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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养老资源配置问题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山东省是我国老年人口第一大省，其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老龄

化程度较深、老龄化问题较突出，养老问题日益严峻，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刻不容

缓。研究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及养老资源配置将为其他省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

题提供借鉴。

基于此，本文选取山东省 1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2000年、2005

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市域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关联特征。

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对新时代下养老资源的内涵进行界定，选取社会保障、生活

服务、医疗保健和文体环境四个一级指标，运用熵权-突变级数法构建养老资源

配置综合评价模型，探究山东省 2020年各地级市养老资源分布情况。基于对老

年人口和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的测算，引入匹配度指数，分析山东省区域养老资

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的适配情况，探索山东省各地级市养老资源配置水平。最

后，阐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为山东省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建言献策。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山东省老龄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进正逐步加深，呈现

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且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第二、山东省养老资源

配置情况总体良好，但不同城市在养老资源配置上存在明显差异，同一城市在不

同资源配置上呈现不均衡特征。第三、山东省区域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

适配性不高，养老资源滞后型城市较多。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资源配置；养老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空间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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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aging process of China's

population has been accelerating,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society. Shandong Province is

the largest province with the largest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

has entered the ageing society earlier, with a deeper degree of ageing and

more prominent ageing problems, and the problem of old-age car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so it is urgent to optimise the allocation of

old-age resources.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resources in Shandong Province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provinces to actively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e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elects 1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municipalities in 2000,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By sorting out relevant theories, defining the meaning of elderly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selecting indicators in four aspects: social

security, living services, health care and cultural and sports environment,

and using the entropy-weighted mutation level method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resource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distribution of elderly resources by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2020.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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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elderly resources, a matching

formula is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matching of regional elderly

resources allocati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explore the level of elderly resources allocation

in each prefecture-level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Finally, the whole

article is synthesized to suggest suggestions for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resourc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firstly, the degree of ageing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over time, show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has a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Secondly,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resources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generally good, 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resource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the same city

shows uneven allocation of different resources. Thirdly,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regional elderly resources alloca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not high,

and there are more cities with lagging elderly resources.

Keywords:Population Ageing; Elderly Resources Allocation; Elderly

Resource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Spati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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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威胁。进入 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加深，

人口红利渐趋消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

达到了两亿六千万人，接近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人口发展阶

段，也是中国将要长期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据社科院预测，到 2030年，中国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

2050年，我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53]，到那时，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将是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将先于现代化。此外，还有不少国际学者也对此做出预

判：“中国的崛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威胁”；“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

国家，将取决于它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5]。

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措施。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程度的加深，对养老资源配置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养老资源供给是否与老龄

化程度适配，关系到养老资源配置的效率，关系到老年人均等获得老年相关服务

的福利水平，二者之间的适配度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然而，目前我国养老

资源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在老龄化快速到来、高龄化时期漫长的情况下，养老资

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日益凸显。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对我国积极

应对老龄化、提高老年群体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山东省老龄化形势严峻，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刻不容缓。山东省是全国拥有老

年人口数最多的省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 2020年，在 11个老

年人口总数超过 1000万的省份中，山东省是唯一一个超过 2000万的省份，并以

每年 100万的速度快速增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 15.13%，高于全国 1.63

个百分点。山东省也是进入老龄社会较早、老龄化程度较深和老龄化问题较突出

的省份，其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对养老、劳动等社会问题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面对

“基数大、增速快、空巢多、寿龄高”的养老需求群体和日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合理配置养老资源迫在眉睫。同时，研究山东省老龄化及养老资源配置也将为其

他省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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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基于统计角度科学地构建养老资源配置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山

东省老年人口分布和养老资源配置情况，测算各城市的适配程度，这一做法为山

东省高效配置养老资源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有助于探究如何改善我国养老资源

配置问题，研究成果能对现有的养老资源配置理论进行有效的补充与完善。

（2）现实意义

山东省目前有限的养老资源配置状况与日益增加的老龄人口相矛盾，已成为

一个突出问题。在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出发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在增强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这

对解决我国基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老龄化程度不一、养老

资源不均衡等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口老龄化和养老资源是统计学、人口学、资源学等学科的重点研究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的成因与对策、养老资源的界定与配置等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

1.3.1 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

（1）人口老龄化成因研究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相继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一直到二十世纪

中期，人口老龄化才被作为人口学问题被学者关注。Valaoras（1950）和 Pichat

（1967）认为人口生育率的降低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Coale（1964）

研究发现，不单单是生育率，死亡率的下降也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医

疗与生物技术的进步使威胁人类生存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寿命得到大幅

度延长。其后，赫曼林（1966）又指出，造成老龄化的原因是人口生育率和死亡

率的降低，其中主导因素是生育率的下降。

随着我国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内围绕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成因分析的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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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越来越多。学者们普遍认为就我国而言，除了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

长（乔晓春等，1999；李建新，2000），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的实施、人口的流

动以及教育的改善等也是人口老龄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姚静、李爽（2000）认为

中国主要是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才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出现。韩璐（2019）针

对老年抚养比指标，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发现导致老龄化的因素包括医疗、教

育、经济社会发展等。吴丹（2017）从经济、教育等多个角度对人口老龄化产生

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晏佳惠（2018）构建面板模型，发现城镇化率、文盲率、性

别等都或多或少的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吴连霞等（2018）和刘涛等（2022）则认

为人口流动是造成中国区域老龄化的重要因素。

（2）人口老龄化对策研究

发达国家先一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他们的养老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比较

健全。英国是第一个提出“老年福利”的西方国家，将养老模式从“医院护理”

向“社区照顾”转变，以减轻经济压力。日本和韩国制定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

关政策，从医疗、雇佣、护理和收入等方面为老年人养老提供了完备的法律支撑。

新加坡采用了中央公积金制度来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并倡导家庭养老和机构

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国内学者提倡从养老政策创新、福利体系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多个视角、

多个层面着手，以发展现代养老服务为手段，强化养老体系建设，减弱人口老龄

化所造成的消极效应。陈良焜和孙来祥（1987）对退休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深入探

讨。黄毅和佟晓光（2012）认为，应该在意识上进行养老观念的转变，并采取联

合国倡导的“积极老龄化”策略，从优化医疗资源和提升老龄产业两个方面入手，

来解决我国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蔡昉（2021）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已是

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应当以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为基础，

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为基础，相关的涉老行业应当是产业政策的优先支持对象。

此外，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只从人口的角度去看，而应该把人

口、经济等综合起来考虑（吴媛媛和宋玉祥，2020；王小鲁，2021）。

1.3.2 养老资源相关研究

（1）养老资源的内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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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资源”是包括养老和资源两部分的新兴复合概念，是随着人口老龄化

和社会福利改革而出现的。资源作为养老的载体，养老行为只能依靠资源来进行。

学界将“资源”这一概念拓展至养老资源的研究中，因为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和看

法存在差异，当前学界对养老资源的界定并不清晰，对养老资源的概念一直没有

一个统一的表述。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养老资源的界定都具有以下三

个特征。

第一，养老资源具有可获得性。中国人民大学穆光宗教授是我国研究“养老

资源”问题的第一位学者。穆光宗（2000）指出，养老资源指的是一切可获得的

帮助老年人养老的资源。纪晶晶（2007）从养老供需角度出发，指出养老资源是

基于老年人需求的、对养老有直接影响的现有资源的和。

第二，养老资源具有效用性。柴效武（2005）重新界定了养老资源，强调养

老资源既指养老金，又指各方养老主体所持有的，可以对养老工作的发展和开办

产生实际帮助的各种资源。赵东霞（2018）以老年群体的分布和需要为切入点，

提出了养老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具有差异性的老年人基于需要而形

成的，可以对老年人自身起到直接影响的，为他们的养老服务提供实际效用的所

有资源条件，包括精神、物质资源。

第三，养老资源具有广泛性。黄乾（2005）指出能够提供养老保障的，或对

养老保障起到作用的东西，都是养老资源，基于提供养老资源主体的不同，又将

其进行了划分。黄秀女等（2015）提出，养老资源是一个多层面的综合概念，其

内涵不仅包括了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个层面，而且还包括了财力、物力和人力

等。

（2）养老资源配置研究

第一，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模型指标选取

对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模型的构建中，少数文献选取单一指标——床位数。例

如，马玉娜和顾佳峰（2015）研究公共养老福利资源配置时，只选取了每万人社

会福利院床位数指标。叶文娟（2018）把“百人床位数”作为衡量区域养老资源

均等化的指标。毕向阳和李沫（2020）从乡镇和街道两个层面，选取了养老机构

床位数这一单一指标研究北京市养老资源配置情况。

绝大多数研究采用多个指标构建养老资源配置评价体系。李燕和伍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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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州市的养老资源配置情况进行了研究，选取了与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机构、养老服务队伍等相关的系列指标。在对城乡养老资源配置的研究中，周

美彤（2021）将老年人的养老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金融资源、机构设施资源、

人员资源。在对农村敬老院资源配置的研究中，包晶静（2021）选取了总投入资

金数额、护理人数、护理费用占比、护理人数占比四个投入指标和服务满意度、

入住老人人数两个产出指标。

第二，供需视角下养老资源配置研究

国外不同国家提供的养老服务的战略是不一样的。英国的社区照护从服务内

容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生活照护、物质支持和医疗护理三大部分。美国政府非

常重视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实行全方位的医疗护理。日本十分重视家庭的养老功

能。总之，发达国家养老资源的供给已经形成了以家庭、政府、社区和机构为主

体的多元保障制度，并且相关研究越来越微观化。例如，Turrell等（1998）通过

对英国老龄院照护服务的调查发现，英国国内以独立照护机构为主，但是大部分

老龄院的照护服务水平较低，无法满足住养老人的特别照护服务需要，且缺少高

能力的专业照护人员，服务标准不清晰。Henderson等（2008）通过对澳大利亚

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社区养老机构的演化进行分析，发现老年人对护理项

目的需要越来越多，护理的需求也越来越复杂，当前养老机构很难做到及时、公

平地为社区中全部老人提供照护，养老机构的规划和建设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

战。

国外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养老资源供给策略，特别是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

实践，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养老资源供给模式，对于中国来说，可以

从中吸取和学习一些有益的经验。国内学者对养老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也做了大量

研究。有基于对全国层面的研究，杜鹏等（2016）基于 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

踪调查数据，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个角度，对中国老龄人口中的养老资源状

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半数以上的老龄人口以养老金和离退休金为主，可供老龄人

口使用的家庭养老资源越来越少，而对社会养老资源的需要却越来越多。有基于

对特定区域的研究，姜向群等（2014）以辽宁省为例，对其进行了抽样调查，研

究了老年人养老资源的供给现状，发现其存在着家庭、社区、政府支持不足等问

题。杨建海等（2018）在分析了农村养老资源的供给状况后，得出结论：尽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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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已经有了基本的养老保险体系，但是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来看，国家所能

提供的养老金都很少，再加上家庭养老保障薄弱、土地保障欠缺，这些都导致了

农村老人的养老资源非常缺乏。还有对特殊老年群体的研究，董玉青（2018）基

于特困老人的养老需求，对河南地区进行了调研，通过分析特困老人享有的养老

资源现状，发现特困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但是国家提供的经济养老

金很难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们享受的养老医疗服务设施也不健全，这就导致

了他们的孤独感问题突出。

第三，空间视角下养老资源配置研究

养老资源在社会公共福利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配置状况直接影响着各地

区的老年人对养老资源的获取情况。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养老资源具有明显的地

域差异。

在大区域研究上，李芬等（2019）系统地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

之间以及区域内各大省会城市的养老资源分配差异，通过基尼系数的测算，发现

我国养老资源倾斜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好的城市，地区内部的养老资源差异更

大、社会公平性更差。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指标，美国的 Horev等（2004）

分别从水平和垂直两方面按地理面积公平性分析了美国过去 30年来各州养老服

务人员的配置情况，发现各州在分配上有显著的差别。

在小区域研究上，赵东霞等（2014）利用两步移动搜索法，研究了大连沙河

口城区内养老资源的区域分布，旨在助力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和促进养老资源空间

协调发展。之后，许昕等（2017）基于同样的方法，对南京养老资源的空间布局

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养老资源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性的结论。

1.3.3 老年人口分布对养老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人口的空间格局

对我国环境、资源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方瑜等，2012）。不少学者致力

于老年人口分布对养老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

吴瑞君（2012）在“六普”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上海市老年人的空间

流动特点，并分析了其在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上产生的影响。季翔等

（2017）提出，要实现对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要从宏观上分析老龄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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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状况，还要在政策的指导下，以微观视角优化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布。景晓芬

（2019）依托 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省域层面研究了我

国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及空间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在地

域上的重新分配将会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养老资源的配置等产生重要影响。

1.3.4 适配度测算方法研究

（1）非空间角度下适配度测算方法研究

范德成等（2016）选取结构偏离系数、结构变化协同系数和结构偏差系数，

量化评估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配度。张丽娜等（2021）

综合分析了我国水资源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转变程度和方向，提出了适

合于计算我国水资源与产业结构高级化适配度的测算指数。孙凯等（2022）提出

了一种基于分块双向式 2DPCA和 ResNet相结合的适配性评价新思路：首先，

利用分块双向式 2DPCA对图像进行局部降维，然后，将其输入到 ResNet中进

行神经网络的适应性评价，最终获得适配性评价模型。

（2）空间角度下适配度测算方法研究

王宏亮等（2021）在新的大数据背景下，综合应用最近邻分析、合作区位商、

核密度估计等空间定量分析方法，从适应、匹配关系角度，对深圳市人口与公共

资源的空间适配性进行了研究。张强（2020）在分析我国老年人口分布动态变化

和健康资源空间分布变化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适配度模型，测算了上海市老年人

口与健康资源的空间适配度。

“耦合”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普遍使用，能较好地量化分析协调、

协同和适配关系。例如，霍影等（2014）就以高技术产业为例，建立高技术人才

培育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耦合评估模型，测算我国不同地区高技术人才培育和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协同匹配度。周建平等（2021）引入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来

测算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医疗资源之间的空间适配情况。

1.3.5 文献述评

国内外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对策等的研究已十分丰富。在发达国家，关

于养老资源的配置问题，研究的时间较长，相关学者的研究更为系统、全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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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国内对养老资源的研究方向已发生转变，由对养老资源概念界定的研究，

发展为对养老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研究。

学术界关于养老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养老模式、养老保障等话题在统计学、

经济学等领域都有讨论。相对以上研究，从资源配置的视角去探究养老资源与老

年人口空间适配性问题，与之相关的研究尚处于成长阶段。并且，在实证研究中，

我们发现目前关于老年人口与养老资源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层面，而

在定量层面上，老年人口分布常被用作影响养老资源配置的因素，却很少有人探

讨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之间的适配度。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

当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时，社会对养老资源的消耗会出现明显的再分配过

程。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随时间和空间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导

致养老资源利用不充分或供给不够量等新问题越加明显，迫切需要对养老资源配

置进行合理优化。

基于此，本文拟从研究老年人口分布和养老资源配置的空间特征入手，分析

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及其与老年人口分布的适配关系，以期全面开发

和有效利用当地养老资源，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1.4.1 主要研究内容

运用空间分析方法，选取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为

研究时间，选择山东省 16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域。参考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基于

新时代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构建养老资源配置体系，并解构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

时空格局，然后尝试从协调视角研究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的适配

度，为推动山东省养老资源高效配置奠定理论基础。

本文共六章。第一、二章为引言和相关理论；第三、四、五章是本文的核心

内容，即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养老资源配置及二者适配关系的研究；第六章

为本文的结论与建议。文章框架如下：

第一章，引言。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回顾相关的研究成果，阐明本

文的研究内容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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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关理论和概念界定。简要说明本文所依据的相关理论，并对人口

老龄化、养老资源的概念进行界定和解读。

第三章，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分析。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剖析山东

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并对省域和市域范围人口老龄化程度进行空间关联分析。

第四章，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综合评价。本章选择社会保障、生活服务、医

疗保健和文体环境 4个一级指标，采用熵权-突变级数法建立养老资源配置评价

模型，探究山东省 2020年各地级市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布。

第五章，山东省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空间适配性分析。基于山东省老年人口

和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分析各市分布特征，并测算二者匹配度，探究山东省各

城市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的适配情况。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阐述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为山东省优化养老资源配置

建言献策。

1.4.2 可能的创新点

新时代下，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养老资源的内涵不断丰富。当

前我国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完善新内涵来评价当前养老资源配置

水平。本文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创新点：

（1）对新时代下养老资源的内涵进行界定和解读；

（2）在养老资源新内涵指导下构建山东省养老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3）基于空间角度研究山东省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适配性，总结适配现状，

为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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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技术路线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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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和概念界定

2.1 相关理论

2.1.1人口老龄化相关理论

（1）人口老龄化概念

人口老龄化一词既指个体生命的老化，又指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个人老化

指的是个体成长和变化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人口群体的老化指的是一定区域内

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改变，老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

或少年和成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小，导致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低的现象，暗示着

人口年龄结构的此消彼长，并且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是可逆的。而在人口

学中，人口群体的老化是人口老龄化最普遍的概念，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前

提。

一个区域的人口由少年、成年和老年人口组成，做到准确划分各类人口的年

龄界限对研究个体生命的老化和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少年人口

一般是指因生理发育不足而不具备工作能力的人群，一般将少年人口的年龄界定

在 15岁以下；成年人口指的是劳动年龄界限内的人口，介于少年人口和老年人

口之间，在国际上通常把 15-64岁划定为成人人口的年龄范围；老年人口指的是

已经达到了老年年龄界限之上，并且已经逐步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人群，联合国等

相关组织对老年人口的年龄界限进行了划分，一种划分标准是老年的年龄界限为

60岁及以上，另一种划分标准是老年的年龄界限为 65岁及以上，其中最通用的

划分标准是 65岁及以上。

人口老龄化能用多种指标衡量。老年人口抚养比定义为老年人口数和劳动年

龄人口（成年人口）数的比值，能够表征老龄化程度和群体年龄结构类型；老少

比定义为老年人口数和少年人口数的比值，可以动态研究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之

间的关系。老年人口系数是老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一种指标，可以直

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老龄化状况。

老年人口系数是当前最通用的度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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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分，联合国给出了以下标准：当老年人口系数小于 %4 时，人口年龄结构属

于年轻型；当老年人口系数的范围在 %7~%4 时，人口的年龄结构构成属于成年

型；当老年人口系数超过 %7 时，就表明该国家或区域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2）人口转变理论

20世纪工业化后，西方国家的人口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由

高水平向低水平转变。对于欧洲人口的发展变化，人口学家进行了规律性的总结。

例如，依据西欧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指出，经济因素特

别是生产力因素在人口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将人

口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原始、中期和现代，初步确立了人口转变理论的

概念。在《人口革命》一书中兰德里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理论。之后，布莱克、汤

姆森等深入探讨和丰富了人口转变理论，使其日益成熟。

人口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高-低”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

较低，人口转变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第二个阶段是“高

-低-高”阶段，生产力得到一定的发展，人口转变特征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

率、高自然增长率；第三个阶段是以较低出生率、较低死亡率及缓和的人口自然

增长趋势为特征的中间阶段，这是人口发展的关键时期；第四个阶段是“低-低-

低”阶段，也是目前许多国家所处的人口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得

到了提高，公民的生活和思想有所变化，生育意愿下降，人口转变具有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征。四个阶段的演变表明，出生率和死亡率持续下

降，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乃至停滞，全社会的人均预期望寿命持续增加，更多的

人进入了老年阶段，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正在逐步深化。人

口发展理论能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老龄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从而为老龄化问题

的研究与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

2.1.2 资源配置相关理论

资源配置就是在特定的地区，按照人们的实际需求，对生产要素所作的科学

分配。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生产要素越来越少，如何科学分配有限的生产要素

就显得尤为重要。资源配置是随着现实情况不断重组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合理

配置养老资源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马克思指出资源配置既要发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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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作用，也不能忽视政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养老资源来说，作为一种公共

服务资源，家庭、社会、政府都应成为养老服务提供的主体，助力养老服务均等

化。

均等化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意味着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能某

种程度地体现出社会公平和正义。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个公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

本权利，人人可获得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必须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缺少

基本公共服务将会干扰市民正常地生活与发展，公民获得均等权力的关键是让基

本公共服务均衡化。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好处是均等化的基本含义。

如今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均等化的实现更加迫切，让全体公民共享社会福

利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改善民生、维持社会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养老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它的均

等化主要是指全体老年人都有获得养老服务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均等的，这里的

均等化指的是“动态的均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不是保障每一

位老人享有一模一样的养老服务，允许因地区的不同而有部分差异。让每一老年

人都能享有养老服务的权力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体现。

2.1.3 空间计量相关理论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项集识别和分辨于一体的空间数据处理

技术，它可以将数据的空间分布可视化，探索空间中各种现象的相互作用机制，

从而揭示出事物或现象的空间规律。

空间相关性分析是 ESDA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可以判断一个变量在空间上

是否存在相关性，并可以确定其相关性的程度。空间相关系数有三种情形，分别

为正、负和零。当系数为正值时，则表明邻近地区之间具有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

并且这种相关性随着系数的增加而增强；当系数为负值时，则表明邻近地区之间

的空间关系具有负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的程度随着系数的减小而增强；当系

数为零时，则表明邻近地区之间没有空间相关性，也就是说变量在空间上是随机

的。

空间相关性分析主要有全局和局部两种分析方法。全局空间相关分析方法以

研究区整体为研究对象，其检验结果可用于判定研究区内的变量是否相关，以及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省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空间适配性研究

14

它们的相关程度，但不能判定研究区内部的集聚情况。局部空间相关分析方法用

于确定研究区域内不同分区单元的空间相关性，可以确定不同空间聚集特征的具

体位置，便于探索关联规律。一般来说，首先对整个研究区域进行相关性分析，

然后使用局部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内的集聚情况。

空间相关性分析常用的衡量指标主要有 Geary指数、Moran指数、Getis指

数等。Geary指标并未考虑空间权重，仅是根据区域有没有相邻来确定的，对其

结果的可靠性表示质疑。因而，大部分关于空间相关性的研究都是采用 Geary

指数和 Moran指数。Moran指标指的是在空间上相邻的区域单位属性值之间的

相似度，而 Getis指标则是通过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运算获得的，其计算结

果与所探究的空间聚集地区的规模具有很强的联系。基于此，本文选取 Moran

指数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空间相关特征。

（1）空间权重矩阵

在当前的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空间权重矩阵是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其

权重值由区域是否相邻决定。 ijW 表征空间 i和空间 j的距离。若 1ijW ，代表两

个研究区域是相邻区域，二者有公共边或者是公共顶点；若 0ijW ，则代表两个

研究区域不相邻，二者没有公共边或者是公共顶点。 ijW 的测算如公式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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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矩阵的合理性在于，一般来说，地理上相邻的地区在人口流动、贸易往来、

资源交换和技术交流等方面的联系更为密切。

（2）全局空间相关性

用 Moran’s I表示全局莫兰指数，代表了空间相邻或空间相近的地区单元属

性值的相似度。通常选取 0.05 的置信水平对全局莫兰指数进行假设检验，若

96.1Z 或 96.1Z ，认为该区域空间具有自相关性。

Moran’s I的取值范围是 ]11[ ， ，若 0I ，表示该研究区域具有正相关性，也

就是说某一地区和与它相邻的其他地区的指标特性相似；若 0I ，表示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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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某一地区和与它相邻的其他地区具有相反的指标特

性；若 0I ，表示该研究区域是随机分布的。 sMoran' I 的绝对值越大，表示区

域空间相关性就越强。 sMoran' I 的测算方法如公式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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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为研究区域总数， ix 和 jx 分别为地区 i 和 j 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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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Z值用于对全局莫兰指数进行检验，如公式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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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为莫兰指数的期望值。

（3）局部空间相关性

全局莫兰指数仅能反映研究区域整体上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的特性以及自

相关的程度，不能进一步判断研究区内局部区域的空间关联性。而局部莫兰指数

可以用于研究局部区域间某一属性在空间上的聚集或分散等情况。局部莫兰指数

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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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I 是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其它符号的含义和公式 2-1相同。当 0iI

时，研究区域空间单元的空间关联性有两种类型，分别是“高-高”关联类型（HH）

和“低-低”关联类型（LL）。“高-高”关联类型说明空间单元自身的指标水平

较高，并且其周围地区的指标水平也较高；“低-低”关联类型说明空间单元自

身的指标水平较低，并且其周围地区的指标水平也较低。当 0iI 时，研究区域

空间单元的空间关联性也有两种类型，分别是“高-低”关联类型（HL）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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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关联类型（LH）。“高-低”关联类型说明空间单元自身的指标水平较高，

但是其周围地区的指标水平较低；“低-高”关联类型说明空间单元自身的指标

水平较低，但是其周围地区的指标水平较高。

局部莫兰指数有两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分别是Moran散点图和 LISA集聚图。

Moran散点图能用来研究全局的空间关联性，能辨别出空间异常情况和局部区域

的非平稳性。不足之处是它在分析某一地区与周围地区间相关关系时，只能定性

研究，无法给出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 LISA集聚图却可以在此基础上定量的对

各区域单元间的具体关联程度进行描述。所以，本文选取 LISA集聚图来进一步

研究山东省老龄化的局部空间相关性。

2.2 概念界定

2.2.1 人口老龄化

基于对人口老龄化内涵、各类型人群划分和老龄化衡量标准的梳理，本文将

人口老龄化定义为总人口中少年和成年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造成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达到或者超过某临界水平时所表现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动态变

化的特征。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出现的一种必然趋

势，用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

2.2.2 养老资源

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物质文化需求由基础性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转变。根据学者们对养老资源概念的

界定，本文认为新时代下养老资源主要是指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所能利用的，既

可以实现全体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的，又可以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的，一切有助于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的资源，包括社会保障资源、生活服

务资源、医疗保健资源和文体环境资源。要成为养老资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

是能被老年人利用，二是可获得，三是能带来养老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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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本章基于对人口老龄化概念的界定，从省域和市域两个角度，探究山东省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分析山

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空间关联情况。

本章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2005年山东省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山东省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5

年山东省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山东省 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并经过计算

和处理。

3.1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山东省是全国老年人口第一大省。相较其他省份，山东省老龄化有自己的特

点，表现为老年人口多、进入老龄化时间早、增速快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山东省 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 1.5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 15.13%，高出全

国 1.63个百分点。与“六普”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加了 5.29个百分点。

同时，山东是唯一一个“七普”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2000万的省份。

在 1990年“四普”时，山东省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只有 6.2%，还没有步

入老龄化社会。但 1995年之后，山东省老年人口数量进入快速增长期。我国在

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山东在 1994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5年山东

省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是 7.43%，五年后占比就超过了 8.12%。进入 21世纪，

老年人口数量仍在持续增加。

2000年至 2020年山东省与全国老年人口系数情况如图 3.1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山东省的老年人口系数波动上升，且每一阶段的老龄化率都高于全国。

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系数高出全国 1.1个百分点，而到了 2020年，则比全国

高出 1.6个百分点，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态势不断加剧。同时，山东省老年人口系

数折线图波动较大，远不及全国老年人口系数平稳，尤其是在大小普查年份。如

山东省老年人口系数从 2009年的 10.4%降至 2010年的 9.8%，从 2019年的 15.8%

降至 2020年的 15.1%。其可能的原因是数据精度差异较大。图中的数据分为三

类：一是每隔十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数据的精度最高。二是 1%人口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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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其数据精度次之。三是非普查年份的数据，该数据的精度较低，因为该数

据是经其他调查数据推算得出的。与其他年份相比，在大普查的前一年，人口数

据的精度通常最低。

图 3.1 2000-2020年山东省与全国老年人口系数

3.2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3.2.1 人口老龄化程度等级划分

老年人口系数指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据总人口数量的比重，联合国以 %4

和 %7 为划分标准，把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

型。

本文在借鉴刘鉴等（2020）对人口老龄化类型划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山东

省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情况，对 4%和 7%的衡量标准进一步细化，将山东省人口

老龄化程度划分为 6种类型：年轻型（低于 %4 ）、成年型（ %7~%4 ）、老年

型初期（ %10~%7 ）、老年型中期（ %14~%10 ）、老年型后期（ %16~%14 ）、

快速老龄化时期（高于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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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山东省各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类特征

为了解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化特征，运用 ArcGIS 软件将老龄化程度划

分为 6个层次，绘制山东省在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 5

个时间节点下人口老龄化类型的空间分布图，如图 3.2所示。

a.2000年 b.2005年

c.2010年 d.2015年

e.2020年

图 3.2 2000-2020年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类型空间分布

由图可以看出，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在时空演变上呈现以下特点：

（1）从时间角度来看，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且呈现加剧趋势

2000年至 2010年，老龄化程度稳步加深。2000年，除东营市为成年型城市

外，山东省其他地级市均已步入老年型初期阶段。2005年，济南市、青岛市、

淄博市、烟台市、威海市、日照市、临沂市由老年型初期转化成为老年型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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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老年人口系数由 2000年的 6.49%增加到 2005年的

9.98%，由成年型阶段步入老年型初期阶段。2010年老龄化程度与 2005年基本

一致，有老龄化类型改变的 3个城市其老年人口系数的变动均在 1%以内。

2010年至 2020年，老龄化进程速度加快。2015年，山东省各地级市均已进

入老年型中期阶段。2020年，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已有部分城市的老年人

口系数超过 16%，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分别是威海市、烟台市、日照市、淄博

市，这四个城市均分布在中部及东部地区，其中威海市老龄化速度最快，五年间

老年人口系数增加了 5.7个百分点。而枣庄市和聊城市仍处于老年型中期，均位

于山东西部。

（2）从空间角度来看，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山东省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在

地域上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

20年来，威海市和烟台市的老龄化程度一直位于山东省前列，也是率先进

入快速老龄化时期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均处于山东省最东部的半岛前段。2005

年，在首先步入老年型中期阶段的七个城市中，有五个城市位于山东东部，两个

城市位于山东中部，而西部地区所有城市此时仍处于老年型初期阶段。截止目前，

山东省仍有两个城市还未步入老年型后期阶段，分别是枣庄市和聊城市，均位于

山东西部。

3.3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3.3.1 全局自相关

采用 ESDA系列空间统计方法对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现象进行

深入分析，探究山东省各地级市间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特征。针对山东省 2000

年、2005 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老年人口系数，计算全局莫兰指数等

相关指标，结果如表 3.1所示，进一步探究山东省市域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动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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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山东省老年人口系数的全局Moran’s I指数

年份 sMoran' I Z 值 P值

2000 0.404 2.662 0.004

2005 0.494 3.350 0.000

2010 0.615 4.066 0.000

2015 0.684 4.280 0.000

2020 0.430 2.918 0.002

山东省总体上老年人口系数的全局莫兰指数在 0.404-0.684 之间，全域空间

相关性均通过检验，说明山东省老龄化一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0年间，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空间相关程度先逐渐增强后减弱，在空间关系上表现为先逐渐

集聚后扩散。

2000年，全局莫兰指数是 0.404，Z值是 2.662，说明 2000年山东省各城市

间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空间上存在较集中趋势。意味着与老年人口

比例高的城市毗邻的城市，其老年人口比例也高；而与老年人口比例低的城市毗

邻的城市，其老年人口比例也低。

2005 年莫兰指数上升至 0.494，并持续上升至 2010 年的 0.615，直至 2015

年的 0.684，表明 2000至 2015这十五年间山东省市域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空间集

聚态势在增强，老龄化程度受城市空间位置影响，两个城市越相邻，老龄化程度

越接近。主要是因为 2000至 2015年间山东省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大于了总人口的

增长速度。

2020年莫兰指数降至 0.430，山东省市域间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性降低，老年

人口系数的空间集聚在下降，说明 2015年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与周围城

市老龄化的相关性减弱，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各城市老年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数量

的增长造成了市域间老龄化差异的增大。

3.3.2 局部自相关

全局莫兰指数只能检测整体分布特征，不能反映山东省各市与其邻近市域的

相似性或者相关性，就此本小结进一步运用局部莫兰散点图，描绘市域间人口老

龄化的空间关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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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年 b.2005年

c.2010年 d.2015年

e.2020年

图 3.3 2000-2020年山东省市域尺度的老龄化程度莫兰散点图

由图 3.3可知，莫兰散点图中大多数点位于在一、三象限，仅有一小部分点

位于在二、四象限，表明总体上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具有空间聚集的特征，这

与上文研究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一致。其中，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 LISA

集聚图如图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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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年 b.2005年

c.2010年 d.2015年

e.2020年

图 3.4 2000-2020年山东省市域尺度的老龄化程度 LISA集聚图

可以看出，2000-2020年间山东省老年人口系数的“HH”和“LL”类型区

域显著，形成了位于山东省东部的以烟台市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HH”类型区

域和位于山东省西部的以济宁市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LL”类型区域。

2000年，青岛市和烟台市呈现出“HH”类型的集聚，说明青岛市和烟台市

不仅自身的老龄化程度较高，其周围的威海市、潍坊市等地老龄化程度也较高，

形成了老龄化的“高值集聚区”。2005年，“HH”类型仅出现在烟台市，济宁

市呈现出“LL”类型的集聚，说明济宁市和它周边的城市老龄化程度均处于较

低水平。2010年，滨州市和聊城市呈现出“LL”类型的集聚，济宁市的空间集

聚类型从“LL”类型演变为“不显著”，说明济宁市与周围城市老龄化的相似

性减弱。2015年，“HH”类型增加了青岛市，“LL”类型有泰安市、济宁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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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均是由“不显著”类型演变而来。2020年，仅有济宁市存在显著的局

部相关性，空间集聚类型为“LL”类型。

3.4 本章小结

本章分析了山东省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五个时间

点上人口老龄化的类型及分布情况，并深入研究了老年人口系数的时空分布及空

间关联特征。从空间分类视角发现，自 2000年至 2020年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目前已有 4个城市进入了快速老龄化时期。基于空间关联角度，山东

省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相关性先逐渐增强后减弱。进一步运用局

部莫兰指数分析发现，山东省形成了位于东部的以烟台市为中心的的相对稳定的

“HH”类型区域和位于西部的以济宁市为中心的的相对稳定的“LL”类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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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综合评价

本章通过构建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模型对山东省各城市养老资源配置

情况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本章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

各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1 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模型构建

4.1.1 构建原则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山东省各地级市养老资源的配置现状，在指标选取、模

型构建的过程中需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

要使评价指标能准确表达养老资源的内涵，就要科学、合理地构建养老资源

配置评价体系。因此，评价体系的构建必须具有客观依据，能以科学视角系统而

准确地解释养老资源的实质。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基础，符合客

观实际，全面反映养老资源的现实。

（2）系统性原则

把养老资源看作一个系统，以系统论的视角进行评价研究。养老资源配置评

价指标的选择要体现养老资源系统的特点，指标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各指

标层级间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此外，构建的指标体系覆盖面要完整，基于文章对

养老资源的界定，能全面反映养老资源各部分的情况，各级指标组成一个完整地

体系。

（3）可操作原则

构建指标体系的目的是进行养老资源评价，不是进行理论探讨。所以，在设

计指标体系时要注意指标的可操作性，这样的评价方案才可以实施。养老资源评

价指标体系要尽可能量化，注意统计口径、整体范围的统一，做到可操作性强，

便于统计分析。

（4）独立性原则

同一层级的各指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他们所反映的养老资源内容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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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不一样的角度体现着养老资源的目标价值。不能采取重复指标，不能采取

交叉重叠指标，避免对同一目标进行重复计算。整体把握纵向层级间的层次有序

性和相同层级间各指标的独立性，使养老资源指标体系具有严谨的层次结构，从

而利于对养老资源进行完整评价。

4.1.2 指标选取

目前，我国养老资源的分类尚未明确，国内学者对养老资源配置指标的选取

各有不同。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出台，

明确指出要促进老年人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权益保障等

统筹发展[54]。赵东霞在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匹配关系时将养老资源分为四

个类别[52]，周美彤将老年人的养老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金融资源、机构设施资

源、人员资源[56]，包晶静选取了四个投入指标和两个产出指标对养老资源配置进

行了详细划分[8]。在查阅了大量有关养老资源的文献后，本文通过对养老资源的

内涵进行梳理，以对养老资源的定义为基础，从老年群体的现实养老需求出发，

选取相关指标，构建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模型。本文基于 2020年山东省各

地级市养老资源数据，选取社会保障、生活服务、医疗保健、文体环境四类一级

指标，分别用符号 DCBA 、、、 表示，并细分为 12 个二级指标，分别用符号

432121 DDBBAA 、、、、  表示，共同构建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指标体系。由于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老年人，所以，在养老资源配置指标中， 1B 至 1D 指的是每万

名老年人所对应的养老资源配置情况。指标体系构建如表 4.1所示。

表 4.1 养老资源配置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符号 二级指标 符号 单位

社会保障 A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A1 人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A2 人

生活服务 B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机构和设施数 B1 个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社会养老床位数 B2 张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服务业人员数 B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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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一级指标 符号 二级指标 符号 单位

医疗保健 C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机构数 C1 个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C2 张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C3 人

文体环境 D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文化机构数 D1 个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文体服务人员数 D2 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D3 平方米

人均享有清扫保洁面积 D4 平方米

社会保障资源是满足老年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资源，其得分反映了老年群体

所享有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指统计期末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养老保险能够为老

年人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指统计期末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包括职工和城乡居民两部分，医疗保险能够有效

防范老年人因病致贫。

生活服务资源是社会养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得分反映了老年群体对社

会服务的享有情况，包括养老机构和设施、社会养老床位、服务业人员。养老机

构和设施包括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养老床位指社会养老机构和设施供老年人

养老的床位，服务业人员指从事服务类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

医疗保健资源是老年人健康养老的基础资源，其得分反映了老年群体享有的

医疗卫生水平，包括卫生机构、医院床位、卫生技术人员。卫生机构包括医院、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医院床位指医院固定实有床位，卫生

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医师及助理医师、药师等卫生专业人员。

文体环境资源是新时代下老年人享有的精神资源，其得分反映了老年群体养

老过程中对环境、人文资源的享有水平，包括文化机构、文体服务人员、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人均享有清扫保洁面积。文化机构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站、博物

馆等，文体服务人员指从事文化、体育类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指居民人均享有的各类公园绿地面积，人均享有清扫保洁面积包括

居民人均享有的机械和非机械化清扫保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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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分析方法

（1）熵权法

为增强指标权重的准确性，本文利用熵权法对养老资源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

进行赋权。熵权法的好处是客观性强，避免了主观意识的干扰，更加符合现实情

况。计算方法如下：

①构建 n个评价对象， k个属性评估指标的合决策评价矩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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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计算第 j个指标分量的差异系数 jg ： jj eg 1

⑥计算得出第 j个指标的熵权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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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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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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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突变级数法

突变级数法是一种有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复杂系统进行评价时，首先，将

目标进行多层次的矛盾分解，其次，基于突变原理按照归一化公式进行计算，然

后，分析目标排列顺序，最后，进行量化运算[38]。相比其他方法，突变级数法既

权衡了各评判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又兼顾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特别适合于多目标

综合评价。归一化公式如表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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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初等突变模型分歧集方程

突变模型 模型 归一化方程

尖点突变 BXAXXXF  24)( 3, BXAX BA 

燕尾突变 CXBXAXXXF  235

2
1

3
1)( 43 ,, CXBXAX CBA 

蝴蝶突变 DXCXBXAXXXF  2346

2
1

3
1

4
1

6
1)(

54

3

,

,,

DXCX

BXAX

DC

BA





4.2 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评价

4.2.1 基于熵权法的权重确定

根据前文的计算方法，测算山东省各地级市养老资源配置的指标权重。采用

熵值法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计算结果保留三位小数，如表 4.3所示。

表 4.3 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A社会保障

（0.128）

A1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0.067

A2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0.062

B生活服务

（0.332）

B1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机构和设施数 0.103

B2每万名老年人拥有社会养老床位数 0.091

B3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服务业人员数 0.138

C医疗保健

（0.236）

C1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机构数 0.087

C2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0.058

C3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0.091

D文体环境

（0.304）

D1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文化机构数 0.035

D2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文体服务人员数 0.145

D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053

D4人均享有清扫保洁面积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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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权重计算结果可知，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模型中，一级指标对配置的

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为生活服务、文体环境、医疗保健、社会保障。

生活服务在养老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的四项一级指标中所占权重超过了 33%，

远大于其他指标，说明在养老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应将着力点放在生活服务上，

生活服务建设好，城市养老资源配置水平将会有较大提升。在养老资源配置的

12项二级评价指标中，指标权重相对较大的有：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文体服务人

员数、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服务业人员数、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机构和设施数、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以及每万名老年人拥有社会养老床位数，上述

指标主要反映生活服务与文体环境，说明了在养老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生活服务

与文体环境至关重要，其对于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4.2.2 基于突变级数法的评价方法

基于突变级数法，对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进行评价，本文模型中一级指标涉

及尖点突变类型、燕尾突变类型和蝴蝶突变类型，其中，燕尾突变类型在生活服

务和医疗保健中均有涉及，而养老资源配置评价得分是蝴蝶突变类型。

图 4.1 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评价突变模型

一级指标 A社会保障包括 2个二级指标，是尖点突变类型，其二级指标相对

重要性排序为 21 AA  ，得分计算公式为：

）3
21(

2
1 AA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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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B生活服务包括 3个二级指标，是燕尾突变类型，其二级指标相对

重要性排序为 213 BBB  ，得分计算公式为：

）4
2

3
13(

3
1 BBBX B 

一级指标C医疗保健包括 3个二级指标，是燕尾突变类型，其二级指标相对

重要性排序为 213 CCC  ，得分计算公式为：

）4
2

3
13(

3
1 CCCXC 

一级指标D人文环境包括 4个二级指标，是蝴蝶突变类型，其二级指标相对

重要性排序为 1342 DDDD  ，得分计算公式为：

）5
1

4
3

3
42(

4
1 DDDDX D 

养老资源配置总指标由 4个一级指标构成，是蝴蝶突变类型，其一级指标相

对重要性排序为 ACDB  ，得分计算公式为：

）543(
4
1 ACDBX 

4.3 养老资源配置评价结果分析

依据综合评价模型测算山东省各城市养老资源配置情况，得到 2020年山东

省各地级市在社会保障、生活服务、医疗保健和文体环境方面的评价得分和排名，

计算结果保留三位小数。山东省各城市养老资源配置得分及排名如表 4.4所示。

表 4.4 2020年山东省各城市养老资源综合指数及分类排名

城市 社会保障 生活服务 医疗保健 文体环境 得分

济南 0.791（6） 0.824（2） 0.916（1） 0.735（5） 0.936（1）

青岛 0.792（5） 0.683（3） 0.815（2） 0.822（2） 0.917（2）

淄博 0.522（13） 0.646（5） 0.745（5） 0.792（4） 0.884（4）

枣庄 0.554（12） 0.588（9） 0.705（6） 0.645（12） 0.859（6）

东营 0.028（16） 0.661（4） 0.662（8） 0.867（1） 0.790（14）

烟台 0.755（7） 0.592（8） 0.270（16） 0.657（11） 0.826（9）

潍坊 0.917（3） 0.376（13） 0.678（7） 0.488（14） 0.8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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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城市 社会保障 生活服务 医疗保健 文体环境 得分

济宁 0.888（4） 0.599（7） 0.772（3） 0.661（9） 0.890（3）

泰安 0.691（10） 0.573（10） 0.637（10） 0.658（10） 0.862（5）

威海 0.317（15） 0.856（1） 0.286（15） 0.795（3） 0.844（8）

日照 0.426（14） 0.519（11） 0.493（12） 0.708（8） 0.823（10）

临沂 1.000（1） 0.171（16） 0.645（9） 0.604（13） 0.789（15）

德州 0.712（9） 0.207（15） 0.390（14） 0.709（7） 0.768（16）

聊城 0.726（8） 0.354（14） 0.765（4） 0.485（15） 0.813（13）

滨州 0.558（11） 0.645（6） 0.487（13） 0.713（6） 0.855（7）

菏泽 0.925（2） 0.483（12） 0.577（11） 0.387（16） 0.820（12）

可以看出，总体上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情况良好，各城市综合得分均在 0.75

以上，但是不同城市在养老资源配置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得分最高城市与最低

城市相差了 0.17。而且，同一城市在不同养老资源配置上也呈现不均衡特征，有

5个城市不同养老资源得分排名差距超过了 10个位次。

从山东省各城市综合指数排名来看，济南市、青岛市、济宁市、淄博市、泰

安市养老资源配置情况较好，其中，济南市、青岛市、济宁市在社会保障、生活

服务、医疗保健和文体环境方面养老资源配置程度相对较好，淄博市的社会保障

资源配置短板明显，泰安市各项养老资源配置不突出，其优势资源不明显。枣庄

市、滨州市、威海市、烟台市、日照市的养老资源配置情况次之，这五个城市养

老资源配置水平总体上较为平均，各类指标得分排名差异不大，不过存在个别指

标资源配置水平较低对养老资源配置均衡造成干扰的现象。其中，威海市的社会

保障和医疗保健、枣庄市的社会保障和文体环境、滨州市和烟台市的医疗保健、

日照市的社会保障养老资源配置水平较低，落后于山东省同期其他城市相应资源

配置水平，五市养老资源配置短板急需提升。潍坊市、菏泽市、聊城市、东营市、

临沂市、德州市总体上养老资源配置情况较差，且资源配置指标存在内部差异现

象。其中，德州市和聊城市在各项资源配置指标上均处于山东省中等偏下水平。

而潍坊市在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上较为优异，在其他资源上则处于较低水平。东营

市、临沂市、菏泽市的区域养老资源配置水平不均衡，东营市的文体环境、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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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菏泽市的社会保障资源配置良好且处于山东省前列，但东营市的社会保障、

临沂市的生活服务、菏泽市的文体环境资源配置得分均为山东省最低值，同一城

市不同方面养老资源配置差距太大，导致三个城市的养老资源综合评分较低。在

今后发展中，三市应着重优化瓶颈指标养老资源，有效提升城市整体养老资源配

置水平。

在社会保障养老资源上，山东省各城市资源配置水平差距较大，社会保障配

置得分较高城市与较低城市间的差值明显。其中，临沂市、菏泽市、潍坊市表现

较为优秀，得分均在 0.9以上，而东营市得分仅为 0.028，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均为山东省最低值，东营市应进一步鼓励群众参

保，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

在生活服务养老资源上，山东省区域资源配置水平差异较为明显。威海市和

济南市资源配置情况较好，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机构和设施数、每万名老年人

拥有社会养老床位数和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服务业人员数均处于山东省较高水平，

形成显著资源优势。临沂市、德州市、聊城市得分较低，临沂市每万名老年人拥

有社会养老床位数、德州市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服务业人员数、聊城市每万名老年

人拥有养老机构和设施数为山东省同期最低值。

在医疗保健养老资源上，山东省区域资源配置水平差异也较为明显，且部分

城市医疗保健内部各项指标水平差异较大，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衡。聊城市的每万

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机构数为山东省最高值，与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和每

万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的较低水平形成鲜明对比。枣庄市情况与之相

反，其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医院床位数的较高值与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机构数和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的较低值差异显著。

在文体环境养老资源上，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水平较为平均，配置情况较好。

其中，青岛市和东营市文体环境资源评价均大于 0.8，在文体环境的各项指标中

表现较为均衡。菏泽市文体环境养老资源配置水平最低，其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文

体服务人员数和人均享有清扫保洁面积远远低于同期山东省其他城市水平，菏泽

市应注重加强文体服务建设，持续改善居住环境，打造适合养老的生态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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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指标选取，运用熵权-突变级数法构建养老资源

配置综合评价模型，测算得到 2020年山东省各地级市养老资源配置的得分及排

名。并进一步分析山东省各市在社会保障、生活服务、医疗保健、文体环境方面

的养老资源配置水平，剖析各市各类养老资源的差异。结果发现总体上山东省养

老资源配置情况良好，各城市综合得分均在 0.75以上，但是得分最高城市与最

低城市相差了 0.17，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差异。此外，有 5个城市不同养老资源得

分排名差距超过了 10个位次，说明同一城市在不同资源配置上也呈现不均衡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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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东省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空间适配性分析

5.1 地理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可以用来表示老年人口或养老资源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将区域

的人口、资源、面积等一同考虑。研究老年人口与养老资源的地理集中度有利于

探究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养老资源的适配情况。

5.1.1 老年人口地理集中度

老年人口地理集中度反映了某一区域内老年人口相对于山东省老年人口的

集中程度，计算如公式 5-1所示。




ii

ii
pop terter

poppop
R

i /
/

（5-1）

式中， ipop 表示某时期 i地区的老年人口数； iter 表示 i地区的土地面积；

 ipop 和 iter 分别表示山东省老年人口数和土地面积。

5.1.2 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

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反映了某一区域内养老资源相对于山东省养老资源的

集中程度，计算如公式 5-2所示。




ii

ii
res terter

resres
R

i /
/

（5-2）

式中， ires 表示某时期 i地区的养老资源量； iter 表示山东省养老资源总量，

iter和 iter 同公式 5-1。

5.1.3 地理集中度类型划分

参考刘睿文等（2010）的分类，山东省城市老年人口和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

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如表 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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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集中度类型

指标 地理集中度 类型

ii respop RR /

小于 0.5 稀疏区

0.5~1.0 均值区

1.0~2.0 密集区

大于 2.0 高密区

基于 2020年山东省省域、市域老年人口数量和养老资源量，按照公式 5-1、

5-2测算各城市老年人口和养老资源的地理集中度，并对地理集中度进行类型划

分，如表 5.2所示。

表 5.2 老年人口与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划分类型

城市
老年人口 养老资源

地理集中度 划分类型 地理集中度 划分类型

济南 1.536 密集区 1.263 密集区

青岛 1.201 密集区 0.876 均值区

淄博 1.234 密集区 1.600 密集区

枣庄 1.098 密集区 2.032 高密区

东营 0.391 稀疏区 1.034 密集区

烟台 0.881 均值区 0.643 均值区

潍坊 0.870 均值区 0.549 均值区

济宁 1.022 密集区 0.859 均值区

泰安 1.045 密集区 1.199 密集区

威海 0.916 均值区 1.572 密集区

日照 0.840 均值区 1.655 密集区

临沂 0.858 均值区 0.495 稀疏区

德州 0.787 均值区 0.800 均值区

聊城 0.914 均值区 1.018 密集区

滨州 0.649 均值区 1.007 密集区

菏泽 1.045 密集区 0.778 均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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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山东省老年人口和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空间分布

利用 ArcGIS 软件，绘制 202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地理集中度和养老资源地理

集中度类型的空间分布图，如图 5.1所示。

a)老年人口地理集中度空间分布 b)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空间分布

图 5.1 山东省老年人口和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空间分布图

可以看出，山东省老年人口地理集中度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位于山

东北部的东营市是老年人口分布的相对稀疏区，而中西部的济南市、淄博市、泰

安市、济宁市、淄博市、菏泽市老年人口分布较为密集。

山东省养老资源集中度格局为中部地区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明显高于东西

部地区。从市域来看，枣庄市的养老资源集中度高于 2.0，属于高密区；临沂市

的养老资源集中度低于 0.5，属于稀疏区；济南市、淄博市、东营市、泰安市、

威海市、日照市、聊城市、滨州市的养老资源分布属于密集区域；青岛市、烟台

市、潍坊市、济宁市、德州市、菏泽市的养老资源分布属于均值区域。

山东省城市老年人口集中度和养老资源集中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性，

并且二者差异较大。其中，老年人口集中度最高的是济南市，最低的则是东营市；

养老资源集中度最高是枣庄市，最低是临沂市。由此可知，山东各地级市间老年

人口分布和养老资源配置的差异明显，且差距大。从上述表格中得知，只有济南

市、淄博市、烟台市、潍坊市、泰安市、德州市这六个城市的的养老资源与老年

人口集中度基本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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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适配分析

5.2.1 匹配度

为进一步了解山东省城市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之间的适配关系，以地理集中

度指数为基础，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构建表征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适配度的匹

配系数 RI（封志明等，2013；关靖云等，2016）。RI 定义为区域养老资源地理

集中度与老年人口地理集中度之比，从本质上来说，它体现了区域内养老资源与

老年人口之间的适配程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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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可以看出，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匹配度系数 RI 可以表示为某一区域

养老资源份额与该区域老年人口份额的比值。

本文借鉴赵东霞等（2018）的分类，将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匹配度划分为

三种类型：

表 5.3 养老资源和老年人口的匹配度划分类型

匹配度数值 表现 类型

RI＜0.75 区域养老资源集聚滞后于老年人口集聚 滞后型

0.75＜RI＜1.5 区域养老资源集聚与老年人口集聚协调 协调型

RI＞1.5 区域养老资源集聚超前于老年人口集聚 超前型

资源滞后型地区与山东省平均水平相比，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适配程度较

差，养老资源配置现状无法满足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急需提高养老资源配置能

力。资源协调性型地区与山东省平均水平相比，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基

本适配。资源超前型地区与山东省平均水平相比，养老资源配置具有明显优势，

对老年群体的资源供给较为充足，城市养老服务具有一定的老年人口承载力。

5.2.2 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类型匹配

计算山东省各城市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匹配度，基于上述对匹配度类型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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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将计算结果分类，具体如表 5.4所示。然后，利用 ArcGIS 软件，将城市匹

配度分类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如图 5.2所示。

表 5.4 山东省各城市养老资源和老年人口的匹配度类型

城市 匹配度 划分类型

济南 0.822 协调型

青岛 0.730 滞后型

淄博 1.297 协调型

枣庄 1.850 超前型

东营 2.642 超前型

烟台 0.731 滞后型

潍坊 0.631 滞后型

济宁 0.840 协调型

泰安 1.148 协调型

威海 1.717 超前型

日照 1.969 超前型

临沂 0.577 滞后型

德州 1.016 协调型

聊城 1.114 协调型

滨州 1.551 超前型

菏泽 0.744 滞后型

由匹配关系图可以看出，山东省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适配呈现区域分异现

象，东部以“滞后型”城市为主，中西部以“协调型”城市为主。

“滞后型”地区有青岛市、潍坊市、烟台市、临沂市、菏泽市，其养老资源

与老年人口的适配度较低，匹配度系数不到 0.75，落后于山东省同期其他城市养

老资源配置水平。养老资源空间集聚滞后于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导致老年群体的

获得养老资源不足，养老问题突出。这五个城市位于山东省老年人口最集聚区域，

老年人口数量多、规模庞大，存在养老资源短缺的问题，急需满足日益增长的老

年人口的护理需求和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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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型”地区在山东省集中连片，有济南市、淄博市、泰安市、济宁市、

德州市、聊城市，这类城市养老资源集聚与老年人口集聚总体协调，养老资源的

供给与需求基本一致，具有一定的养老资源承载能力。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

较浅，少年人口和成年人口较多，人口活力旺盛，对养老资源的需求较低。因此，

在养老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

“超前型”地区有威海市、日照市、枣庄市、东营市、滨州市，其养老资源

与老年人口的匹配度较高，数值大于 1.5，养老资源集聚超前于老年人口集聚，

城市养老资源比较充足。这类地区受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建设实践等的影响，养

老资源配置水平较高，老年人对养老资源的需求与消耗在城市可承受范围内的同

时，还能享有相对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图 5.2 202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与养老资源匹配类型空间分布

5.3 山东省老年人口与养老资源配置适配关系综合分析

山东省市域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不均衡。2020年山东省养老资源

与老年人口基本匹配的地级市有 6个，城市数量占山东省地级市总数的 37.50%，

城市老年人口所占份额为 37.90%，城市养老资源所占份额为 38.17%。与之相对

的，全省有 10个地级市的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分布表现为不匹配。其中，资源

超前型的城市有 5个，城市老年人口占全省的份额为 16.48%，但城市养老资源

却占了 30.90%。资源滞后型地级市有 5个，占山东省地级市总数的 31.25%，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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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年人口占全省份额为 45.62%，而养老资源份额仅为 30.92%，不到全省的三

分之一。

在分析山东省老年人口地理集中度、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及二者适配程度

后，分别绘制对应的折线图，如图 5.3所示。观察图中三条曲线，进一步分析山

东省城市养老资源配置情况，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图 5.3 山东省老年人口、养老资源的地理集中度和匹配度

（1）山东省总体养老资源配置水平差异大。

东营市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适配程度最好，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远

大于老年人口地理集中度，养老资源较为充足。同时，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最为稀

疏，相比于其他城市来说，东营市老年群体享有相对较好的养老服务，养老资源

配置水平相对较高。在山东省其他城市中，日照市、威海市、滨州市、枣庄市与

之类似。临沂市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适配程度最差，养老资源空间分布

滞后于老年人口分布，城市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分布不协调。此外，养老资源空

间分布也最为稀疏，养老资源较为匮乏。相比于其他城市来说，临沂市老年人享

有的较少的养老福利，养老资源配置水平落后于山东省其他城市，急需优化养老

资源配置，提高城市养老承载力。在山东省其他城市中，潍坊市、青岛市、烟台

市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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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养老资源集聚程度是造成资源配置差异的主要因素。

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曲线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曲线与老

年人口地理集中度曲线相比，其波动频率和范围更大。这说明对于山东省来说，

各城市老年人口集聚程度差异较小，养老资源集聚程度较大。城市间造成养老资

源配置水平差异的因素中，养老资源是主要因素，发挥着比老年人口更为关键的

作用。因此，在吸引人才、减少人口外流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城市养老资源拥有

量。聚焦主要因素提高老年群体享有的老年服务数量，改善老年群体享有的老年

服务质量，优化城市养老资源配置。

5.4 本章小结

本章引入了地理集中度的定义，分别计算了山东省各地级市老年人口和养老

资源的地理集中度，并划分了地理集中度的四种类型，绘制了老年人口与养老资

源的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图，可以清楚直观地看出各市地理集中度的类型。然

后，测算了山东省各地级市老年人口与养老资源的匹配度，探究老年人口与养老

资源空间适配性，发现山东省区域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适配性不高，养

老资源滞后型城市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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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山东省各地级市 2000年、2005年、2010年、

2015年和 2020年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关联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

梳理相关理论，对新时代下养老资源的内涵进行界定，选取社会保障、生活服务、

医疗保健和文体环境 4个一级指标和 12个二级指标，采用熵权-突变级数法构建

养老资源配置综合评价模型，探究山东省 2020年各地级市养老资源分布情况。

最后，基于对老年人口和养老资源地理集中度的测算，引入匹配度指数，分析山

东省城市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适配情况，探究山东省各地级市养老资源

配置水平。主要结论如下：

（1）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进正在逐步加深，呈现出“东高

西低”的空间特征，且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山东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具有

明显的区域差异，目前已有 4个城市进入了快速老龄化时期。20年来，山东人

口老龄化相关性先逐渐增强后减弱，形成了位于山东东部的以烟台市为中心的相

对稳定的“HH”类型区域和位于山东西部的以济宁市为中心的的相对稳定的

“LL”类型区域。

（2）山东省养老资源配置情况总体良好，但不同城市在养老资源配置上存

在明显差异，同一城市在不同资源配置上呈现不均衡特征。济南市、青岛市、济

宁市、淄博市、泰安市养老资源配置情况较好；枣庄市、滨州市、威海市、烟台

市、日照市的养老资源配置情况次之，个别指标资源配置水平较低影响了城市资

源配置的均衡；潍坊市、菏泽市、聊城市、东营市、临沂市、德州市的养老资源

配置情况较差，且资源配置指标存在内部差异现象。

（3）山东省区域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适配性不高，养老资源滞后

型城市较多。威海市、日照市、枣庄市、东营市、滨州市养老资源较为充足，养

老资源集聚超前于老年人口集聚；而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临沂市、菏泽市

面临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养老资源集聚滞后于老年人口集聚；其他城市养老资

源集聚与老年人口集聚总体协调，匹配度适中，发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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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议

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山东省既要设法减慢老龄化进程，又要采取积

极的养老措施。聚焦养老资源配置中出现的短板，提高养老资源的承载力。对此，

提出以下建议：

（1）强化保障体系，提升养老资源水平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持续加快，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平均寿

命得到大幅度延长，这得益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

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增长趋于停滞。在三胎政策发布之

际，山东省要抓住政策契机激发生育意愿，激励适龄妇女生育，特别是已进入快

速老龄化时期的威海、烟台、日照、淄博四市，应进一步完善教育、就业、住房

等相关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将婚嫁、生育、养育综合考虑，保障和改善民生。

此外，完善社会保障还应聚焦老年人口，提高对山东省老年人的财政补贴，

特别是加大对鲁西南等偏远地区乡村老年人的补贴力度，使经济支持向老年人倾

斜。鼓励城乡居民积极参保，进一步扩大东营、威海等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提高保险覆盖率。同时，加大老年群体享有社会福利的力度，

增加养老抚恤金数额，扩大生活类补贴金范围，尤其是对失能、贫困、重病等特

殊老年人的医药、交通、节日补助，改善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2）完善医疗保健，提高生活服务质量

完善养老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聊城、临沂和德州三市，应依照相关标

准优化城市养老资源配置，增加养老机构和设施数，提高每万名老年人对应的养

老床位数。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在岗补贴等措施，激励更多人才从事养老服

务事业，让老年人可以自己选择居家、社区、机构等不同的养老方式和多样化的

养老服务。同步扩大医养结合，鼓励大型医院、卫生院等下设分院，促进医疗机

构去中心化，增加医疗机构数量，提高其覆盖率。养老机构可引入医疗服务，加

强对老年人的健康检测，加大对老年人的安全保障，改善养老行业的医疗服务水

平。同时，加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完善养老机构的配置标准和管理体系，

推动养老机构法制化、规范化发展。

加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就医人文关怀服务，将“爱老”、“敬老”

服务理念贯穿就医全程。为老年人提供专门的看病、挂号、住院等服务，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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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医、结算等程序进行完善和对接，落实异地医疗结算制度，动态调整医保报

销范畴，尝试构建诊疗、出院、复健等流程的轮转机制，对卫生技术人员进行定

期培训，不断提升养老护理能力，在满足老年人医疗需求的同时提升他们的就医

体验，形成良好便捷的老年人就医环境。

（3）聚焦城市差异，谋求养老发展多样化

对于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等资源滞后型地区来说要改变发展方式，选择

内生发展道路，加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打下坚实的

经济基础。威海市、日照市、枣庄市等资源超前型地区需要对养老资源的供给方

向进行动态调整，使供给与需求关系保持协调，提高对养老资源的使用率，避免

出现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济南市、淄博市、泰安市等资源协调型地区需要维持

一定程度的养老承载力，基于当前需求，不断加大对养老资源的投资力度，力争

使城市养老承载力达到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

各地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扬长补短，充分利用城市优势资源，深挖区域经

济实力与人口活力。对于淄博、临沂为代表的资源再生型城市，生态环境优美，

人文资源丰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非常适合老年人安居养老，政府应加大财

政投资力度，持续提高公园绿地面积、清扫保洁面积等，打造绿色宜居养老文明

城市。东营、泰安等资源成熟型城市处于资源开发的稳定阶段，具有较高的资源

保障水平，应依托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完善相关养老设施，发展智慧养老产业，

建设现代化新型养老文明城市。

（4）区域协同发展，推进养老产业

对于省会经济圈中的济南、聊城、淄博、东营、泰安、滨州、德州七市来说，

大部分城市处于老年型后期，养老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分布基本协调，为保障养

老资源的持续供给，应进一步发挥济南省会城市的辐射力，带动省会经济圈加强

养老设施的建设，打造现代化养老示范区；对于胶东经济圈中的青岛、威海、日

照、潍坊、烟台五市来说，已有三个城市进入了快速老龄化时期，人口老龄化形

式严峻，吸引人口、减少流失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完善外来政策等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对于鲁南经济圈中的菏泽、枣

庄、临沂、济宁四市来说，城市发展相对落后，养老资源集聚滞后于老年人口集

聚，鲁南经济圈可依托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优势，发挥乡村振兴先行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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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经济实力和人口活力，为养老发展赋能。

依托三大经济圈人口活力、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优势，发展区域养老产业。

省会经济圈富有人口活力，医养康养资源丰富，可围绕老年人医疗保健、日常复

健等需求，加速适老化设备的研发，加快老年产品的更新换代；胶东经济圈实力

雄厚，各行业蓬勃发展，应依托经济优势推进养老服务业向专业化、集团化转型，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打造产业集群，形成行业品牌；鲁南经济圈文化底蕴丰富、

自然环境优美，应聚焦文化旅游等产业，开发特色养老小镇等项目，促进养老服

务与文旅等行业融合，开拓文化养老、旅居养老等领域。

6.3 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了山东省各地级市老年人口的空间特征及其与养老资源的适配情

况，由于个人能力的有限和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文章尚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在养老资源配置评价模型构建中，选取的指标数据仅为 2020年山东

省各地级市养老资源的配置情况，没有进行实地调研，评价结果不能完全代表山

东省各地级市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投入。在后续研究中，可深入调研各城市养老资

源的实际配置情况，以便进行更加全面准确的分析。

第二，本文所研究的养老资源主要是指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所能利用的养

老资源，而非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养老资源，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成熟、

完备的养老体系，缺少养老资源的针对性，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养老资源能真正

做到为老年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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