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龄友好的健康社区 | 31 

老幼友好视角下的健康社区微改造策略研究*

——以广州市三眼井社区为例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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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Healthy Community Micro-regen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friendly and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Sanyanjing Community in Guangzhou

郑  宇   方凯伦   何灏宇   袁  媛    ZHENG Yu, FANG Kailun, HE Haoyu, YUAN Yuan

在存量更新规划中，老旧社区微改造的目标之一是营造老幼友好的社区空间，有效促进老幼群体户外步行、体能活动和

社交活动，进而增强身心健康。从老年人与儿童的生理脆弱性、心理依赖性及行为特征出发，分析其对于社区公共空间

微改造诉求的4大特征（安全性、可识别性、体验感、适于社交）。以广州市三眼井社区微改造为例，基于本地老幼群体的

深度访谈，总结现状老幼友好性不足的空间问题，分析老幼友好视角下的共享街道、重要出入口、公共活动空间节点及

绿化空间的微改造设计思路，阐释微改造及后续维护实施机制。为老旧小区微改造中如何更好地促进居民健康提供新

的研究视角，为老幼友好的健康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In regeneration planning, one of the goals of old communities' micro-renewal is to optimize a community space friendly to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outdoor walking, physical activ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us enhances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hysiological vulnerability,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and then analyzes 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safety, identifiability, 

sense of experience, and sociability) they demand in the optimiz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the micro-renewal of community. 

Secondly, taking Sanyanjing Community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in-depth interviews of local seniors and 

childre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community space, which lack friendliness towards the aged 

and young. Then it analyzes the design concept of shared streets, main entrances and exits, public space and green spa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n age-friendly and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micro-regeneration and follow-up maintenance work. It aims to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how to 

better promote residents' health in the micro-regeneration of old communiti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ommunities friendly to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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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

康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现阶段，我国城市家庭面

临的赡老和抚幼问题突出：一是中国已成为世

界上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

一（2019年65周岁及以上人口总量超过1.5亿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老龄人口比例高居

全球第10[1]）；二是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带

来与日俱增的育儿压力。老幼作为健康脆弱性

较显著的群体，其健康问题不容忽视。老幼对

社区空间存在深度依赖，是社区空间和设施的

核心使用人群，但我国城市现有老旧小区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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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面临老幼公共空间资源不足、环境品质不高

等问题，难以保障老幼健康需求。因此，在老旧

社区微改造中为老年人与儿童创造更高品质

的健康生活环境将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

之一。

本文基于社区老幼群体的生理、心理和出

行特征，总结健康社区的空间需求，并以广州

市三眼井社区为例，探究老幼友好的社区微改

造思路和规划策略，总结微改造及后续维护实

施机制，旨在为健康中国目标下的老旧小区微

改造提供参考。

1   研究综述

随着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口的健康发展

逐渐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对城

市社区空间和设施的适老性改造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

布了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设指南[2]，首次提出

“老年友好社区”的概念[3]。北京、上海等国内

城市也分别出台政策促进老年友好城市的建

设。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积极老龄化

政策框架》，指出环境是影响老年健康的重要

因素，城市和社区环境与老年群体健康之间的

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良好的社区环境对老

年人身心健康具有促进作用[4]：（1）社区环境

会影响老年人的移动性、独立性和生活品质，

进而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例如建成环境会

通过影响老年人的体力活动和社会凝聚力，进

一步对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进行干预[5]；再

如城市空间易行性作为老年人友好城市建设

的关键指标之一[6]，便利的社区出行条件有利

于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7]等。（2）提升社区社

会环境和社区文化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

参与，从而减少老年人的心理问题[8]等。因而，

优化社区步行、休闲与交往空间对老年群体健

康有着重要意义[9]。

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类

住区规划署联合发起了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

（CFCI）[10]，提出了儿童友好型城市的12个特

征[11]。深圳市在国内首次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

市和社区后，北京、上海、长沙、南京等多个城

市也陆续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12]。其中，社

区与儿童群体的健康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

实施建设儿童友好的基本单元。近年来，国内

开展的儿童友好社区研究，多以国外及国内先

行城市的儿童友好社区案例研究为主，涉及儿

童友好社区的特征、规划设计策略、社区治理

等主要方面。儿童友好的社区空间包括自然体

验、游戏运动、互动交流、安全步行和藏匿探索

5大方面[13]，其营造应兼顾规划设计和社区治

理。在规划设计方面，研究多从国内外案例出

发，探究街道交通[14]、活动场所及设施[15]等社

区公共空间营造策略。社区治理策略包括儿童

友好政策[16]、儿童服务供给[17]、儿童参与[18]等

路径。随着健康城市理念的兴起，研究者开始

针对儿童健康需求，探究健康社区建设背景下

的儿童友好社区的营造策略[19]。

多个国家和城市的规划实践都认为，“老幼

友好”是指通过各方面手段提升现有城市和社

区环境对老幼群体的友好性[20-21]。在我国城市

规划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更新的转型过程中，城

市老旧社区微改造更要关怀老幼群体对空间改

善的需求。不同于新建社区，老旧社区改造是综

合考虑多方利益诉求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在于

如何最大化地整合利用现有空间资源[22]；包括

协调全局、重点倾斜，优先改造重点空间节点，

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如具有对外展示功能的入

口界面、承载主要社区活动功能的公共活动空

间节点、具有空间组织串联功能的街道空间等。

如何在上述存量规划过程中及既有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体现对老幼群体的友好并促进其健康

发展是学界和业界需要关注的重点。

2   老幼群体特征与健康空间需求

老幼友好的健康社区强调从老幼的群体特

征和健康需求出发[23]，通过落实社区活动空间建

设和完善为老为幼服务设施，并推动老幼群体的

社区参与，保障老幼健康发展。因此，建设老幼友

好的健康社区，必须精准识别老幼群体的特征和

健康需求，以及其对社区物质空间的诉求。

2.1   老年人群体特征及健康需求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衰

退，易产生孤独感、空虚感等负面情绪。在社区

中，老年人的活动类型主要为散步、太极、舞蹈

等锻炼健身活动，以及聊天、打牌、阅读等休闲

娱乐活动[24]31，交际对象以年龄相仿的邻居和

伙伴为主，且多承担带孩子的任务。

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可总结为日常活动、

康养服务、社会交往以及社区参与需求4方面。

日常活动、康养服务与老年人生理健康直接相

关，且通过培养爱好和提供心理服务等方式影

响心理健康水平[24]30。社交活动可促进老年人

心理健康发展，同时有利于保持对社区环境的

适应以及对信息的获取，维持认知水平[25]17。

此外，在社会交往中，老年人需要寻求更高层

级的交流和价值实现[25]17。积极的社区参与将

促进其建立良好的社区归属感和自我实现感

（见图1）。

 

2.2   儿童群体特征及健康需求

儿童在生理上处于生长发育不完全阶段，

具有协调性差且易摔倒、对温度和气候变化敏

感、辨识和认知能力较差等特征。根据皮亚杰

等[26]提出的儿童行为心理发展理论：1—2岁的

儿童通过感官感受来认识世界，需要父母和监

护人的陪伴；3—6岁的儿童随着社会交往的需

求和能力提高，热衷于与环境、同伴互动，有一

定的独立活动能力；7—12岁的儿童能独立思

考问题，喜欢冒险和挑战性游戏。

由于儿童相较于成年人存在生理脆弱性和

心理不成熟的特征，身体活动不足会对儿童身

心造成不良影响，如肥胖加剧、体能下降，出现

对社区环境疏离、性格不独立等心理问题[27]，在

成长中缺乏对社区的安全感[28-29]。儿童户外活

动呈现年龄聚集、依赖家长、喜欢创造性游戏等

特征。

2.3   老幼友好的社区空间特征

老幼群体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存在共

性与联系。例如心理上均较为敏感，渴望与同

龄伙伴交流；活动偏好上，均喜好参与体验感

较强的聚集性活动和多元化的娱乐方式[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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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重要旅游景点

政府部门

越秀区行政边界

同时，儿童需家长照看，老年人则视儿童为情

感寄托对象之一，两者相互依赖。老幼友好社

区空间应具有以下特征[30]52：

（1）安全性高。根据老年人、儿童的生理

尺度特点，对活动场地及配套活动设施的尺度

设计进行调整，如基于儿童视角设计1 m高度

的场地和设施，选择强度合适的活动设施；通

过设置安全的步行空间，加装无障碍设施等来

提升物理安全性。

（2）可识别性强。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衰

弱，需要高辨识度的空间；儿童具有猎奇天性，

可识别性强的空间有助于引导儿童投身户外

活动。因此，老幼友好的空间应易于识别。

（3）体验感强。相比于以绿化景观、硬质

铺装为主的传统社区公共空间，老幼友好的社

区空间需注重老幼群体的空间体验和心理感

受，引导老幼参与多样化的公共活动体验，进

而产生参与感和体验感。

（4）适于社交。通过精细化社区公共空间

的规划设计和完善内部设施配套，如设置趣味

性的活动空间以吸引儿童集聚玩耍、就近设置

老幼活动场地以促进代际融合等，赋予社区公

共空间以社会交往的功能。

3   老幼友好社区规划微改造策略：以广

州三眼井社区为例

2016年，广州率先开展老旧小区微改造

工作，强调对社区现状空间的修补与完善，兼

顾空间效能和社会民生，以提高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与安全感为目标[31]。由于在早期居住区

规划时没有特别考虑老幼群体的需求，以及老

旧小区存在人口密度高、绿地率低、缺少适老

化设计和儿童设施设计等问题，老幼群体无法

共同参与到公共空间，减少了与其他居民之间

交流和共享资源的机会。

3.1   社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019年底，广州拟开展中山纪念堂周边环

境提升和越秀区洪桥街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

三眼井社区属于该项目范围（见图2）。广州市

于2019年底组织三眼井社区的微改造设计方

案征集（本文以其中一个微改造方案为例）。

2020年中开始落实设计方案并推动微改造工作

的实施。三眼井社区改造面积为9.08 hm2，常住

人口约9 774人，60岁以上老人有3 098人，占

常住人口的近1/3。“三眼井”社区地名来源于

古代社区里的三口古井，现已消失。现状社区中

大部分建筑建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约有60

栋老旧楼宇。由于物业日渐老化，社区公共空间

严重缺乏，可及性差，难以满足老人、儿童的日

常活动需要。

本文基于对本地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

采用质性分析开展研究。第1阶段，资料来源于

2020年7月在方案设计时，随机抽查常住老幼

群体开展的深度访谈。由于儿童难以单独接受

访谈，本访谈对象主要集中于60岁以上并且具

有孙辈的群体，同时需满足居住时间大于3个

月。调研内容包括健康状况、日常活动情况等。

第2阶段，课题组重点对街道工作人员、规划师

等开展深度访谈，了解微改造的过程与机制。

 

3.2   社区老幼友好现状问题

被访谈的老幼群体里，老年人带孙子成为

了他们在社区日常的生活状态。基于老幼群体

的行为特征和健康需求，总结出三眼井社区老

幼不友好的现状问题。

（1）人车混行影响老幼群体的安全。社区

现状主街并未实现人车分流，现状车辆虽然较

少但是速度较快。年纪较大的社区居民在访谈

中均反映，老人儿童行走在主街上缺乏安全感。

虽然社区内现状机动车不多，但是共享单

车、电动自行车经常停放在社区人行道上，造

成现有步行路线被割裂或被侵占的情况。由于

多次路面修整，街道表面无障碍设施中断，导

致日常婴儿车、老年人轮椅难以通过。

（2）社区的特征、可识别性有待加强。三

眼井社区是古代客家人的集聚区，以前经常响

起客家山歌。正是这样的地方特质，成为居民

情感认同的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些民

俗文化并没有保留的条件和支撑空间，社区空

间缺乏可识别性。

（3）缺乏体验感强的空间。6岁以前的

儿童正处于“感官敏感期”，用身体接触、用感

官学习是他们主要的学习方式。虽然约80%的

受访老人和儿童每周会到访社区公共空间3—

4次，但儿童在三眼井社区公共空间中探索的

愿望不大，大多数儿童使用公共空间的原因是

“晒太阳”，而非“体验”与“探索”。

（4）缺乏全龄段的户外空间。社区内缺乏

老幼共同活动的户外公共空间。社区老人的主

要日常活动类型均为散步等运动量较小的休

闲活动，且白天大部分老人的主要活动是带孙

辈外出活动。据居民反映，三眼井社区内缺乏

这种适合老幼共同活动的户外场所。

3.3   设计理念

老年人与儿童群体对社区空间的共同需

求包括安全性、可识别性、社交适宜性和体验

性。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出行环境的安全；可识

别性应在设计上强调地方特色；社交适宜性在

设计上尽可能考虑老幼共享的公共空间；体验

感强主要体现在老幼可共同参与体验的空间。

图1  老人在社区中的社交需求

Fig.1   Social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5]17绘制。

图2  三眼井社区区位

Fig.2  Location of Sanyanjing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通过社区活动和参与决策来展示自我、表达自我，从而实

现价值

倾向于与家人好友交往，建立亲密关系，社区需提供老年

人建构亲密关系的活动场地

在社交中，老年人需受到群体情感的感染，增进彼

此的共情能力，让自己感受到爱与被爱

在看护孙辈儿童的过程中与自己或其他

家庭孩子互动，以及在看护中创造与其他

家庭老年人间的互助与交流

通过社区内的社交减少因退休后社

会关系减弱带来的孤独感，保障基本

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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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微改造规划平面图
Fig.4  Plan of micro-regene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基于此，将设计理念凝练成有所赏、有所

行、有所养、有所乐、有所助的“五有”社区。

一是有所赏，打造既能讲述故事又贴近群众的

文化景观；二是有所行，形成老幼群体无障碍

通行的安全街道；三是有所养，建设全龄友好

的社区服务设施；四是有所乐，为孩子提供充

满趣味的玩乐场所；五是有所助，结合社区公

共空间的运维，引导孩子和老人积极参与健康

社区的营造，在共同缔造中与社区一起健康发

展（见图3）。

 

3.4   老幼友好的公共空间改造设计方案

根据老幼友好的空间需求，“五有”社区

设计了全龄公园、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在与

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空间中，配备

老年人出行辅助设施，提高了老年人出行和活

动的安全性。老年人活动空间与儿童活动空间

就近设置，增加老幼交流[32]。方案依托三眼井

社区的共享街道，对社区中主要的老幼友好空

间进行组织和串联，形成活力健康环，尽可能

移除停车位，使步行者拥有全部路权，实现健

康社区建设成果的全人群共享（见图4）。

3.4.1    场所：地方性的展示与老幼体验

图3  设计理念图

Fig.3  Design concep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为满足老幼日常活动需求，三眼井社区在

微改造中重点营造了口袋公园、全龄公园、顽

皮乐园等老幼友好公共活动空间。

（1）口袋公园：利用社区边角场地，设计

营造三眼井文化艺廊（见图5）等口袋公园，

促进社区居民的交往。为了重现历史文脉，设

计方案在原址恢复了三口井的历史风貌场景。

（2）全龄公园：考虑到居民活动地点偏

好和可达性，将原文化广场改造为全龄段的

公园，公园内专门划分老人活动区和儿童活动

区，并配套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活动需求的活

动设施；社区通过举办学习交流、文化体育等

多元社区活动来吸引居民进行户外活动，丰富

其社区日常生活（见图6）。

（3）顽皮乐园：顽皮乐园专门服务于社区

儿童，打造优质的趣味性游乐空间，让不同年

龄和能力的小朋友无障碍地游玩。在空间改造

中，巧妙地利用场地的高差、绿化、小品等趣味

图5  三眼井文化艺廊改造图
Fig.5  Renovation of Sanyanjing culture and art corridor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自绘。

图6  全龄友好公园改造效果图

Fig.6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all-age-friendly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自绘。

图7  顽皮乐园改造效果图

Fig.7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naughty fairyland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自绘。

a 改造前 b 改造效果

a 改造前

a 改造前

b 改造效果

b 改造效果

共享街道

活力健康步道

机动车道

主要节点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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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微改造实施机制

Fig.11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micro-regene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老幼友好社区建设运营相关群体
Fig.12  Related group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age-friendly and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共享街道改造前后示意图

Fig.9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share street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自绘。

图10  社区主入口改造前后示意图

Fig.10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main community entr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自绘。

图8  社区绿化空间改造后实景图

Fig.8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community green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自绘。

性要素，为儿童提供体能、感官和社交3方面的

多元游戏体验，使儿童可以在安全、可控的游

乐环境下挑战自我及探索世界（见图7）。

 （4）街角绿地优化：现状绿化空间仅

仅是具有绿化和观赏单一功能的空间，而非

真正意义上的场所，即包含有活动、有人与

人的互动及情感在内的实体空间。改造后的

社区绿化增加了阶梯式草坡，老年人和儿童

可以在草坡上活动，微改造赋予原先的单一

绿化空间以社交空间功能，提高居民参与户

外活动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居民身心健康

（见图8）。

3.4.2     共享街道：老幼安全出行路径

主街拓宽人行道，设计为共享街道，实施

人车分流。重要节点围绕社区主街进行布局，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需要照顾的儿童提供便

捷的通道以到达各种老幼友好节点和设施。良

好的步行环境满足了老年人与儿童散步的需

求，并使街道成为交往空间，有助于增加社区

凝聚力（见图9）。 

3.4.3    出入口优化：增强可识别性

依据老幼需求，优化社区主入口的可识别

性与安全性。结合立体绿化对入口展墙进行美

化，缩小现状雕塑等构筑物的体量，增加主入

口空间的开阔度和可识别性。在路面增设防滑

设施，以防止下雨或路面湿滑而发生意外；在

a 改造前

a 改造前

a 改造前

b 改造效果

b 改造效果

b 改造效果

顶层设计

建设运营

主导社区微改造实施，组织社区
活动，协调微改造实施过程的各
种矛盾。

权责

方案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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