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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为 23.81%，比城镇高 7.99%。
根据预测，2033 年我国农村老龄化率将突破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050 年将达到 38% 左右。快速增长
的农村老年人口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将对乡村规划建设提出巨大的挑战。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规划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
迁撤并类 4 种类型，城郊融合型村庄作为其中重要的村庄类型之一，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区域。本文以江西
省九江市德安县梅桥村、岳山垅村为例，通过问卷发放和 GPS 数据采集等方式，尝试识别城郊乡村地区老年人
日常户外活动的时空变化特征，以期为创建老年宜居的乡村社区空间环境奠定实证基础。

一、研究区域与方法

（一）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区域选取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梅桥村、岳山垅村。梅桥村位于德安县中心城区的西部，距城区仅
4 千米，村域面积 1030 公顷，含 13 个自然村小组，截止到 2021 年底，村庄户籍人口 1497 人，共 445 户，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29.32%。岳山垅村位于县中心城区的北部，村域面积 716.62 公顷，含 10 个自然村小组，
截止到 2021 年底，村庄户籍人口 1658 人，共 506 户，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22.67%。 

（二）调研方式

本次调研方式主要包括问卷发放和 GPS 数据采集，所选调研对象均为本村村民。调研问卷共发放 40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37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75%。同时，在梅桥村和岳山垅村分别随机选择 30 位和 20 位老年人
参与 GPS 数据采集，共记录 350 条轨迹。此外，为增加老年人样本数量，调研通过访谈、跟踪记录获取了 125
条老年人日轨迹数据，所有轨迹累计人次为 175 人，数量为 475 条；GPS 数据采集设置为 15 秒定位一次，并
保持一周时间的数据采集。 

    

二、研究结果

（一）老年人户外活动的类型特征

1.户外活动类型总体呈现多样性

老年人户外活动主要包括购买日用品和食物、休闲娱乐、看病就医、农业生产、探亲访友、锻炼身体、健
康护理、办事、接送孙辈上下学、上班（打零工）、参加文化活动、就餐等 12 种类型。其中，老年人选择购
买日用品和食物、休闲娱乐、看病就医、农业生产、探亲访友及锻炼身体等活动类型的占比较高，如老年人选
择购买日用品和食物的比例高达 73.06%，活动频率为每周 2 至 5 次。而选择其他活动类型如参加文化活动、
就餐、上班（打零工）等所占比例均较低，这反映老年人因体能下降、行动不便，开展此类活动的意愿逐渐降
低。通过交叉分析可知，不同年龄的老年人活动类型存在着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年龄越大，活动的类型越少，
其活动的范围也越小。

2.城乡归属认知与其活动类型差异较大

通过老年人城乡归属认知的分析可知，城郊乡村老年人虽然居住地离城区较近，但仍有 78.08% 的老年人
认为自己属于农村人，只有 8.22% 的老年人认知为城里人。不同归属认知的老年人在户外活动类型方面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其中，城市归属认知的老年人，其健康护理、购买日用品、探亲访友、锻炼身体和休闲娱乐等活

随着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的相
关研究成为人口、社会、规划、建筑、地理等领域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研究表明，社区户外公共空间环境是老年人日常休闲、交流、亲子互动、
锻炼活动的主要场所，户外活动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户外活
动特征的识别也有助于社区营造老龄宜居环境。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是
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其活动范围有限，依托社区户外公共空间环境
开展日常户外活动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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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公园广场用地。从地理位置来看，等级高、规模大、商品种类更加丰富的休闲购物空间，离老年人居住地
相对较远。

（四）老年人户外活动的出行特征

1.出行方式以电动车出行、步行为主

老年人出行方式主要为骑电动车（摩托车）、步行，占比分别为 52.51% 和 36.99%，搭乘公交出行的比率
较低，分别为 4.11% 和 1.37%，这反映了城郊乡村地区公共交通设施不完善，或老年人收入低，不愿支付公交
费用。自行车出行和自驾出行的占比较低，只有 0.91% 和 3.20%，其原因在于乡村同时拥有汽车和驾照的老年
人较少，或基于身体健康状况，选择骑自行车出行的老年人不多。因此，价格实惠、操作容易的电动车成为目
前城郊乡村地区大部分老年人的出行工具。另外，通过对性别与出行方式的交叉分析得知，不同性别老年人的
出行方式具有相似性。 

2.出行频率较高，日均出行距离较长

根据出行轨迹统计分析（见图 1、图 2），老年人最高日出行次数为 8 次，日均出行次数为 2.96 次，最远
出行距离为 124.18 千米，最短活动距离为 0.19 千米，出行距离低于 5 千米的比重为 67.57%，平均出行距离（从
家到出行目的地）为 4.12 千米，城郊乡村老年人日常出行具有频率高、距离长等特征。

  
                                                    

                             
图 1  老年人出行次数 

图 2  老年人出行距离

动类型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归属认知的老年人。而就餐、参加文化活动、办事等其他户外活动类型，不同归
属认知的老年人对此选择的比率基本保持一致。城市归属认知的老年人普遍经济基础较好，闲暇时间也较多，
锻炼身体和参加休闲娱乐活动的占比较高，而看病就医的活动频率相对较低，这也表明坚持锻炼身体、休闲娱
乐等活动对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也有着积极效应，并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二）老年人户外活动的时间特征

1.活动时间以白天为主

通过问卷分析可知，受访人中有 88.58% 的老年人户外活动时间集中在白天，其中 7：00—11：30 和
13：30—18：30 是出行最为集中的两个时间段；夜间户外活动的占比为 11.42%，通常为外出散步、跳广场舞等
活动。以上统计数据反映了老年人户外活动主要集中在白天，夜间活动时间较少。通过对性别与户外活动时间
的交叉分析，男性与女性户外活动时间的差异不大，7：00—11：30 和 13：30—18：00 的频率最高，其次为 7：00
前和 18：00 后。而中午外出活动的主要为男性，对应的活动类型主要是赴宴或其他就餐活动。

2.老年人外出时间较短

大部分老年人的外出活动时长为 60 分钟以内，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活动时长逐渐缩短，一方面反映
了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活动能力下降，老年人外出活动的意愿不高；另一方面反映出城郊乡村由于区
位的优势，老年人活动设施配套相对成熟，其获取设施资源较为便捷，外出活动耗费的时长较短。

（三）老年人户外活动的空间特征

1.户外活动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区

老年人日常户外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村庄和城区。其中，村庄的活动轨迹呈放射环形的形态特征，是老年
人以家为中心，从事日常农业生产劳作与休闲娱乐活动所形成的高频活动空间范围，此范围内，大多数老年人
的活动距离在 200 米以内，活动距离在 200 米～ 500 米、500 米～ 1000 米、1000 米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分别为
20.09%、4.57%、4.57%。城区的活动轨迹呈现方向较为单一的线性形态特征，是老年人以家为中心，以电动
车和步行为主要出行方式，沿着城市街道向外延伸，开展休闲娱乐、购物、接送孙辈上下学、医疗等活动所形
成的中频活动区空间范围，这表明老年人外出活动的目的性较强。

2.户外活动空间使用频率呈现明显的差异性

老年人在村庄居住的时间及活动的次数较多，其活动轨迹密度会明显高于城区。老年人的活动轨迹密度与
出行时间、出行次数和出行人数等因素有关，相同的空间范围内，活动的时间越长，老年人数量及活动的次数
越多，轨迹的密度就越大，活动空间的使用频率越高，反之，则使用频率越低。老年人活动轨迹密度大致分为
两类区域：老年人活动轨迹高密度区域通常为老年人的居住地，也是老年人停留时间最长的区域，其次为老年
人外出活动的目的地。

3.户外活动空间类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城郊乡村地区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空间类型可概括为居住生活空间、农业生产空间、休闲娱乐空间，虽然不
同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完善度有差异，但老年人活动空间类型基本相似。其中，居住生活空间包括住宅、
广场、公共服务设施等内容，该空间范围内，老年人主要进行日常的种菜、串门聊天、购买日用品、卫生室就
医等活动。农业生产空间主要为耕地、园地和林地，是乡村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形成的空间类型。根据调
研统计，城郊乡村地区仍有 79.91% 的老年人需要从事农活，部分老年人因年迈或失去土地，无法继续从事农
业生产。休闲娱乐空间主要集中在农贸市场、大型购物中心、公园广场等地，其对应的用地类型为商业服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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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归属认知老年人的出行方式差异较大

城市归属认知较农村归属认知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选择步行出行，其原因在于城郊乡村老年人的居住地
靠近城区，相关服务设施距离较近，日常步行均可在半个小时以内抵达，这符合老年人步行出行可接受的时间
和距离范围，而半城半乡归属认知与农村归属认知老年人的出行方式基本一致。调研数据显示，城市归属认知
和半城半乡归属认知老年人的出行方式较为单一，而农村归属认知老年人的出行方式更为多样，这反映出城郊
乡村老年人的出行方式选择弹性较大。

4.随着年龄增长，出行能力减弱

通过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出行方式和距离的分析可知，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出行方式的类型数量在递减，
老年人选择电动车出行和子女接送的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电动车出行的比重在逐步下降，而子女接送的比
重则越来越大。由此可以看出，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机能的下降，其出行能力逐步减弱。

三、结语

老年人户外活动时空特征是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和活动能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问卷访谈数
据和 GPS 数据，运用定性与定量、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老年人户外活动的各类特征等进行分析，为
后续研究乡村地区老年人生活圈的构成要素、影响因素和划定老年人生活圈奠定基础。研究表明，城郊乡村不
同年龄段老年人的主要户外活动类型差异明显，且不同归属认知老年人的主要户外活动类型也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城郊乡村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村庄和城区，出行方式主要为骑电动车（摩托车）、步行，
不同性别的老年人的出行方式基本相似，总体呈现出行频率高、距离长、时间短等特征。本文选择案例分析总
结的乡村老年人户外活动特征只适用于小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数据采集完
整度、样本数量上仍存在不足，今后可通过扩大研究范围、提高样本数量，以获得全面准确的分析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