
头，孵化威佰昆生物、越洋医药等独角
兽企业，并以国家个体化医疗创新产业
集群为支撑，形成精准医疗领域高地；
广州国际生物岛以国家呼吸中心实验室
为核心，汇聚众多生物医药企业，建设
顶尖的生物医药与生物安全研发中心；
广州国际健康城以南方医科大学为主导，
形成医药研发、职业教育、健康养生 3 大
主题的产业片区。
3.2.3　“枢纽 +”，国际化医康养
服务园区

广州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以“枢纽 +”模式为引导，依托枢纽的建
设与改造，打造医康养综合服务区。广
州白云机场围绕三期扩建工程，成立国
际服务部门，旨在增强机场的国际医疗
功能，提供高品质服务。广州南沙国际
邮轮母港与专业医疗机构合作，发展广
州特色的眼科、康复医学科等专科服务，
设计多样化的医康养旅游线路，并配套
提供枢纽接送等一条龙服务。广州火车
站、广州东站等区域结合高铁改造，形
成综合服务的次级节点，提供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康复和保健医院等，涵盖了
传统与替代性医疗服务。

图 6　越秀区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圈层模型

医疗产业三圈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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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区支撑”，提供基层医疗
保障

广州划定了公共健康基础单元，并
结合医疗资源分级分配，重点布局了
70 个普适性的医康养社区综合体。
3.3.1　划定健康基础单元

广州结合“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建设工作，创新性地划定了健康基
础单元。考虑到城市“中密外疏”的人
口分布特点，规划遵循“老城区密集布
局，外围区域均衡分布”的原则。以荔
湾区为例，根据街道行政边界，共规划
了 19 个健康基础单元，每个单元的人口
规模控制在 3 万～ 10 万，除海龙地区外，
子单元的面积控制在 1 ～ 4 km2，以确保
基本满足 15 分钟可达的服务需求。同时，
医康养社区综合体结合这些健康基础单
元进行设置，按照中心城区 5 km、外围
地区 7 ～ 10 km 的服务半径标准进行布
局，以满足 15 分钟生活圈的要求。
3.3.2　规划嵌入式综合体

广州医康养社区综合体的建设标准
与国家规划建设要求相衔接，聚焦于存
量地区的改造。基层医康养结合空间采
用紧密型医联体模式，在中心城区打造
“社区嵌入式医康养综合体”系列项目，
旨在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融合与高
效利用，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能，通过
“一站式”服务全面满足居民多元化生
活需求。以越秀区大塘街道为例，项目
利用铁路头直街大院住宅楼空置的一楼
空间，依托医院与康复机构、医院与养
老机构提供综合医康养服务，并扩展商
业、文化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同时围绕
东濠涌增设医康养户外公共空间，有效
弥补了社区服务的不足。
3.3.3　打造功能供给样板

广州根据各行政区的特色，实现了
从粗放式的医疗、健康、养老供给向多
元化医康养结合供给方式的转变，提出
了“大养老 + 小医疗”“大医疗 + 小健

康”“医康养一体”3 种医康养功能供给
模式。其中：“大养老 + 小医疗”模式
是指在养老机构的基础上增设小型医疗
机构；“大医疗 + 小健康”模式是指依
托专科实力较强的医疗机构，配置日常
健康护理功能，或引导相关机构在周边
聚集；“医康养一体”模式则更适合新
建地区，通过集中布局医院、护理院、
康复院及养老院，实现医疗、健康、养
老的一体化运营。以越秀区六榕街道为
例，针对中心城区老龄化趋势，该街道
以社区长者的需求为导向，打造“大养
老 + 小医疗”医康养社区综合体，并引
入广东省中医资源，旨在构建一个集医
疗、康复、养老等功能于一体的全方位
养老服务圈。

4 结束语

医康养产业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中扮
演着经济“压舱石”的角色，是经济发
展放缓背景下亟须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同时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提
供社会服务基本保障的关键领域。本文
结合广州的实践案例，重点分析了医康
养结合的空间特征与产业逻辑，提出了
医康养一体化中心、医康养特色园区、
医康养社区综合体 3 种空间模式，并总
结了市级、区级、社区级 3 个层面的规
划策略。然而，为了确保医康养结合空
间的有效落地，还需在医保政策、市场
活力激发、空间供给优化、人才培养等
方面进行机制与政策创新，充分发挥政
府引导与市场发展的双重作用。本文为
进一步探讨特大城市医康养结合发展提
供了基础，期待后续能够推动该领域向
标准化、智能化及精细化方向的进一步
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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