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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
究院养老行业研究团队发布
《2023中国候鸟式养老冬季栖息
地适宜度指数》，三亚、海口、琼
海、广州、珠海、南宁、柳州、厦门、
深圳、江门是今冬前十上榜城市。

该指数以气温、气压、湿度、
空气质量、水体质量、医疗条件、
交通便捷度、区域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是否文明城市、生活成
本、养老社会舆论环境、平均预期
寿命等17项指标对海南、广东、福
建、广西、云南、贵州等南方6省区
的55个候选城市进行综合评价，
加权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冬季养老
适宜度指数。

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养老行业研究团队首席专家罗守
贵介绍，今年是婴儿潮人口退休
的最高峰，一年新增60岁活力老
人约 2550 万，而从 2022 年到
2035年，我国平均每年新晋老年
人口约2240万，为候鸟式养老提
供了强大的客源基础。深圳由去
年第11位进入第9位，江门由去
年的第24位跃居第10位。

此外，一些在自然或人文资
源方面具有特色或优势的城市也
进入了前 30 强，如海南省的文
昌、儋州，福建省的龙岩、漳州、泉
州，云南省的普洱、文山、红河，广
西的百色、贵港，贵州的黔西南
等。 （新民晚报）

不过，记者调研中也发现，不少
候鸟式养老的老年人在享受异地
优越的自然环境时，有时也会遇到
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比如，寇先生
表示，自己来自黑龙江鹤岗市，为
了生活方便想办理海口的户口，但
由于不满足当地的落户条件，暂时
还未能落户。

来自山东的孙先生表示，正在
三亚养老的父母最关心异地医疗
问题。“目前不同地区对于异地医
保的具体细则还存在差异”，他期
待不同地区可以细化、优化区域协

调合作机制。
黑龙江善行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敬长红表示，异地养老
服务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但与旅
居养老客群相关的异地医疗服务、
家政服务、情感关怀服务、心理咨
询服务等还面临一些堵点，需要政
府和社会共同努力，打造更好的合
作机制，为异地旅居康养老人强化
保障。

记者发现，在加强异地养老的
区域协调合作方面，已有地区在行
动。在近期举办的2023中国企业

家博鳌论坛上，黑龙江省民政厅和
海南省民政厅签署了黑龙江省-海
南省旅居养老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在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沟通交流
机制、建立品牌输出机制、建立异
地养老共享机制、养老服务标准评
定结果互认机制等方面展开合作。

中国政法大学金融专硕中心
主任胡继晔对记者说：“北方的冬
天的确太冷了，到温暖地方过冬的
美好愿望，催生了异地养老的广阔
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异
地康养行业大有可为。（新华社）

“冬南夏北”候鸟式养老兴起
各地探索康养旅居新模式

当前，养老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适应老年人
的需求，异地养老正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冬南夏
北”候鸟式养老方式。老年人在异地养老最关注什么？如何借
助市场力量加大优质养老服务供给？如何在异地养老机制探索
方面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模板？聚焦异地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近日在北京、黑龙江、海南等多地展开调研。

冬季来临之际，许多北方老
人便打点行装，选择去气候温暖
的城市躲避严寒。夏季到来之
时，这些老年人则前往凉爽干燥
的北方，享受宜人的气候和自然
环境。亲朋好友相伴而行，就像
成群结队的候鸟，“冬南夏北，寒
来暑往”。

“当东北寒风凛冽、大雪纷飞
时，海南依旧温暖如春。”到海口
异地养老已有一年时间的寇先生
反复向记者强调当地自然环境的
优越性，“春暖花开”是他用到最
多的词。寇先生说：“在海南养老
的体验感很好，年龄大了，养好身
体是第一位。”气候和生活成本是
他选择在海口养老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
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 20978 万人，占全
国人口的14.9%。记者调研发现，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异地

康养、候鸟式养老成为不少“活力
老人”的选择，康养旅居产业的市
场需求不断扩大。

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董濮表
示，随着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
平更高、健康状况更好的城镇“60
后”陆续退休，旅居需求正在向专
业化、个性化和品质化方向发展，
旅居康养服务需求有着巨大空
间，养老服务市场将成为一片广
阔“蓝海”。

董濮介绍说，现在很多60岁
以上的老年人有较好的财富积累
和社会保障，对养老有着更多的
期待和要求，不仅要养老，更要享
老，更容易接受生态养老、健康养
老、旅居养老等多元模式。

海南欧美同学会会长康耀红
认为，旅居康养中，健康是目标，
养护是手段，而旅居是追求康养
的特别途径，异地旅居康养融合
了旅游、养老和健康三个元素。

“很多人的旅居是出于健康的需

要，比如黑龙江
和海南的‘候鸟
人群’，海南独
特的气候、环境
优势使其成为
黑龙江和众多
北方城市不可
替代的旅居康
养目的地。”康
耀红说。

黑 龙 江 省
社会康复医院
院长马荣对记者表
示，近年来，随着生活条件的
提高，很多老年人选择异地
养老来提升幸福感，当地的
地域特色、人文环境等成为
吸引老年人异地养老的主要因
素。“每年夏季，很多南方的老年
人选择到黑龙江异地养老，时间1
到3个月不等，当地的养老公寓可
以为他们提供包括医疗在内的一
揽子服务。”马荣说。

随着异地旅居康养的新型养
老方式逐渐成为时下银发人群的
生活新风尚，已有不少地区加快发
展异地康养旅居产业。记者调研
发现，近年来，黑龙江、北京、海南
等地都出台了措施，鼓励老年人

“冬南夏北”候鸟式养老。
近日，在“增进首都民生福祉

——北京市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系
列政策”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民
政局副局长郭汉桥介绍说，北京市
立足多元需求，积极构建居家社区
养老、机构养老、旅居养老三种形
态相互衔接补充的养老服务工作
新格局。旅居养老方面，将依托京
津冀养老服务协同机制和京琼养
老服务合作机制，发展质优价廉的
异地康养社区和旅居养老，推动建
立北京老年人“冬南夏北”候鸟式

养老服务工作机制，鼓励支持北京
老年人冬季到海南，夏季到河北、
内蒙古等北方地区候鸟式旅居养
老，满足90%以上活力老年人多层
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据悉，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正
把握机遇，不断完善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
同发展。目前，黑龙江的13个地
市与全国126座城市达成旅居康
养联动合作意向，省内28家旅居
康养机构共同成立了黑龙江高端
旅居康养机构共联体。黑龙江还
与广东等14个省份的民政厅（局）
签订旅居康养合作框架协议，形成
多方联动的“旅居+康养+N”省际
合作格局。

科技和品牌也在赋能异地养
老产业发展。“好的康养品牌有数

智赋能，其创新力、影响力、传播力
将会大大提升。”国务院参事室特
约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
明表示，品牌是可溢价的无形资
产，数实融合使旅居康养在品牌创
新的赛道上增值。

董濮表示，要以品牌信用赋能
旅居康养领域，促进融合发展，带
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黑龙江
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幸福龙江”
建设，不断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倾力打造“民政牵挂·守护夕
阳”“龙江家门口的幸福养老”的同
时，大力发展“南来北往、寒来暑
往”的候鸟式旅居康养产业，创新
打造“旅居康养·乐享龙江”“走出
家门的幸福养老目的地”双品牌，
促进黑龙江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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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1+1

候鸟式养老
冬季栖息地
适宜度指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