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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问题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强下变得越来越突出。
因老年人患病率比普通人要高，需要医护治理的比例也
相应较高，这也导致普通养老院未能很好地接纳老人养
老。而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很
多农村成为“空心村”，大量闲置房产、宅基地处于未
开发利用状态。如能将农村现有符合条件的闲置农房加
以有效利用为医养结合的养老院，则既能减少资源闲置
浪费、给当地村民增加收入，推动乡村振兴，又能很好
地缓解养老问题，一举多得。

1  闲置农房激活为医养结合养老院的必要性
分析
1.1  是缓解养老护理难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2019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报道：至 2019 年
底，我国共有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5 388 万人，占
我国总人口的近 20%。其中，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到 17 603 万人，占我国总人口的 1.26%。预计到 2050 年
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占总人口的
34.9%。另一方面，与大量待护理老年人口相对应的养老
机构、设施的床位，在2019年仅有775万张，人均仅为0.03
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趋加重，我国面临巨大的养老
服务压力，加之老年人护理需求更大、要求更高，养老
护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难题，建设医养结合养老院就
成为了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可以作为缓解养老护理难
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1.2  可作为有效激活闲置农房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寻找工作或跟随先进城的子女

到城市生活；或是因生活水平提高，旧住宅缺乏统一规
划，房屋采光、通风效果、排水排污能力差等多种因素，

促使众多农户纷纷新建住宅而废弃原有旧宅；亦或是农
户对城镇优质教学资源的追求，选择到城镇安家等多种
原因，逐渐造成农村闲置旧房的增多。以绍兴市为例，
经调查统计，截至 2017 年底，绍兴市全市闲置农房面积
约为 395.72 万平方米。这些闲置农房如能有效利用，将
其出租，即使按出租率 20% 计算，全市农村闲置区域人
均增加的年租金收入（917.61 元）远超 2016 年绍兴市农
民全年财产性收入（800 元）。农房激活为医养结合养老
院也是一种激活方式和手段，既能解决养老问题，又能
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能一定程度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是
一种多方受益的举措。

2  闲置农房激活为医养结合养老院的可行性
2.1  闲置农房激活为医养结合养老院有良好的地缘
优势

以绍兴地区为例，在市区近郊的农村利用闲置农房
开发医养结合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在乡村振兴政策的推
动下，通过卫生文明城市建设，“五星 3A”村落创建，
乡村治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新农村、新农民形势大好，
收入大幅提升的同时，村民的环保意识等也有了很大的
提高，农村环境好，适合居住。如新昌县、柯桥平水
镇、上虞丁宅乡等，空气质量（AQI）优良天数达到全年
90% 以上，PM2.5 达标率在 97% 以上。这些地区风景好、
空气质量佳，交通上临近杭州，与市区亦不远，地缘优
势明显。

2.2  闲置农房激活为医养结合养老院满足老年人的
精神需求

当前及未来 30 年左右的时间，老年人口基本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这部分人群在幼时与农村有或多或
少的交集，他们对乡村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有记忆深
处的念想和回忆，对乡村的田园生活、清新空气等有牵挂。
部分老人幼时在乡村长大，因为求学、工作等原因，成
年后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相比，城市交通拥堵、人流嘈杂，
年轻时候的奋进氛围在其年老后就成为了不适因素。对
于本身有一定疾病或者因年龄渐大老年疾病增多的人而
言，能够住在农村有医疗功能的养老院是非常好的选择，
可以满足老年人对农村生活的精神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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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闲置农房激活为医养结合养老院有良好的改建
基础

随着乡村城镇化建设，农村个人用房、集体用房等
闲置较多。以绍兴市为例，农村平均每村拥有水库（水
塘）1.21个，共计3.75万公顷；闲置集体房（集体厂房等）共
计 59.15 万平方米、集体校舍 19.76 万平方米 [2]。目前，
在“农房激活”的政策推动下，一部分闲置农房已有效
激活为民宿、创意产业园等形式，但还有大量的集体房
和集体校舍等被闲置。医养结合养老院需要较大的占地
面积，而限制集体厂房和校舍与个人闲置农房不同，他
们最大的特点是占地面积大，有一定的建筑基础，部分
校舍和厂房楼层较高，有适合运动的空旷操场等场地 [3]。
在用房需求上刚好与目前闲置的部分集体房相匹配。这
些建筑物质量较好，周围群山绿水环境好，非常适合建
设养老院。配合来往市区的便利交通条件，闲置厂房和
校舍为医养结合养老院的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条件，
使得闲置农房激活为医养结合养老院有了很大的可能性。

3  闲置农房激活为医养结合养老院建议
3.1  政府在政策上给与鼓励和支持

1）政府对养老用地要给与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 [4]。
地区养老问题的解决需要与地区政策和现实条件挂钩。
农村闲置农房的激活，一方面需要村委、老百姓转换思路，
有效盘活手中房产资产；另一方面，政府在集体土地使
用规划、流转过程中给与政策上的保障和操作上的方便，
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便利，节约时间，提高有效性。

2）要创新路径，在融资政策上给与支持。探索农村
集体闲置房基地的退出、转让、多元化使用方式，吸引
工商资本、农业企业、乡贤、农创客、农民等多种主体
参与医养结合养老院的建设 [5]。通过专业的融资中介做
好融资、融后管理、绩效管理、分红等，做好投资者收
益及风险控制，为医养结合养老院持续发展提供资金的
政策保证。

3）完善医养结合养老院工作体系，在组织上给与保
障。闲置农房的激活涉及多部门，需要在政策上做好各
部门的协调保障。

3.2  加强医护资源的建设
随着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的不断攀升，养老护理成为

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医疗和养老的分离管理，
造成诸多不便，很多老人长期住院就医，将医院当作养
老院，占用医疗资源。医养结合养老院“有病治病、无
病疗养”，将医疗资源与养老设施相结合，不仅提升了
养老质量，也缓解了当前医疗资源紧缺的压力，这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了医护资源的质量要求。

1）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医疗硬件水平。在医
养结合养老院建设同时，对于基础设施要做好专业评估，
保证老人在满足基本养老的同时，也能满足基础护理及
特殊看护等需求。

2）要提高医护人员质量，为老人、家属提供优质服
务。从“求医”到“择医”，从“以医疗为中心”到“以

病人为中心”，优质服务是重中之重。提高服务水平，
不仅要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还要从养
老院管理、社会声誉、后勤保障、就医环境、服务流程、
服务态度以及医疗技术等多方面予以细化提升。

3）可以从医护人员的人才培养上着手，通过政府与
培养医护专业人员的高校对接，做好人才梯队的培养。
以绍兴为例，绍兴文理学院、绍兴职业技术学院、绍兴
护士学校等院校可以为社会培养医疗、护理人员。养老
护理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养老院与学校的共同
培养，打造专业队伍。

3.3  有效利用现有房屋结构改建合适的医养结合养
老院

老年人因身体自理程度存在不同的差异，从而对
“养”“医”“护理”“康复”等有不同的养老需求，
也会进一步导致对养老院内部设施空间、环境等的差异
需求。对现有闲置集体厂房、闲置校舍从规划选址、基
地总体布局、功能配置、平面布局、空间设计、软件布
置等方面进行改建 [6]。

医养结合养老院的设施与其他养老院相比，应更加
注重医疗护理、康复保健、日常监测，要求具备处理老
年人疾病的医疗资源，或通过对接的外部医疗资源，建
立绿色转诊通道，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

对现有集体闲置校舍、厂房的主体结构、楼层等进
行勘测，结合医养的要求和功能，进行专业设计、改建，
从而满足老人养老、护理的需求。

4  结语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闲置房产的有效激活对“三农”

发展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医养结合是顺应老龄化社会
到来的必由之路，也是更好地解决老年人养老和护理问
题的途径之一，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此项工程的研究
和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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