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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交

汇的新阶段”［1］。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至2022年末，

全国人口141 17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其中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19.8%，65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为 14.9%［2］。在这一新的人口形势下，社会各类

关系矛盾将更为凸显，其中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快速

攀升的养老服务的消费需求与现有的养老服务资

源、服务能力、服务团队等准备不足之间的矛盾，这

将阻滞我国城市适老化的正常进程并引发一定的

社会焦虑。据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如何在

人口老龄化叠加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将城市和社

区变得更加老龄友好的议题。

“精明增长”（smart growth）一词由美国学者格

兰邓宁于 1997年首次提出，它不仅可以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共同发展，而且可以使生活品质提升

与城市发展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3］。已有学者将其

应用于卫生健康领域。主要包括：探索“精明增长”

促进公共健康政府行为的主导路径和全社会反馈

系统的支持路径，为我国新常态背景下城市规划与

公共健康之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4］；将“精明增长”

视为社会政策领域建设老年友好城市的基础理论，

阐述其如何推动“积极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5］。

2022年3月国家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十

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通知》（国卫老龄发〔2022〕
4号文件）（下文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将

“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全过程，到 2025年要基本建立综合连续、覆盖城乡

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6］。由此可见，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建设在稳步实现健康老龄化进程中具有重要

作用。那么该体系的内涵是什么？基本构成要素

有哪些？建构该体系的价值逻辑是什么？该体系

未来如何发展？此类基础问题学界尚未给予明确

的回答。鉴于“精明增长”作为一种城市设计理

念，与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十分契

合，对于指导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

启示意义，因此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切入视角，展开

上述问题的探讨。这对于丰富“精明增长”中国化

的理论研究，推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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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一定价值。

一、厘清内涵的关键组成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是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

角度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的体系［7］，即以老年人

的健康为中心、健康需求为导向，由多种构成要素

与经济社会环境融合发展得以形成的有机运行的

整合型社会系统。其基本构成要素应当包括理念、

参与主体、服务支持网络三部分。

（一）理念

理念是一种价值取向，影响政策制定和政策变

迁的模式、方向和结果［8］，是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的逻辑起点，指导着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整体运行

轨迹。同时，它也是落脚点，可用以评价整个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的运行效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于老龄化的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其中，健康老龄

化、积极老龄化等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广。目

前，有学者创造性提出一种理念——将老龄化推进

为老龄文明，并指出“老龄文明”是积极应对老龄化

的战略理念和总体性话语表达［9］，这为未来我国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思考。

（二）参与主体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

特征，主要包括服务对象与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是指

老年健康服务的获得者，而服务主体则指老年健康服

务的供给者。首先，老年人自身可以既作为服务对

象，又可作为服务主体。其次，除老年人自身之外的

服务主体可从不同角度进行细分：从福利政策执行方

看，由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提供老年健康服

务；从服务的在地性来看，老年健康服务主要由家庭、

社区与机构提供，且服务重点、模式各异。

（三）服务支持网络

老年健康服务支持网络是社会支持理论在老

年健康领域的应用，指通过利益相关主体的积极参

与，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建立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关系

网络，并透过此网络为老人提供物质、精神上的健康

支持，主要包括服务资源网络和职能管理网络［10］。其

一，服务资源是保障老年人健康有力支撑，包括

“硬”资源和“软”资源。“硬”资源是有形的，主要包

括健康信息系统、资金、基础设施等；“软”资源则是

无形的，例如政策制度、人力资源、医药技术、服务

模式与服务等。其二，全面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的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协调配合的职能管

理网络显得尤为重要。涉及主要管理部门，包括医

疗卫生行政主管、民政、财政和医保等部门。其中

民政部具有组织制定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

政策措施、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等

职责，是老年健康服务职能管理网络的核心。

二、建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价值逻辑

（一）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

人口年龄结构的逐渐老化可通过影响产业结

构布局、缩小储蓄投资规模、降低劳动力生产效率、

加剧不平等程度来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11］，是世界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较短，且人口老龄化

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的特点，与先期进入老龄化社

会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在如何适应老龄化上

面临更大挑战［2］。优化与人口年龄结构和疾病谱相

适应的健康服务模式、建立健全我国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对于提高人口质量红利，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健康需求的必然路径

首先，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及我国经

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全社会对养老服务质量的期望

进一步提升，社会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维持老人基

本生存的、低水平的养老服务，而是期望老人们能

够获得高质量的老年生活［12］。其次，老年群体有着

特定的亚文化意识，易与社会主流群体产生排斥、

隔离现象［13］，加之老年群体内部之间存在着异质

性，因此需要全社会对老年群体进行关怀、照顾和

帮助，并逐步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提供的无偿、低偿、

有偿等不同类型的老年健康服务的有效供给，深入推

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精细化、多层次发展，以切实满

足我国老年人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多层次需求。

（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绿色协同发展

的重要举措

美国的经济崛起彰显出经济快速增长通常伴

随着城市化的同步加快推进［14］。尽管有组织、高效

的城市化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快速、无计划

的城市化会给健康、社会、环境带来风险。健康老

龄化是发展和保持功能的过程［15］，功能则包括与健

康相关的属性，由个体的内在能力、相关的环境特

征以及个体与这些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组成［11］。

我国致力于稳步实现健康老龄化，作为实现健康老

龄化的关键举措——建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仅

可以改善老年健康和福祉，还能促进适老化环境的

形成——住房、交通、户外空间以及更广泛城市或

社区环境的其他方面，即有助于实现人口、经济、环

境三者的协同发展。

三、“精明增长”理论及其在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适用性分析

“精明增长”不是纯粹的“主义”或“理念”，而是

混合着理念、原则、方法和政策，既有理想成分，也

有实际操作的内容［16］，可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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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维度的思考和实践框架，其适用性主要体现

在如下三个层面。

其一，“精明增长”是一种将城市空间扩展融入

区域整体生态体系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

协调思想［17］。具体而言，“精明增长”倡导保护和改

善自然环境，保护农田和开放空间，这对于促进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即在推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时充分考虑老年

人对于宜居环境的健康需求，通过可达性的绿色交

通步行系统、人性化的混合用地模式缩减老年人的

交通距离，提高老年健康服务的可及性，继而推动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老龄文明”社会新风尚。

其二，“精明增长”是一项与城市蔓延针锋相对

的城市增长管理政策［17］，致力于构建有序、高效的

城市架构，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同发展。

这意味着在发展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时，需要通过科

技创新和精益管理等手段，优化服务流程和规模，

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应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搭建

更加高效且可持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满足老年

群体多层次的健康服务需求，促进老龄事业的长足

发展。

其三，“精明增长”是一种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的基础上控制城市蔓延扩展、保护生态环境、服务

于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提

高的发展模式［17］。这启示我们在建立健全老年健

康服务体系时要注重社区层面的老年健康服务供

给，不仅要将社区视为居住场所，而且应将其视为

促进健康和福祉的工具；尽可能对现有社区进行

再投资，更有效地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和交通选择，

即注重社会公正与包容性，通过创建紧凑型发展

和混合用途社区整合一系列住房和商业服务，以

为各种收入水平的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这也为

老龄群体加强社会参与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满足老年人精神层面健康需求的同时，也促进

了社会和谐。

四、启示与借鉴：四个维度

“精明”发展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精明增长”在人口、经济、环境如何协同发展

上体现出极高的适用性与实用性，其蕴含的思想内

容在中国政府实施的老年健康服务各项举措中已

初现端倪。例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发

布的《关于开展示范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

作的通知》（国卫老龄发〔2020〕23号），明确提出开

展2023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以

扎实推动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而言，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创新，破解体制机制

障碍，努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健康老龄化工作

稳步推进，积极老龄观逐渐深入人心［18］。本研究经

辩证思考与实践梳理，结合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三大

基本要素——理念、参与主体、服务支持网络，提出

在“文化、体制、机制、基础建设”四个维度上发展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并形成科学策略。

维度一，在文化上全社会要积极探索构建“老

龄文明”的话语体系，即用“老龄文明”这一创新理

念指导发展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再将老龄化视

作问题来应对，而应突出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适

应度［8］。其一，价值肯定层面，重视老年人在社会中

的地位、贡献和价值，促使老年人认清个人价值，积

极参与社会；其二，文化态度层面，在全社会营造尊

重、支持、关爱老年群体的人文关爱环境，即在关注

老年人身体健康需求的同时，注重其精神层面的健

康需求。具体措施如下：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

任人”的意识；普及健康知识，促使老年人在全生命

周期不同功能状态下维护自身健康；在老龄阶段来

临前为晚年生活做好各方面储备，例如经济、健康

知识与能力等；在老龄阶段可根据实际功能状态，

按需接受健康服务并争做活力老人，鼓励老人在社

区建设、社会公益服务等方面发挥力所能及的力

量；开展主题宣传教育，以各级各类老年教育机构、

社区服务机构、老年协会、城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医疗卫生机构、文化体育场馆等为主阵地，开展经

常性健康教育活动；加强全年龄群体对于环境影响

健康的认识，统筹各方主体需求，鼓励全体社区居

民积极参与社区环境建设，消除代际分歧，促进社

会融合；注重老年群体的诉求表达，在提供健康服

务时，根据老年人的意愿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健

康服务，以体现老人的主体性和选择权，让老年人

感受到尊重和关爱。

维度二，在体制上首先需加强顶层设计，强化

通用型包容型的设计理念，将适老化标准嵌入各

类政策制度中，即在“老龄文明”创新性理念的指

导下，进一步完善与老年健康服务密切相关的医

疗服务制度体系，构建大健康服务体系，推动构建

社会凝聚制度体系，建立健全互助养老机制，最终

促进社会和谐［19］。其次，要推进各类政策制度的

协同配套建设。例如推进老年健康服务制度与老

年社会保障制度、老年友好城市规划制度等的协

同配套建设，以推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组织形

式、服务模式、技术创新等各环节向着适应人口老

龄化方向发展。

维度三，在机制上应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在

明确我国政府、市场、社会的责任定位和家庭、社

区、机构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类老年

健康服务参与主体的作用，以提高体系运行效率，

节省服务成本。具体而言，首先家庭和社区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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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主要面向健康自理型、半失能老年人，通过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社区长者日托服务，让其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和照料服务的双重保

障；而在机构层面，应主要面向完全失能老人，为

其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其次，需在国家、

省、市各级层面构建量化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评

价指标体系，对老龄化相关工作进行考核，以此提

高整个体系的服务运行效率，并加大对服务不足

地区和单位的督查和考核力度，促进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维度四，在基础建设上应构造综合全面的老年

健康服务支撑网络，积极打造全龄友好环境，促进

老年友好社区和老龄友好城市建设。首先要在城

市区划的指导下，优化资源配置，对社区道路设施、

休憩设施、信息化设施等进行适老化及无障碍改

造。即根据老年人生活需求特点改善住房与交通

方式等物理环境，建设有利于老年人健康自主生活

的居住和公共空间设施环境，增强老年健康服务基

础设施的可及性。例如因地制宜完善公共交通系

统，减少老年人的出行距离；创建城市 15分钟健身

圈等共享健康空间，促进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大

力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20］。其次，积极应用

科技创新技术扩展老年健康服务支持网络，以优化

老年健康服务模式。例如打造“智慧+老年健康服

务”平台［21］，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便捷、智慧的

健康服务。具体措施包括：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

向，开发智慧健康服务产品，拓展老年健康服务内

容；利用多元化信息技术，构建老年人健康大数据

平台，集中管理老年人的健康档案，以实现个性化、

精准化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依托该平台加强老年人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意

识和健康素养。同时加强老年人社交和精神健康

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和社会参与度；普

遍开展城乡社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

研究编制一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培训教材，鼓

励老年人家庭成员、涉老社会组织加强对老年人

的培训；遴选培育一批智慧助老志愿服务团队，深

入社区为老年人提供运用智能技术培训；加强“智

慧助老”公益宣传；老年人自身需积极适应智慧服

务模式，同时可根据自身服务体验主动提出健康

服务优化意见，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总之，笔者认为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应以老

年人的健康为中心、健康需求为导向，由理念、参与

主体、服务支持网络三部分基本构成要素与经济社

会环境融合发展得以形成有机运行的社会系统。

同时明晰建构该体系是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的客

观需要；是为了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的健康需求；

是促进经济与环境绿色、协同、融合发展的重要举

措。在此基础上，基于“精明增长”视角，形成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在文化上积极探索构建“老龄

文明”的话语体系；在体制上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在

机制上提高体系运行效率；在基础建设上打造全龄

友好环境，同时积极探索构建“智慧+老年健康服

务”平台，以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

享的老龄社会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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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elderly health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the“smart
growth”perspective
ZHANG Xinru1，ZHU Ya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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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multi ⁃ level elderly health service
system is not only the concept principle of building an“aging civilization”but also a proper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elderly，and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China’s elderly health service
system，and the value logic of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we formed strategic thinking for sustainable
system development from the guiding perspective of“smart growth”: actively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aging civilization”in culture.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policies，we play a policy⁃ leading
role in the system while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in terms of mechanisms. Based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we will create an age⁃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 elderly health service”platform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favorable situation for the elderly society
where all people participate，builds，and share.

Key words：elderly health service；aging civilization；smart growth；smart elder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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