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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运用综合指标评价法、泰尔指

数及 ESDA等方法,对 2005～2015年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时空演变格局和空间关联性进行分析,并采用空间计量模

型探讨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不均衡,呈现“南高北低”的显著差异;(2)

区域差异呈“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M”字型演变趋势,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3)江苏省不同县域间养

老服务业空间关联性显著为正,出现了发展水平相似县域相邻分布的空间集聚效应,空间集聚格局呈现稳态的南北

差异;(4)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市场力量、产业结构、养老保障水平以及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

对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和区域差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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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末期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2017 年新增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首次超过 1000 万,

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已达 2.4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17.3%,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界前所未有 1。老龄化挑战

经济增长,冲击社会发展。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业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2。可见,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是解决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途

径[1],而推进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实现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养老服务业是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和产品,满足老年人特殊的生活和精神需求的经济行为总和[2]。20 世纪末,多数发达国家

已建立起较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相关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业发展

模式、养老服务业的实践探索等方面[3～5]。相比而言,国内对养老服务业的研究较晚,20世纪 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

会,包括养老服务业在内的与老年人口相关的研究成果才日益丰富起来,且多从人口学和社会学视角研究养老服务业的性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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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特点、发展模式以及经济效应等[6,7]。而从空间视角切入,有关养老服务业区域发展的研究多侧重于国际、全国、省域及城乡

尺度展开:于戈等[8]基于中国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迫切性,对比了发达国家和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异同点,并给出了改善措施;范

中原等
[9]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老龄事业发展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各省市发展情况不一,存在较大地区差异和不平衡性;皇

甫小雷[10]指出养老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滞后,差异凸显在政府补贴差异、市场介入力

度差异以及养老机构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针对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的现实问题,部分学者已认识到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性,并建议采用科学的评价指标衡量其区域协调发展成果[11]:蔡玲[12]和吴国英等[13]通过对京津冀三地实际调研测算出三地养老

服务业的非均衡水平,发现京津冀养老服务业在向着总体均衡发展过程中存在局部差异扩大化及均衡反复现象,据此提出推动京

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建议;席晶等[14]采用空间分析法对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布局的时空演变及政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赵

鹏程等[15]则通过对四川省南充市县域养老服务业“一中心两组团”的空间布局形态模型进行实证探索,并提出了优化策略促进

县域间养老服务业的协调布局。此外,经济因素、政策因素、观念因素、管理体制、产业结构等被认为是影响养老服务业区域协

调发展的主要因素[16,17]。 

现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但鲜有研究从空间经济学视角,尤其

从空间关联角度,基于县域层次定量分析养老服务业区域发展格局。江苏省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和中国老龄化程度较高的

省份,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可谓是全国养老服务业的缩影。鉴于此,借鉴空间统计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成果,采用综合指标评

价法、泰尔指数以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等方法对 2005～2015年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时空演变格局、区域发展差异、

空间关联特征进行研究,并在充分考虑空间关联特征的前提下,选择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影响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的因素,

为推动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 

2017 年江苏省老龄化率为 22.51%,比全国高 5.21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增长 0.41%,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全国第三,是老

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 3,这对江苏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同时,江苏省位于长三角经济核心区,经济发

达,2017年 GDP总量 8.59万亿元(仅次于广东省的 8.99万亿元),社会资本活跃,给养老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作为推

动全国养老服务业改革发展的主要地区,江苏省积极培育养老服务主体、创新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建立并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然

而,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源动力不足、养老服务区域差异和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依然存在 4。因此,以江苏省为样本研究养老服

务业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江苏省破解养老难题的现实需要,也对全国其他地区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江苏省 2005～2015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1∶400 万数据库,人口、

经济、养老服务业等属性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2016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各县(市)统计年鉴、各县(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统计局网站等。以江苏省县级行政单元(南京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为研究尺度,为保证数

据的连续统一,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以 2015年江苏省行政区划为基准进行数据的调整修正,包括 1个地级市、12个地级市市区

和下辖的 42个县(市),共计 55个研究单元。区域划分上,以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区域 5为划分标准。 

1.3研究方法 

1.3.1养老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测度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缺乏普遍接受的指标体系。养老服务业系统较复杂,影响因素多且影响路径也非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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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参考李晓梅等[18]的研究成果,考虑科学性、可行性,并结合江苏省实际发展情况和数据可得性,构建了养老服务业评价指标

体系,共 3项一级指标和 12项二级指标(表 1)。 

表 1养老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类型 

养老服务业 

养老基本保障 

X1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 0.084 正向 

X2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 0.085 正向 

X3城镇职工月人均养老金(元) 0.095 正向 

X4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元) 0.095 正向 

养老基本服务及产出 

X5养老服务机构数(家) 0.102 正向 

X6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张) 0.107 正向 

X7社区服务中心数(个) 0.097 正向 

X8养老服务机构职工人数(人) 0.087 正向 

X9养老服务机构增加值(万元) 0.054 正向 

X10社区服务中心增加值(万元) 0.023 正向 

养老服务社会化 

X11社会办养老机构数(个) 0.106 正向 

X12社会办养老机构纳税总额(万元) 0.065 正向 

 

1.3.2综合指标评价法 

综合指标评价法可以对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具体步骤包括: 

①指标标准化处理。根据各指标正向、负向和适度的不同性质,分别计算标准化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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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j
max指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Xj

min指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Xij指第 j项指标第 i个样本的标准化值;X 适为指标的适度值(用

各项平均值表示);Zij指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i=1,2,…,n;j=1,2,…,m)。 

②确定指标权重。首先计算出随机变量的均值 然后计算出均方差 σj= 最后得出指标 Xj的权重

 

③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 

1.3.3泰尔指数(Theil Index) 

泰尔指数(Theil Index)可用来测算区域差异化程度,本文选取最常用的 Theil T指数(以下简称“T指数”),计算公式为[13]: 

 

式中:N为地区数;Yi/Y为 i地区的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占总区域的比例;Pi/P为 i地区的老年人口数占总区域的比例。T

指数越大,意味着各地区间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差异越小。 

此外,泰尔指数具有较好的可分解性,可进一步分解为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 

 

式中:TBR和 TWR分别表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i指地区;将江苏省划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区域(n=3);Y和 P分别指

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和老年人口总数,Yi和 Pi分别指 i地区的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和老年人口数;Yij和 Pij分别指

i地区 j县、市(区)的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和老年人口数。 

1.3.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ESDA 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以空间关联性测度为核心,通过描述数据的空间分布并加以可视化,识别空

间数据的异常值,检测经济现象的空间集聚,以及展示数据的空间结构,旨在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20]。主要包括

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类工具: 

全局空间自相关。本文采用 Global Moran’sI来测度全局空间自相关,表示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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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是地区数;xi是 i地区的某属性值;x¯是该属性的总体均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I>0表示正相关,I<0表示负相关,I=0

表示不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对于研究区内的空间单元 i,其局部空间自相关表示为: 

 

式中;zi和 zj分别是 i地区和 j地区属性值的标准化;Wij是空间权重矩阵。此外,以标准化变量为横轴,空间滞后量为纵轴,可

得到 Moran 散点图,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集聚形式。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一个地区与其相邻地区四种不同的局部空间联系,并通过

构造标准化统计量 检验 Local Moran’s Ii统计量的显著性。 

1.3.5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可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形式分别是[21]: 

 

式中:y 是 nT×1 维的被解释变量向量;X 是 nT×k 维的解释变量矩阵;β 是 k×1 维参数向量;ρ 和 λ 分别是空间自回归系

数和空间自相关系数;ε 是 nT×1 维的误差向量;⨂是克罗内克积。空间计量模型拟合主要利用极大似然函数,通过对比 LM 统计

量(LM-Lag和 LM-Error)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进而选择相对显著的统计量对应的空间计量模型。 

2 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时空演变及区域差异分解 

2.1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时空演变研究 

基于测算出的 2005～2015年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根据自然断裂法,将其划分为滞后型、较滞后型、中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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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达型四种类型,绘制出 2005、2010和 2015年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图(图 1)。据图 1可知,江苏省养

老服务业发展格局演变特征如下: 

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整体水平较低,发展空间大。2005 年,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均值为 0.201,仅有 35.5%的城

市高于这一水平,其中仅有南京市、苏州市区和昆山市属于发达型,均分布在苏南;65.45%的城市属于较滞后型和滞后型,多集聚

在苏中和苏北。相比于 2005年,2010年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均值仅提升了 0.039,40%的城市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均值,

发达型城市依然不变;中等型城市由 2005年的 16 个增长到 18个;较滞后型和滞后型城市依然集中在苏中和苏北地区。2015年,

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均值提升到 0.302,高于这一水平的城市有 23 个,其中发达型城市增加至 10 个:保持南京市、苏

州市区和昆山市不变,新增了无锡市区、江阴市、太仓市、南通市区、海门市、启东市和徐州市;中等型城市的数量依然为 18个;

苏中地区以中等型为主,苏北地区以较滞后型和滞后型为主,而以发达型城市为主的苏南地区也存在滞后型和较滞后型城市。 

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明显,区域发展不均衡。第一,三大区域间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苏南三年发展

指数均值分别为 0.308、0.385和 0.446,约是苏中和苏北的 2倍。第二,区域内部县域间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苏南的南

京市、苏州市区和昆山市始终为发达型,常州市区、镇江市区始终是较滞后型,溧阳市、句容市和丹阳市始终属于滞后型;同样地,

苏北多数城市以中等型及以下类型为主,但徐州市区在 2015 年跻身发达型行列;苏中的仪征市一直属于滞后型,泰州市和南通市

下辖的大部分县、市(区)则在四种类型之间转变。第三,极化态势显著,养老服务业水平最高的南京市,其发展指数分别是 2005

年最低的溧阳市、2010年最低的泰州市区和 2015年最低的溧阳市的 9.1倍、7.07倍和 8.06倍。 

综上,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不高,虽然南京市、苏州市区、昆山市等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型城市取得了长足进展,但

江苏省整体偏低,尤其是苏中和苏北地区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均值仅在 0.2 左右;同时,养老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显著,呈现

“南高北低”的区域分布特点,且区域内、县域间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养老服务业发展不平衡。 

 

图 1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分布格局 

2.2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分解 

测算出的泰尔指数(图 2)显示,2005～2015 年,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总体差异有缩小趋势,但过程中存在反复:200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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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总体差异不断扩大,T 指数在 2008 年达到最大值 0.53;而后 2008～2011 年 T 指数呈下降趋势,总体差

异在缩小;2012年 T指数出现反弹,由 2011年的 0.39上升到 2012年的 0.41;2012～2015年 T指数继续下降。这表明江苏省养老

服务业区域差异呈“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M”字型态势。 

区域间 T 指数呈现稳定的上下波动状态,2005～2015 年区域间差异较小且有缩小趋势,意味着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区域之

间的养老服务业发展差异不大且向协调方向发展,这与江苏全省及各区域此期间不断重视养老服务业发展,在规划引导、政策保

障、资金支持等方面综合施策有关。区域内差异显著大于区域间差异,整体呈下降态势,其变化趋势与总体差异一致。苏南地区 T

指数年均值(0.41)分别约是苏北地区(0.3)的 1.4 倍和苏中地区的(0.09)4.5 倍。苏南地区 T 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在 2006年出

现了高峰值(0.62),而后波动下降;苏北地区T指数演变趋势与苏南地区类似;苏中地区内差异是所有空间尺度差异中最小的,T指

数呈平滑微弱下降趋势。江苏省各区域内部养老服务业发展差异较大,这与各县、市(区)本身的经济基础、老龄化程度、产业结

构等各方面息息相关。 

 

图 2 2005～2015年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总差异、区域间差异及区域内差异 T指数趋势图 

表 2 显示,2005～2015 年间,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均值(约 66%)远大于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贡献度均值(约 34%),表

明区域内差异是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同时,区域间差异也不容忽视,T 指数均值为 0.138,与零值之间仍存在

较大偏差,表征三大区域间养老服务业发展离均衡协调还有一定距离。因此,缩小区域内差异是促进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

发展的主要任务,即需要依靠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内部自身对养老服务业的重视和跨区域养老资源转移、养老模式探索等联动

推进。 

总体上,2005～2015年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总差异呈“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M”字型演变趋势。区域间差异较小且

有缩小趋势,区域内差异整体演变趋势与总差异演变趋势一致,且主导着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总差异,其中,苏南地区内差异最

大、最显著。意味着,面对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高质量养老服务的新需求,江苏全省及各县、市(区)都认识到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推动其发展,但不同区域间及区域内由历史基础、经济结构、消费理念等因素形成的养老

服务业发展不均衡格局依然存在。 

表 2 2005～2015年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 T指数分解及贡献率 

年份 总差异(T) TBR(区域间) TWR(区域内) 

对 T的贡献率(%) 

TBR(区域间) TWR(区域内) 

2005 0.21 0.07 0.14 34.48 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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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0.41 0.17 0.24 42.20 57.80 

2007 0.52 0.15 0.37 29.17 70.83 

2008 0.53 0.16 0.37 30.50 69.50 

2009 0.50 0.16 0.34 31.94 68.06 

2010 0.42 0.13 0.30 29.47 70.53 

2011 0.39 0.13 0.26 33.50 66.50 

2012 0.41 0.14 0.27 33.99 66.01 

2013 0.38 0.14 0.24 36.53 63.47 

2014 0.36 0.14 0.22 37.90 62.10 

2015 0.33 0.13 0.20 38.82 61.18 

 

3 基于 ESDA 的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空间关联分析 

3.1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江苏省县域间养老服务业发展为空间正相关,出现空间集聚的特征,表现为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

相似(高高或低低)的城市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从 Global Moran’sI 指数的演变趋势(图 3)看,整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并大致

可分为 2005～2010年和 2010～2015年两个时间段。2005～2010年,Global Moran’sI指数在 2006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不断下降,

即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不断弱化,养老服务业区域总体差异不断缩小;2010～2015 年,Global Moran’sI 指数呈“上

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演替趋势,养老服务业空间格局波动较大。 

 

图 3 2005～2015年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 Global Moran’sI值 

3.2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局部区域的空间集聚特征,选取 2005、2012 和 2015 年 3 年进行对比分析,由公式(5)计算出 LocalMoran’sI

指数值并可视化,得到相应的 Moran 散点图(图 4)。结果显示,位于第三象限的县、市(区)处于绝对优势,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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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格局以 LL型(自身与周边发展水平均低)为主导,HH型、HL型以及 LH型的县、市(区)均较少。进一步地,将通过显著性

检验的县、市(区)显示在地图上(图 5)发现,一方面显著性城市数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空间集聚

格局出现明显变化。具体而言:热点区分布相对稳定且集中在苏南地区,冷点区集中在苏北和苏中地区,且数量和区域都发生了较

大变化,这表明核心城市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快速增长和相对滞后地区养老服务业集聚的变化;次热点区的先减后增与次冷点

区的先增后减表明,苏中和苏北地区比苏南地区呈现更加明显的均衡态势。总之,在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由扩大向缩小转

变的过程中,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现,养老服务业发展较好的城市形成良性循环,对地理位置临近的发展滞后的城

市具备明显的带动作用。 

综上,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总体空间格局关联性显著为正,以 2010 年为界,表现出“先升后降—波动下降”的空间集聚特

征,总体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局部趋势看,高水平相似的县、市(区)集中在苏南地区,低水平相似的县、市(区)集中在苏北和

苏中地区,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呈现稳态的南北空间差异。 

4 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驱动因素分析 

空间集聚格局研究表明江苏省县域间养老服务业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即不同县、市(区)间养老服务业发展在地理上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空间依赖性,因此将地理空间关联考虑在内,选择空间计量模型对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驱动因素进行研

究。 

4.1驱动因素的理论分析与指标选取 

产业经济学认为,人口规模和结构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强有力的市场需求作为先导支撑
[22]。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和产品,满足老年人特殊的生活和精神需求的新兴产业[2],其发展必然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人

口老龄化一方面为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口基础,另一方面,老年人口需求水平和结构的变化引起社会总需求变化,进

而刺激潜在养老服务需求的产生与增长;购买力水平是潜在养老服务需求转向现实需求的保证,而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反应人口的购买力水平。因此,选取人口老龄化程度(AG:用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比重衡量)和经济发展水平(PGDP:

用人均 GDP水平衡量)作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核心解释变量。 

 

图 4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 Moran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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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 LISA集聚图 

Porter[23]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包括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和机会。养老服务

业的发展需要技术、人力资本、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支持,在部分城市优越的区位和相对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引导下,要素率先向部

分城市流动、集聚并推动区域养老服务业发展差距的扩大。城镇化作为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会引导老年群体消费方式的转

变和消费品质的提升,进一步释放其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因而城镇化水平(UB:用城镇人口占总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会对养老服务

业发展产生影响。养老服务业需要依靠市场的自由与资源的多样性,合理高效地配置各类养老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

多样的养老服务需求,市场力量(MR: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养老服务业是涵盖三大产业的综合产

业体系,产业结构(用二产产值比重(ST2)和三产产值比重(ST3)衡量)的调整与升级势必会从宏观产业方向和微观企业主体方面

影响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此外,政府为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政策优惠和财政支持等,在养老服务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养老保障

水平(PE:用老年人口人均养老财政支出衡量)主要识别政府这一“有形之手”对养老服务业的基础干预;发展战略与政府政策

(GV: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衡量)是现阶段确保我国养老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支持和强有力保障。 

选取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PI)衡量被解释变量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所有相关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见表 3: 

表 3指标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PI 605 0.858 0.065 0.247 0.122 

人口老龄化程度—AG 605 0.302 0.081 0.172 0.044 

经济发展水平—PGDP 605 0.213 0.003 0.045 0.035 

城镇化水平—UB 605 1.011 0.038 0.466 0.176 

二产产值比重—ST2 605 0.679 0.354 0.499 0.067 

三产产值比重—ST3 605 0.573 0.257 0.377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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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亿元)—MR 605 45.628 0.102 2.578 4.524 

养老保障水平—PE 605 0.995 0.349 0.796 0.151 

发展战略与政府政策(万元)—GV 605 0.129 0.001 0.027 0.019 

 

4.2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江苏省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业发展驱动因素进行回归(表 4),LM 检验显示空间滞后模型(SAR)能更好展现空间依赖对江苏省

养老服务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表 4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江苏整体 苏南地区 苏中地区 苏北地区 

PI SAR SAR SAR SAR 

AG 0.216***(6.59) 0.222**(2.28) 0.228***(3.23) 0.217***(4.74) 

PGDP 0.251***(19.04) 0.268***(9.78) 0.229***(17.58) 0.266***(15.91) 

UB -0.012***(-3.05) 0.023***(3.78) 0.048***(2.89) -0.035*(-1.51) 

ST2 -0.011(-0.67) 0.031(0.03) 0.019*(0.17) 0.017**(2.42) 

ST3 0.032
***
(5.31) 0.039

**
(2.04) 0.068

***
(4.05) 0.095(3.67) 

MR 0.245***(4.28) 0.563***(2.68) 0.495(2.56) -0.248**(-2.14) 

PE 0.156**(2.22) 0.663***(3.92) -0.046*(-2.87) -0.015*(-1.21) 

GV 0.034
*
(2.26) 0.039

**
(1.43) 0.035

*
(2.18) 0.018

**
(2.75) 

R
2
 0.9304 0.9616 0.9248 0.9535 

Spatialrho 0.598
***
(34.72) 0.537

***
(24.79) 0.965

***
(65.84) 0.334

***
(16.98) 

LM-lag 29.436** 26.175*** 33.476*** 22.178*** 

RobustLM-lag 18.254*** 11.121*** 19.337*** 7.392*** 

LM-error 20.334* 12.365* 10.483** 6.243* 

RobustLM-error 0.136 0.883 0.867 0.762 

 

就江苏省整体而言,城镇化水平与养老服务业发展显著负相关,其他因素均显著促进了养老服务业发展。城镇化对养老服务

业发展的负作用似乎有悖于城镇化助推经济、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可能的解释是江苏省一些地区仅关注城镇空间的不断扩张,

忽视了支撑其扩张的产业和消费能力的升级。江苏省具有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的基本省情,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激发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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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群体巨大的潜在养老服务需求,有利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人均 GDP 水平的提高,为潜在养老服务需求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产

业结构的影响因产业类型不同各有差异,二产比重对养老服务业的作用不显著,三产比重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显著带动养老

服务业的发展。地区市场力量越强,表明老年人口纵向增长和横向多元的养老需求越能被及时有效发掘并满足。养老保障水平的

提高意味着居民基本养老资源配置率提高,成为养老服务业良好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最后,发展战略与政府政策对养老服务业发

展也有比较显著的积极作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政府对养老服务业的扶持、激励等相关政策是企业选

择是否进入养老服务业的关键。 

分区域看,首先,所有因素对苏南地区养老服务业发展均为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均有所提高。城镇化水平的作用方向为

正,源于“苏南模式”的成功大力推动了苏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新型城镇化为苏南养老服务业带来更为庞大的市场需求

和更强劲的动力;此外,苏南地区相对优越的经济、政策、产业等基础使得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强度增大。其次,人口老龄

化对苏中地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最大,养老保障水平偏向于抑制作用,除市场力量对其没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均是促

进作用。苏中地区老龄化程度在全省居于高位,早在 2005 年,南通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已达到 15.2%,成为江苏省最先进入人

口老龄化深度阶段的城市,加之人均 GDP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养老服务市场实现规模化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最显著;养老保障

水平的负向作用可能由于福利性主导的养老事业的比例超过了市场性主导的养老服务业,养老服务业发展受阻。最后,苏北地区

的养老服务业主要在城镇化水平、市场力量和养老保障水平的负向作用,以及其他因素的正向作用下发展。苏北地区相对较弱的

城镇化水平还未能支撑产业的有序发展;市场力量对养老服务业的抑制作用可能源于苏北农村地区老人“养儿防老”的亲情观

和较弱的支付能力;养老保障更多地关注老人基本养老生存保障需求,未能及时满足多元异质性的养老需求。 

综合比较发现,同一变量对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业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有一定区别,这源于江苏省各区域养老服务业发展阶

段的相应特点。总体上,随着区域发展环境的转变,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主要受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市场力量、养老保障水平以及发展战略与政府政策的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负向作用。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结论 

在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多元化、高质量养老服务新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文章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对其 2005～2015年县

域养老服务业发展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对比研究,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定量探讨了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业发展差异的驱动因素,主要

结论如下: 

(1)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发展不均衡,苏南、苏中和苏北分区域发展水平也普遍偏低,表明江苏省养老

服务业目前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区域间的差异依然显著,苏南地区养老服务业水平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整体呈现“南高北

低”的显著差异。此外,区域内部和各县、市(区)间的发展差异也较大,极化态势突显。 

(2)基于泰尔指数的区域差异分解显示,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总体呈“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M”字型演变趋

势。进一步将总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发现,区域间差异较小且有缩小趋势,区域内差异整体演变趋势与总差异演

变趋势一致,且主导着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总差异;其中,苏南地区内差异最大、最显著,进一步表征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不

均衡格局依然存在。 

(3)空间关联分析发现,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县域间养老服务业发展相似值的空间集聚

表现出“先升后降—波动下降”演变规律。局部趋势看,高水平相似县、市(区)集中在苏南地区,低水平相似县、市(区)集中在

苏北和苏中地区,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南北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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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力量、养老

保障水平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的正向影响下,加之城镇化水平的负向作用,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发生改变。此外,同一变量在不同区

域对养老服务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形成了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5.2政策建议 

推动养老服务业改革发展进程,缓解养老服务供需矛盾,促进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是未来一段时间江苏省实现养老服务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以上分析,提出以下政策措施建议: 

(1)多元供给,加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助推力。针对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不高的现实,应多方联动进一步助力其有

序发展。细分养老服务业市场,对于需要保障的困难人群政府给予基本保障;对于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市场,加快社会力量入驻养老

服务业的步伐,保证供给;对于具备前卫消费观和较强购买力的市场,市场积极主导,实行按服务和市场调节收费,满足需求。构建

“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给、高端有市场”的养老服务业精准匹配机制是江苏省养老服务业规范发展的基础。 

(2)因地制宜,明确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差异化发展战略定位。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显著,发展不均衡格局依然存在,应

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其协调发展。针对苏南经济发达、老年人养老需求多元化、高端化等特点,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作用,注重服务品质的提升和类型的多样化,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业体系;苏中应加强养老服务业平台建设,建立医院、药房、

养老保健中心等机构的联动平台,进一步保障大部分老人的生活,形成一体化养老服务业路径;苏北应在保障老年人基本公共服

务全覆盖的前提下,重点解决农村空巢家庭的养老需求,实现有保障的养老服务业发展模式。 

(3)统筹规划,重视养老服务业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空间集聚特征和南北空间差异表征江苏省养老服务业的协同发展要以

各区域老人的现实有效需求为方向,分批次分阶段布局养老服务业。苏南提供医疗资源和养老服务设施,苏中分享养老建设管理

经验,苏北提供良好养生区域,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同时,建立职业准入机制,培养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实行专业化养老

服务规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进养老服务业先进技术和品牌,突出江苏区域特点,探索建设养老服务产业带,走项目化、品牌

化、连锁化道路,重视养老市场管理,实现精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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