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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ArcGIS 软件，运用空间分析法，从公平性和均衡性视角，对全国 31 个省市（不包括港

澳台地区）养老机构的空间布局特征展开研究，探究我国养老机构整体发展历程与演化特点，并利用

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对各县域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历

程可划分为萌芽期（1949—1977 年）、增长期（1978—1998 年）、规范期（1999—2008 年）和建设

期（2009—2020 年）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养老机构总体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主要

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较为分散，供给水平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值；我国养老机构空间分

布出现多个聚集核心，布局总体呈“品字形”分布，密度由聚集中心向周边地区逐渐递减；按规模划

分有效服务半径评价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更为有效，我国东南部地区的可达性明显优于西北部地区，

西北部多数为可达性低值区，养老机构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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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rcGIS softwa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rness and balance 
by using th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explor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uses a modified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the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each county. The research sho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budding period (1949—1977), the growth period (197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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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 period (1999—2008), and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2009—2020). Each stage has differen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overall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is quite different,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the western region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and the supply level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expected target valu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has multiple clustering cores, and 
the overall layout is in a triangular distribution, with the density gradually decreasing from the clustering center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divide the effective service radius by scale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The accessibility of southeastern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northwest region. The northwest region is mostly low-value accessibility area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s：pension institutions; spatial layout; modified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spatial 
accessibility; layout optimization

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难

题之一。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步

入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由于我国医疗

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呈持

续上涨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经济社会

各领域的发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

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全国常住总人口为 14.11
亿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为 13.5%，

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上升了近 5%，且

已有 12 个省市跨入了深度老龄化门槛。人口老龄

化已成为今后我国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加快发

展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最为关键的政策之一。

老年人满足养老需求有多种选择方式 [1]。目前，

居家养老是绝大多数老人首选的传统养老方式，

但随着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社会少子化现象的

出现以及传统养老观念的转变等，机构养老逐渐

成为老年人满足养老服务需求的新兴方式，其在

规模和数量上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养老

机构的供需矛盾、空间布局不平衡、建设法制化

调控欠缺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2]。2021 年三季度民

政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养老机构和养老床位

数分别为 3.9 万个和 499.7 万张，每千名老人养老

床位平均拥有量不足 27 张，这反映了当前我国养

老机构实际供给量还存在着很大缺口，养老设施

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布局

老龄化建设的宝贵窗口期，“十四五”规划强调，

养老体系发展要合理布局、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基于此，本文通过探究 1949—2020 年我国养老机

构的发展历程与演化特点，分析各区域养老机构

空间分布的特征及优化策略，以期为我国养老机

构空间发展格局的合理规划提供参考。

一 文献综述

随着区域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传统养老观

念的转变，养老模式构建的研究呈多样化趋势。

机构养老作为老年人综合性服务的新兴养老方式，

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目前，关于养

老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养老服

务设施的选址、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以及养老设

施的空间布局等。

（一）养老服务设施区位选择研究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增加，养老选址区

位分布是否合理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欧美国

家较早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对于养老设施区位

分布的研究已趋于成熟。Carlson 等人 [3] 利用地理

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制定了为老人设计的社区防跌倒项目的合理选址。

Rabiei-Dastjerdi 等人 [4] 运用赫芬达尔 - 赫希曼指

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研究了

德黑兰城市设施的地理分布及德黑兰不同城市设

施服务的可访问性。国内学者主要以陶卓霖等人

为代表展开相关研究。陶卓霖等人 [5] 基于可达性

差异最小化的目标建立布局优化模型，并利用粒

子群算法得到北京市养老设施布局的优化结果。

许昕等人 [6] 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计算南京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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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重心区到养老设施的出行时间，结果表明，1 h
单一有效服务评价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最为合理。

（二）养老机构入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近年来学

术界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不断深化。着

眼于老年人口的分布特征，探讨老年人选择机构

养老方式的入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

基于社会人口学角度展开。戴维等人 [7] 从城市规

划建设角度出发，通过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老

人的调研分析发现，老人在机构选择意愿中更倾

向于选择离子女居住较近的养老机构。肖云等人 [8]

基于回归模型对高龄老人的机构入住意愿展开分

析，发现设施完善性及服务质量等因素对入住影

响最为显著。曾雁冰等人 [9] 研究了不同类型老年

人机构养老生活的满意状况，结果表明，老年人

选择机构养老模式普遍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丁煜等人 [10] 以厦门市老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资料为

依据，利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对老人选择非传统

养老方式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养老机构空间布局特征研究

随着 GIS 技术在养老产业领域的不断深入和

发展，养老设施相关研究从最初的养老资源概念

界定以及机构养老入住意愿，逐步发展为探究养

老设施的空间配置和优化。Tsou 等人 [11] 将 GIS 和

空间分析模型相结合，分析了城市公共设施的空

间公平特征。Tao 等人 [12] 基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状况，以公平最大化为目标建立模型，对养老设

施空间布局进行优化。赵东霞等人 [13] 结合老年人

口的分布特征，基于空间分析法，评价了大连市

金州新区养老设施配置的空间协调性。席晶等人 [14]

采用 GIS 空间分析法，探究北京市养老机构空间

布局的时空演变及其政策影响。李海萍等人 [15] 运

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算法，从供需比、服务覆

盖率和资源可获取性方面，研究不同半径下社区

养老设施发展的均衡性。

目前关于养老机构空间布局的研究，主要是

结合老年人口的分布特征，基于空间协调性、均

衡度等视角，应用各种模型方法，如空间分析法、

两步移动搜索法 [16]、最近距离法、网络分析法 [17]等，

测算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特征。目前，国内

外关于养老机构布局的研究主要是对分布特征、

影响因素等进行宏观描述，相对局限于对某时间

段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静态分析，鲜有研究者从

历史角度分析其动态发展过程；已有研究对较为

复杂的养老设施空间布局特征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更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从多个视

角系统综合评价养老设施时空变化特征的研究成

果很少。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运用空间分析法，从多个视角进一步分析研究各

省市养老机构空间的分布特征，并利用改进的两

步移动搜索法对各区域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进

行测算，从而更合理地测度现有养老机构空间布

局的合理性，以期为养老机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

参考依据和决策支持。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20 年全国 31 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及2844个县级行政单元（县级市、市辖区、州、

旗、林区和特区）为研究对象。人口数据来源于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结合联合国最新

年龄划分标准，在无特殊情况说明下，本文所提

到的老年人口均指 65 岁及以上人口。养老机构数

据来源于各省市民政局官网，利用网络爬取工具

采集获得，主要包括机构的名称、性质、地址以

及床位数等信息（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并

利用位置解析工具将具体地址转变成经纬度坐标，

便于导入 ArcGIS10.2 中进行空间分析。构建基础

地理数据库，包括行政区划边界（省界、县界等）、

道路数据（高速路、国道、省道、县道及以下道路）。

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设计的道路速度，

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将各类道路的速度依次设

置为 100、80、60、40 km/h（见表 1）。

（二）模型方法

本文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运用空间分析

法，主要从公平性和均衡性研究视角，对 31 个省

市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全面

探究全国养老机构的分布现状及其演化特点，并

利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对各县域养老机构的

空间可达性进行测度。

表 1 我国各类道路速度设置

道路类型

速度 /(km·h-1)
高速路

100
国道

80
省道

60
县道及以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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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性视角

基于空间公平性视角分析研究区域的可持续

发展规划是目前较常用的方法之一。本文利用空

间分析法，从空间分布的公平性角度，研究我国

老年人口与养老服务机构空间分布的匹配程度。

若养老需求与养老机构的供给水平出现不匹配的

状况，则表明该区域养老机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不公平性”。本文运用 ArcGIS 软件，对我国各

地区养老机构的基本状况进行可视化分析，然后

通过计算各区域养老机构的供需比数值，反映养

老机构空间布局的公平程度。养老机构供需比可

通过每千名老年人所拥有的养老床位数指标计算

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

                                                                                （1）
2. 均衡性视角

我国各地区养老机构的均衡性，主要是指全国

各地区的老年人口都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养老服务。

本文通过计算 31 个省市养老机构的区位商，分析

其空间分布的聚集水平，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法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研究各省市养老机

构的服务密度，从而探究我国养老机构空间布局

的均衡性状况。

通过计算各省市养老机构的区位商，进一步反

映养老机构分布的集聚程度 [18]。区位商的计算公

式如下：

                      。                 （2）

式中：LQ 表示养老机构的聚集度；ni 和 Ni 分别表

示各省市以及全国养老机构的供给规模，这里用

养老床位数来表示；p 和 P 分别表示各省市及全国

老年人口规模。

核密度估计法是衡量区域要素空间分布状况

极为有效的指标，其原理是通过对离散要素点表

面内插进行平滑处理得到其连续密度表面，由此

直观地展示要素点的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本文利

用 ArcGIS 软件中的核密度估计法来测度设施点在

其周围领域中的密度，进而得到各地区养老机构

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19]。其计算公式为：

                  。              （3）

式中： 表示 k 点的密度值；ψ表示 i 和 k 点之
间的距离权重；dik 表示 i 和 k 点之间的距离；γ表
示核密度函数的搜索半径；n 表示各地区养老设施

点数量。

3. 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

科学评价养老设施的空间可达性是进行合理配

置的基础，以针对各区域养老资源的稀缺程度采取

有效优化措施。设施可达性受到供给和需求点之间

的距离和规模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两步移动搜索法

（以下简称 2SFCA）并未考虑供需点之间距离的衰

减因素。本研究基于他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引入两

个变量即距离衰减函数和可变服务半径，进一步对

2SFCA 进行改进，并基于我国道路网络实况，将改

进后的 2SFCA 和网络分析法相结合 [20]，对我国 31
个省市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进行测算，计算得到

各地区不同有效服务半径下百名老人可达床位数。

改进的 2SFCA 基本思想为：依次以供给点和

需求点为中心，分两次进行移动搜索区域。第一步，

对每个供给点 j，根据供给规模设定不同的搜索半

径 dj，搜索落入 j 作用域 dj 内的所有需求点 k，利

用衰减函数赋予权重进行累加，得到供需比 Rj；

第二步，对每个需求点 i，搜索落入作用域 dj 内的

所有供给点，将所有 Rj 以衰减函数加权求和，并

乘以 i 点的需求规模 Pj，最终得到需求点 i 可达的

床位数 Ai。计算公式如下：

                                        （4）

                                      （5）

式中：Sj 表示供给点 j 的规模，这里 Sj 用养老床位

数表示；Pk 和 Pi 分别表示需求点 k 和 i 的规模，

这里 Pk 和 Pi 用县老年人口数表示；dij 表示 i 和 j
之间的距离；dj 表示 j 点的有效服务半径；Rj 表

示 j 点处养老服务的供需比；Ai 表示 i 点可达的床

位数；β表示摩擦系数。

摩擦系数 β是一个重要参数，可以有不同的数

学表达式和取值。Peeters 等人 [21] 发现其取值主要

集中在 [0.9, 2.29] 之间；宋正娜等人 [22] 在研究医

疗设施的可达性时，通过对比分析 β取值为 1 和 2
两种情况，认为 β=2 时更为合理。而针对养老设

施层面，丁秋贤等人 [23] 认为，不同于医疗设施的

服务行为，养老设施并没有紧急需求的状况，其出



37

何文举，夏漫莉，李丽丽：我国养老机构空间布局特征及其优化

行频率也相对较小，养老设施和老年人口之间的联

系随着距离衰减更为弱些，因此本文将 β取值为 1。

三 我国养老机构的空间布局特征

（一）养老机构发展的时间特征

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历程与国家宏观政策紧

密相关 [24]，因此，本文根据养老机构的成立时间

和各时期相关政策，探究我国养老机构的演变状

况。1949—2020 年全国养老机构发展规模以及累

计数量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结合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相关政策，本研究将养老机

构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期（1949—1977 年）、增

长期（1978—1998 年）、规范期（1999—2008 年）

以及建设期（2009—2020 年）四个阶段。

图 1 1949—2020 年我国养老机构数量与床位数变化趋势

1. 萌芽期阶段：包办与整治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府开始设立生产教养

院，以便于进行教育、救济及劳动改造活动。截

至 1953 年底，全国大约有 920 个生产教养院，收

容了 10 万左右孤老残幼人员。1956 年底，随着三

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生产教养院逐渐演变为养老

院等机构。1965 年，养老院和残老院被统一调整

为福利院。在这一阶段，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主

要由亲朋好友或者村集体互助的方式提供养老服

务，仅有少数老人才可以入住福利院等服务机构。

与当前状况相比，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老龄化

程度处于较低水平，且家庭赡养功能比较完善，

老年人口的养老服务需求相对较小，养老机构数

和床位数的增长较为缓慢。

2. 增长期阶段：放开与鼓励

1979 年，民政部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事业

发展政策方针，此时养老机构也逐渐走上正轨。

1993 年明确提出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各领域的

民办事业单位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1998 年，民

政部选择部分城市进行福利社会化试点，打破了

萌芽期阶段养老机构政府包办的公办公营模式。

这一时期，政府对养老机构的监管不断走向开放，

民办养老机构持续增多。养老机构数量由 1978 年

的 8365 个持续增加到 1998 年的 41 755 个。同时，

机构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

大多数公办养老院已完成转型，并出现了民办公

助、民办民营等各类养老机制。

3. 规范期阶段：激励与监管

1999 年，民政部首次公开我国民办养老机构

的规模数据，其养老床位数共有 1.7 万张，占养老

总床位数的 1.6%。2005 年，国家出台的宏观激励

政策进一步明确了民办养老机构的重要地位，这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养老机构的快速发展。由

图 1 分析可知，这一时期养老机构和养老床位数

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2006 年，民政部提出积极

发展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养老机构，这也表明

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建设福利机构。养老机构社会

化政策、社会福利和相关制度的实施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我国养老设施的服务效率，但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的社会养老出现了管理混乱、服务质量

低、各类养老机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等一系列问

题。基于此，养老机构的政策管理进入规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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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养老机构的监管逐渐趋于制度化、规范化。

4. 建设期阶段：评估与规制

在规范期阶段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养老机构规

范化的相关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

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监管缺位及安全监管不到位

等。针对养老机构监管问题，2009 年民政部决定

开展专项检查落实工作，并制定了针对具体问题

的详细检查表。此时，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规模

急剧扩大，养老床位以 7.7% 的增长率由 293 万张

迅速增长至 2010 年的 316 万张，每千名老人床位

数拥有量也大幅度上升为 17.6。2012 年，民政部

提出激励民间资本举办养老机构等政策，进一步

放宽民办养老机构的登记管理条件，并鼓励境外

投资者设立养老机构；2013 和 2014 年制定实施了

一系列养老标准化建设政策，并在 2017 年整治

了自开展实施以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养老院共

2 000 多家。可见，这一时期养老机构的监管标准

化政策已经基本落地。2020 年 11 月，“十四五”

规划强调，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要合理布局、区域

和城乡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紧跟

人口结构状况和养老需求不断发展，朝着多元化、

“普惠型”等方向转型。

（二）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阶段性特征

1. 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公平性

基于空间公平性研究视角，本文主要运用

ArcGIS 软件，对我国各地区养老机构的基本状况

进行可视化呈现。我国各省市养老机构区域分布

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养老机构的区域

分布存在着较大差异。结合各区域养老机构分布

累计数量可知，全国共有 7 个省市的养老机构为

2 000~3 000 个，养老机构处在 1 000~<2 000 个区

间的省市共有 8 个，而养老机构在 100 个以下的省

市共有 3 个，分别为青海、海南和西藏。从养老机

构的区域分布格局来看，我国养老机构主要集中在

东部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养老机构共有12 721个，

主要分布在河南（3 309 个）、安徽（2 537 个）和

湖南（2 392 个）三省，东部地区共有 12 538 个养

老机构，其中江苏（2 465 个）和山东（2 184 个）

的养老机构分布数量相对较多。而青海（62 个）、

海南（53 个）和西藏（31 个）地区养老机构分布

相对较少。结合我国各地区老年人口数发现，养老

机构分布值较高的区域对应的老年人口也相对较

多，反之则较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山东、四川、江苏、河南老年人口数量排名前四，

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其中山东和四川老年人口数

高达 1 536 万人和 1 416 万人。从养老机构的分布

规模来看，我国养老机构等级以中小型为主，各机

构床位数主要集中在 100~200 张之间。

一般地，学术界将养老床位数作为衡量养老机

构规模的标准之一。结合地区老年人口分布状况，

本文基于人均床位数指标来分析各省市养老机构

的供需状况。图 3 反映了我国各地区每千名老年

人所拥有养老床位数的分布状况。

由图 3 分析可知，安徽省养老机构床位数较为

充足，以每千名老人 40.6 张床位拥有量位列第一，

与北京、浙江、上海、吉林、黑龙江、宁夏、湖北、

江苏、天津和江西共 11 个省市每千名老人床位拥

有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养老机构数量最多

的省份河南，其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却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和海南省每千名老人床

位拥有量不足 10 张，养老机构的供给水平远不能

图 2 我国各省市养老机构

区域分布

图 3 我国各地区每千名老人床位

拥有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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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当前养老需求，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匹配状况，

反映了该区域养老机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不公

平性”。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区域分布

差异较大，养老机构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和中部

地区，西部地区的养老机构分布较为分散，整体

空间分布的公平性较差，且供给水平尚未达到预

期目标值，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针对

各省市的养老供需状况，我国应积极采取合理应

对措施，适当扩大养老设施建设和养老床位供给，

以实现最大化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多样化目标。

2. 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通过计算全国 31 个省市养老机构的区位商，

进一步分析各地区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

具体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各省市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区位商

由图 4 分析可知，我国各省市养老机构的空

间聚集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中，安徽省养老

机构的聚集程度最高，以区位商 1.56 排名第一；

其次是北京、浙江及上海。区位商大于 1.1 的省市

共有 11 个，说明这些地区养老机构的聚集程度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南省养老机构的空间聚集

程度相对最低，其区位商仅为 0.32，养老资源供

给较为匮乏。总体来说，东北地区除辽宁省之外，

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各有一半省份，其养老机构

的区位商超过了 1；而西部地区除宁夏外，其他省

市养老机构的区位商都低于 1，说明养老机构空间

集聚程度相对较差。基于此，国家应从政策层面

支持区域机构养老的资源配置，推动社会养老资

源的均衡发展。

此外，结合核密度分析法，进一步分析各地区

养老机构热点分布的空间格局，并利用自然间断

点法将其划分为低值、较低值、中值、较高值和

高值区五种类型。我国各地区养老机构的核密度

值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分析可知，我国养老机构

空间分布出现多个聚集核心，并以北京市、上海

市和江西省为中心形成“品字形”分布，密度总

体呈现出由聚集中心向周边地区逐渐递减的分布

特征。北京、上海和江西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密

度最高；其次是吉林、辽宁、广东和重庆；而内蒙古、

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

为低值区。养老机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等级性。

整体来看，我国养老机构分布高值区主要聚集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养老机构发展以低

值区为主，整体发展较为缓慢且均衡性较差。究

其原因，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便捷程度等

多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结果。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养

老服务建设较为完善，养老资源相对充足；而西

部部分地区养老机构较少甚至没有，导致老年人

养老只能选择较远的养老机构，这也给老年人生

活和子女探访带来极大不便。我国养老机构空间

图 5 各地区养老机构的

核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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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的均衡性有待提升。

四 我国养老机构布局优化路径

基于我国实际道路交通状况，本文将改进的

2SFCA 法和网络分析法相结合，采用各县级面图

层的几何质心作为老年人口的分布质心，通过以

时间为权重加权的网络分析工具，计算各县域质

心到养老机构的最短时间，并利用改进的 2SFCA
法测算各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重点对比分析

两种有效服务半径的合理性，最终得到各县域不

同有效服务半径下百名老人可达床位数，并将其

进行可视化展示，以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各县域

养老机构的可达性状况，从而进行布局优化。

（一）单一有效服务半径

有效服务半径是指需求者只愿意使用在某临

界距离阈值内的供给服务设施，而不考虑在临界

阈值之外的设施。合理选择空间距离阈值是应用

改进的 2SFCA 法的关键之处，结合已有相关研究，

本文将养老机构的有效服务半径设定为 1 h。
通过公式（5）计算得到 1 h 服务半径下全国

各县域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得到各县域

百名老人的可达床位数（见图 6）。研究发现，在

1 h 有效服务半径下，我国各县域养老机构空间可

达性差异较大，连续性欠佳且分布极不均匀。中

国县域以胡焕庸线为明显可达性分界线，从东南

往西北方向分为两大区域，东南县域的可达性显

然要远高于西北地区，并在东北地区、东部沿海

以及华南地区出现多个高值中心。

整体来说，我国县域养老机构可达性由中心

城区向四周区域逐渐降低，呈现出显著的圈层状

分布特征。其中，中心城区内空间可达性较为均

匀，大约为百名老人 5~7 张床位，可达性值较高；

而远城区养老机构可达性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边

缘地区大部分县域百名老人可达床位不足 1 张，

仅有极个别县域百名老人拥有 7 张床位。根据我

国“9064”养老发展目标，有 4% 的老人选择养老

机构进行集中养老，养老床位的需求量将达到 762
万张，而目前养老床位总供给量仅有 495.1 万张，

表明我国养老机构的供给水平还存在较大缺口。

（二）按规模划分有效服务半径

考虑到养老机构不同规模大小会影响老年人

养老行为的选择，由公式（5）可计算得到县域养

老机构基于等级划分下每百名老人养老床位的可

达数目（见图 7），从而判断我国各县域养老机构

的稀缺程度。根据养老机构的规模，可将其划分

为3个等级：大型（超过300张床位）、中型（100~300
张床位）、小型（少于 100 张床位）。参考已有

研究成果，大型养老机构的有效服务半径需要设

置为中型的 2 倍、小型的 4 倍。故本文将小、中、

大型 3 个等级养老机构的有效服务半径分别设定

为 1 h、2 h、4 h。

分析发现，养老服务半径分等级和 1 h 单一半

径两种可达性分布具有相似性，仍然呈现出东南

部县域可达性明显优于西北部的空间格局。百名

老人可达床位数为 7 及以上的县域共有 1147 个，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和华南地区。而西部地

区，尤其是青海、甘肃、新疆和西藏大部分县域，

百名老人可达床位数低于 1，全国百名老人床位

可达数小于 3 的县域共有 1218 个，大约占总体的

43%。由此可见，县域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可达性

依然极不均匀。

图 7 全国县域分 3 级服务半径下

百名老人可达床位数

图 6 全国县域 1 h 服务半径下百名老人

可达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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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比分析

对比上述两种情况可得，相比 1 h 单一服务半

径来说，按规模划分的有效服务半径下，中心城

市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有所下降，而周边区域

和远城区大部分县域的可达性有明显提高。计算

两种模式下百名老人可达床位数的变动程度，结

果如图 8 所示。由图 8 不难发现，可达性下降的

县域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市和西北地区，其余大部

分县域的可达性均有所升高，特别是西南和华北

地区的可达性普遍得到提升，可达床位数大于 7
的县域也从 916 个增加到 1147 个。

养老机构聚集分布在环境优美、土地易获得

和交通便利的区域，形成面向服务全县或全市范

围的养老中心。在图 8 中，床位数可达性下降的

县域主要位于养老机构集聚分布的地区。按养老

机构规模划分其服务半径的方法，规模较大的养

老机构所服务的范围也有效增加，从而导致其周

边邻域的可达性开始降低，这种评价方法也更加

有效和符合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使用偏好。因此，

研究我国养老设施的布局可以依据规模划分其有

效服务范围进行优化分析。以上研究表明，我国

东南部地区的可达性明显优于西北部地区。西北

部大多数地区可达性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西北地

区地域广阔，养老机构分布密度较小，且主要以

小型为主，覆盖范围也相对较小，导致其大部分

地区可达性普遍低于 1 张床位，建议根据老年人

口分布特征，分散增加养老机构供给。针对中心

城市的养老床位缺口，由于中心城市土地使用较

为紧张，建议在其边缘地区或近郊区扩大养老机

构的供给规模。相关部门应结合养老规划要求对

养老机构供给状况进行指导建设，分区配置新建

养老机构的规模和选址标准，扩大养老机构的覆

盖范围。在实际规划时，还需要对养老机构的实

际入住状况作进一步调查分析。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地理空间角度，运用空间分析法，主

要从公平性和均衡性两个视角，综合研究全国 31
个省市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全面分析了我

国养老机构的分布现状、空间布局特征及其演化

特点，并利用改进的 2SFCA 对各县域养老机构的

空间可达性进行有效测度，重点对比分析了两种

有效服务半径的合理性，最终选择按规模划分养

老服务范围的方法对养老机构布局规划进行优化

调整。得到以下结论：

1. 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

段：萌芽期阶段（1949—1977 年），包办与整治；

增长期阶段（1978—1998 年），放开与鼓励；规

范期阶段（1999—2008 年），激励与监管；建设

期阶段（2009—2020 年），评估与规制。

2. 空间公平性研究视角。我国养老机构等级以

中小型为主，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其中，

江苏和山东的养老机构分布数量相对较多，而青

海、海南和西藏地区养老机构分布相对较少。通

过分析人均床位数指标进一步研究全国 31 个省市

养老机构的供需状况，结果表明，共有 11 个省市

每千名老人的床位拥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

中，安徽省排名第一，而甘肃和海南省每千名老

人养老床位的拥有量不足 10 张。总体而言，目前

我国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公平性较差，且供给水

平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值。

3. 空间均衡性研究视角。东北地区除辽宁省之

外，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各有一半省份，其养老

机构分布较为聚集，而西部地区除宁夏外其他省

市养老机构的集聚程度均相对较差。养老机构空

间分布呈现出多个聚集核心，密度总体呈现出由

聚集中心向周边地区逐渐递减的分布特征。北京、

上海和江西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密度最高，而西

部地区大部分为低值区，具有显著的等级性。整

体来看，我国养老机构分布的高值区主要聚集在

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养老机构发展以低值

区为主，整体发展较为缓慢且均衡性较差。

图 8 全国县域百名老人可达床位数

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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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比 1 h 单一有效半径而言，按规模划分养

老机构服务半径的方法评价空间可达性更为有效。

该方法表明我国东南部地区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

性明显优于西北部地区，可达性较高的县域主要

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和华南地区，而西部地区大

部分县域百名老人的床位可达数低于 1。我国县域

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可达性依然极不均匀，建议

根据老年人口分布特征分散增加养老机构供给。

针对中心城市的养老床位缺口，建议在其边缘地

区或近郊区扩大养老机构的供给规模。

（二）相关建议

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状况反映出养老产业建

设与区域发展的一致性，也折射出我国中东和西

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我国应重视各地

区养老机构空间布局的配置建设，尤其要加大西

部地区养老机构的建设力度，着重考虑各地区老

年人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未来应当积极响应各区域养老设施建设的发展战

略，强调采取适宜区域有效发展的经济政策，促

进各地区养老产业协调发展，最大化满足多样化

的养老需求，促进各地区养老机构和谐发展。

此外，国家应从政策层面调控区域机构养老的

资源配置，推动社会养老资源的均衡发展。根据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以及消费能力，优化资源配置

效率，最大程度上满足各地区快速增长的养老需

求。应依据老人的经济状况和养老意愿，提供分

层次、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同时，要把握老年人

口地理空间位置及流动趋势，参考养老机构的服

务范围半径，合理配置居家、社区、机构养老资源，

在保证养老机构供给效率的同时，尽可能提高养

老服务的空间可达性。中国养老机构服务发展应

遵循上述国家养老政策引导的方向，合理配置养

老资源，科学规划养老机构空间布局，在持续满

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同时，让老年产业逐渐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三）研究不足

我国养老机构实际规划选址具有复杂性特点，

受地形和用地类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机构

区位点建设需要结合各地区实际状况进一步展开。

同时，虽然本研究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最新

统计数据，但仍可能与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存在一

定偏差。基于本文研究成果，今后还需对其他模

型和方法进行深入探究，不断优化养老机构空间

分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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