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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代际伦理道德和情感模式，它强调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与义务。受此规约，凡抛弃或让年迈

父母远离自己进行自我养老的子女，极易被视为不孝甚至

遭到责骂。也正因如此，子女一般很少同意父母自行异地

养老或参加所谓的“旅居养老”。此外，中国人素有勤俭

节约的传统，治国齐家皆离不开节俭二字。老年人在选择

养老方式时也会考虑经济因素，相较于传统家中养老，旅

居养老由于费用稍高，从而成为许多老年人放弃的理由。

2、政府主导作用不突出，法律法规不完善

由于政府主导作用未充分发挥，导致部门间协作不通

畅，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三链”结合不紧密，有时

甚至出现断裂。例如，目前在纵向关系处理方面，上级政

府的扶持力度往往不到位，管理方法欠科学，造成资源整

合效果差、水平低，旅居地投资、运营、服务“一肩挑”

现象严重；在横向关系处理上，因受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影

响，各地片面强调本地区或本部门利益，造成旅居养老政

策较难统一。同时，由于陕西仍以中国老龄协会2014年制

定的《旅居养老服务质量规范》为管理依据，尚未出台针

对本省省情的旅居管理政策，住宿、医疗、护理、旅游等

仍未形成统一标准，导致部署指导工作无法可依、无据可

循。同时，因部分地区政府履职不到位，出现了贪求利润

的旅居竞标赛等行为，造成实践工作与政策倡导不吻合，

旅居分离状态明显。

3、服务供需结构不均衡，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旅居养老本应涵盖旅游、居住、文娱、养生等内容，

但陕西多地目前仍以提供基本居住和基本生活服务为主。

不仅健康养生和旅游服务存在地区间差距，而且各地普遍

忽视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服务需求。同时，由于服务分类不

规范，质量欠缺量化指标，导致服务内容同质化，服务水

平难尽人意。另外，部分地区从业人员专业素养较低，服

务意识较差，无法和老人进行有效沟通交流，导致服务口

碑不断下降，后续推广效果不理想。

“十四五”期间陕西旅居养老
迎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

（一）日益健全的政策体系，为陕西旅居养老高质量

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今，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制定

并印发了9部含旅居养老在内的养老服务政策文件，为陕西

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其中，推进养老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共有5部，内容涉及加

快推进“医养结合”，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在

旅游行业中整合“旅游+健康”战略，实施“养老服务+行

业”行动，促进养老服务业与休闲旅游、健康服务等行业

融合发展；推进养老服务业标准化建设的共有2部，内容

涉及旅居养老服务机构选址、康养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旅

居健康养老服务标准规范建设等；推进旅居养老产品研发

的有1部，内容涉及地方养老模式转变，鼓励推动乡村旅

游由乡村观光向乡村体验、乡村旅居转变，积极开展自然

观光、健康养生、休闲度假等多类型服务项目；推进多领

域、多维度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有1部，要培育一批带动性

强、经济社会效益俱佳的健康养老产业集群，形成一批特

色鲜明、行之有效的创新模式和典型经验。[3]

（二）养老需求升级，为陕西旅居养老迈向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受“421、420”家庭结构影响，陕西空巢老年人规模

逐年增大，养老服务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老年人，

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对旅居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产品或服

务）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老年人可支配收入逐年稳步增加，直接倒逼传

统 养 老 模 式 的 改 革 与 转 型 升 级 。 据 相 关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2 0 2 1 年 ， 陕 西 退 休 人 员 基 本 养 老 金 已 实 现 了 “ 1 7 连

涨”。目前，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已增至3118元，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月均养老金已增至5141元。与此相联系，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也不再停留在有吃、有穿、有住的基本

生存养老上了，而是在基本生存得以保障的基础上逐渐向

文化、精神等更高层次延伸。这一点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相符合，也是消费升级的一种体现。旅居养老作为提高

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养老方式之一，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老

年人生理、安全以及社交方面的需求，又能让部分专业技

能 较 强 的 老 年 人 参 与 其 中 ， 通 过 承 担 部 分 旅 居 管 理 工 作

（含志愿者）获取满足感、成就感和被尊重感。

（三）治理现代化，为陕西旅居养老服务体系系统升

级提供了重要保障

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是旅居

养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针对旅居养老需求动

机的复杂性、供给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现有资源的分散性，

现代治理机制和治理手段一方面能够加速推动相关主体治

理行动的开展，实现旅居服务体系升级改造的目的。另一

方面又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治理技

术为陕西“智慧旅居养老”搭建强有力的科技平台，形成

政府主导、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治理格局。通过打造监管

有力、运行高效的旅居养老服务系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

的旅居养老需求，从而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老有所为”的旅居养老目的。

“十四五”期间陕西旅居养老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广落实“旅居乐老”理念

首 先 ， 强 化 宣 传 教 育 。 通 过 政 府 、 社 区 、 机 构 等 举

办的旅居养老宣传推介活动，一方面增进老年人对旅居养

老模式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其对旅居养老相关议题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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