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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浮永梅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田园养老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在陕西省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基于此分析

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而从加大宣传、引入企业等主体加大投资、吸引专业人才等方面进行问题的解决和改善，提升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运

行的效率，并为以后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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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国家养老事业发展要求，实现国家十四五养老事业发

展目标，解决养老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困境，必须关注养老事

业及养老模式。田园养老作为康养养老中的一部分，伴随着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的大力推进，也将在未来养老事业的发展产生新的业态

和新的方向。 

1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陕西省在田园养老模式的发展上采取了多种策略,也打造了一

批田园养老的示范基地,包括杨凌崔东沟村、西安市长安区华家新村

“三友之家”、蓝田耘谷田园综合体、丹凤县田园养老服务中心等。

目前，在政府、社会和机构自身的努力下，已经运行中的陕西省田

园养老服务相关机构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成千上万老年体提

供了优质的养老服务。 

第一，陕西省政府层面给予财政、土地、金融信贷等多方面的

政策支持，为生态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例如,崔东沟村利用

闲置土地和庭院等资源，建设了多种类型的养老模式，如关中小院、

桃源别墅、绿色窑洞等，既促进了养老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乡村

旅游业的发展。 

第二，陕西省养老产业也在不断融合升级，以适应日益增长的

养老服务需求。以崔东沟村为例，该村打造的“田园养老”模式以

田园观光、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等为依托，设置了丰富的娱乐活动

和文化设施，满足了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第三,陕西省田园养老产业发展成效。通过现有田园养老的实践

发现，田园养老模式能够吸引并满足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的田园养

老需求，也在一定程度满足当地老年人在熟悉的田园环境中生活养

老，避免了去其他类型养老机构的高额养老成本，同时也有利于老

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养老适应性。 

2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发展存在的问题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面临一些

挑战，例如资金方面的不足，人才方面的缺失，相关设施方面的不

足等。 

2.1 陕西省田园养老意识不够 

目前，田园养老模型在东部发达地区和省份发展较好。西部地

区相对来说缺乏意识上田园养老的重视和促进，陕西省虽然基于旅

游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田园养老的发展趋势，但实际上也存在较强

的意识不足问题。一是对田园养老的了解不够，很多人没听过，很

多人听过但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整体上对田园养老发的积极性不够。 

2.2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资金投入不足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基于模式本身的特殊性，涉及养老产业与

田园产业的融合发展，这就需要在规划、设计及需求开发和实施方

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目前的田园养老运行中，基于田园

养老模式本身的高成本、低效益、回报周期长等特点，政府再进行

初期的投入之后，很难有其他投资主体的投入，后续资金短缺成为

常态，很难维系田园养老机构正常运转，及基础设是等的建设和完

善。 

2.3 陕西省田园养老运行效率不高 

目前，陕西省的田园养老模式运行机构总量不多，且运行效果

不达预期。一是很多老年人在意识达不到、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不愿意选择田园养老模式，选择田园养老模式的多数为短期行为，

不能成为长期养老模式；二是田园养老机构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缺

乏专业的田园养老管理能力和服务，造成田园养老初期需求的低满

足或不能满意，流失相应的客户。 

陕西省田园养老惠及周边方式效果不佳。很多田园养老产业的

发展要融合当地区域发展，因使用当地土地、空置房屋等各种资源，

甚至在经营方式选择上过于简单或理想化，造成原本要惠及当地居

民及老年人的产业融合目标未能实现，对周边地区经济带动效果不

佳。 

3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宣传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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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前田园养老的发展，发现在政府官方网站、公众号、微

博等各种途径，搜索并查阅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的优势、如今的发

展态势和未来推进方案等信息，几乎不能获得相关度高的信息，仅

有的信息也没有展示田园养老模式目前的运行状况和效果，公众很

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田园养老模式的准确信息，也没有相关工作推

进和工作人员宣传，导致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的普遍了解都较低，

很多人不了解，更不愿意接受该养老模式。 

3.2 投资主体单一化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没有其他投资主

体的参与，加之政府本是资金投入能力有限，造成陕西省田园养老

模式运行过程中资金不足问题更为明显。缺乏其他社会主体或企业

等其他投资主体的参与，政府在投资方式和田园养老服务机构运营

等方面缺乏市场化眼光，造成其收益不佳，投资良性循环无法实现。 

3.3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专业人才缺失严重 

基于各种原因，真正投入养老事业的人才总体上是缺乏的，即

便田园养老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针对运行中的田园养老进行调研发现，只有 10%的管理者等为相关

专业毕业的，尤其基础管理者或者从事基础养老护理服务的人员占

比更小，整体上缺乏专业的养老产业管理及服务人才，导致田园养

老运行管理等过程中不能实现效能最大化，运行效率不高。市场化

企业参与及专业田园养老管理人才的缺乏，无法运用更专业更市场

化的运营方式进行运营，更无法在田园养老运行过程中真正切合当

地居民及当地经济的需求，做到田园养老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惠及

当地经济发展和老年人养老问题的完善解决。 

4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发展的创新路径 

4.1 加大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的宣传，提升老年人田园养老的意

愿 

政府及相关参与者、经营者要加强合作和交流，通过多渠道的

宣传，提升人们对田园养老的了解程度。一是加大官网、公众号、

微博、短视频平台等不同平台的宣传，提升其了解度的基础上，吸

引更多人关注田园养老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作为未来养老的选择

之一。再就是可以进行体验式宣传，提升田园养老的知名度的同时，

让体验者更真切地了解田园养老模式的养老方式，增强未来的选择

意愿。 

4.2 提升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度，加大资金投入 

通过政策优惠和支持等方式让其他社会组织或企业参与田园养

老产业的发展中，与政府共同承担田园养老的投入负担，同时享受

田园养老的收益，不仅 能拿个解决陕西省田园养老的资金短缺问题，

更能运用市场化眼光和思维进行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的运营，提给

运行效率。 

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可以是资金投入方式、可以是

专业管理人才投入的方式，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的方式，吸引不

同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接入，可以增强不同领域的资源，本质上实现

政府投入减少，增强企业投资的目的。当然，政府在此同时，必须

提供足够吸引力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吸引更多企业或社会组织竞争

参与，实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方合作、互利共赢的良性发展。 

4.3 引进专业人才和其他主体，提升陕西省田园养老管理效率 

针对目前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运行过程中效率不佳的问题，可

以加大力度引进专业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运用专业的人是从事专

业的事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是可以从大中专院校直接聘用

专业毕业生加以培养和实践，二是可以从其他相关养老机构借调具

备一定实践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进行管理，提升其管理效率；

三是可以借由田园养老服务机构所在地当地村委会的参与，保障村

民基本权力的基础上实现田园养老模式的良好运行。 

4.4 田园养老模式运行方式的多元化 

陕西省田园养老服务机构也多是基于村庄闲置用地、空置房屋

等现有的农村资源进行的，因此要做好当地经济的带动工作，以及

当地村民的后期发展问题的适当考虑和解决。在运行方式上，可以

政府支持+企业运营的模式，也可以是政府支持+企业+村委会的运

营模式，充分优惠考虑当地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养老方式，尤其是

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养老方式，给予其经济收入的同时，又

能满足其一定的养老需求，更能充分实现田园养老与当地经济的互

助和互动，充分利用周边资源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提

升其田园养老的运行效率。 

结论 

陕西省田园养老模式已经又了一定的探索和发展，但在发展过

程中依然存在知名度不高、资金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缺乏、运行效

率不高等问题，急需在未来的发展中进行问题的解决，并进一步进

行陕西田园养老运行方式的调整，和田园养老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

展，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及公民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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