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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栋关注并研究适老化多
年。他发现，许多老人对于改造
的目的不明晰，把适老化改造
当成了装修。一位老人在家里
进行适老化改造时，让工人“再
帮忙刷一遍墙”，还有人误以为
买最贵的水龙头就是适老化。

他解释，住宅适老化改造
是物理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双重
改造，这些产品不仅适用于老
人，也能为与老人同住的其他
家庭成员提供方便。

2021年，姚栋参与起草上
海地方标准《住宅无障碍改造
技术指南》，但他发现，许多装
修公司虽然将适老化改造列入
整装项目里，但对适老化的理
解也不准确。

比如，有的装修公司以轮
椅回转半径推算老年人居所的
尺度。但姚栋说，除非瘫痪在
床，大多老人在家里习惯行走，
极少用轮椅。因此，这个推算
方法不准确，也不专业。

李志宏也说，目前，适老化
改造没有国家级指南和行业标

准，各地试点出台的政策考验
着当地政府对适老化的理解。

“有的地方认为，适老化改造就
是装扶手、加凳子，太简单了，
那是系统性的问题。”

如今，一些国家在适老化
改造领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理
论框架与实践模式。在20世纪
90年代末，日本超过70%的地
方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住宅适老
化项目。美国还设计了层次丰
富的适老化改造项目，对低收
入老年人群体提供福利支持，
基本不收取居民费用；对中等
收入群体提供低息贷款服务；
针对高收入群体另外提供专门
项目。

但是，姚栋说，目前中国仍
缺少针对本土的适老化改造适
应性研究。

姚栋发现，影响适老化改
造推广的还包括，老年人的房
屋产权复杂，要多个家庭成员
达成一致，才能接受改造项目，
有时子女不同意，有时老人不愿
意。在老旧小区做改造，还可能

遇到邻居的投诉：装修声音太响
了。

他说，极少老人家庭愿意把
家门敞开，如果要做全屋适老化
改造，老人必须找地方另住。有
时，社区会出钱给老人寻找附近
的旅馆过渡，还有的老人选择外
出旅游。

而且，老人选择的产品，只
能在政府提供的适老化改造“套
餐包”里勾选。姚栋说，目前很
难根据不同老人的具体情况，设
计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不过，这些困境并不影响这
些关注适老化改造的学者、政府
工作人员对未来的判断。

一个普遍的说法在他们嘴
里重复了多次：目前七八十岁的
老人，大多成长于经济困难的年
代，不舍得花钱；再等到“60后”

“70后”变老了，这群人积累了
一定财富，对老年生活有品质上
的需求。

他们都说，到那时，适老化
改造的市场才真正到来。

（中青报）

与“衰老”共处
适老化改造面临哪些难题适老化改造面临哪些难题？？

申玉琪年轻时出门总能比别人少穿一件
毛衣，但如今，他65岁了，坐在马桶上“屁股
会冰”。老婆和他同龄，有关节炎，每到冬天
疼痛更加频繁。因为疼痛，她洗澡时间不能
长，不然站不住。上厕所后，她得扶着旁边的
洗衣机，慢慢站起来。

他们住在上海徐家汇一个房龄超过30年
的小区里。在逐渐衰老的日子里，他们刻意减缓
行动的速度，来适应衰老。直到去年10月，当社
区工作人员说可以对房屋进行“适老化改造”，申
玉琪才在生活中抓住了一些牢靠的东西。

他们改造了卫生间。新装的扶手可以让起
身时省不少力气，淋浴凳可以让他们坐着洗澡。
原先的浴帘改成了玻璃门，浴室比以前更暖和
了；铺上防滑地板后，他们不再担心滑倒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国外学者提出并
开始研究“适老化改造”，并先后在美国、日本、新
加坡等国家推广。上海在2012年提出要“为
1000个低保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居室改造服
务”。但中国老龄协会事业发展部主任李志宏
说，目前，中国的适老化改造仍处于起步的阶段。

帮助申玉琪设计改造方案的，是同济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姚栋和他的学
生。他们还在杨浦区控江路街道两个老旧小
区做过问卷调查、访谈。受访的老人大多和
申玉琪一样，住宅面积偏小，居住时间较长，
且接近一半老人独居或与配偶居住，中低收
入家庭占61%。

但许多老年人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时，
会冒出和申玉琪一样的感慨，“那是我们老人
从没想到的，自己也根本想不出来的。”

老年人的需求，往往是在改造过程中慢慢挖
掘出来的。许多老人说，家里地面不平，照明不
足，卫生间没有扶手支撑。因此，安装扶手，做防
滑地面等预防跌倒的项目是他们的重点需求。受
到老年人关注的设施，还包括换鞋凳、电热毛巾
架、橱柜下拉式储物篮。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联劝基金
会”）近两年和同济大学合作，资助了适老化改造
评估项目。联劝基金会秘书长郑依菁解释，上海
老旧小区的橱柜大多装在吊顶上，老人够不到，只
好将橱柜闲置，且上海气候潮湿，老旧小区通风
差，因此，橱柜下拉式储物篮和电热毛巾架也很受
欢迎。

申玉琪之前并不知道适老化改造是什么。但
是社区工作人员找上门来，告诉他改造有补贴，不
用支付费用，他想，“免费的那就搞吧，反正对我没
什么损失”，毕竟，“现在老了，摔不起了。”

申玉琪一家三口，挤在一个面积约30平方米
的两室一厅里。同一栋楼的邻居，有的已经重新
装修两次。他家住了30多年都没有装修过，“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老婆和儿子的工资低，大多靠我
的退休金。”

卫生间是申玉琪唯一选择改造的区域。“他
们问我，卫生间能不能安装扶手，我说，那当然要
了，多省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晓婷观察，老
人普遍对适老化改造有需求。她在浙江省、陕西
省、河南省的农村，面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过
问卷调查。她调查了3150名农村老人，其中，
19.72%的老年人在一年之内跌倒过，且跌倒的概
率随着年龄增长明显升高。

而且对适老化的需求并不只是装扶手。比
如，刘晓婷在农村调研发现，和城市老人相比，在
农村，加装门磁对老人更加重要——要是连续几
天老人不开门，系统会自动报警，防止老人在家里
出现事故，无人知晓。

适老化改造的概念正在受
到越来越多重视。2022年2月，
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印发通知，
提出“十四五”时期将支持200
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能、残疾
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

通知印发后，多地开始出台
“适老化改造”的相关政策，补贴
力度和措施各不相同，每个社区
的指标也不一样。

刘晓婷曾和浙江省嘉兴市
的一位社区工作人员交流，对方
告诉她，要完成适老化改造的指
标，不仅要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
老人，还要说服老人参与适老化
改造项目，特别困难。

上海的适老化改造已开展
了10年，姚栋还经常能见到，即
便政府补贴数千元，也很难说服
老人离家两周，并同意敞开家门
让施工队队员入户改造。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印发的

《关于本市开展居家环境适老化
改造试点的通知》，仅有低保老
人可免费享受最高3000元的适
老化改造“产品包”补贴和相关
申请评估服务。为了调动老年
人的积极性，杨浦区扩大了政策
补贴范围，本来只能享受80%或
50%补贴的老人，也能享受免费
补贴。

联劝基金会的郑依菁回
忆，最初敲开老人房门，介绍适
老化改造，绝大多数老人都很
惊喜，但一提到钱，老人就很敏
感，即使一些老人有自付费用
的能力，自付的意愿也不高。

中国老龄协会事业发展部
主任李志宏说，适老化改造遇
到的这个门槛，也是养老行业
普遍面对的问题：由政府补贴
出来的需求，无法刺激更多老
年人为此付费。

在刘晓婷看来，经济问题
抑制了老人对适老化产品的消

费需求。比如，某日本品牌的
淋浴凳卖 6000 元，还有一种

“机器人床”能折叠成轮椅，但
老人看了却不舍得花钱，“那我
再买把轮椅不就行了。”

有学者认为，大多能自主
生活的老人不服老，有的上海
老人一年能买几万元保健品，
但到了购买适老产品上就犹
豫。“老人觉得，把适老产品放
家里，意味着，自己已经迈入老
年生活了。”

对老人来说，能认识并接
受自己在慢慢衰老，并意识到
自己所处的居住环境需要改
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顾茵发现，目前社区适老
化改造的申请者主要是 70岁
以上的老年人居多，以及摔过
跤或患病的老年人，而60岁至
70岁的老年人大多身体健康，
觉得自己比较年轻，现在考虑适
老化改造还太早。

老人需要适老化改造

关键问题是钱和意识

真正的市场还没有到来

一家日本品牌的适老化改造展厅内，工作人员介绍老人护理床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