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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中日不同社会养老体制制约下的社会养老条件ꎬ以日本机构养老规

模现状和室内空间设计理念为参照ꎬ阐析了适于中国机构养老的规模效应和养老

环境设计理念ꎬ通过分析日本养老机构管理与室内空间设计的关系ꎬ总结适合我国

国情的适老化空间设计思想和指导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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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及对老龄化问

题认识的逐步深化ꎬ发达国家在构建养老居

住模式的探索中不断进行变革ꎬ主要反映在

不同时期的居住建筑法规针对老年人的居住

要求而进行的变革ꎬ以及养老居住建筑建设

方向的变化ꎮ 日本面向老年人的居住建筑法

规经历了从起初的针对高龄、病残老人的住

房改造和老年住宅建设ꎬ转为促进普通住宅

的无障碍化以及带有护理服务功能的老年住

宅建设的历程ꎮ １９６４ 年ꎬ日本在 ６５ 岁以上

人口比例接近 ７％ 时ꎬ出台政策优先向老年

人家庭提供租金低廉的公营住宅ꎻ１９８７ 年ꎬ
６５ 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 １１％ 时ꎬ开始实施

“银发住宅”工程ꎬ提供具备护理服务功能的

老年人专门住宅ꎻ１９９１ 年ꎬ该比例达到 １３％
时ꎬ开始对普通住宅的无障碍化和适老化设

计提出要求ꎮ

一、不同社会养老体制制约下的社会养

老条件

　 　 中日虽同属东方文化范畴ꎬ但由于社会

养老体制的历史背景不同ꎬ造成了目前两国

养老领域明显的差异ꎬ主要体现在社会养老

体系的健全程度上ꎮ 在日本ꎬ每个国民都要

上交各种与养老体系相关的保险金ꎬ如介护

险、养老险等[１]ꎮ 在老年人进入养老阶段

后ꎬ由第三方机构依据老人身体状况的不同

等级ꎬ评定采用何种方式养老ꎬ其养老费用总

额由个人支付 １０％ ꎬ 国家保险基金承担

９０％ ꎮ 而我国养老是以退休金形式发放ꎬ无
论何种方式的养老都要依靠固定的退休金来

支付ꎬ而由国家承担的费用援助只体现在医

疗方面[２]ꎮ 从中日两国在养老方面的显著

差异上可见ꎬ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是我国“银
发时代”的典型特征ꎬ中国老人只能选择适

合自身的退休金养老方式ꎬ因此ꎬ造成了中、
低收入的老年群体对于养老方式问题的畏惧

心理ꎬ同时ꎬ限制了老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余

地ꎮ 中国老龄化特征与许多国家有着显著不

同ꎬ该特征带给老龄社会诸多方面的压力ꎬ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安排两亿老人的养老生

活ꎬ这需要在各种养老方式的成本和价格上

进行调控ꎬ给政府造成很大财政压力的同时ꎬ
也出现个人费用难以承受的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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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养老的健康、生活介护方面已有

介护保险的支持ꎬ实现了通过保险给予半失

能、失能老人居家介护服务的支付ꎬ大大减轻

了非医疗性质的养老护理费用压力[３]ꎮ 而

我国在此领域还是空白ꎬ只解决了医疗养老

问题ꎬ对于需要上门介护的老人需求尚无保

险制度的跟进ꎬ目前我国已开展上门介护试

点的城市有 １４ 个ꎬ相信不久的将来会逐步普

及上门介护保险的工作ꎮ

二、中日机构养老模式定位下的规模效

应对比

　 　 机构养老是社会养老的专有名词ꎬ指为

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
健康管理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服务的机

构ꎮ 它可以是独立的法人机构ꎬ也可以是附

属于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组

织、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的一个部门或者分

支机构ꎮ 如何对养老机构进行模式定位决定

了该机构未来运营发展所产生的规模效应ꎮ
规模效应即规模经济ꎬ规模的增大势必带来

经济效益的提升ꎬ但也不免会因此产生管理

和信息传递上的弊端ꎬ如何在养老模式定位

下协调、平衡规模程度与规模效应之间的关

系ꎬ则显得至关重要ꎮ
日本养老机构的发展建设已呈稳健、快

速的态势ꎬ在模式定位上已由最初的大规模、
集中式向小规模、分散式转化ꎬ并逐渐根植于

社区之中ꎬ通过完善相关服务体系进一步巩

固就近养老模式的重要地位ꎮ 相比之下ꎬ我
国的养老机构建设单纯依靠政府职能远不能

满足日益庞大和复杂的养老需求ꎬ必须调动

养老服务中的社会中坚力量ꎮ 因此ꎬ公办养

老服务之外的民间资本也逐步进入养老服务

领域ꎬ在国家扶持政策鼓励下涌现出各类养

老机构ꎮ
目前ꎬ日本的机构养老大多选择规模在

２００ 张床位以内的小型化介护模式的老人公

寓ꎬ并在城市中以散点状分布ꎬ究其原因是:
①雇工方便快捷ꎻ②能够深入到城市社区的

每个角落ꎻ③控制人数保证服务品质ꎻ④建设

周期短ꎻ⑤距离老人原住地及儿女住地近ꎻ
⑥医疗方便ꎬ可就近就医ꎮ 基于以上考虑ꎬ控
制机构养老床位数规模无可厚非ꎬ但养老成

本是中日养老模式的根本性差别ꎬ日本老年

人无需过多考虑养老费用问题ꎬ而我国在无

养老相关的国家强制险前提下ꎬ老年人最关

心的依然是养老费用问题ꎮ 因此ꎬ在研判我

国养老模式发展走向上ꎬ首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费用的降低ꎮ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ꎬ此问题

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即发挥机构养老的规模

效应ꎮ 众所周知ꎬ一个企业只有具备了规模

后才能谈及成本控制问题ꎬ而养老机构所应

具备的规模则主要体现为增加养老床位数量

和提升入住率ꎮ 将养老机构的公共空间设施

对全部老人开放共享ꎬ如康复中心、公共助浴

浴池、图书馆、老年娱乐活动场所等ꎬ这些可

集约化的建设和经营模式将大大降低养老机

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ꎬ在节约建设投

入的前提下提升老年人在机构及大型养老社

区的生活品质ꎬ这是日本模式下的小规模养

老所无法比拟的ꎮ 在养老社区及机构养老未

形成规模的前提下ꎬ则无法谈及多功能养老

服务设施及用房的集约化兴建ꎬ只有提升机

构养老床位规模ꎬ综合配套服务场所才能跟

进投入ꎬ成本的回收才具有可行性ꎮ

三、中日适老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理念对比

１.基于老年群体特征和需求差异的设计理念

在日本ꎬ退休之后的老人如果自身健康

状况依然良好ꎬ通常会选择重返社会继续工

作或参与社会机构组织的各种活动ꎬ以此充

实日常生活ꎬ彰显自我价值ꎬ直到身体健康状

况下降或自主能力丧失ꎬ才会考虑进入养老

机构ꎮ 因此ꎬ日本机构养老的规模通常较小ꎬ
床位数量最多设置在 ２００ 个左右ꎬ重点针对

半失能和全失能老人进行日常的照料和护

理[４]ꎮ 由于老人行动的不自主ꎬ在相关配套

功能环境的设计、适老设施的配置上仅局限

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ꎮ 相比之下ꎬ中国老

人在退休后依然继续承担着重要的家庭责

任ꎬ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对二代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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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和照料上ꎬ通常在脱离对二代子女的家

庭照看责任之后ꎬ才会考虑自身养老的问题ꎬ
而这类老人此时的年龄多在 ７０ 岁左右ꎬ身体

健康状况处于良好、一般或较差ꎮ 基于两国

老年群体的社会角色、价值观、生活模式以及

保险制度等特定因素ꎬ中国养老模式下的适

老建筑室内空间设计更需要考虑对健康老人

养老服务的满足ꎬ如在养老院中设置老人的

娱乐场所、阅读场所、观演场所、聚会场所、健
身康复场所等ꎬ这些功能场所对于健康老人

而言ꎬ是提升养老品质必须具备的功能硬

件ꎬ这种空间设计理念并不适于日本小规模

的养老机构模式ꎬ同时ꎬ由于日本养老机构建

设用地问题ꎬ也无法满足老人如此多的需求ꎮ
２.基于不同运营目标的设计理念

中国的养老机构目前主要的运营目标是

实现对老人的养护ꎬ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

求ꎻ而日本的养老机构将康复融入养老过程ꎬ
以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康复为设计理念

进行空间设计ꎬ尽可能多地设立老人自助活

动训练的场所ꎬ鼓励老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情ꎬ在日常的潜移默化中加强老人的自助

意识和能力ꎬ以此延缓健康老人的衰老ꎬ也使

得半失能老人达到不同程度的身体康复ꎮ 在

这种理念下设计出的适老空间环境对日本老

人的生活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ꎮ 同时ꎬ在
功能空间上也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养老院截然

不同的功能布局ꎮ 在老人居住环境的设计

上ꎬ出现了更多的康复性自助训练的公共场

所ꎬ如坡道、楼顶绿化、活动室、模拟厨房、模
拟超市、模拟心理诊所、走廊交流空间等ꎬ这
些都是鼓励老人通过自助行动来实现自我行

为目标ꎬ在日常的自我训练中实现康复及延

缓衰老的目标ꎬ这些优点对中国养老机构的

空间设计有所裨益ꎬ值得借鉴ꎮ

四、中国机构养老现状和主要问题

鉴于对中日老年群体特征以及养老机构

主要运营目标的对比和阐析ꎬ不难发现中日

机构养老的室内环境设计理念也因此存在很

大差异ꎮ 目前ꎬ中国养老现状是低价位的养

老机构人满为患、一床难求ꎬ而中、高价位的

养老机构却无人问津ꎬ同时ꎬ运营者在低价位

公办养老机构中尝试了多功能设施的建设ꎬ
其结果是亏损运转ꎬ而高价位的养老机构虽

然配套设施齐全ꎬ却入住率不足ꎬ依然亏损运

转ꎮ 低价位的养老机构在室内空间设计方面

单纯依靠压缩老人居住面积来保证建筑使用

率ꎬ以此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ꎬ却降低了养老

服务的品质ꎬ同时ꎬ压缩甚至取消功能配套用

房ꎬ仅以满足老人吃住为标准来谋取利润ꎬ这
将对老人的情感与心理造成严重伤害ꎮ

此外ꎬ我国养老机构目前对失能、半失能

老人的接收存在畏惧心理ꎬ究其原因ꎬ养老机

构管理程序、适老设施及护理人员培训方面

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ꎬ养老制度、标准、法
规的建立滞后ꎬ运营费用与老人养老金收入

不成正比ꎬ医疗保险难以介入老人养老护理

程序等ꎬ这些都是影响养老服务发展的突出

问题ꎮ 解决养老空间及设施的品质问题ꎬ不
仅需要改善适老空间环境硬件ꎬ更重要的ꎬ是
空间设计要迎合老人的心理需求和生活需

求ꎬ在适老空间设计中必须充分把握老人的

生理和心理需求特点ꎬ有针对性地设置功能

性空间ꎬ使老人认为最难实现的生活需求在

养老机构中得以实现ꎬ如助浴、阅读、饮食、卫
厕、户外活动等ꎮ 同时ꎬ提升护理人员对专业

适老空间的理解及护理专业素质ꎬ有效、合理

地利用适老空间及设施为老人提供优质关

怀[５]ꎮ

五、可借鉴的便于管理的适老建筑空间

设计

　 　 养老机构的运营是以管理为基础和保障

而展开的ꎬ同时ꎬ如何管理又是养老空间设计

的重要依据ꎬ设计作为养老机构管理的手段ꎬ
其每一个设计环节都与管理内容和方法有着

密切的内在联系和外在依托关系ꎮ 日本养老

机构的管理和运营是本着适老空间的人性化

思考而展开的ꎬ由此决定适老空间设计的主

旨也是以管理和运营的理念和框架来进

行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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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以老年人日常行为特征为依据的细节设计

日本养老机构的室内空间设计以老年人

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行为特征为依据ꎬ在
仔细分析、提炼、整合不同老人日常行为特征

的基础上进行设计ꎬ并体现在看似不经意且

深入人心的一系列细节设计中[６]ꎮ 廊道是

老人日常通行的必经之路ꎬ也是划分、组织整

个机构空间的重要子空间ꎮ 以该空间的一系

列细节设计处理为例ꎬ在廊道每隔 ６ ｍ 区间

范围内都会设置一处个室卫生间ꎬ便于老人

在通行或散步时能在最短距离内到达ꎬ这种

看似违背常规的功能设计ꎬ正是站在老人生

理特性的立场上加以考虑的ꎮ 此外ꎬ卫生间

门及入户门都被设计为隐藏推拉式ꎬ以此降

低老人开、关门时的动作幅度和力度ꎬ最大程

度地提升老人的行为效率[７]ꎮ
养老机构中的廊道不仅是老人日常通行

的路径ꎬ同时也是老人做有氧运动时必不可

少的步道ꎬ扶手的辅助作用在适老廊道设计

中十分重要ꎮ 在廊道两侧的墙壁上设置助

力扶手ꎬ整个扶手设施贯穿各个空间始终ꎬ
扶手材质为树脂ꎬ颜色多采用温暖的黄色ꎬ
通常设置为上下两排ꎬ 下方扶手高度为

６５ ｃｍꎬ上方扶手高度为 ８５ ｃｍꎬ上下扶手间

距最大为 ２０ ｃｍꎬ以满足不同身高老人的助

力需要ꎮ
养老室内空间环境的可识别性设计也贯

穿在廊道的各个细节之处ꎬ环境的标志系统

体现在色彩标志和设施标志上ꎬ两种标志设

计手法多以相辅相成的形式呈现ꎮ 基于对老

人不同程度记忆功能障碍的考虑ꎬ在服务站、
电梯间等节点区域内铺砌与廊道地面基色不

同的几何铺装(见图 １)ꎬ以铺装色彩变化对

各个功能空间加以区分ꎮ 同时ꎬ在该廊道的

节点区域设置与地面铺装色彩相一致的沙

发ꎬ这一设施标志既发挥了休憩功能ꎬ又最为

立体、直观地强化了老人的空间辨别意识ꎮ
此外ꎬ设施标志也可以是房门旁的植物盆栽、
墙壁上的生活花絮照片、老人的书画或手

工作品ꎬ这些温馨的生活道具在最大程度

上加强了老人对环境的辨识度ꎬ在潜移默化

中加深了老人对养老环境的依存感和归

属感ꎮ

图 １　 电梯与门前铺装所构成的场所色彩标志

２.建筑适老功能空间设计的内外兼顾

如何协调好老人生活空间和附属服务设

施空间的关系ꎬ始终是室内空间规划设计的

重点之一ꎬ两者间的关系处理是构建舒适、安
全的养老设施环境的重要保障[８]ꎮ 以建筑

内部的多功能大厅和洗衣区为例ꎬ鉴于日本

养老机构的规模较小ꎬ床位设置数量有限ꎬ指
定服务对象为半失能和全失能老人ꎬ因此ꎬ日
本养老机构的多功能活动大厅承担着半失能

老人日常活动、餐饮、娱乐、科教等功能[９]ꎮ
大厅内设有木质桌椅ꎬ老人每天的小幅度颈

部和手部运动、科普小知识学习、手工或记忆

康复活动都在此进行ꎮ 多功能大厅交通动线

顺畅、空间开敞、采光和通风良好、功能实用ꎬ
切实满足了高龄者这一特殊人群的日常生活

需求(见图 ２)ꎮ

图 ２　 满足高龄者日常生活需求的多功能大厅

　 　 洗衣空间利用边角空间的 ２ ｍ２ 范围便

可达到使用需求ꎬ通常选择滚筒式洗衣机与

烘干机相组合ꎬ将上部空间作为储藏区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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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ꎬ这种完整、合理的清洁组合可以让清洗

变得更加方便[１０]ꎮ 在公寓式养老起居空间设

计中ꎬ通常把洗衣空间设置在洗浴区ꎬ其好处在

于物品收纳相对更加科学ꎬ既满足各种洗涤用

品、待洗衣服等物件的储藏需求ꎬ又避免了来回

拿取物件的麻烦ꎮ 此外ꎬ洗衣空间与洗浴空间

要相对隔离ꎬ或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ꎬ以做好干

湿分区ꎬ避免水与水雾造成安全隐患ꎮ
在考虑建筑内部功能空间的同时ꎬ也应

对建筑本体的室外功能空间加以巧思ꎮ 日本

养老机构的建设用地面积较小ꎬ不具备外部

环境功能和景观的建设条件ꎬ因此ꎬ在建筑本

体的室外功能空间设计上ꎬ通常利用整个建

筑顶层区域构建户外花园空间ꎬ老人可乘坐

电梯直接到达屋顶ꎮ 屋顶花园的绿化面积与

铺装面积的比例谐调适中ꎬ植物的群落关系

分明、疏密有序ꎬ形成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

生态景观ꎮ 地面铺装采用吸水性能和防滑性

能超群的高级塑板材质ꎬ配以斜面式路缘石、
休息座椅和遮阳设施ꎬ构成集休憩、活动、生
态景观于一体的空中休闲空间(见图 ３)ꎮ 该覆

土式建筑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老年人对地表

绿化空间和户外休闲空间的需求ꎬ科学、合理地

做到了建筑适老功能空间的内外兼顾ꎮ

图 ３　 集休憩、活动、生态景观于一体的空中休闲空间

３.面向护理人员的室内功能空间设计

在养老机构的日常管理中ꎬ护理工作人

员始终承担着照看老人日常生活第一线的重

要责任ꎮ 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工作中要在尊

重老人隐私、维护老人尊严的前提下为其提

供准确、及时的服务ꎬ老人的立场即护理人员

的立场ꎬ护理人员必须时刻以一种与老人角

色互换的心境从事日常的护理工作ꎬ耐心和

认真是必要的职业性格要求ꎬ在此要求的严

格规范下形成高尚的职业操守ꎮ 同时ꎬ护理

人员的身体和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其服务品

质ꎬ护理人员不良的态度或情绪会直接传递

给老人ꎬ从而导致老人的身体或心理出现不

良状况ꎮ 鉴于护理人员在养老服务中的重要

角色ꎬ面向护理人员专用的功能空间人性化

设计也因此变得尤为现实和重要ꎮ 日本养老

机构的护工休息室通常设有可供 ４ ~ ６ 人同

时使用的办公桌椅、收纳柜、更衣柜、洗手台、
单人休憩睡床、小型冷藏箱等ꎬ也会根据需要

设置小型电动炉灶ꎬ以供员工进行日常简单

料理之用(见图 ４)ꎮ 日本设计师客观看待和

思考护理人员与老人之间的关系ꎬ本着对工

作人员的关怀等同于对老人的关怀这一理念

进行护理人员的功能空间设计ꎮ

图 ４　 员工室平面图

　 　 综上所述ꎬ日本养老机构的人性化管理

重在对细节的关注和处理ꎬ适老化设计正是

在宏观设计和微观设计之间探究究竟如何对

老年人生活的空间环境进行适老化设计ꎮ 机

构建筑中的功能分区以及相应的空间设计是

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ꎬ每
一个设计阶段都有不同的要求和体现ꎬ其主

旨即服务于老人日常生活的所到之处ꎬ服务

于养老管理的方方面面ꎮ 目前ꎬ中国各地区

的养老机构已开始借鉴日本养老机构管理与

功能空间适老化设计相结合的这一设计理

念ꎬ其中不乏以日式管理和适老空间模块化

方式进行等比复制的案例ꎬ此举最大程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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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中国养老管理及适老环境设计中的不

足ꎬ这说明日本的养老管理和环境建设模式及

理念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ꎮ

六、结　 语

以日本养老体制下的社会养老条件和机

构养老室内空间设计理念为参照ꎬ相比之下ꎬ
中日在机构养老模式和空间设计理念上存在

显著的差异ꎮ 在对大型养老社区建设投入和

养老品质的客观对比分析中ꎬ结合对中国特

有的社会养老体制现状和老年群体的社会角

色、价值观、生活模式以及保险制度等特定因

素的考量ꎬ集约化的养老机构建设和管理模

式更为适用于中国的养老现状ꎮ 日本养老机

构管理与养老空间设计之间有着密切关联ꎬ
日本养老管理理念和体系是适老室内功能空

间设计的重要依据ꎬ这在指导空间设计宏观

体系和微观细节构建的同时ꎬ也决定了适老

空间设计的主旨ꎮ 在日本机构养老管理模式

下ꎬ无处不体现着对适老空间设计的各种人

性化思考ꎬ设计必须以如何“管理运营”这一

问题为依托ꎬ解决管理内容和运营理念中存

在的问题ꎮ 客观审视中国的社会养老条件和

状况ꎬ借鉴日本适老化空间设计自助养老宗

旨和指导方法ꎬ对建立适于中国养老建筑未

来发展的室内空间设计规划定位体系和模式

大有裨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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