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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文化构建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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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三角 26 城中 25 城老龄化率超过 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其中 7 城老龄化率超过 30%。

通过文献分析和统计数据，系统考察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特征对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影响。目前区域内养老

机构床位 94 万张，市场化运营机构占比超 70%，但床位平均入住率不足 50%，反映出与地域文化需求匹配

度不足。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的策略建议，包括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培育本土养老服务人才、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等，为推动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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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ension service strateg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Rong Wang#, Jianan Zhu#, Min Liu*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tong, Jiangsu 

【Abstract】Among the 2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5 cities have an aging rate exceeding 20%, 
entering a moderate aging stage, with 7 cities exceeding 30%.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da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urrently, there are 940,000 beds 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 the 
region, with market-operated institutions accounting for over 70%, but the average occupancy rate is less than 50%, 
reflecting insufficient matching with regional cultural needs.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proposals are made for 
building a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ncluding improving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networks, cultivating local elderly care service talents, and innovating service model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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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开放程度最

高的区域之一，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

战。截至 2023 年，该地区"三省一市"老龄人口总量

达 5236 万，占全国老龄人口的 18%，银发消费市场

规模超 1.3 万亿。长三角 26 城养老机构床位数约 94

万张，占全国比例 18%，但平均入住率普遍不足 50%，

凸显了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文化需求之间的显著

差异。深入分析地域文化与养老服务体系的关系，

对于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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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范围 
1.1.1 研究区域界定。长三角地区位于我国东部

沿海，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全域，

涵盖 26 个城市。该区域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创新

能力的区域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

的区域特色。截至 2023 年，长三角地区老龄化程度

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上海、南通、镇江、盐城、

舟山、湖州、绍兴等 7 个城市老龄化率超过 30%，

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从地理空间分布看，沿江沿

海地区老龄化程度较高，内陆地区相对较低。这种

区域分布特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以

及人口迁移密切相关，为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

了重要的区域基础[1]。 
1.1.2 研究对象选取。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核心研

究对象，涉及区域养老服务设施、服务内容、运营模

式等多个层面。数据显示，长三角 26 城养老机构床

位数约 94 万张，市场化运营机构占比超过 70%，每

千人养老床位为 25.6 张，高于全国 17.5 的平均水

平。在服务内容方面，重点关注养老机构运营效果、

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医养结合发展模式等内容
[2]。同时，将地域文化作为考察视角，着重分析吴越

文化在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中的体现，探讨文化传

统、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要素对养老服务体系构

建的影响，为制定适应地方特色的养老服务政策提

供依据。 
1.2 数据收集方法 
1.2.1 官方统计数据收集。长三角地区各级统计

局发布的年度统计公报和专项统计报告构成了核心

数据来源。统计数据主要涉及"三省一市"老龄人口

总量、老龄化率、养老机构数量、床位数等核心指

标。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长三角地区老龄人口

总量达 5236 万，占全国老龄人口的 18%；养老机构

床位数 94 万张，占全国比例 18%；养老服务市场规

模超 1.3 万亿。同时，各城市养老机构运营数据显

示，上海、南通、南京等地的养老床位入住率分别为

43%、50%、48%，全面反映了区域养老服务发展现

状[3]。 
1.2.2 政策文件梳理。政策文件收集涵盖国家和

地方两个层面。国家层面包括《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的意见》等顶层设计文件。地方层面重点涉及《长三

角区域养老一体化池州行动方案（2020-2025 年）》

《上海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等区域政策。

对比分析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标准、服务规范和

发展目标，深入把握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政策的演

进路径和区域协同特点，为构建区域养老服务体系

提供政策支撑[4]。 
1.2.3 历史文献整理。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地方志

书、文化典籍和学术研究成果三类。地方志部分收

录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地方志中关于传

统养老方式、生活习俗的记载；文化典籍整理了《永

乐大典》《江南文化志》等反映区域文化特色的史

料；学术研究成果聚焦近年来关于长三角地域文化

与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专著和论文。这些历史文献

全面展现了长三角地区文化传承脉络和养老文化演

变过程，为深入理解当地养老服务需求特点奠定了

基础[5]。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分析法。献分析法运用于长三角地区

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研究和理论探讨。通过系统整

理官方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民政部门专项统

计数据，掌握区域养老服务发展的基本面貌。对《长

三角区域养老一体化发展规划》《上海市养老服务

设施布局专项规划》等政策文件进行深入解读，梳

理政策演变轨迹和制度创新要点。同时，对已有学

术成果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总结长三角地区养

老服务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为提出具有地域特色

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案提供理论依据[6]。 
1.3.2 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着重从横向和纵

向两个维度展开。横向比较聚焦长三角 26 个城市间

的养老服务现状差异，包括养老机构数量、床位供

给、运营效果等量化指标的对比，揭示区域发展不

平衡现象。纵向比较关注各地养老服务政策的演变

过程，分析不同时期政策重点的转变及其成效[7]。通

过多维度比较，揭示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势

与不足，剖析地域文化差异对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

影响机制，发掘区域协同发展的潜力和路径。 
1.3.3 历史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立足长三角地区

深厚的文化积淀，追溯区域养老文化的历史渊源。

通过解读地方志、文化典籍中关于养老方式、孝道

文化、家庭伦理的记载，挖掘地域文化中蕴含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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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智慧。对《永乐大典》《江南文化志》等历史文献

进行专题分析，梳理吴越文化对当代养老观念的影

响。结合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

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传承与创新，为构建符合地域特

色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历史维度的思考[8]。 
2 结果 
2.1 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特征 
2.1.1 历史文化传统。长三角地区历史文化传统

深厚，吴越文化作为主要文化形态，深深影响着区

域发展。《江南文化志》记载，该区域在春秋战国时

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越文化圈，以精致优雅、

崇文重教著称。从地方志记载看，区域内形成了"耕
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注重家族凝聚力和代际传承。

明清时期，区域内出现了大量善堂、义庄等养老济

困组织，体现了深厚的慈善传统。这种注重文化传

承、重视家族凝聚、崇尚慈善的历史文化传统，为现

代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资源[9]。 
2.1.2 区域价值观念。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价值观

念既有共性又呈现地域差异。区域共性体现在"孝道

为先"的家庭伦理价值观、"和谐共生"的社会价值观

等方面。地方志记载显示，区域内普遍重视尊老养

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独特的养老价值

理念[10]。同时，区域价值观念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

城市地区更注重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农村

地区则更倾向于家庭养老和邻里互助。这种价值观

念的多元性，对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差异化

需求。 
2.1.3 生活习俗差异。长三角地区的生活习俗差

异主要表现在饮食文化、居住方式和社交习惯等方

面。《地方文献汇编》记载，江南水乡地区习惯清淡

饮食，注重药膳养生；皖南山区则偏好浓郁口味，重

视膳食营养。居住方式上，太湖流域多见独门独院

的江南庭院，有利于家庭养老；沿海地区则多见紧

凑型居住形态，更适合社区养老[11]。社交习惯方面，

城市社区形成了茶馆文化、园林文化等特色社交形

式，而乡村地区则保持着庙会文化、宗族文化的传

统。这些生活习俗的差异性，需要在养老服务体系

构建中得到充分考虑。 
2.2 养老服务现状分析 
2.2.1 养老服务供给结构。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

供给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据统计，区域内养老机

构床位 94 万张，市场化运营机构占比超 70%，体现

了市场主体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主导地位。从类型

来看，区域内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结构。数据显示，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覆盖率达 80%，机构养老床位数每千人 25.6
张，高于全国 17.5 的平均水平。医养结合型机构占

养老机构总数的 35%，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53%，显

示出专业化、医疗化的服务供给特征。 
2.2.2 养老服务运营效果。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

运营效果存在显著差异。2024 年长三角康养服务机

构运营力指数数据显示，区域内 TOP50 机构平均入

住率超 70%，而整体平均入住率不足 50%。苏州、

南通、南京位列入住率前三位，分别为 58%、50%、

48%，上海和杭州则分别为 43%和 42%。从运营模

式看，CCRC（持续照料退休社区）、医养综合体等

综合性机构表现优异，运营能力更具优势。区域内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估显示，设施完备程度、专业

人员配置、服务满意度等指标呈现梯度分布[12]。 
2.2.3 区域分布特征。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资源

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截至 2023 年，“三省一

市”养老床位总量达 114 万张，占全国比例 22%，

但区域内部分布不均衡。数据显示，上海、杭州、南

京等核心城市养老机构密度较高，每万名老年人拥

有养老床位数超过 40 张；而部分县级市和农村地区

仅为 20 张左右。从区位特征看，沿江沿海城市养老

服务资源相对集中，内陆地区相对薄弱。城市群内

部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协同发展的

养老服务圈层结构，反映出资源配置的空间集聚特

征。 
2.3 地域文化影响因素 
2.3.1 养老观念的地域差异。长三角地区养老观

念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上海、杭州等大都市

区域养老观念更趋向现代化，接受专业化、社会化

养老服务的意愿较强，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接受度

高达 65%[13]。江南水乡地区则保持着浓厚的传统养

老观念，偏好居家养老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家庭

养老仍是主要选择。皖南山区等传统文化浓郁地区，

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养老以家族互助为主要形式。

这种观念差异深深植根于区域文化土壤，影响着养

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方向。 
2.3.2 服务需求的文化特征。长三角地区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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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求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江南文化的精致与

讲究反映在对养老服务品质的追求上，高品质、个

性化服务需求突出。数据显示，区域内中高端养老

机构入住率普遍高于基础养老机构，品质化、特色

化服务更受欢迎。文化娱乐需求方面，太湖流域偏

好茶道、园艺等雅致活动，沿海地区则热衷戏曲、棋

牌等群体活动。医养结合需求上，传统中医养生文

化深入人心，中医特色养老服务广受欢迎，中医养

生保健项目覆盖率达 85%[14]。 
2.3.3 供给模式的地域适应性。养老服务供给模

式展现出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联。城市核心区采用

紧凑型、多功能的养老综合体模式，满足现代都市

人群的便捷性需求。水乡地区发展"邻里互助+专业

服务"的社区养老模式，融合传统邻里关系网络。农

村地区则采用"村落互助+机构托底"模式，适应乡土

社会特征。从建筑风格到服务内容，均体现地方特

色，如苏州养老机构多融入园林元素，杭州养老中

心重视茶文化体验，南京养老院注重文化氛围营造。

这种供给模式的地域适应性，提升了养老服务的认

可度和满意度[15]。 
3 讨论 
3.1 地域文化视角下养老服务策略研究路径 
3.1.1 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社区养老服务网

络建设应立足长三角地区文化特色，构建多层次服

务体系。在空间布局上，按照"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

"理念，整合现有社区服务设施，打造集日间照料、

文化娱乐、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

突出江南文化特色，将园林景观、茶艺空间等传统

元素融入社区养老设施设计中。强化社区养老服务

与传统邻里互助的有机结合，发挥街坊邻里在养老

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

系，推动养老服务设施与社区医疗、文化等公共服

务资源的共建共享。 
3.1.2 培育本土养老服务人才。本土养老服务人

才培育应注重文化传承与专业技能的统一。设立养

老服务特色专业，将地方文化元素纳入课程体系，

培养熟悉本土文化、掌握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依托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

中医养生保健等特色课程。加强养老护理员职业技

能培训，提升服务人员对地方饮食习惯、生活方式、

方言交流等本土文化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建立养老

服务人才激励机制，完善薪酬待遇体系，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投身养老服务事业。 
3.1.3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养老服务模式创新要

充分融合地域文化特点，打造富有特色的服务产品

（如图 1）。推广"文化养老"理念，将传统文化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养老服务中，丰富精神文化生

活。发展"互联网+养老"新模式，构建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实现养老服务的便捷化和精准化。探索医养

结合新路径，将中医养生文化与现代医疗技术相结

合，打造具有江南特色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发展"
旅居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丰

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 

 
图 1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示意图 

3.2 养老服务区域协同发展策略 
3.2.1 制度保障体系完善。长三角区域养老服务

制度保障体系建设应着眼于一体化发展目标。构建

统一的养老服务政策框架，推动各地养老服务政策

协同对接，实现制度衔接和政策共通。建立跨区域

养老服务补贴通办机制，促进异地养老待遇便捷结

算。制定养老服务机构准入标准统一规范，推动养

老服务从业人员资格互认。完善养老服务监管协作

机制，建立区域性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强化养

老机构信用管理。设立区域养老服务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养老服务创新发展和区域协同[16]。 
3.2.2 服务标准优化。养老服务标准优化应立足

区域特色，推动服务质量提升。制定长三角养老服

务通用标准，统一基本养老服务项目、服务流程和

质量要求。建立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标准体系，规范

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评估。完善养老服务

人员职业标准，统一岗位设置、服务规范和技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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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制定适应地方特色的专项服务标准，如中医养

生服务标准、文化养老服务规范等。推进养老服务

标准化示范建设，形成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标

准化养老机构。 
3.2.3 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资源整合与共享机

制建设应推动养老服务要素高效流动。建立区域养

老服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养老机构床位信息、服

务资源、从业人员等信息互联互通（如图 2）。推动

医疗资源跨区域共享，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养老机

构延伸。建立养老服务人才交流机制，促进养老服

务从业人员区域间合理流动。推动养老服务产业链

区域协同，促进养老服务相关产业集聚发展。构建

区域养老服务合作网络，推动养老服务机构跨区域

布局和连锁化经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图 2  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简图 

3.3 分析局限与展望 
3.3.1 分析局限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存

在几个方面的局限性。数据时效性限制导致难以准

确把握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动态变化，尤其

是老年人口结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等关键数据更

新滞后。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复杂性增加了

养老服务政策制定难度，部分地区的养老服务资源

配置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配。地域文化差异对养

老服务标准化发展形成挑战，难以在保持地方特色

和推进区域一体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养老服

务人才供给不足、专业化水平有限等问题制约着服

务质量提升。 
3.3.2 未来发展方向。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应朝向更高质量、更加均衡的方向迈进。深化

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推动养老服务与区域特色文

化深度融合，打造具有江南韵味的养老服务品牌。

加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

对接养老服务供需，提升服务效率。推动医养康养

深度融合，发展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养老服务新业

态。建立健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养

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区域养老服务均衡发展。

培育发展养老服务新业态，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构建高品质养老服务体系。 
4 结语 
基于地域文化视角构建长三角地区养老服务策

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充分尊重和利用地域文化特征，

是建立适合本地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策略的重要

基础。通过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培育本土养老

服务人才、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等措施，能够有效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促进养老服务均衡发展。未来，继

续加强区域协同，整合资源，将推动长三角地区养

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其他区域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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