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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国内全面进入老龄化的现状背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养老社区的理论、政策及发展状

况和技术要点进行分析,探讨总结出建立在充分适老化设计的基础上,符合老年人的心理、生理、行为,

具有借鉴意义的内容和原理。将理论性研究成果运用到CLRC适老社区设计理论研究中,从而得出

CLRC适老社区室外环境营建的规划和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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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ing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ies, policie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echnical points of related old-age commu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lores and 

summarizes the contents and principles that are based on the fully aging design, conform to the psychology,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and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are 

applied to the design theory research of CLRC community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ideas of 

outdoor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CLRC community for the elderly ar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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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青年人口比例下降,14岁以下儿童和

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日益增长,标志着

我国正在加剧老龄化步伐,正式步入老

龄化时代。随着国内产业结构改革与居

民社交关系的加强,养老产业本身正在

逐步认可综合性强、服务面更广的CLRC

养老模式,在其医疗、生活照料和客群的

融合性和广泛性上,更能适应国民全衰

老周期内的适老养老需求,有效应对未

来的巨大社会养老负担。户外空间环境

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重要的物理载体,

其服务与品质的高附加值是必然的精神

文明要求。但许多养老社区的户外空间

与老人日常社交活动矛盾重重,问题主

要表现在空间利用率低、活力更新延迟、

社交邻里感和内聚力欠缺等方面。随着

老人对居住环境需求的提高,在行为活

动与空间环境之间不仅要给予老年人物

质与功能上的满足,还应提供更加轻松、

自由的关联和多样化的行为可能,建立

社交活力与空间价值间的良性循环。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通过对养老模式和适老化环境营

造要点的探究,探索适合CLRC适老社区

的环境设计核心要点,提出合理的规划

原则和设计手段,以期为CLRC适老社区

的未来趋势、规划思路和室外环境设计

发展提供借鉴,为当前适老社区开发提

供理论和技术上的指导,为养老事业发

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参考价值,对推进老

年宜居环境设计和营造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3 国内外养老社区发展现状

概述 

3.1国外养老社区发展现状 

英国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

截止目前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数

23.51％以上。养老产业发展也从20世纪

初的“大型福利院”逐渐变为“养老社

区”模式。该模式包含以下服务体系：

(1)居家养老的基本生活照料服务。(2)

面向社区内老年人的生活物资支持、心

理干预、家庭医生体检与诊治、无障碍

设施配建等服务。(3)利用邻里关系在

老人长期生活的社区内提供体资源和

服务。 

CCRC养老模式起源于一百多年前的

美国教会组织。经过进入老龄化社会后

的数十年发展,其养老地产已是世界上

较为成熟的养老产业市场,全面覆盖了

各年龄、各机能阶段和各种需求的老人。

并通过《美国老人法》从社区规划、建

筑设计、社会福利等角度全面保障政策

实施,为CCRC社区的流行奠定了坚实基

础。CCRC社区往往紧邻或内设医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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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食堂提供营养配比餐食。环境设计

化整为零,尽可能提供更多更全的活动

空间和设施。1999年美国学术调查显示,

居住于CCRC老人的余命年龄是非居住于

CCRC老人的1.5倍。 

日本与我国地理纬度、国民生理结

构、文化观念十分相近。其在西方养老

社区成果和东方人文价值观念上探索

出来的养老产业经验,对于我国更具有

借鉴意义。日本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依托

政府出资建立养老机构并雇佣服务人

员,各界志愿者积极参与的全民服务模

式。规划设计坚持将日本古典造园手法

和全面适老化设计融入室外环境建设,

打造亲切的本土化养老社区。适应终身

生活和满足老年人使用需求为原则的

环境营造理念正是CLRC养老模式的核

心内涵。 

3.2国内养老模式发展现状 

我国主要养老模式和服务体系主

要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机构养

老。家庭养老结构严重影响青壮年劳动

力的有效供给；社会养老模式一床难求,

无法满足激增的养老需求；机构养老综

合了前两者优点,兼具良好的环境和配

套服务。按机构养老运营模式又分为学

院式养老、候鸟式养老、医养住区、CCRC

社区。 

学院式养老,是以学校管理模式在

日常生活中开展适合老年人的各类学习

活动,构成以老年教育为主体的生活形

态,并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候

鸟式养老,是指像候鸟一样,在不良气候

到来之前选择适合身体情况的环境,定

期暂住的异地养老模式。核心是依托良

好的景观和环境优势给老人带来场景切

换感,从而达到身心治愈的效果。医养住

区,源于健康本源学的现代健康理念。在

社区中建立能够上传每位老人健康讯息

的医疗网络,住区内老人无论在室内还

是室外都能第一时间得到健康监护与危

险干预。国内CCRC养老社区,通过借鉴美

国太阳城养老社区,并融入日本养老产

业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更能适应国内

老年人身心变化,为老人提供自理、介助

和介护一体化的居住和护理服务机构。国

内的大型CCRC养老机构往往能够综合学

院式养老、候鸟式养老和医养住区的优

势,形成更加全面的服务体系,但价格通

常昂贵,目前只服务于中高端客群。 

4 CLRC养老社区主要室外环

境设计研究现状 

CLRC长者复合社区,是以独立生活

老人为主,护理类老人为辅,通过提供优

美的居住环境、全龄段的日常活动,和专

业的养老服务及适老设施,重塑老人健

康养生、社交和学习的生活体验,营造理

想养老生活场所的持续生活养老住区模

式。该模式在CCRC养老社区基础上,将服

务客群拓展至更广泛的适老人群,并更

加关注老人家庭化生活的积极作用,是

对“适应终身生活”理念的进一步诠释。

成熟的CCRC社区往往十分强调室外通达

和社交互动两大功能的环境品质营造。

CLRC社区作为受众更广的养老模式,需

考虑更为丰富和复杂的环境品质体系。而

决定其品质高低的核心是无障碍环境和

园艺疗法的科学实践。 

4.1无障碍环境实践研究 

无障碍环境设计是指最大限度的在

可能范围内,不分性别、年龄与能力,适

合所有人使用方便的环境或产品设计—

—《国际残障者生活环境专家会议》。其

建设包括制度、文化、物理、信息传达

等多方面环境的系统营造。它有助于使

更多的老年人摆脱体力和感官限制,直

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力供给；能

够帮助老年人弥补衰退的自理能力,不

再需要青壮年照顾,甚至可通过帮助照

顾家庭,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家务劳

动中解放出来,进而间接增加就业市场

的劳动力供给；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老

人身心健康、发挥价值、减少社会负担。 

4.2园艺疗法实践研究 

园艺疗法萌芽于农耕对身心的帮助

作用,是借由观赏或维护美化植物、盆

栽、庭园时的实际接触,亲近自然来纾解

压力、缓解病痛与复健心灵的一种辅助

治疗方法。英国是最早通过园艺活动进

行康养干预的国家。1970年左右美国创

立了园艺疗法协会,并在三所大学分别

开办了园艺疗法课程,设立研究生学位。

1992年格斯勒尔初次提出了康复景观概

念,并将其定义为包含自然或人工景观,

有益恢复身心和维持健康快乐的场所、

设施、建筑、环境等。1996年埃克灵指

出,康复花园是以康复为目的,让人们感

觉舒适的花园。此外,国内外许多其他学

者都对园艺疗法或康复花园进行了学术

探析,明确了园艺疗法的运用是通过提

供一定的环境减轻对象人群的身体症

状、并积极影响所有接触者的身心状态。 

5 CLRC的环境营建要点研究 

CLRC社区的室外环境营建应从规划

的角度统筹考虑无障碍环境系统的搭建,

各主要功能区周围的配套服务设施尽量

布置在临近可到达的位置,充分采取保

障安全、消除隐患的细节设计,并利用便

捷的步行流线将各功能区串联。 

衰老是一种量变产生质变且存在

个体差异的过程,生理机能下降产生的

风险难以预期。因此在CLRC社区环境规

划设计中的各类设施,不仅要满足上述

基本安全需求,还需适应不同身体状况

老年人的使用。只有在家具、桌椅、花

池等方面,充分考虑老年人体位变化时

的撑扶、倚靠休息、互动交流、轮椅接

近与停留等需求,才能调动老人参与活

动、锻炼的积极性。同时,机能衰退导

致的抵抗力和对适应性下降,对温湿

度、光线、风、空气质量等环境因素的

变化极为敏感。因此主动应对季节变

化、环境条件和特殊气候特征,采取风

雨连廊、架空层等定向空间设计,可减

轻或避免眩光、急剧温差、地面湿滑、

粉尘等不利因素对老人的影响,也是为

老人创造舒适的出行和活动环境,提高

环境舒适度的关键。 

退休老人社会角色的变化,致使社

交需求十分强烈,容易产生抑郁、孤独和

失落等心理问题,这就对社区的环境设

计提出了更高要求。而CLRC养老模式恰

好可利用其全龄化服务体系弥补这一空

缺。因此,提供丰富多样的社交选择,设

计灵活可变、通用性强的场地设计,将充

分挖掘社区内老年人之间,老人与子女

之间的社交可能,全面推动不同性格老

人的社交参与性。有益的社会活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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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机能衰老,延长生命的健康期。因此

在无障碍环境的安全防护和辅助下,促

使不同身体状况老年人走出建筑,进行

对身体有益的体育运动和社交活动,亲

近对身体有益的自然园林环境,将最大

程度的发挥环境对老年人身心的康复和

医养作用。在笔者对国内知名CCRC养老

社区泰康蜀园、燕园的走访调研过程中,

发现其室外环境中诸如松柏、银杏、杜

仲等具有保健植物；紫薇、桂花、丁香、

栀子花等芳香植物；绿色种植园(农耕

园、果园等)、阳光草坪、晨练花园等园

艺疗法的科学应用和耕种采收活动的组

织,在保障老年人健康社交需求的同时,

也利用参与性园艺活动满足了他们精神

层面的需求。得到了客群的广泛欢迎,

不仅提高了项目品质,刺激了老年人的

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感受,更通过农

耕和收获乐趣的共同体验,进一步加强

了老人之间、老人与子女之间的社交内

聚力,促进了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对老年

人身心康复有着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 

6 结论 

通过深入学习养老社区相关理论研

究和对国内优秀项目的走访调研后发现,

符合以上室外环境营建要点的养老社区,

往往能够从老年人的特点出发和细致考

虑无障碍设计,并拥有室内外的过渡空

间,休闲娱乐、体育健身和绿色种植空

间、阳光草坪、晨练花园等温馨亲切室

外环境。这些社区拥有很高人文、经济、

社会价值,深受老年人喜爱,且供不应

求。因此,让老年人在全衰老周期内享有

真正健康幸福的晚年,维持拥有积极向

上、独立无忧的老年价值观,是我们研究

和推动养老产业良性发展的社会责任,

也是项目投资开发的经济价值体现,值

得我们不断探索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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