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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老人涌入河池

今年5月，年过六旬的老钟决定去
个山好、水好的地方旅居，一番打听后，
他从广州家中出发，辗转两趟动车和一
趟大巴，抵达广西河池三门海景区。

在当地，像老钟一样外来旅居、养
老的老年人不在少数。韦欣（化名）是
老钟的房东，经营着一栋长租公寓，她
告诉记者，“长寿”的属性叠加养老基建
日益丰富、养老成本更低，当地成为一
大批外地老人的养老选择，“当地公寓
的租客超九成都是外来老人，东南西北
过来的都有”。

在老龄化背景下，像老钟这样的老
年人越来越多，像河池一样被外来老人
带热的小城也陆续涌现。

韦欣认为山好、水好、空气好、当地
长寿老人多，是老人们选择这里的原
因。三门海景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且坐拥规模大、景观奇特的天窗群，被
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世界之窗”，旅游
观赏价值颇高。从宜居和康养属性看，
这里气候宜人，年均温度19摄氏度，负
氧离子含量高，有天然氧吧之称。

旅游康养优势之外，这里的旅居成
本同样吸引人。韦欣介绍，当地房租多
是600元～1500元的范围，家具电器齐
全，拎包即可入住。每位老人每月房
租、水电花费大约1000元，租住在这里
的老人大都自己买菜做饭，“身体健康
不需要长期用药或请陪护的话，来这里
旅居或养老的老人月生活成本3000元
就能搞定，5000元算开销大的了”。

距离三门海40公里之外，河池巴
马县名气更高，凭借颇高的长寿老人数
量，巴马被国际自然医学会认定为长寿
之乡，近年来康养投资项目接连落地，
每年都有一大批“候鸟”人群前来旅游
和养生，生态旅游康养也成为当地主导
产业。

在全市层面，河池于2016年被评
为中国首个地级“世界长寿市”称号，宜
居、长寿属性显著赋能旅游业，地方旅
游和康养业动作频频。

2022年，当地文旅部门提出要将
河池打造为全国康养旅游首选地。
2023 年，河池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50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527.7
亿元，当年河池GDP为1163.43亿元。

今年初，《康养蓝皮书：中国康养产
业发展报告（2023）》发布中国康养可持
续发展20强市和百强县名单，位列其
中的市县都是既有先天生态优势也有
后天康养产业布局。

以位于20强市榜首的黄山为例，
近年安徽聚力打造“大黄山”，一个重要
方向就是发展康养产业，凭借自然环境
和后天康养建设吸引各地老年人，尤其
是相距不远且消费水平更高的长三角
游客群。

康养环境好 生活成本低

降维养老
小城抢食大城“蛋糕”

降维养老或成趋势

“降维养老是一种选择。”中国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学会副秘书长张劲松表示，京沪悄然向
其他城市“疏解”老人的背景是，作为全国最早
一批进入中度老龄化的城市，京沪目前60岁及
以上户籍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均已超27%，城
市养老服务供给面临巨大压力，“因此，不管是
对于大城市来说，还是对于部分大城市的老人
来说，降维养老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当然，客观来讲，目前小城市各方面条件还
比不上一线城市，养老机构从硬件、服务能力方
面距离大城市老年人的需求还有差距。不过，
多位接受采访的研究学者几乎都同时提到，为
老年人降维养老搭建完善的政策体系，提供便
利与支持，已成为部分城市管理者的必然选
择。例如，北京要求，进一步推动养老项目向环
京地区延伸布局。除此之外，北京一些地区也
直接向老人发放现金补贴，以鼓励老人跨城养
老。例如，早在2020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就明
确提出，入住天津、河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养老机构的西城户籍老
人，每人每月可享600元的补贴。与北京类似
的是，上海采取的举措是将长护险结算逐渐延
伸至长三角区域的养老机构。对此，张劲松表
示，在大城市的新政激励下，选择降维养老的老
人将越来越多。

早些年，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被高房
价劝退，将目光投向周边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房
价较低、1小时左右通勤即可抵达位于大都市的
办公楼，也因此得名“睡城”，地方房地产由此迎
来一波热潮。如上海旁边的昆山、北京旁边的
燕郊、广州旁边的佛山。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家养老
分会副会长郑志刚认为，和“睡城”类似，伴随着
降维养老趋势愈显，大城市旁边的小城也迎来
一波养老产业机遇，甚至有可能成为“养老之
城”。

不同的是，降维养老的中老年人不必每日
跨城通勤，对距离的要求更宽容，对自然生态的
要求则相对更高，有潜力成为大城市周边“养老
之城”的，往往要距离、生态、康养基建兼具。而
地方生态优势具备足够特色的，甚至可以不用
在乎距离，如上文提到的河池。

这对小城是考验也是机遇，当异地养老、降
维养老流行，外地老人涌入，小城如何抓住机遇？

郑志刚建议，具备吸引旅居老人潜力的小
城，不仅要成立养老方面的专业服务机构，面向
长期居住、短期旅居等不同老年群体提供对应
的旅游疗养产品，注重适老化建设，有条件的养
老院、康养基地还应设置专门的医疗机构，及时
应对老年人突发疾病。

与此同时，老年群体的社交需求和感情需
求也应该被重视。郑志刚建议，热门养老地也
要在当地社会打造欢迎外来老人的氛围，帮助
外来老人获得归属感；另一方面，养老机构可通
过加强线上线下亲属沟通渠道，鼓励老人子女
常来探访，让老人身在异地也能较高频率和亲
属互动。

政策方面的推进同样重要。事实上，城里
老人出城享受自然条件更好且更低价的养老服
务，同时缓解城市养老压力，异地养老也被视为
一种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在政策层面得到诸多
支持。

近年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等都在推进
异地养老无障碍化，有城市还为本市区迁往外
地养老的老年群体给予真金白银的补贴。

以京津为例，早在2016年，京津冀民政部
门签署《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2016年-2020年）》，合力破解跨区域老年福
利和养老服务方面的身份、户籍壁垒，形成“一
省两市”养老服务发展新格局。

郑志刚认为，虽然当前异地养老、降维养老
还面临小城医疗条件不及大城市、传统观念对
入住养老院有误解、相关老年福利和养老服务
异地办理不畅通等问题，但一个必然的趋势是，
异地养老、降维养老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多，政策
层面也会给异地养老以更多支持。

对此他建议，当前政策层面对异地养老的推
进，多局限在一定区域，跨区域、长距离的异地养
老多为老年人自发，“未来的话，可能全国统一大
市场，比如北京老人不仅去河北可以享受政策支
持，去云南、广西同样可以享受，老年人自由出行
更方便了，他们养老幸福感也会更高”。

综合时代周报、经济观察报、半月谈等

康养带热一批小城

当前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近3亿、银发
经济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专家预测这一数字在
2035年将破4亿，彼时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将有望
达到30万亿。

银发经济规模空前的另一面，是颇高的养老压
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异地养老也被视为缓解区域
养老压力，提高老年人养老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北京入住普通养老院，月支出动辄七八千元
起步，卧室合住、共用卫浴是常态；拿这个钱到不远
处的河北燕郊，同样的价格可以住进更好养老院。

京津地区，越来越多老人将养老方式从前者转
向后者。从数据来看，河北省正在着力构建环京
24县市区养老核心区，目前京津两地到河北康养
的老年人超过12万人，其中北京9.6万人、天津2.6
万人。

这样的趋势不仅发生在京津，还有香港老人到
深圳、深圳老人到惠州、上海老人到嘉兴、杭州老人
到黄山……

值得注意的是，降维养老其实是异地养老的一
种，异地养老包括旅游养老、度假养老、回原籍养老
等，而降维养老倾向于指向上述异地养老类型中降
成本的类型。

当前选择降维养老群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
大城市活力老人（多指60岁及以上，且身体健康、
活动自如的老人）四处旅居养老，如上文到河池旅
居的老钟，这类群体带旺的多是具备生态优势和特
色的小城，如森林、气温、空气、气候；另一种是城市
老人面对高额养老成本，转向附近小城，花更低的
价格住进更好的养老院。

上述两类老年群体，前者规模显著高于后者。

和大城市相比自然康养环境
更好，与三亚、昆明等传统旅游名
城相比生活成本更低，一批小城正在
凭借更具性价比的异地养老方式出圈。

这些小城生态优势显著，大多坐落
于大城市周边，凭借较高的性价比吸引
大城市老年群体。如香港老人到深圳周
边、深圳老人到惠州、上海老人到嘉兴、
杭州老人到黄山……这种养老方式被网
友形象地称为“降维养老”，不过养老成
本和城市能级降下去了，养老环境和
体验则是升起来了。

伴随着一大批外地老人涌入，
这些小城也迎来一波产业机

会。

游客在山东威海市王家疃村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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