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5, 12(6), 495-50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5.126068  

文章引用: 占洁.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5, 12(6): 495-503.  
DOI: 10.12677/ar.2025.126068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武汉的案例比较研究 

占  洁 

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7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30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10日 

 
 

 
摘  要 

城中村改造社区作为一种从农村村落演变至城市社区的过渡型社区，一方面由于建成时间短、管理体制

尚不健全等，在发展养老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又具备天然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有利

于整合养老服务资源。因此，本文通过对武汉市4个社区做关于养老服务的深入研究，以期探寻城中村社

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案例比较，本文总结了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优势、劣势、

机会和威胁，以及已有经验与现存问题。最后，本文从养老服务设施、养老服务模式、资源整合、专业

化等角度提出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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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ransitional community that evolves from rural villages to urban communities, there ar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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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elderly care services due to the short construction time and im-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 natural social network of acquaintanc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ducts in-
depth research on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four communities in Wuhan Cit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urban village renovation communities. 
Through case comparis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urban village renovation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experie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s,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Keywords 
Urban Village Renovatio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Case Comparis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切入点，城中村改造

工作近数十年来在全国各地逐步铺开。武汉市于 2004 年启动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是全国最早一批

启动城中村改造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也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如何提

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正在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 
城中村改造社区因其具有城乡混合型结构、“村改居”后形成的独特治理模式、留存的文化认同与

记忆、集体经济组织等，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也展现出不同于一般城市社区的特征。基于以上思考，本

研究旨在通过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探究城中村改造社区在养老服务供给实践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天然

劣势，扬长避短，探寻提升其养老服务供给质量的路径。 

2. 文献回顾 

20 世纪末，相比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西方国家早已初现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担忧。1989 年，

英国卫生部颁布的《社区照顾白皮书》正式将“社区照顾”这一概念引入政策法规中，并将社区照顾

解释为，给因老年、心理疾病、心理障碍或身体及感觉机能障碍问题所困者提供服务和支持，让他们

能够尽可能在自己家中或社区中“类似家庭”的环境下过着独立的生活。区别于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市

场化的机构养老，Ayelet 与 Jenny (2006)认为社区养老为老年人营造了熟悉的养老环境，这既可以促

进老年人就近养老，也可以有效降低养老成本[1]。城中村的出现与发展与中国特有的经济特征、地域

特征等相关，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因此，在国外鲜少有关于城中村的直接讨论，更多以贫民窟、都

市村庄、城市边缘区等概念进行讨论与研究。Jason Corburn, Alice Sverdlik (2017)认为，贫民窟改造有

利于改善居住环境，是保障居民身体健康、均衡城市发展、稳定社区治安、促进经济发展等利国利民

的应为政策[2]。 
穆光宗(1999)提出，社区养老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利用社区提供的服务，依靠家庭、个人和社会资

源形成的一种相对综合的养老模式[3]。城中村改造社区因其“亦城亦乡”的社区特点，在开展社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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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难题。管兵、王虹(2021)提到，“村改居”社区中的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呈多元化，

包括维持养老保险运作的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居委会等，这与纯粹的城市社区和标准的农村

村庄显著不同[4]。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从整体来说，国外学者对于社区照顾、社区养老服务的研

究与实践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对我国的社区养老发展颇具启发意义。但关于城中村改

造的研究，由于国内外经济体制、地域政策差异较大，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道路上应更关注于我

国城中村改造所呈现的本土化特征。 

3. 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比较分析 

3.1.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比较研究法，立足武汉市，共选取 4 个社区作为案例。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

区发展养老服务的主要对比维度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主要资金来源、服务专业性、社会力量参与度等

(见表 1)。本文将通过设置两组对比研究探讨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可实现路径：其一，

通过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对比研究，分析城中村改造社区在发展养老服务过程中存在的独特优

势和天然劣势；其二，通过不同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对比研究，分析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已积

累经验与尚存在问题。本研究所引用资料均来自公开数据资源与本人实地走访调研所得。 

3.2. 案例描述 

3.2.1. 城市社区 A 
城市社区 A 常住人口 6442 人，60 岁以上老人 1333 人。2019 年 11 月，城市社区 A 引入第三方养老

服务机构 M 颐养中心。在 2023 年武汉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中，M 颐养中心获评 5A 级。M 颐

养中心搭建的街道智慧养老管理平台可以实时关注到养老服务对象的健康情况与养老需求。2022 年，城

市社区 A 开展武汉市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的试点，共完成各类养老服务超过 10 万人次。城市社区 A
还与 X 区社区教育学院达成合作，开设街道分校，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了多种类型的课程。2023 年，城市

社区 A 开设同心幸福食堂，老年人不仅可以堂食，还可以享受送餐上门服务。 

3.2.2. 城市社区 B 
城市社区 B 总人口数 5400 余人，60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 1200 余人。2021 年 7 月，城市社区 B 引入

第三方养老服务机构 N 颐养中心，N 颐养中心拥有 44 张床位，目前有入住老人 24 人，护理员 7 人。在

2023 年武汉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中，N 颐养中心获评 4A 级。2023 年，城市社区 B 开展武汉市

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的试点，继续深化智慧养老服务探索。同年，城市社区 B 入选全国“社区慈善实

验”试点社区，探索慈善机制助力社区发展的新路径，X 区慈善总会以社区慈善试点项目为依托和契机

为城市社区 B 赞助了面向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的 5 次免费助浴服务。 

3.2.3. 城中村改造社区 A 
城中村改造社区 A 成立于 2016 年，总人数 2789 人，60 岁以上老人 598 人。城中村改造后，原村集

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制改革成立 S 经贸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Y 区老年大学于城中村改造社区 A 设立

分校点，让老年人老有所学。2021 年，P 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入驻城中村改造社区 A，在 2023 年武汉市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中，P 养老服务中心获评 5A 级。 

3.2.4. 城中村改造社区 B 
城中村改造社区 B 成立于 2007 年，常住人口 8000 余人，仅 65 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 400 人。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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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股份制改革形成 T 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所有村民通过股权量化，全部转

变为 T 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民。2002 年，随着周边大学城建设的开始，城中村改造社区 B 的发展也不

断加快。T 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了多个产业项目，资产规模超 20 亿元。城中村改造社区 B 的 Q 老

年人服务中心在 2023 年武汉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中获评 3A。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between urban communities and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communities 
表 1. 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不同维度对比 

社区类型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主要资金来源 服务专业化程度 社会力量参与情况 

城市社区 A 5A 政府补贴 
自营利润 高 老年大学分校 

第三方养老机构 

城市社区 B 4A 政府补贴 
自营利润 较高 高校志愿服务对接点 

第三方养老机构 

城中村改造社区 A 5A 
政府补贴 
集体经济 
自营利润 

较高 老年大学分校 
第三方养老机构 

城中村改造社区 B 3A 
政府补贴 
集体经济 
自营利润 

较低 第三方养老机构 

4. 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 SWOT 分析：基于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对比 

4.1. 优势 

4.1.1. 社会资本存量丰富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性之一，其在社会中往往表现为组织成员或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组织运转的

互惠规则和成员之间的良性社会关系网络[5]。相较于城市社区，城中村改造社区由传统的农村村落——熟人

社会演进而来，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且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存量在城中村改造社区中最高[6]。一

方面，通过挖掘社会资本存量，激活内化于心的互助传统和社会记忆，重构价值共同体，城中村改造社

区在开展养老服务时便具备了文化助力。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社区依然是一个关系密集单元，内部存

在许多诸如信任、道德等微观机制，这将有效降低社区养老的动员成本。 

4.1.2. 集体经济兼具经济性与社会性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区的经济组织，作为社区的社会资本形式，在社区治理主体治理资源缺乏时，

集体经济组织可通过资金分配来提高治理主体能力。正如蓝宇蕴所指出，在特定时期，非农集体经济正

承担着“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原村落共同体的“社区性”基因紧密相关，兼具社会性与经济性[7]。一

方面，城中村改造后的股东居民因集体经济的股份量化而成为了密切联系的利益共同体，集体经济组织

更强大，他们的福利待遇也更好。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收益将会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社

会福利，正是这种福利待遇和社区的良好发展趋势激发了居民股东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出力，从而使集

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更具活力、资源提供能力更加显著。 

4.2. 劣势 

4.2.1. 传统养老观念根深蒂固 
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养老文化较为传统，且由于城中村改造后原先的村民多分配得多套住宅，子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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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同住一个小区的情况非常普遍，老年人往往会承担起照顾孙辈、打扫卫生等任务，更愿意接受家

庭式养老。城中村改造社区 A 的老年人在访谈中提及：“我和我的孩子们都住得很近，有什么事情都能

很及时的联系到他们。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可以帮他们分担一些事情的，我不想那么早就变成被照

顾的人。而且社区里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以前村湾的熟人，需要什么服务都要花钱买才行，我不太想参与。”

从访谈结果中可以发现，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居民养老观念偏向保守，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采买意愿不强，

对于社区养老的认识有限、接受度不高。 

4.2.2. 养老服务资源有限 
城中村改造社区多位于城区边缘地带，辖区内医疗、高校、志愿服务等资源相较于城市社区更为稀

缺，这在强调构建多元主体养老服务模式的背景下是不利的。依据调研结果可见，城市社区 A 与城市社

区 B 辖区内除街道卫生所以外，均有多所三甲医院、高校，并组建了多支志愿服务团队。而城中村改造

社区 A 辖区内无高校资源，仅有街道卫生所可提供就近的医疗服务，城中村改造社区 B 因临近大学城，

高校资源较为丰富，且辖区内有一所区级老年病医院。城中村改造社区 A 社区书记说道：“我们社区真

的太偏远了，附近没有高校，也没有三甲医院，开展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调度资源很少。” 

4.3. 机会 

4.3.1. 城市更新下的社区养老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城市更新的机会对于城中村改造社区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少子化、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特征逐渐显现，仅依靠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在城

中村改造社区居民不断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得到了转变，这为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社区养老奠定了思想基

础；其次，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向人性化、便利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城中村改造社区以其土

地余量充足、社区建设较晚等特点往往更利于开展养老服务设施的改造升级与全面建设；最后，在老龄

化程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不同层面的多元主体参与成为当下发展社区养老的重要保障机制，这将有助

于城中村改造社区整合多方资源以提升社区养老的服务水平[8]。 

4.3.2. 智慧化养老方兴未艾 
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智慧化的社区养老呈现出强大的发展势能。

例如，2024 年，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汇集了全国超过 40 万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助餐点的点位信息。同年，全国首个政府搭建、市场运作的养老供应链平台“安养链”在武

汉正式上线启动。在实地调研中也随处可见智能化设备在养老服务中的实际应用，如城市社区 B 的 N 颐

养中心通过搭建人工智能平台，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可视化，红外检测、康复辅助机械等设备也都应有

尽有。而城中村改造社区由于资金、信息渠道等原因，在智慧化养老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全民信息

素养不断提升、养老观念日渐现代化的环境中，智慧化社区养老或将成为城中村改造社区未来的重要发

展方向。 

4.4. 威胁 

4.4.1. 乡土文化式微 
城中村改造社区由于空间重构和再组织化，原来熟人社会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新社区内部丰厚

的关系、价值和秩序等制度性资源面临着尚未被充分利用，又在不断流失的境况。如郑中玉、杨静岩(2022)
所言，城中村改造所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团结因素有可能使之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希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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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希望的空间”，应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的现代性价值来推动新型城市社区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9]。
而在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情况并不可观。城中村改造社区 B
的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社区的日常事务非常繁杂，我们并没有对原先的村湾文化有太多特别关注。而

且社区里不仅有原来的村民，还有很多新来的住户和租户，老是强调原来的东西还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

‘融入难’问题。” 

4.4.2. 集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较大 
为适应现代化市场竞争机制，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然而，城中村改造后的集

体经济组织一方面既要承担企业税费，另一方面还要承担社区性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这将导致其运行

负担过重。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虽然为社区内的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养老物质支持，但由于集体经济组

织的分红额度与其经营状况高度关联，各社区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这导致由集体经济组织提供

的养老保障存在保障层次偏低和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其本身存在的身份地位不明确、

管理体制不顺畅、主体权益不平等、特别法人不具体、发展活力不充足等问题[10]，为城中村改造社区养

老服务的发展铺设了较多不确定因素。 

5.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经验与问题：基于 2 个城中村改造社区的案例分析 

5.1. 经验 

5.1.1. 激活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社会资本作为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特殊资源，其包含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规范等要素对推动

社区建设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部分城中村改造社区也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充分培育并利用社区社会

资本对推动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的重要性。城中村改造社区 A 依托原先村落的熟人关系和村

约民俗，建立了志愿服务队和歌舞表演队，其 P 养老服务中心也是由社区的有志居民自发成立养老服务

公司而顺利入驻的。P 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说道：“我就是原来的村民，创办养老服务公司是受我奶奶的

影响，她是在养老院去世的，我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在社区的鼓励下，我和社区里的其他几位有

想法的伙伴一起创办了公司，目的就是让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活得更有尊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5.1.2. 多元主体协同的必要性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系统及子系统间的协调合作，在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主要包

含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居民、物业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只有当其在价值取向、行事逻辑、行

动方案上保持一致，方可实现整个系统的协调互动。近年来，武汉市出台了关于养老设施建设的系列补

贴和奖励政策，对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城中村改造社区 A 联合物业及养老

服务企业为社区老年人打造了“5 分钟生活圈”和“5 分钟应急圈”，提供送餐上门、叫车出行及应急服

务。此外，城中村改造社区 A 积极探索构建“城中村”基层社会治理发展新格局，整合辖区企业资源共

同缔造幸福社区。老年大学、居民自治志愿服务队伍、街道卫生院等均为城中村改造社区 A 开展养老服

务的有生参与力量。 

5.2. 问题 

5.2.1.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笔者在社区的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只能

够为社区内老年人提供较为单一的养老服务，在家政服务、医疗健康、老年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仍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如城中村改造社区 B 在全市大力推进老年食堂建设的政策号召下，依旧尚未建成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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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运转的老年食堂。其次，城中村改造社区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于老年人群体间的异质化认

识不足。城中村改造社区 B 的老年人谈道：“我都七十多岁了，再让我像他们五六十的人一样跳广场舞

肯定不行呀，可是又没有能让我们娱乐的活动。” 

5.2.2. 养老服务模式较为单一 
随着老龄人口规模及社会的发展变化，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不再适用当前的养老需求。2021 年，党

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形成多元主体责任共担、老龄化风

险梯次应对、老龄事业人人参与的新局面。但是，目前在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过度依赖政府的

局面。在对于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养老服务调研中，部分社区表示，政府的补贴和奖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资金来源，而其他的社会力量，如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的参与并不够。一方面，政府主导性过强，未

能给予市场、社区等充足的探索与发展空间，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受挫，社区的自主管理活力受限；另一

方面，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内驱力不足，基层社区事务繁琐，社区养老服务又尚处初步发展阶段，面临

内部正反馈与外部激励的双重缺失。 

5.2.3. 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不充分 
服务资源整合是通过辨别与选择、吸收与配置、创新与调和等方式形成各种服务组合模式，从而最

大化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11]。在城中村改造社区中，部分社区并未充分整合养老服务资源，究其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老年人社会参与保障政策不健全，老年人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发挥，致使养老服务

有效购买力不足，削弱了社区养老服务资源整合效果；二是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层级低，囿于区域资源限

制和协同能力，拉大了区域差距；三是资源整合以基层为主，纵向整合社区及居家养老服务资源，易形

成公共资源垄断；四是社区养老服务性质定位不清，强化了社会资本的短期化行为，不利于业内社会力

量的壮大和发展[12]。 

5.2.4. 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较低 
在对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养老服务调研中，笔者发现，社区工作人员与第三方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并非

都具备养老服务的相关教育和培训背景，多数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而对于更高层次的老年病

预防、老年人心理疏导等需求均无法满足。一方面，城中村改造社区低龄活力老人较多，社会养老服务

采买意愿不强，专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尚未充分显现；另一方面，专业化养老服务资源总体稀缺，而城

中村改造社区则因地理位置、资金、发展规划等更显匮乏。 

6.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6.1. 健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推动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关键环节。首先，政府以及社区

管理者都要着眼当前实际以及未来发展需求，提高对养老服务的认识，做好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战略规

划，预留发展空间。其次，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增加一批具有适老性的运动器材，完善社区内的

无障碍设施，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织密社区养老设施网络，加快构建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最后，

建立健全定期维修保养制度，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活动体验。 

6.2. 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 

第一，政府需要利用政策和经济资源，给予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政策和物质帮助，重点应

在规范、谋划和引导，为社会力量参与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社区要充分调动社区内外资源，整合政

府、社区、企业、志愿服务等力量集结于社区，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应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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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内驱力。第三，坚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需要结合城中村改造社区老年人的

特点以及经济状况，在充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推出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第四，集体经

济组织应当明晰发展目标、调整产业布局、优化管理机制，从而为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

更强大稳定的支持。第五，在积极老龄观视角下，老年人力资源也是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资源，城中村

改造社区具有从村落遗留的紧密社会关系网络，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养老服务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社区归

属感。 

6.3. 整合社区内外、正式与非正式资源 

6.3.1. 内外资源的整合 
社区内外养老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是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首先是对城中村改造社区内部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社区在日常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每位工

作人员的工作特点、性格特点和职业技能，进而实现社区工作人员的高效调配。此外，社区还应密切联

系社区内的居民，了解居民个体的在养老方面的特殊需求，从而实现养老服务的有效对接。同时，还应

注重挖掘社区人力资源，鼓励有志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居民积极干事创业，培育本土志愿服务组织和养

老服务机构。最后，社区需积极与企业、医院、高校等主体保持紧密的联系，构建社区与其他社会养老

资源的有效对接。 

6.3.2. 正式与非正式资源的整合 
基层治理的正式资源主要是体制内的制度化资源，包括镇村干部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等。非正式

资源则是体制外的非制度化或半制度化资源，主要是以小组长和权威人物等为载体、以面子人情关系为

纽带的乡土社会资源[13]。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需要整合正式资源与非正式资源，一方面，城

中村改造社区作为新型城市社区，新增的复杂性治理需求要求引入专业化、行政化的治理主体，在社区

养老服务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丰富为多元主体参与的养老服务模式，需要社区积极联合

各方资源。另一方面，熟人社会所隐含的信息和关系资源也可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资源。城中村改造社区

应当认识到乡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所具备的转换能力和制度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养老服务资源

的存量利用和增量挖掘，推动形成现代社会资本。 

6.4. 推动社区养老服务专业化发展 

6.4.1. 人才培养 
提高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专业水平，关键在人。第一，政府要增加养老人才培养的投入，着

力培养从事社区养老服务方面的专业人才，如在高校增设养老服务专业、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就业补

贴等。第二，加强对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包括对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岗

位培训。第三，深入贯彻积极老龄观，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社区应鼓励有想法、有能力的老年人积

极加入到养老服务工作中，发挥老年人之间易于沟通、互相理解的优势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相关服务

工作。 

6.4.2. 科技赋能 
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必须依赖创新驱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导向鼓励

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和应用，以解决当前养老服务面临的成本高、运营效率低、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14]。
当前，数字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应当进一步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供需匹配、服务监管、

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用科技赋能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政府方需要加强政策引

https://doi.org/10.12677/ar.2025.126068


占洁 
 

 

DOI: 10.12677/ar.2025.126068 503 老龄化研究 
 

导、优化科创环境、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企业方则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理念、积极承担社会养老

事业责任，同时需全面提升养老服务参与主体的信息素养，为实现更高水平的智慧化养老奠定基础。 

7. 结论 

随着城镇化发展的日渐成熟，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发展状态也逐步稳定，村民们渐渐适应了新的生产

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又为城中村改造社区提出了新的挑战。城中村改造社区

发展养老服务的基础较差，老年人养老观念传统保守，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突出。本研究分析了城中村

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总结了已有经验与现存问题。 
关于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的研究对于推动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提升城中村改

造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城

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1] Corburn, J. and Sverdlik, A. (2017) Slum Upgrading and Health Equ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

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4, 342.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4040342 
[2] Berg-Warman, A. and Brodsky, J. (2006) The Supportive Community: A New Concept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18, 69-83.  
https://doi.org/10.1300/j031v18n02_05 

[3] 穆光宗, 姚远. 探索中国特色的综合解决老龄问题的未来之路——“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纪
要[J]. 人口与经济, 1999(2): 58-64+17. 

[4] 管兵, 王虹. “村改居”社区养老城乡混合福利体系[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29-43+205.  

[5] 吴晓燕, 关庆华.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J]. 求实, 2015(8): 37-45.  

[6] 杨秀勇, 高红. 社区类型、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20(3): 78-89.  

[7] 蓝宇蕴. 非农集体经济及其“社会性”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8): 132-147.  

[8] 王雅雯. 城市更新背景下老年友好人居环境建设政策的思考[J]. 城乡建设, 2021(16): 44-47.  

[9] 郑中玉, 杨静岩. 线性进化, 还是城市社区建设的新开端?——对村改居社区的再认识[J]. 社会科学, 2022(9): 
159-169.  

[10] 张英洪, 王丽红, 刘雯. “村改居”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调查与思考——以北京为例[J]. 乡村论丛, 2024(6): 3-13.  

[11] 曲绍旭, 郑英龙. 服务资源整合视角下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平衡路径的优化[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0, 22(1): 74-81+107-108.  

[12] 陈宁.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整合的路径研究——以广州“3+X”模式为例[J]. 长白学刊, 2021(4): 127-134.  

[13] 纪芳.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 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J]. 天津行政学院

学报, 2021, 23(1): 76-86.  

[14] 林宝.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内涵、方向及路径[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8(5): 85-92.  

 

https://doi.org/10.12677/ar.2025.126068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4040342
https://doi.org/10.1300/j031v18n02_05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武汉的案例比较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in the Urban Village Renovation Community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Based on Wuha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回顾
	3. 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比较分析
	3.1.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3.2. 案例描述
	3.2.1. 城市社区A
	3.2.2. 城市社区B
	3.2.3. 城中村改造社区A
	3.2.4. 城中村改造社区B


	4. 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SWOT分析：基于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对比
	4.1. 优势
	4.1.1. 社会资本存量丰富
	4.1.2. 集体经济兼具经济性与社会性

	4.2. 劣势
	4.2.1. 传统养老观念根深蒂固
	4.2.2. 养老服务资源有限

	4.3. 机会
	4.3.1. 城市更新下的社区养老
	4.3.2. 智慧化养老方兴未艾

	4.4. 威胁
	4.4.1. 乡土文化式微
	4.4.2. 集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较大


	5.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经验与问题：基于2个城中村改造社区的案例分析
	5.1. 经验
	5.1.1. 激活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5.1.2. 多元主体协同的必要性

	5.2. 问题
	5.2.1.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5.2.2. 养老服务模式较为单一
	5.2.3. 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不充分
	5.2.4. 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较低


	6.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6.1. 健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6.2. 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
	6.3. 整合社区内外、正式与非正式资源
	6.3.1. 内外资源的整合
	6.3.2. 正式与非正式资源的整合

	6.4. 推动社区养老服务专业化发展
	6.4.1. 人才培养
	6.4.2. 科技赋能


	7.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