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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不断调

整，广西的城市规模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

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已经

不能满足广西现阶段的养老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的社区

资源发展社区养老，弥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不足已

成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更加积极

有效的新型养老社区已成为老龄化背景下广西老年社会

保障的重要课题。

一、广西社区居家养老需求现状

1.广西老龄化程度加重。2013年末，广西常住人口4719万，其中65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达9.66%，比2000年提高2.35个百分点，超过老龄化社会国际标准

2.6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广西老年人口规

模呈现总量扩张的发展态势，人口抚养负担正逐步加重。

2.广西传统家庭养老的困境。随着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广西出现很

多的“4-2-1”或“6-2-1”家庭结构方式。家庭结构的日趋小型化，年轻人的赡养

负担过重。同时，快节奏的生活下年轻人压力日益沉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老

人交流，造成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再次，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子女外

出务工、学习和定居，致使老年人空巢化现象严重，产生很多社会问题。传统的家庭

养老功能退化，已经成为广西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3.广西机构养老供需不足。最近几年广西机构养老模式发展迅速，但养老机构和

床位数的增加仍然不能满足养老的需求。目前，广西拥有养老机构1303 个（其中城市

147个，农村1156个），床位数40642张（其中城市12368张，农村28274张），床位

数与老年人口的比率为8.9∶1000，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需求。

当前广西现有的城镇居住环境和赡养条件远远没有达到老年人的生活和精神需

要，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因此，专门为老年人设计、建造具有完善设施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件的养老

社区就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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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社区居家养老

需求现状

老龄化程度加重

传统家庭养老陷入困境

机构养老供需不足

床位数与老年人口的比率为8.9∶1000，
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需求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退化，

成为广西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老年人口规模呈现总量扩张的发展态势，

人口抚养负担正逐步加重

二、广西养老社区规划建设存在问题

1.养老社区规模少、缺乏合理规划，难以满足需求。目前广西市场上已有的养老社区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类

型：一类是普通居住区配建社区养老设施或机构，一类是专门建设的综合性养老社区，还有一类是结合旅游、养

生地产开发建设的候鸟式养老社区。 

广西养老社区起步较晚，发展不够成熟，缺乏统筹规划，规模少，分布不均衡。由于广西优越的生态环境和

丰富的旅游资源，候鸟式养老社区发展较早，集中于滨海城市和巴马、桂林等地，但专业程度较低。南宁等地城

区多以普通居住区配建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为主，与社会志愿者或医疗机构合作，提供日间照料、清洁卫生、文化

娱乐等服务内容，推广力度大但实施成效低，规模不大。而综合性养老社区更少，近年来在政府的政策倾斜下陆

续出现南宁乐养城、太和·自在城等项目。

2.缺乏专门的养老社区规划建设标准。养老社区的建设应从城镇整体规划布局的角度来考虑。目前由于养老

社区的发展尚属起步阶段，各地方政府虽然制定了建设指标，但并未给出更为具体的规划指导意见，可供参考的

成功案例又不多，加大了开发和设计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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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养老社区建设的规范标准或指导手册。普通居住区在建设时可参照《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等，但针对养老设施的配建标准，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建设标准。一些已有的老年建

筑相关规范如《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中，由于考虑到普适性的要求，通常

会更多地强调无障碍等基本设计原则，而对于如何针对老人的特殊要求进行设计讲解得并不详细，不能较

好地指导养老社区规划设计。

发达国家对于养老社区或养老住宅通常都有专门的建设标准或行业指导手册。如美国的设施指南研究

所编制的医疗保健设施设计指导手册，其中对各类养老机构的规模、选址要求等都有具体规定；日本不仅

有国家对各类养老设施和养老住宅有相应的建设规范和运营标准，各地方政府和相关行业领域也都编写了

相应的设计手册和标准图集，对设计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目前我国大力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模式，颁布实施很多文件，对用地、建设标准等提出量化指标，但大

多是提供纲领性建设方向，在各地具体执行过程中难以很好地执行。

3.社区养老设施体系不完善，覆盖人群较少。很多开发商都提出要做最高端的养老社区，其实对于老年

人的实际需要并不理解，仅限于建设高尔夫球场、温泉、星级居住标准等，虽然标榜“养老社区”，以养

广西养老社区规划建设
存在问题

缺乏专门的
养老社区规划建设标准

 目前我国大力推广社区居家养老
模式，颁布实施很多文件，但大多
是提供纲领性建设方向，在各地具
体执行过程中难以很好地执行

养老社区规模少、缺乏合理
规划，难以满足需求

 候鸟式养老社区发展较早，但专业程度较低

 普通居住区配建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推广力度大
但实施成效低，规模不大

 综合性养老社区更少

社区养老设施体系不完善，
覆盖人群较少

 高端的养老社区对于老年人的实际需要
不理解

 居家养老服务对社区老年人的心理辅
导、心理干预、情感照料和关怀等方面参
与过少
 社区卫生服务站在医疗水平、硬件设施

和药品供应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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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养生为概念，但并没有落在实处。养老社区在规划时并不是仅仅增加一些老年活动场地或者设置无障碍坡道，

而是应该针对老人的特殊需求，建立完善的社区养老设施体系，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需求。

目前大部分的养老社区提供的服务较为单一，大都集中在提供家政服务、帮助办理老年人优待证、承接上级

部门对老年人的慰问活动、组织老年人定期的娱乐健身活动等一些较为表面的层面；居家养老服务对社区老年人

的心理辅导、心理干预、情感照料和关怀等方面参与过少。此外，广西现在的社区服务主要是在日间照料中心提

供以日间照料、读书、休息、保健康复、就餐、文娱活动等为主的服务内容，老年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状

况，所以医疗保健是老人急需的服务内容，但目前多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主，在医疗水平、硬件设施和药品供应

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4.规划建设模式简单照搬成功模式，缺乏深刻理解。最近的养老地产开发热潮促使很多开发商、投资者或政

府人员都到国内外参观考察，从中学习了一些先进的设计经验和管理模式。然而养老社区的发展是带有时代和地

域特征的，从国家整体的政策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到老年人的居住习惯，再到社区的服务管理模式，都会对

规划建筑形式产生影响。经常出现盲目追求“高端”，忽视了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既造成土地资源的浪

费，又增加运营管理成本；采用全国通用的规划设计，忽视地域性差别，导致养老产品水土不服。

规划建设模式简单照搬成功
模式，缺乏深刻理解

 经常出现盲目追求“高端”，忽视了我国“未富
先老”的国情

 采用全国通用的规划设计，忽视地域性差别

三、广西养老社区规划建设对策——以“南宁乐养城”综合性养老社区为例

老龄化背景下，针对目前广西养老社区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结合南宁乐养城实践案例，提出一些发展

对策，以期对广西养老社区的建设抛砖引玉。

南宁乐养城是中国老龄产业协会、扶绥县、中国五行创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三方合作共建的全国宜居养

老示范基地。基地位于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汪庄河水库附近，北临南友高速，南临城市规划道路，距南宁吴圩

国际机场31公里。占地约6300亩，其中，建设用地1300亩、山体保护用地及湖泊河流用地2500亩、特色休

闲农业及综合景区约2500亩。定位为全国一流生态型养老乐园，集养老服务、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度假等多

种功能为一体，被确定为国内第一个“老年宜居养生示范基地”。 

_ 南宁乐养城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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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定位，科学规划，设计体现人文关怀。综合性养老社区的建设应合理定位，科学规划，通过组团化

的布局方式将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增强居住环境的亲切感，使行动力、记忆力和认知力下降的老人能够更

好地熟悉周围的居住者，获得对社区的归属感。《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指出，普通的居住组团规模在

1000至3000人左右，建议养老社区的组团规模应更小一些，并宜采用多层的住宅形式，如健康老人的居住组团

可以在500至1000人，需护理老人的居住组团为150至300人。

养老产品设计应体现人文关怀，建立多功能、多层次的产品体系，满足健康、自理、半自理、失能老人的

不同需求，如老年住宅通常面向健康、生活可以自理的老人，而老年公寓会有一部分提供给需要照料和帮助的

老人，不同居住类型的经营和管理模式不同，应分区明确避免纠纷。同时大力发展新型“合居型”住宅，鼓励

子女和老人同住或相识的老人结伴同住，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打造人性化社区。

例如，南宁乐养城规划有多层老年公寓、合院式老年住宅、独栋式老年住宅和联排式老年住宅多种类型，

可租可售，满足不同经济条件、身体条件的老年人需求及与家人、朋友交流的情感需求。规划有常住的养生养

老公寓7000—7500户（共12000—15000人），2000个子女看望及旅游度假床位，根据地形组团式布局，十几

栋为一个居住组团，产品布局分区明确。

_ 乐养城位于南宁后花园——扶绥县城南新区，不仅紧邻首府南宁，也是首府空港经济区的核心区域。

2.完善养老设施种类，培育全龄社区。养老社区建设要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配套。除了提供日

常生活服务和饮食起居等服务外，还需完善精神慰藉、家庭护理、康复治疗等更高层面的服务，借

鉴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经验，建设老年设施与老年服务齐全的大型养老综合体。

养老社区的配套设施应合理分区，层级分明。一些大型、常用的配套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

老年大学等可集中布置在社区入口等人流集中场所，与居住组团分开，避免噪声干扰。一些可兼顾

对外经营的设施如医院、药店可靠社区边沿布置，方便共同使用。如社区规模较大，应设置慢行系

统，通过电瓶车等绿色交通工具搭载老人出行，小型、常用的服务设施不应超出老人的步行适宜范

围，如生活超市、理发店、公共餐厅、医疗服务站等与老人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使用频率较高的服

务设施应就近每个居住组团出入口设置。

_ 乐养城总体布局图。



32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2016.12 -  33    

专题           Column         老有所依：养老社区规划建设 策划 / 编辑 ＿刘  珺   刘文杰   设计＿刘文杰

南宁乐养城规划建设有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康复医院、商业街区、探视度假酒店等大型公共养老

服务设施集中设置在社区入口和中心区域，满足服务半径和交通便利的需求，同时提供电瓶车方便老

年人换乘；每个养老居住组团都配建有管家服务中心，提供餐饮、洗澡、洗衣、美容等日间照料和专

业护理，集医养、学养、乐养服务于一体，实现全龄的老人群体覆盖，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

3.因地制宜营建适老化环境。规划设计应根据区域的环境特征，针对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殊需

求，特别定制无障碍设计、户型设计、景观环境设计等，设置多元化的交流空间，营建真正接地气的

适老化环境。

南宁乐养城，以生态型的养老综合

园区规划为整体开发理念，完全按照国

家4A级景区标准，将老年人公寓、度假

酒店、商业服务、办公、医院、文化娱

乐等以复合园的形式进行园林式的开发

规划，依山就水，营造绿色人性化的养

老乐园。养老社区在我国起步较晚，国

内的相关经验不足。南宁乐养城作为大

型的综合养老社区，在政策引导、运营

模式、投融资方式等方面仍需要继续探

索。规划设计也需要在以后的市场中进

一步检验。

养老社区的规划建设是集物业建设

及养老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系统工程，

国内的养老社区刚刚起步，市场环境、

开发理念、规划设计、运营模式、政策

扶持等关乎其发展的关键因素都尚未成

熟，处于摸索实践阶段。在规划建设时

应摆脱传统居住区旧有思维的束缚，以

老年人群的实际需求为本，真正实现享

养、乐养和康养。

_ 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扶绥终年树常绿、花常开、果常熟的自然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