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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城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发现京津冀地区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大

型城市养老资源严重不足。老年人具有田园养老需求，但现有城乡二元化问题阻碍了城市老年人口向乡

村转移。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出构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并研究养老服务设施设计策略。

方法 分析养老服务模式现状和城市老年人口养老需求的变化，面向京津冀地区老龄人口分布特征和养老服

务需求，构建京津冀地区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以满足城市老年人新型养老需求，缓解京津冀地区养老

问题。进一步分析了构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养老服务设施提出了具

体的设计对策。结论 该研究能够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构建和养老服务设施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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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ging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finds that the problem of urban population aging is grim and the resources of urban pension in these areas are insufficient. 

The old people have the demand of rural pension, but the existing urban-rural dualization problem hinders the urban eld-

erly population transferring to rural areas.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is mainly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e status of elderly service models and changes in the needs of the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 are analyzed. Fac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pension servic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pension service mode of rural complex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constructed to meet the new pension needs 

of the urban elderly and alleviate the pension problems in this region.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plex pension service mod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de-

sign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lderly service facilit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pension service model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plex and the elderly service facilities desig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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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京津冀城市圈日益发展壮大，京津冀城市人

口规模迅速增长，老龄化人口增多，养老服务资源匮

乏，京津冀城市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当代城市

居民养老需求更加多元化，因此亟须探索多样化的养

老服务模式。京津冀乡村地区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可

供开发的土地资源，基于京津冀乡村存在的资源优

势，构建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并进行养老服务

设施规划设计，对于缓解京津冀城市养老问题，满足

京津冀城市居民多元化的养老需求，以及提高养老服

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  京津冀地区城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的“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

市、天津市和河北下属的 11 个地级市及 2 个省直管

市。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京津冀

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大量人口涌入，这些都使城市化

进程加快，京津冀地区人口激增，人口老龄化问题日

趋严峻。据民政部门数据统计，2017 年底，北京市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333.3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

24.5%，北京城六区户籍老年人口 216.8 万，占全市

老年人口的 65%。北京市老龄化人口数量呈上升趋

势，预计到 2020 年北京户籍老年人口将超过 380 万，

常住老年人口将超过 400 万[1]。根据天津市老龄办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7 年底，天津市 60 岁及以

上的户籍人口已达到 246.06 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

的 23.43%。而据 2018 年京津冀养老服务市场报告显

示，河北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 332 万人，占

全市户籍人口的 17.72%，其中河北省的张家口、秦

皇岛、唐山老龄化人口占比较高[2]。由以上数据可以

发现，北京、天津均已成为中度老龄化城市，京津冀

地区老龄人口比例分布不均衡，河北省部分城市的老

龄化程度严重，而北京、天津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城

市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以后，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

显著高于外围地区。 

2  养老服务模式现状和城市老年人口养老

需求的变化 

目前普遍存在的养老服务模式主要有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和机构养老服务模式。

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基础的养老服务模式，也是

占比最高的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呈现出了较多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的

变化，如由于子女工作繁忙导致独生子女家庭人力不

足，以及由于乡村地区青年人外出务工增多等因素，

使老年人缺少日常照料和生活陪伴，空巢老人日益增

多，而采用聘请服务人员对居家老年人进行照料的方

式经常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其次，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容易使老年人脱离社会环境，一些老年人由于生

理、心理变化减少了外部活动参与，缺少文化娱乐活

动，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容易孤独、寂寞，因此养

老生活质量不高。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和机构养老服务

模式在日益发展完善，但总体占比低，同时，社区养

老服务模式和机构养老服务模式在管理制度、服务设

施、养老服务质量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不能

充分满足庞大的养老市场需求。而且一些老年人受到

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对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方式的

接受程度不高。 

近年来，学者较多探索采用先进科技来进行养老

服务系统设计及养老服务产品开发，以改进养老服务

设施，辅助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3-5]。随着人们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强，老年人对养老的

生活品质产生了更高的追求。他们不仅需要高品质的

生活照料，还存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而现有养老

服务模式无法满足老年人快速增长及多样化的养老

需求，因此迫切需要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模式。随

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一些老年人产生旅居养老意愿[6]，

旅居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发展迅速。但

旅居养老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选择这种养老方式的

老年人大多生活宽裕，经济基础较好，对养老生活的

品质要求更高，但是目前旅居养老还处于初级发展

阶段。虽然旅游元素能够愉悦身心，但旅游地区的

养老服务还缺少系统的规划，现有养老服务设施、

养老服务水平不能有效满足该类型老年人对高品质

养老生活的需求 [7]。针对现有养老服务模式及存在

的问题，亟须探索出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新型养老

服务模式。 

3  构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 

3.1  构建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 

田园综合体的理论思想可追溯到 1898 年英国著

名社会学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霍华德提出

建设一种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是疏散过

分拥挤的城市人口，使居民返回乡村，解决大城市的

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8]。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健康

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以应对养老问题和城乡二

元问题。田园综合体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出

的，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9]，“田

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措施，支持

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

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

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来开展试点示范。 

田园城市理论提出将乡村美好的环境与城市生

活的各种功能和谐地结合起来，城市的四周被农业用

地所环绕，从而严格控制城市的规模，使城市能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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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我国田园综合体是田园城市理论结合国情

而衍生的一种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田园综合体是我

国农村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可持续发

展模式。与田园城市理论相比，田园综合体除了强调

良好的人居环境外，更强调乡村产业的发展，将现代

农业、田园社区、休闲旅游集为一体，通过各个产业

的相互渗透融合，把农事生产和农事体验、文化景观

游览、社区生活服务等有机结合起来。 

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是针对传统养老服务

模式的创新性探索。构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

模式，应基于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需求类型，将老年

人的养老需求融入京津冀田园综合体的规划、开发和

运营中，通过田园综合体的产业化运营，将生产、生

态和生活相融合，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营造农业生

产、休闲旅游和社区服务的养老环境，为京津冀养老

产业提供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创建舒适的生态居

住空间。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包括生理到情感的不同层

面，例如生活照料需求、医疗保健需求、休闲旅游需

求、文化需求、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和情感需求[10-12]。

京津冀田园综合体立足区域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强

调人居环境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一，田园社区提

供生活居住设施和各种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良好

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服务，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和

医疗保健需求。第二，通过京津冀地区特色休闲旅游

的设计规划为老年人提供景观资源和文化资源，使老

年人通过观赏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融入自然，放松

身心，满足老年人的休闲旅游需求和文化需求。第三，

通过京津冀地区现代农业产业为老年人提供农业生

产和农事体验资源，老年人通过农业活动既锻炼了身

体，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

服务模式见图 1。 
 

 
 

图 1  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 
Fig.1  The pension service mode of rural complex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3.2  构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的意义 

京津冀地区老龄化问题严重，内部经济发展不均

衡。北京、天津地区的医疗、科技、教育等资源更为

集中，经济基础雄厚，但是土地和人力资源紧缺，空

间发展受限。京津郊区及河北地区经济水平较低，与

北京、天津中心城区相比差距较大，河北许多地区人

均 GDP 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迫切需要提高经济发

展水平。京津两地的郊区、河北农村地区在土地和人

力资源方面占据优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

生态环境，而且大面积的乡村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开发

利用，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非常不完善，具有更

加广阔的开发运营空间。 

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京津冀地区的地域特

征、社会环境为田园综合体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自然

和人文环境。探索养老产业与田园综合体模式的融合

发展，构建京津冀地区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有

助于打造一种更加高端的、高品质的新型养老方式[13]。

构建京津冀地区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首先要选

择合适的地址。在京津冀大城市周边选择有条件的乡

村地区规划建设田园综合体，将京津冀地区城市养老

与该区域的农业生产、农事体验、乡村旅游、景观体

验、文化体验等相结合，通过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

式的规划实施，促使京津冀大型城市的养老产业向周

边乡村发展。这一方式一方面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旅游

养老需求，缓解特大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空间发

展受限、养老资源紧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京津冀

地区田园综合体的发展建设提供新的途径，是减少城

乡二元化、缩小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的有效途径。 

3.3  构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 

3.3.1  公共服务政策壁垒 

构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首先面临

的是养老保障政策不足的问题。京津冀三地养老公共

政策存在壁垒，医疗保险政策、养老保险等政策还未

实现全面互联互通，使京津冀三地协同养老这一模式

的实施存在一定障碍。第二，京津冀地区的公共服务

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中心城市，郊区

和乡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

服务资源欠缺。第三，乡村地区工作人员工资收入水

平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基数、缴纳数额较低，社

会福利存在地区差异，导致乡村地区对养老服务从业

人员的吸引力不足。京津冀三地的公共政策差异、田

园综合体建设地区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不足、养老服

务从业人员匮乏，是影响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建设的

重要因素。 

3.3.2  养老服务设施问题突出 

养老服务设施关系到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与老

年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促进养老产业与田园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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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展模式相融合的过程中，养老服务设施问题的突

出表现主要为三点：第一，对养老服务设施缺少系统

的规划布局，对养老服务设施的可持续再利用缺少长

远规划，导致养老服务设施配置不均衡，在对养老产

业的调研中发现，虽然一些养老产业园区和机构配置

了养老服务设施，但一些养老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却

不高；第二，虽然国内的养老服务设施类型多样，但

是生产过程中缺少系统分类和统一标准，造成产品繁

杂，缺少识别度，导致养老服务设施品牌在市场上缺

乏竞争力，以及养老服务设施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在功能性、安全性等方面不足，因此养老服务设施的

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三，现有养老服务设施

主要注重满足顾客的功能性需求，对用户的心理需

求、情感体验的考虑不足，产品外观简陋，色彩搭配

混乱，产品的易用程度不高，缺少对养老服务设施人

性化设计的综合思考。 

3.3.3  养老服务品牌缺少竞争力 

随着养老产业的发展，所介入的主体类型多样，

既有政府部门，也有企业和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市场

上养老服务品牌繁多，养老服务内容同质化，养老产

业竞争激烈，难以使顾客形成对养老服务品牌的识别

和忠诚。目前，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在众多的养

老服务模式中还未形成清晰的顾客认知，京津冀田园

综合体养老服务品牌缺少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品牌理

念，未建立起清晰的品牌识别形象系统，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环境中缺少竞争力。面向京津冀地区田园综合

体养老服务模式，规划和树立强势养老服务品牌，提

高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是进行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

服务产业规划的难题。 

4  面向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的

养老服务设施设计策略 

4.1  养老服务设施类型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受个体特征影响。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差异，主要表现为依托养老服

务设施满足其生活照料需求和医疗保健需求。此外，

养老设施还应该考虑其对老年人心理情感方面的辅

助，满足其文化娱乐、教育学习、社会交往、情感交

流等方面的需求[14]。根据老年人需求对养老服务设施

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生活服务助老设施，医疗保健服

务设施，文化娱乐服务设施和教育服务设施。 

生活服务助老设施是辅助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助

老设施，包括与老年人衣食住行等息息相关的居住空

间、交通出行产品服务系统、餐饮服务设施等，如助

行器、电动车等老年出行辅助器具，以及无障碍卫浴

设施、家居环境等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还有桌椅、餐

具等日常生活辅助设施。医疗保健服务设施主要包括

养老服务机构配套的社区医院、卫生服务中心等，以

及检测、康复、保健辅助器具，如血压、血糖检测仪，

此外还有益智产品服务系统、健身器材、轮椅、功能

护理床等。文化娱乐服务设施是与老年人文化娱乐活

动相关的，满足老年人文化娱乐需求的公共服务设

施，如图书馆、文化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体育

馆及各类公共文化服务设备等。教育服务设施主要是

面向老年人的知识学习需求而设置的老年群体教育

设施，主要包括面向老年人的教育培训机构、教学服

务系统与相关设备。 

4.2  京津冀地区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设施设计策略 

面向京津冀地区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设施进行

设计，其设计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基于老年人的个体特征进行养老服务设施设

计。老年人呈现特殊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与行为特

征，感知、认知与行为能力均呈现下降趋势。老年人

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空虚感，且有敏感、自尊心强的

特征，较容易缺乏安全感[15]。进行养老服务设施设计

时，应综合考虑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从设施外观、功

能、使用性多个层面进行考虑，产品外观形态尽量柔

和，减少棱角形态的设计元素，合理进行色彩搭配。

分析老年人养老服务设施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获

取可用性问题和功能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设置

养老服务设施功能，进行养老服务设施的创新性设

计，或者改进现有养老服务设施存在的问题，使其具

有良好的功能性，易于老年人使用。通过产品功能、

外观形态、使用体验的综合考虑，使老年人产生良好

的情感体验。 

2）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特征进行养老服务设

施设计。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特征主要体现在生态环

境、资源特征和人文特征等几个方面。京津冀地处华

北平原地区、环渤海中心地带，北靠燕山山脉，东临

渤海湾，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独特的资源特征。京津冀地区具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和文化遗产。在

进行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京津冀地

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特征和人文特征，提取该地区特

有的自然景观元素和区域文化元素，并将其融入京津

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设施设计的开发过程中，使养

老服务设施产品呈现地域性、差异性和识别性。 

3）在设计过程中融合田园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

理念。田园综合体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发展模

式，是生态环保的绿色发展理念。基于田园综合体的

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设施设计，也要始终坚持可持续

发展理念，引入先进科技在养老服务设施中进行应

用，探索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人机交互技术的养

老服务设施产品新特征，实现养老服务设施的创新设

计和良性发展。在养老服务设施形态设计、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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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材料选择上，考虑绿色环保理念和材料的可循环再

利用，同时，在养老服务设施设计过程中，加强城乡

元素结合及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的应用，促进农业资

源整合和农业资源产业化发展，融合应用京津冀地区

的文化元素，注重地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发

展，以适应绿色田园理念的长远规划。 

4）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品牌识别规划与

养老服务设施设计。品牌识别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企业通过品牌识别系统的产品、组织、

符号等各个组成要素的规划，来传达企业品牌价值，

满足顾客的多种价值需求。为有效提高京津冀地区田

园综合体养老服务品牌的市场竞争力，规划和建立京

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品牌识别系统非常重要。首

先应明确养老服务企业品牌识别系统所传达的品牌

价值，使其满足服务目标群体的价值需求。接下来，

要确立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的品牌识别理念，

形成统一的外在传播形象，并在品牌识别理念的指导

下，规划养老服务品牌识别系统中的养老服务设施产

品。通过养老服务设施产品的视觉语言、使用体验来

传达企业品牌理念，促进顾客对品牌的认知，提高顾

客的养老服务品牌忠诚度。 

5  结语 

在京津冀地区构建和发展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

模式，是解决京津冀大型城市养老资源紧张、促进京

津冀乡村振兴的有效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对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进行构建，提

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是基于京津冀田

园综合体的产业化运营。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以

田园综合体为载体，融合京津冀地区特色生产、生态

和生活要素，为京津冀养老产业提供养老服务资源，

满足京津冀城市老年人群的养老需求。从公共服务政

策、养老服务设施、养老服务品牌三个方面分析了构

建京津冀田园综合体养老服务模式存在的一些关键

性问题，并重点对养老服务设施设计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具体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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