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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新村社区养老相关设施分布情况调查 

——以常州市清潭新村为例 

奚涛立
1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 要】：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城市老旧小区面临着老年人比例不断增加、但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

足的问题。本调查以常州清潭新村问对象，基于老年人的需求，分析各类老年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以及服务覆盖范围。

由于新村居民楼的条件以及老年人身体状况的限制，养老设施的服务覆盖范围有明显缩小的情况。为改善这种情况，

需要在新村内增加专业的养老服务设施，并加快新村的适老化改造。 

【关键词】：老旧小区 老年人需求 可达性 服务覆盖 

【中图分类号】D669.6【文献标识码】A 

1 调查背景 

1.1常州地区的养老情况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全国自上而下都十分关注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党的十九

大以及近些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老龄化”“养老”都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体现出党和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 

常州市地处苏南地区，处于我国经济最活跃的长江三角洲的北沿中心区域，区位条件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据统计，

至 2018年底，常州市 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91.4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23.92%；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12.94万人，

老年抚养比上升至 17.6%。按照国际通行的计算惯例，常州的经济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已经接

近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水平。和全国其他相对发达的城市一样，虽然在养老服务，养老产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总体而言，其发展的速度还是无法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1.2城市老年人集中在老新村社区 

根据各类城市人口统计和相关研究数据，我国城市老年人多集中居住在老旧小区。2019 年 9 月，笔者在有常州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的领导出席的会议上得到了“常州市城市老年人多集中在老新村里。甚至有部分老新村里老年人的比例已经超过 80%”的

相关情况的表述。 

从 20 世纪改革开放至 90 年代中期，为满足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在当时的城市核心区域外围兴建了一批以“某某新村”

进行命名的集中式居住的小区。新村内的居民最初以年轻家庭为主，人口结构年轻化，儿童的数量和比例都处于高位。从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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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投入使用至今已经 30年有余，新村内的人口结构和数量相对城市中的其他居住区，其居民的老龄化趋势尤其明显。其原因

可总结为：(1)青少年由于升学，就业，婚姻等原因迁出；(2)有经济基础的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迁出；(3)由于新村的房屋、基

础设施日渐陈旧，内部交通不便，缺少物业管理等，除非有学区房等条件，否则难以吸引刚需购房者；(4)中老年人出于对生活

习惯、经济条件、邻里关系等因素的考虑，仍选择留在新村居住。老年人口只增不减，中青年人口只减不增，使得现阶段我国各

个城市老旧小区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呈一边倒的上升趋势。 

基于老年人集中居住在新村的现实情况，为其提供足够的养老服务，满足其各种需求，使得城市养老设施的布局和建设以新

村为主。 

2 调查目的 

围绕城市养老设施的布局情况研究多为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的可达性研究。这些研究以数据分析的形式考察了许多

地区养老机构的设置布局，并给出了改进或新设建议。但是正如许多文献在总结时所阐述的，此类研究存在只针对养老机构的布

局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较少研究其他养老设施；未关注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可达性研究所采用道路条件设置多采用道路建设时的

数据，较少考虑小区内道路或老年人出行的实际情况等缺点或不足。 

鉴于从老年人需求角度出发，对养老设施的布局情况研究相对较少的情况，为了展开相关研究，寻找问题点并加以解决，需

要从老年人需求的角度对养老设施的分布情况进行实地调查。 

3 调查方法与实施 

3.1调查方法 

选取常州市区内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新村，利用资料收集、实际走访等方法确定范围内各类老年服务设施的实际分布情况，结

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加以分析，以期检验各类设施分布是否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并根据调查情况寻找问题点，给出相应的意见

与建议。 

本调查在研究养老设施的布局情况时，放弃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研究方法，而是采取了传统的总结分析法。虽然后

者在数据精确性及可靠性上不如前者，但本调查仍然采用总结分析法的原因在于：其分析多从已有的养老设施布局情况入手，难

以完全反映老年人的需求；多基于路网交通情况，而新村内的道路交通状况十分复杂，现有路网资料不足；其对布局情况和可达

性的分析一般由起点抵达某一建筑，而新村内居民楼内有 5至 7层，由于新村没有配置电梯，3层以上居民，特别是老年人上下

楼的过程已出现困难，对可达性的分析结果会产生影响。 

3.2选取新村情况 

本调查选取位于常州市钟楼区永红街道的清潭新村作为调查对象。 

清潭新村一村竣工于 1982年，此后又陆续建设了二、三、四、五、六村。2000年区划调整，共分为清潭新村第一至五社区，

有居民楼 436幢。按照可查询的资料，五个社区总人口约为 43000人。 

由于原清潭新村房屋占 50%以上，因此可估算居住于新村楼房内的居民为 22000 人左右。以清潭第二社区提供了 2000 年时

居民数为 4303人，其中老年居民数为 1076人，老年人比例为 25%的信息为基础，再综合其他资料，以及常州大部分老新村内老

年人占比达到 80%的可靠信息，可估算出清潭新村内老年人已超过 10000人，是一个老龄化程度非常高的居住区，老年人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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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十分旺盛。 

清潭新村为大规模新村小区，按当时的标准配置了服务设施。但从现在的居民需求出发，此类居民楼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设

置电梯，3层以上居民上下楼不便。由于初始规划跟不上时代变化，新村内的各类设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的需求。 

3.3基于新村的老年人生活情况 

老年人的生活受其身体状况的影响较大，一般将老年人按身体状况分为健康老人，轻微、一般、严重的失能，失智或失能失

智老人。健康老人的需求和普通人没有差别，新村内现有的各类设施基本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真正体现老年人需求的是身体或精

神出现问题的老人的各种需求。 

一个居住在新村内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包括：仪容仪表、一日三餐、洗衣、家务、早晚的身体锻炼或康复锻炼、邻里交

流、文化娱乐、老年慢病诊疗等内容。由此产生了对出行、购物、交流、娱乐、医疗、专业老年服务等的需求。基于这些需求，

可以将服务设施分为专业养老服务设施和生活设施(包含交通、购物、文化娱乐、医疗设施)两大类。 

3.4情况分析 

新村内的养老服务设施根据老年人利用频率高低，其满足需求的覆盖范围会呈现空间上的变化。利用频率高的设施其覆盖

范围将缩小，反之则覆盖范围较大，覆盖范围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为老年人从家中至设施所消耗的时间。 

根据各类服务设施的使用频率，可将设施的可达性或服务覆盖范围进行空间距离的分级——5分钟内：老年人活动场，运动

休闲设施；10分钟内：文化活动设施；15分钟内：商业网点，超市；30分钟内：医院、行政服务设施。 

将设施的使用频率按需求可分为每日多次、一次、每周多次、一次、每月多次、偶尔。将使用频率对应具体服务设施进行细

化，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养老设施的预计时间覆盖范围 

时间范围 专业养老设施 生活设施 

5分钟以内 老年人日托中心、老年食堂 健身活动设施、室外小型集会场所、小型绿地、公交车站 

10分钟以内 老年活动室 菜场、超市、药店、生活服务场所 

15分钟以内 养老机构 社区卫生院、大型绿地、公园、 

30分钟以内  医院、行政服务机构 

 

正常人的步行速度为每分钟 80 米。由于老年人的行动能力退化且情况不一，健康老人的步行速度可维持在每分钟 80 米，

而行动不便的老人降低为每分钟 50米。考虑到新村居民楼没有电梯，将使得其从家抵达服务设施的时间大幅增加，降低了养老

设施的可达性和服务覆盖范围。 

表 2基于老人状况和居住楼层的实际移动距离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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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层 5分钟实际移动距离(米) 10分 15分 30分 

健康老人 1 350 700 1050 2100 

〃 5 315 665 1015 2065 

轻微行动不便老人 1 300 600 900 1800 

〃 3 240 540 840 1740 

〃 5 180 480 780 1680 

行动不便老人 1 250 500 750 1500 

〃 3 150 400 650 1400 

〃 5 50 300 550 1300 

 

由表 2可知，根据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和居住楼层不同，老年人在一定时间内的平面移动距离发生了较大变化，养老设施对老

年人需求的覆盖范围出现了递减情况。 

以此距离数据为半径，以设施为圆心，以健康老人的移动距离为外环，居住于 5层楼的行动不便老人的移动距离为内环，设

置服务覆盖范围圈。考虑到新村内实际路况，范围圈的半径缩减 20%。范围圈分为 5分钟、10分钟、15分钟三级。按出行习惯，

当步行距离超过 1千米时，将趋向选择其他方式出行。老年人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更愿意选择步行以外的方式，因此调查中舍弃

了 30分钟的范围圈。以此三级范围圈，利用地图 POI信息检验养老设施的分布情况和可达性，服务覆盖情况。 

3.5专业养老设施情况 

专业养老设施是指各类养老机构，例如大中小规模的养老机构、老年公寓、老年人日托中心、养老服务站、老年活动室、老

年食堂等。 

(1)养老机构、老年公寓、养老服务站 

清潭新村周围有大型民营养老机构 1 家，民办小型养老机构 1 家，公办养老机构 3 家，养老服务站 1 家。除清潭三村被覆

盖以外，其他地区未得到有效覆盖。养老机构的分布情况不理想。 

由实地走访发现，各个社区利用原有居委会建筑设立了养老服务站，但由于规模有限，且和其他社区服务功能共用设施，使

得其服务覆盖范围也有限，故在本调查中未将其视作有效的养老机构。 

(2)老年活动室 

由于老年活动室在初期建设和中期改造过程中均有规划，老年活动室的分布情况比较理想。布局情况可完全覆盖新村内健

康老人，且在新村中心建有社区级综合活动中心。新村内还有许多利用城中村房屋或一层居民房屋改建的棋牌室、麻将室等老年

活动室，使得大部分老年人可以就近进入老年活动室开展各种室内活动。 

3.6生活设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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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交车站 

新村老年人的中、长距离出行主要依赖公共交通。老年人对公共交通的需求量巨大。清潭新村周边的公交车站沿清潭路、长

江路、广成路、清南路分布。其中，清潭路、长江路为市区主干道，路线密集车次较多。广成路、清南路为中巴路线。清潭新村

在清潭路、长江路沿线区域的公交车站覆盖情况较好，而新村中心区域未被覆盖。 

(2)公园、小型绿地及室外活动场所 

新村内的小型绿地及居民楼周边的室外活动场所满足了老年人日常室外交流，开展活动的需求。新村在居民楼集中区域的

中心配置了小型绿地。由街道、社区按照相关标准，或由居民自发，利用周边的空地或绿化带改建了许多小型室外活动场所，周

边还有大型城市公园，因此覆盖情况较好。 

实地走访时发现，这些改造的活动场所的利用率很高，可以认为老年人日常室外交流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3)菜场及超市 

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食材大多当日采购，每日一至两次的购买需求很大且必须得到满足，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在超市购

买。清潭新村的菜场因需求扩大，经历了扩建和搬迁，现位于长江路荆川路路口西北侧，是城区规模最大的菜场之一。但菜场的

步行范围无法覆盖全部新村，许多老年人选择乘坐公交前往。 

清潭新村内还分布有四处自发形成的小规模路边菜场。虽然这些菜场带来了环境和交通问题，但解决了新村内部分区域买

菜不便的问题。总体而言，菜场分布情况使得老年人的日常买菜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 

清潭新村周边有连锁中等规模超市 3 家，小商品市场 1 处，小规模超市 6 家，个体超市分布较多，基本可以满足新村内老

年人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 

(4)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药店 

清潭新村周边有医院 2所，但其中一所医院为专科医院，无普通门诊，无法满足老年人的诊疗需求，不将其视作有效的养老

服务机构。另一所医院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针对周边需求设置了康复病区，可以更好地满足周边区域的养老需求。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布局对医院的服务范围形成了良好的补充。清潭新村有直达市中心大型综合医院的公交线路，车程也较短，因此整个清潭新

村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得到了基本覆盖。 

药店的分布情况相对集中于菜场和超市周围，没有覆盖新村所有区域。新村内部分区域的老年人虽然无法就近购买药品，但

是可利用前往菜场和超市的过程购买药品，不必专门消耗时间和体力。 

4 总结与建议 

作为典型的早期城市住宅新村，常州市清潭新村面临着居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养老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政府部门为解决老

年人的各种需求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对新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造。从老年人的需求，设施可达性，服务覆盖范围的角度分

析，现阶段清潭新村的养老设施分布情况基本可以满足新村内老年人的需求，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中包括：增设中小型养

老机构或养老服务站；设立老年人日托服务，老年食堂；进一步优化公共交通设施，改善新村内部交通情况；加快推进老小区适

老化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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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规划和用地限制，短期内在新村内新建养老机构或养老服务站是不现实的。利用既有服务建筑改建也面临着空间严重

不足的问题，短期内难以实现。 

笔者在思考一种模式：是否可以考虑由政府出资或允许社会组织，企业购买新村内一楼的住宅并加以改造，使之具备养老机

构的日托、活动、服务支援的功能，成为一个微型养老机构，分散在新村内，形成网络，尽可能的覆盖或接近需要得到服务的老

年人。 

与清潭新村类似的老居住小区，建筑老化，基础设施跟不上需求的变化，使得新村内养老设施的可达性降低，服务覆盖范围

缩小，最终导致老年居民的需求只能得到部分满足。究其原因，居住于三层及以上的，行动不便的老人由于没有楼房电梯，出行

不便，使得几乎所有养老设施对其的覆盖都难以完成。此外，过去为保证居民步行安全，在新村范围内对道路的汽车通行施加了

彻底的限制，人为降低了新村内道路的通达性，并且非常不利于今后推广居家养老服务和社区日托养老服务。为改善这种状况，

从根本上提高养老设施服务的覆盖范围，需要通过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打通老年人家门口的道路。由于资金和协调的问题，

类似加装电梯，减少台阶，打通道路等适老化改造推进的并不顺利，这需要政府、管理者、居民、市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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