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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机构养老设施需求预测与布局优化研究
□  麻春晓    罗国卿    陈丽婷

[摘   要] 对南宁市人口老龄化趋势和机构养老设施现状进行调查，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至2030年南宁市老年人口规
模，并对机构养老设施的需求量进行计算。预测结果表明，至2030年，南宁市老年人口规模达到135万人，养老床位缺口数为3.6万
张，机构养老设施房屋建设用地规模为200.42万㎡，最后基于分区差异化布局等原则提出南宁市养老设施布局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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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即将进入加速

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将是我国相当长一
段时间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社会养老问题受到广泛的
关注，林西雁[1]总结多个学者对于养老模式的观点并探
讨了养老模式的发展趋势，认为未来将建立起以居家养
老为主、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王大伟等[2]从
供需平衡的视角，运用公共服务设施评价方法，构建衡
量公共服务设施供需量的多指标体系并进行优化布局。
赵宇[3]运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网络分析技术和缓冲区分
析、泰森多边形和叠加分析，对大连市区机构养老设施
进行布局评价与优化研究，其中老年人口预测是进行养
老设施规划必经步骤。钟美玲[4]将四川省的生育政策和
人口迁移等因素引入传统的Leslie矩阵模型，通过建立
Leslie矩阵模型对四川省2015年至2100年的人口结构变
化和老龄化趋势进行预测。王朝君[5]等在对河南省老龄
化发展的中长期预测中使用了灰色系统模型。

本文以南宁市老年人口和养老设施规模预测和布局
为研究对象，利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和GIS进行
养老设施空间分布分析，以期对南宁市养老设施规划布
局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2  南宁市老龄人口和养老设施概况
截至2018年底，南宁市老年人口为129.18万人，占

全市人口比例达16.76%，65周岁以上人口为86.3万人，
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1.19%，南宁已经完全步入老龄化
社会，正处于老年人口快速增长阶段[6]。

截至2019年，南宁市各区县共有机构养老设施117
家，其中市区74家、县区43家。在“十三五”期间，南

宁市计划在各区县新建一所不低于300至500张床位的示
范性公办养老机构，到2020年，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
床位40张以上。目前南宁市7城区已建设床位数300张以
上的养老机构14家；5县区机构养老设施数量少、规模
小，仅有5所床位数100张以上的养老机构。

2.1  机构养老设施空间分布及规模特征
当前，南宁市机构养老设施在中心城区分布较密

集，县城的养老机构分布较分散；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
也集中分布在市区，县城的养老机构规模较小。

根据南宁市2018年各区县老龄化现状与养老机构统
计结果（见表1），南宁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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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南宁市2018年各区县老年人口与机构养老设施情况

区县
户籍总
人口数
（人）

六十岁
及以上
老年人
口数

（人）

老年人
口比重

机构养
老设施
（个）

床位数
（张）

每千名
老年人
拥有床
位数

（张）
兴宁区 349414 62175 17.79% 14 1768 29
青秀区 766918 117882 15.37% 7 751 6
江南区 542138 85039 15.69% 11 2456 29

西乡塘区 813335 148883 18.31% 21 3545 24
良庆区 305167 39677 13.00% 3 1010 25
邕宁区 371252 53799 14.49% 9 1049 19
武鸣区 723082 126581 17.51% 9 750 6
隆安县 424476 69926 16.47% 4 330 5
马山县 575172 82099 14.27% 5 300 4
上林县 502129 79419 15.82% 8 468 6
宾阳县 1060558 159197 15.01% 13 849 5

横县 1274582 199493 15.65% 13 1004 5
全市 7708223 1224170 15.88% 117 14280 12

数据来源：南宁市统计年鉴、养老网，其中部分养老机

构床位数通过问询核实

12张，其中隆安县和宾阳县的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
最少，仅为3张；其次是马山县、上林县和横县，均为4
张；市区中青秀区、武鸣区的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
仅为6张，养老资源相对匮乏，南宁市机构养老设施资
源区域分布差异较大。

2.2  机构养老设施入住率的空间分布特征
南宁市的机构养老设施的入住率呈“圈层式”分

布，中心城区的入住率较县城高。入住率最高的分别是
兴宁区、武鸣区，养老机构入住率达到60%及以上；其
次是青秀区、西乡塘区、江南区，入住率达50%以上；
而空床率最高的分别为上林县、横县、宾阳县。民办的
或小型机构入住率较低，公办的或者规模较大的机构入
住率较高[7]，养老机构的入住率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在
县城中大部分养老机构设置的床位在50张左右，规模较
小，相应的医疗设施、娱乐设施配置标准较低。

3  南宁市机构养老设施需求预测与分析
3.1  人口预测
本文采用灰色预测法预测南宁市各区县的老年人口

数量，首先对已知的南宁市人口数据形成的数列用累加的
方法重新生成一组变化趋势更明显的新数列，建立数学预
测模型进行预测，接着再累减进行逆向计算，恢复成最
初的数列，从而得到预测结果。本次研究的灰色预测模
型借助Matlab软件完成模型参数的确定、预测结果的计
算以及模型精度检验（模型精度检验指标参照见表2）。

表2  模型精度检验指标参照

平均相对
残差Q

关联度R
小概率
误差P

方差比C 模型精度

＜0.01 ＞0.90 ＞0.95 ＜0.35 优
＜0.05 ＞0.60 ＞0.80 ＜0.50 合格
＜0.10 ＞0.50 ＞0.70 ＜0.65 勉强合格
＞0.10 ＜0.50 ＜0.70 ＞0.65 不合格

数据来源：《社会养老设施需求预测与空间布局优化研

究——以重庆市为例》[8]

在南宁市兴宁区、青秀区、西乡塘区、横县等12个区县
中，抽取5个地区的预测值和实际值进行比较（见表3），各区

县老年人口数量实际值与预测值有所浮动，但差值不大，平
均相对残差在0.01～0.03，方差比均小于0.5，除个别地
区模型精度为“勉强合格”，其余区县均为“合格”。

基于灰色预测系统推算出南宁市2019—2030年的老
年人口规模，预测未来南宁市人口老龄化的规模。依据
预测的结果（见图1），2019—2030年期间，南宁市老
年人口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至2030年南宁市老龄人口
规模达135万人，其中老年人口最多的5个区县依次为是
横县、西乡塘区、宾阳县、青秀区、武鸣区。

图1  南宁市老龄化变化趋势预测

3.2  养老设施需求预测
3.2.1  养老床位总量需求预测

根据我国的“9073”养老计划，90%的老年人居家
养老，7%的老人社区居家养老，3%的老人进入机构养
老设施，养老床位的配置在3%～7%较为合理[9]，本次
研究按照最低的标准老年人口的3%配置养老床位。

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至2030年南宁市共缺养老床
位3.6万张，其中青秀区、武鸣区、西乡塘区的老年人口
数量较多，床位缺口较大；在县区中，横县和宾阳县的
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床位缺口最大。

3.2.2  养老设施房屋建设规模预测

根据《南宁市人口发展“十三五”规划》，南宁市
将在各区县新建一所不低于300至500张床位的养老机构。

根据预测的老年人口规模、床位缺口数进行各区县
机构养老设施的规模及数量的配置。参照《老年养护院
建设标准》设施规模指标（见表5），预测到2030年南

表3  原始人口数据与预测数据的比较
          实际值/

                预测值
     区/县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实际值 预测值 实际值 预测值 实际值 预测值 实际值 预测值 实际值 预测值 实际值 预测值 实际值 预测值

青秀区 8.60 8.60 9.27 9.39 9.78 9.83 10.45 10.30 11.08 10.78 11.01 11.28 11.79 11.81
西乡塘区 11.71 11.71 12.58 12.85 13.23 13.27 13.99 13.71 14.69 14.16 14.11 14.62 14.89 15.10

良庆区 3.18 3.18 3.41 3.46 3.55 3.57 3.74 3.68 3.91 3.79 3.79 3.90 3.97 4.02
马山县 7.35 7.35 7.60 7.57 7.58 7.66 7.77 7.76 7.96 7.86 7.89 7.95 8.21 8.05
上林县 6.89 6.89 6.99 7.12 7.34 7.28 7.53 7.44 7.72 7.61 7.64 7.78 7.94 7.96

数据来源：实际值来源于各年度南宁市统计年鉴，预测值来源于灰色模型计算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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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市共需建设机构养老设施房屋建筑面积160.34万㎡，
用地面积200.42万㎡（见表6）。

表5  《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设施规模指标

床位数
（床）

建筑面积指标
（㎡/床）

建筑面积
（㎡）

用地面积（㎡）

100 50.00 5000 ≥6250
200 46.50 9300 ≥11625
300 44.50 13350 ≥16688
400 43.50 17400 ≥21750
500 42.50 21250 ≥26563
数据来源：《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144—2010）[10]

表6  南宁市机构养老设施房屋建设规模预测

区（县）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兴宁区 42500 53126
青秀区 212500 265630
江南区 42500 53126

西乡塘区 148750 185941
良庆区 42500 53126
邕宁区 42500 53126
武鸣区 170000 212504
隆安县 111600 139500
马山县 120900 151125
上林县 130200 162750
宾阳县 261000 326250

横县 278400 348000
全市 1603350 2004204

数据来源：根据预测所缺床位数及养护院建设标准推算

3.2.3  养老护理人员需求预测

截止至2017年底，南宁市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18万
人，约占老年人口数的15.38%，而南宁市机构养老设施的平
均入住率为70%，入住老人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80%[11]。

基于未来老龄化、高龄化的考虑，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年人需要照料的程度加深，预计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
自理老人的比例分别为62%、23%、15%，根据广西地方
标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规范》（DB 45/T 1832—2018），
“护理员与入住老人比例宜为：与自理老人1∶10，与介
助老人（半失能老人）1∶6，与介护老人（失能老人）
1∶3”[12]，本次研究按照该标准预测所需护理人员数量。

至2030年，南宁市共需护理人员12754人。老人护理
工作强度大、要求高，但从业人员工作待遇、社会认可程
度普遍偏低，护理人员存在较大的缺口（见表7）。

表7  南宁市2030年各区县所需养老护理从业人员数量预测
（单位：人）

区县
自理老人
护理员

介助老人
护理员

介护老人
护理员

总和

兴宁区 39 100 538 677
青秀区 111 235 1268 1614
江南区 50 127 684 861

西乡塘区 100 256 1380 1738
良庆区 26 67 358 451
邕宁区 29 75 402 506
武鸣区 73 186 1001 1260
隆安县 38 97 526 661
马山县 42 108 579 729
上林县 47 120 645 812
宾阳县 94 240 1295 1629

横县 105 268 1443 1816
全市 754 1879 10119 12754
数据来源：根据预测所需护理老龄人口推算

4  南宁市养老设施布局优化建议
4.1  选址依据
根据老年人对于环境、医疗条件以及心理需求等因

素的考虑，机构养老设施布局应考虑以下五点：一是应
考虑建设在地形平坦、环境优美、通风、日照充足的地
方；二是应考虑建设在交通便捷的地方；三是应考虑避开
商业繁华区、公共娱乐场地；四是应考虑靠近居民点，便
于老人回家团聚及家人来院照看、拜访；五是应考虑靠近
医疗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机构，便于利用周围设施条件。

4.2  服务半径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将机构养老设施的服务半径分

为过小服务范围、较小服务范围、适中服务范围、较大
服务范围、过大服务范围五个等级[13]。本文新增养老设
施床位数为200～500张，服务半径等级处于适中、较大
服务范围，即为2km²～3km²、3km²～6km²。

4.3  分区建立差异化配置标准
繁华的市中心由于人口密度大、土地供应有限，

表4  南宁市2030年各区县所需床位缺口值

区（县）
2018年床

位数（张）

2030年老
年人口规模
（万人）

按3%预测
的所需床位
数（张）

床位缺口数
（张）

兴宁区 1768 8.68 2603 835
青秀区 1126 20.45 6135 5009
江南区 2316 11.03 3308 992

西乡塘区 3140 22.26 6678 3538
良庆区 660 5.76 1729 1069
邕宁区 860 6.48 1944 1084
武鸣区 750 16.15 4844 4094
隆安县 240 8.45 2534 2294
马山县 300 9.34 2802 2502
上林县 350 10.40 3119 2769
宾阳县 500 20.89 6268 5768

横县 786 23.28 6984 6198
全市 12796 163.17 48948 36152
数据来源：实际值来源于各年度南宁市统计年鉴，预测老

年人口规模来源于灰色模型计算预测

所以中心城区的地价较高，在城区建设大规模的机构养
老设施成本较高。因此在土地资源供应充分、交通便利
的郊区侧重配置规模较大、多功能的示范性机构养老设
施，在人口密集地区则侧重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的配置。

在县城中，增设机构养老设施，实行各个乡镇的机
构养老设施的全覆盖。

结合分区差异化配置原则以及预测的老年人口规
模、床位缺口数进行南宁市各区县机构养老设施的规模
及数量的配置。

兴宁区现有养老机构14所，规模最小的仅有48张床
位，规模最大的有350张床位。将规模最大的金色阳光
护理院原址保留，将床位在100张以上的机构养老设施
扩建至300张，合并小型机构。优化后兴宁区共有养老
床位3000张，满足预测所需的养老床位。

青秀区现有养老机构7所，仅能提供751张养老床位，
将原有养老机构扩建、合并后需新增10所规模在500张床位
以上的养老机构。优化后青秀区能供给6300张，满足需求。

西乡塘区现有养老机构21所，是拥有养老机构数量最
多的地区，同时也是老年人口较多的地区，现能提供3545
张床位，预计2030年共需养老床位6700张，将现有养老
资源整合后，仍需新增5所500张床位以上的养老机构。优
化后，西乡塘区能提供养老床位6800张，满足预测所需。

江南区现能提供2456张养老床位，优化后江南区能
供给3350张床位，满足需求。良庆区和邕宁区在将现有
养老资源整合后各需新增一所养老机构便能满足预测需
求。武鸣区现能提供750张养老床位，需增设8所床位数
在500张以上的养老机构。

隆安县、马山县、上林县、宾阳县、横县等县城的
养老机构数量少，且规模小，养老机构床位均在100张
床位以下，养老资源相对匮乏，应整合现有养老资源，
新建养老设施覆盖各个乡镇。

5  结论
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格局是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

交通网络、养老机构的规模和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而养老机构的区位、床位数和护理床位数等是
导致养老机构配置不含理的重要原因[13]。在目前快速老
龄化的背景下，养老设施的供给不足问题愈加突出。本
文以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至2030年南宁市老
年人口规模，根据养老设施配置标准，结合南宁市各区
县养老设施分布及规模现状，得出结论如下：

（1）南宁市老年人口数量在2019至2030年内呈持续上
升趋势，并在2030年达到135万人，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
度的加深，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是南宁市面临的重大挑战。

（2）按照最低配置标准，老年人口数量的3%配置养老
床位，至2030年，南宁市养老床位缺口总数为32058张。
缺口最大的区县分别为青秀区、武鸣区、宾阳县、横县。

（3）按广西地方标准《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
准》的最低设计要求进行机构养老设施的房屋建设规模
预测，房屋建设规模需求最大的区县分别为青秀区、西
乡塘区、宾阳县、横县。

（4）建议建立分区配置标准，在市区有条件的情
况下优先设置大型养老机构，在县城设置小规模养老机
构，并新建养老设施全覆盖各个乡镇。

本次研究从规模需求与预测出发，尚未面向“高品
质、品牌化、多元化、集约化的养老产品服务体系”，
从养老设施体系顶层设计层面出发，统筹公共服务设施
布局空间、打造养老产业集群、推动医养融合等方向是
确保养老设施规划落地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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