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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社区户外空间适老化调查及改造策略研究 

韩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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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养老成为了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那么国家可以从居住方面开始入手，开展既有社区适老化

的改造工作，完善社区内的各种系统，如景观系统、环境系统、公共空间等，并给这些系统给予严格管理，使之始终保持最初状态，满足

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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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调查，我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养老成为了社会关注度

最广的一个问题，为自己的养老生活提前做准备。在当前老龄化设

备的背景下，对于许多城市家庭来讲，传统养老方式已经不被大众

所接受，许多老人也不愿进养老院，其子女在忙于工作无法尽自己

的养老义务，导致社会上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为一些老年社区的

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潜在动力。在我国，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是比较

传统的养老模式，但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深与家庭结构的变化，传

统养老模式已经不符合新时期的大众需求，越来越多的老人比较倾

向于社区养老，与其他老人在一起娱乐，虽然此形式丰富了不多数

老人的空闲时间，但却培养起了难以离开故土的心态，更加依赖原

来的生活环境，一旦进行社区改造时，这些老人会反对，影响改革

工作。为此，社区一定要重视起户外空间适老化的改革工作，充分

了解社区老人的居住需求，合理改善社区环境，使社区的养老能力

提升，更好地服务老人。 

一、既有社区的老龄化背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前进速度也来越快，信息技术逐

渐在社会上普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但是，

目前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信息时代已经不适应老年人生活，如

微信支付、扫码坐车等，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针

对此情况，既有社区作为城市的“空巢”区，里面住的几乎都是老

年人，为了能够让老年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对适老化改造工作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构建一个专属老年人生活的社区，更好地服务老

年人。所谓的既有社区，就是在 1998 年房改停止福利分房之前的

住宅小区，建设时间比较长，加之年久失修，其中不具备完善的配

套设施与管理，相对较乱，不太符合老年人的居住要求[1]。基于此，

在新时期背景下，既有社区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适老化的改造工

作，提升社区的环境品质。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既有社区的适

老化改造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关注，导致改造工作迟迟得不到开展，

既无法满足老年群体的居住需求，也影响了居家养老的进度。与此

同时，因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大多数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正在慢慢退

化，对于社会职能与空间需求也在一点点的改变，如生理需求、心

理需求、行为需求以及社会需求等等，需要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

目前，虽然有关部门正在逐渐关注既有社区适老化改造问题，但大

多关注的是老年人的生理需求，认为有些老年人因身体不适而无法

解决自己生活方面的问题，致使适老化改造成为了表面工作，难以

从真正意义上满足老年人的生活要求。为此，有关部门一定要重点

关注既有社区的适老化改造工作，按照老年人的需求来进行，使该

工作开在“点”上。 

二、户外空间的适老化现状 

（一）公共空间滞留性弱 

据调查得知，既有社区的户外空间大多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

如安全性差，缺少活动设备，极大限制了老年人的邻里相处、交往

与社会参与，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居住需求。当前，既有社区的户外

空间具有三个年代的特征，即 20 世纪 60 年代以单位宿舍为主的小

区、七八十年代的居住区以及新时期的商品房，住宅品质肉眼可见

的提升，且公共空间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更加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出行、娱乐，让居住环境更加温馨。但是，面向老年人的交流空间

与活动空间却少之又少，极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住宅小区中普遍年

轻人居多，所建设的各类场所也大多面向年轻人，而老年人却只能

坐在家里晒太阳或者出去“遛马路”等，没有适合的娱乐场所，特

别是一些独居老人，使生活暗淡无味，严重限制了社交范围。 

（二）交通空间安全性差 

目前，既有社区大多为人车混行的交通模式，虽然方便了年轻

人，但却影响到了老年人的出行，缺少纯粹的步行空间，比如，经

常会在小区车行入口广场看到老人带孩子玩耍或者坐在车库聊天、

下棋的老年人，甚至还有因占用停车位而争吵的现象，造成这些情

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老年人缺少交通空间安全性，再加上社区缺

少管理，出现了私自扩建房屋、占用菜园、随意更改商业用房等情

况，导致小区很难形成完整的交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

的出行[2]。 

（三）绿化空间利用率低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生态、健

康的绿化空间也受到了老年人的广泛关注，给居住环境提出了更高

要求。但是实际情况却不以为然，大多数老年人对既有社区的绿化

空间不是很满意，除一些小规模的小区缺少绿化空间外，许多新型

小区都配备了完整的绿化空间，同时还有健身、娱乐的场所，给小

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空间。即便如此，还是存在着设计、经济、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在一些绿地空间中覆盖草坪，并且周边比较稀

松的区域也种植了一些树木，导致人员无法进入，更无法对这些树

木进行定期的浇水、维护，最终导致这些树木因长期缺乏管理而成

为了枯枝烂叶，影响了整个绿地空间的美观。 

（四）无障碍空间理念缺失 

在社会中，无障碍设计已经普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目的是

方便残障人士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的出行，满足这类人群的多

样化需求。住宅小区也是如此，虽然无障碍设计成为了保证来年人

室外活动安全性的有效措施，但是既有社区却缺少这方面的常识，

未能在社区中开展无障碍设计，甚至室外环境还出现了破损，如出

入口、路缘、广场边缘等高差处存在着坡道损坏严重的情况，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活动及出行，降低了出行安全性。另外，

还有一部分社区虽然加建了无障碍升降台，方便坐轮椅的老人上下

楼梯，但是却因为管理问题而荒废，使得带孩子和坐轮椅的老人出

门极不方便。与此同时，既有社区还出现了公共活动场所铺地不平

整、无轮椅辅助设施等问题，对于地面的铺设也只是采用的小块面

砖，经过长时间的踩踏，导致地面表面凹凸不平，会经常积水，使

地面变“软”。除此之外，由于人们对盲道的认识不足，会经常性

地出现一些停车占用盲道、盲道破损无人修补的情况，让盲道被迫

失去了交通指引作用，成为了残障人士与行动不便老人安全出行路

上的绊脚石，容易影响人身安全[3]。 

（五）节点空间设置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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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户外空间来讲，必须设置步行空间，并且节点距离也要控

制在 10 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如每 20 米设置一个公共座椅，这样能

够让老年人有足够的休息缓冲空间，避免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目

前，虽然既有社区中设置了许多公共座椅，但是多数老人出门仍然

选择自己带板凳，也可能是老年人的习惯，最终导致这些公共座椅

被闲置在偏僻阴冷的支路旁，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公共资源。另外，

既有社区中的桌椅设施也不合理，在平常，桌椅的材质、形态、围

合性等一些细节化设计都能体现出对老年人的关怀，但是既有社区

中大多都是冰冷的石墩，使一些身体有问题的老人望而却步。在此

基础上，既有社区还缺少足够的公共厕所，让一些老年人在出门前

“不敢喝水”，降低了便捷性。 

三、既有社区适老化的需求 

（一）身心健康需求 

基于目前情况看，由于老人身体出现了老化现象，加剧了社会

的人口老龄化，让保障老人安全成为了社区更新的首要工作。在居

住方面，住区外部空间的安全会直接决定着老人是否有足够的信心

与积极性去参加户外活动，与其他老人一起娱乐，给无聊的生活增

添色彩[4]。另外，对于老年人来讲，其在心理健康方面具备着归属

感、邻里感、安全感等需求，因为大多数老人都有原家安居的需求，

喜欢住在熟悉的环境里，加之邻里之间的关怀照顾，让老人对这种

环境产生依赖感与归属感，缓解自己对周边环境的不适应，快速适

应新的生活环境，参与到娱乐活动中。 

（二）交往娱乐需求 

邻里之间的交往是建立老年人归属感、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方

式，能够帮助老年人快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与邻里之间构建良好

关系。然而随着老年人社会角色的转变，加之其子女的工作原因，

经常会产生自我怀疑的失落感与孤独感，时常会一个人发呆，无事

可做。要想解决此问题，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是最好的手段，能够

让老人学会分享，分享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文化认知，给自己的生活

增添乐趣。此外，既有社区还可在公共空间内设置丰富多彩的娱乐

活动，比如象棋、广场舞、简单的健身器材等，来吸引老年人的注

意力，使之积极参与娱乐活动，满足自己的多样化需求。 

（三）精神文化需求 

除最基本的身心健康与交往娱乐需求外，还需要关注老年人的

精神文化需求，主要指的是对历史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

需求，那么既有社区一定要充分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在设计住

区的公共空间时，必须要在其中加入空间文化属性，给老年人给予

精神上的慰藉，使之快速适应新环境。 

四、居住社区公共空间适老性的改造策略 

（一）安全、无障碍的步行环境 

①住区外部空间人车分流 

现如今，因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社区适老化成为了老年人重

点关注的安全问题，也是适老化改造的基本要求，那么既有社区一

定要重点考虑安全问题，将老年人的安全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

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安全、无障碍的步行环境，满足老年人的多样

化需求[5]。在此过程中，既有社区完全避开人车人流是不可能实现

的，但是一定要尽量避开人行流线与车行流线，分时间段进行交通

管制，并且在住区进出口设置停车场，将车流路线进出重新规划，

但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避开人行线路，将车行道与人行道分开，然

后再限制车辆行驶的速度，在道路上画斑马线、安装减速带，路边

增加绿化带等，使车辆不会对人身造成威胁。 

②完善步行环境中的无障碍设施 

对于老年人来讲，其几乎都是通过不行来完成日常活动，且活

动范围也逐渐缩小至社区，同其他老人一起活动、散步，来完成一

天的运动量，锻炼自己的身体素质。那么在建设适老化的社区时，

有关部门一定要在社区内设置步行系统与无障碍设计，对原有的步

行系统重新规划，在不破坏原来步行系统的基础上多增加一些无障

碍设计，并拓展其的宽度，达到轮椅能够通过的尺寸，极大方便了

残障人士的出行，减少其出门的烦恼。此外，有关部门还要在社区

内设计无阶梯场地，给住宅出入口、道路路缘石及中心广场等一些

活动空间新增一些坡道，并在旁边安装栏杆，沿途还要安装一些公

共座椅，供老年人休息，从而保证其的身体健康。 

（二）公共空间场所营造 

①公共空间场所营造 

除外部空间的建设外，有关部门应当在开放共享特质上面下功

夫，尊重老人活动的自由性，先考虑老年群体的需求，再照顾其他

群体的感受，因为既有社区主要是向老年人开放，但是其的公共空

间却比较单一，所以有关部门必须以老年人为主，扩展老年人的户

外活动空间，然后再从心理角度来分析老年人，增强活动的共融性，

让老年人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②增加已有公共空间的交往性 

因受既有面积的影响，一些社区已经无法再增加其他的公共空

间，而现有的公共空间也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居住要求，所以不得不

利用一些“灰空间”来开展既有社区改造工作，增加公共空间的面

积、交往性与共享性，让既有社区更加舒适，老年人生活与活动也

会更加有乐趣，邻里关系也更加融洽[6]。 

（三）安静舒适的景观环境 

在既有社区中，景观环境是外部环境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那么有关部门应当注重对景观环境的改造，完善住区内的景观系

统，如花草树木，来改善微气候，给老年人提供一个舒适的休息与

观赏条件，增加老年人的外出频率，保证身体健康。目前，虽然大

部分社区都有完整的景观系统，但其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中，缺少

硬质铺地，阻碍老年人接触这些景观。基于此，必须要对社区内的

景观展开分层设计，不断丰富景观要素与绿化种类，使景观系统更

加完善，进而给老年人带来赏心悦目的景象。 

结语： 

在我国，主要采用的是以人为本的精神，注重对老年人的关怀，

也逐渐关注既有社区的适老化改造问题，按照老年人的需求对住区

外部空间进行适当改造，以此来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与居住质

量，营造出和谐的社区氛围，达到预期的改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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