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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复杂，地理学与老

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亟需从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思考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填补老龄化研究

的空白，丰富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题，

即：①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②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③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④老年人的空

间行为；⑤养老服务的空间组织与规划，并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对老龄化地理学的

学科定位、研究体系和理论方法建构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为从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

口老龄化现象提供一个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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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1 引言

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人口金字塔的形状已由正

金字塔形变为倒纺锤形，老龄化与少子化态势日益

明显。1999年，中国 60岁以上人口超过 10%，按照

联合国的定义正式步入老龄社会；截至 2014年底，

老年人口已超过 2.12 亿，占总人口比例的 15.5%。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 1亿的国家，

且正以每年 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高龄

化(即 80 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长态势也非常明

显。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人口老

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20年80岁以上人

口将占老年总人口的 12.4%，同时受 20 世纪 60-70

年代前期的生育高峰影响，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21.8%，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将是依赖长期照护的失

能老人。

在社会转型和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人口老

龄化日趋复杂，呈现以下特点：①老龄化与城镇化

进程高度叠合，在多种社会维度和时空尺度上呈现

出较强分异；②中国加速老龄化是主动的选择(邬

沧萍等, 2011)，受政策(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巨大；③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基础不扎实，公共

财政能力有限，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较低，对社会化

服务的支付能力不足；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和重构

期，老龄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相关公共服

务的理念和政策边界不明确；⑤随着家庭结构变化

和空巢比例增加，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发生了很大

变化，社会和家庭关系的稳定性降低。

自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上述

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过去

30多年里，人口学、经济学、老年学等领域的学者纷

纷响应，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对老龄化持续关

注且成果丰硕的主要是两个综合性学科：人口学和

老年学。人口学主要是基于人口学统计和调研数

据对人口老龄化的态势进行统计描述，对人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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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的态势进行定量分析和模拟预测，侧重于国

家或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老年学是伴随人口老

龄化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交叉学科，可大致分为 3个

方向：从医学、生物学角度对人类生理衰老规律及

其防治对策的研究；以人口学为基础的人口老龄化

现象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中宏观研究；借鉴社会学

方法对代际关系、养老问题、老年人生活状况等社

会问题的中微观研究。

上述学科主要是从非空间视角来探讨老龄化

现象及其社会影响和应对政策。与此不同，地理学

认为社会现象是“人”、“地”两大系统的要素在特定

空间环境里相互作用的结果(陆大道等, 1998)，它

们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交织，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

内构成复杂开放、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巨系统，

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吴传钧, 1991)。因此，地理

学强调从现象与空间环境的互动关系入手，运用多

尺度、区域性、综合性的视角来解读社会的变化。

实际上，学术界早就认识到老龄化是一个多学

科交叉的研究议题，但是地理学者的参与较为有

限。早期，人口学、老年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力

量是相关研究的主力军，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

人口地图集》也是由非地理学者倡导和组织编制

的。中国地理学界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在 20世纪

90年代才兴起。初期主要着眼于人口老龄化的时

空特征、城乡差异、区域分异等宏观问题；近年来，

为了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老年社区建设、

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需求等问题也逐渐

成为城市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研究的议题。但总

体来说，老龄化是地理学研究的薄弱领域，现有成

果的研究视角较窄，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

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复杂，

地理学与老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亟需

从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思考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

方向，这对丰富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也可以填补老龄化研究的空白。

2 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
的主要议题

2.1 议题一：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

2.1.1 时空特征

中国人口地理学在空间格局的探索方面成果

卓著。自1926年竺可桢先生发表《论江浙两省之人

口密度》后，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部分区域人口时

空特征的研究成果，例如胡焕庸先生 1935 年提出

“瑷珲—腾冲分界线”(即“胡焕庸线”)，半个世纪以

来其所反映的中国人口分布地理格局仍未发生大

的改变。20世纪 50年代开始，人口地理学出现人

口学和统计学转向，对传统地理学的贡献有所减

弱，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变化和资源环境问题

加剧，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重新受

到重视，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与人口的流动和迁

移、人口脆弱性一起，成为跨世纪人口地理学的研

究热点和国际前沿(封志明等, 2011)。

已有研究发现，区域性、动态性是中国人口老

龄化最为显著的两大时空特征。区域性特征主要

表现为不同空间尺度上老龄化进程和程度的差异

性。王志宝等(2013)认为，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

化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区或省

区之间因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而引起的人口老龄化

演化阶段、特征与趋势方面的区域差异；二是区域

内部由于城乡人口迁移等原因带来的老龄人口城

乡倒置等问题和大都市区内部的老龄人口分布差

异。相关研究较为丰富，总体特征是根据各地区的

人口老龄化程度与速度不同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

差异，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老

龄化的区域分异进行识别和类型区划分，并提出了

差异化的政策建议。例如，利用省域或市域人口统

计指标分析老龄化水平的省际、城乡、东西部和民

族间差异(李日邦等, 1999; 杜鹏等, 2010; 赵儒煜

等, 2012; 于涛方, 2013)；综合利用统计和田野调查

数据对城市内部的乡镇、街道进行比较，识别老龄

化的差异化格局等(柴彦威等, 2005; 李若建, 2006;

张开洲等, 2014)。就研究区而言，北京、广州等大

城市因较早步入老年型社会而受到关注(林琳等,

2007; 张纯等, 2007)。

老龄化既是空间上老年人口分布非均衡动态

演化的过程，也是时间上人口年龄结构渐变的过

程。受到数据和分析技术的限制，早期的研究集中

于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即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性特

征。近年来，随着数据采集和时空分析技术的发

展，人口老龄化变动规律的探索成为可能。在“时

空双维”思路的引导下，学者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动态研究。研究表明，一个区域

的老龄化演变通常同时存在中心集聚和向外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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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如袁俊等(2007)发现，中国农村老年人口

在东部、南部集聚，同时有向中部扩散的趋势；李扬

等(2011)对北京的研究表明，中心城区的老年人口

有较强的集聚趋势，而远郊区则是逐渐向外扩散。

这些现象使得老年人口空间差异格局的变化快于

人口格局的整体变化。另一方面，不同尺度、不同

区位地域老龄化演变模式不尽相同。李秀丽等

(2008)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省际差异整体上扩

大，而个别东部省份的省际差异在缩小；最近的研

究表明，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

区域差异正持续扩大(刘华军等, 2014)。

2.1.2 老龄化区域差异格局的驱动因素

中国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的驱动因素是多方

面、综合性的，不仅受到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因

素的影响，而且受到社会政策因素的巨大影响。袁

俊等(2007)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变化的

影响因子归结为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和人口自身 3

个方面。王志宝等(2015)认为，经济差异直接导致

区域人口老龄化的两极分化，而社会保障差异对人

口老龄化的区域演变格局具有重要引导作用。目

前，认同度较高的观点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由出生

率和死亡率决定)是人口老龄化的内因，可以解释

老年人口总量的增加；而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

因素则是外因，这些因素在空间上的差异化投影间

接影响了人口老龄化分布的区域差异。外因中的

人口迁移，尤其是非老年人的迁移，对人口老龄化

的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地理学者更加侧重

外因分析，侧重对老龄人口空间分异的解释。

在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的早期研究中，地理学

者通常把重点放在这一地理现象的描述分析上，以

宏观层面的定性描述为主，关于机理的定量研究极

少；虽然近年来定量研究逐渐增多，但应用方法也

主要局限于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和空

间自相关分析等。这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涉及到的

一些变量很难精确量化或者根本无法测度有一定

关系。总的来说，目前对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的成

因或趋势的研究还停留在因素罗列和定性描述阶

段，解释力度不强，更深层次的驱动机制有待探究。

2.2 议题二：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

2.2.1 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

城镇化和老龄化是人口变动的双重驱动力，并

且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着(刘爽, 1998)。中国能够创

造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人口红利(蔡昉等, 2006)，因此与人口红利紧密相

关的老龄化与城镇化的关联成为学术界非常关注

的问题。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主要是通过影响人

口迁移、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供给等方面给

城镇化带来影响。现有地理学研究更多关注其中

与人直接相关的因素，特别是人口迁移和劳动力

供给。

老龄化将改变个人的迁移成本、预期收入和文

化思想观念，从而影响人们的流动(迁移)意愿 ，并

对城镇化造成间接阻碍(康传坤, 2012)。首先，老年

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经过多年建立起来的社

交网络，需要负担更高的心理成本(韩银娥, 2007)，

因此其流动(迁移)的意愿显著低于青壮年人口。其

次，进入城市的农村迁移人口大部分是在非正式部

门从事较为低端的工作(李培, 2009)，收入预期相对

较低，而年龄越大，留在城市的预期时间越短，预期

收益越少，有时甚至还不能弥补迁移带来的成本，

因此年龄因素会是决定迁移的重要因素。再次，受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年长者的“安土重迁”、“落叶归

根”的思想更为牢固，也会对其迁移意愿产生影响

(李强, 2003; 宋健, 2005)。在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

下，老龄化对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构成一定

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逐渐显露。2000年以来，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劳

动力的有效供给减少 ( 彭秀健, 2006; 杨雪等,

2011)。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体现在劳

动参与率、城乡结构和人力资本 3 个方面(郭瑜,

2013)。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给城市带来

了许多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劳动力抚养比迅速

增加，养老社会负担能力不足，从事老年服务行业

的人力资源极度短缺等。劳动力供给更直接地体

现在农村地区，受老龄化和城乡人口流动(迁移)影

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年龄构成呈不断上升的

趋势，对农村本地生产活动以及农村剩余人口向城

市的持续供给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何小勤, 2013)。

值得关注的是，老龄化对各地区劳动力资源的

影响的刻画，也受到人力资源界定标准的影响。老

年人力资源开发是积极老龄化(或成功老龄化)的重

要部分，但中国地理学对于这个议题还鲜有涉及。

只有改变传统的思维和指标方法，才能准确刻画各

地区劳动力资源的空间效应及老年人力资源的特

点，表达老年与青年群体的差异，寻求不同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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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2.2.2 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服务需求压力

整个社会基于老龄化人口特征而产生的一系

列社会结构、劳动体系和空间组织方面的矛盾都将

导致新的空间需求。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服务的影

响突出表现在老年服务设施需求的增长方面。

2014年，中国平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24张，与

发达国家 50~70张床位的水平相比差距甚大；民政

部正在调研制定“十三五”期间养老服务业发展规

划，以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 35~40张

的目标。从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床位数来看，距离

规划目标尚有较大距离。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

当前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中，大部分是有活动能力

的老人，而真正必须依靠外部力量长期照护的老人

却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入住(高晓路, 2013)。养老服

务供给和需求在品质、价格、空间方面错位现象很

普遍。

很多城市提出了应对老龄化的措施，如北京颁

布了“9064”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即2020年90%的老

年人在社会化服务的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

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

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虽然政府

大力推崇居家、社区和就地养老等理念并积极提供

财政方面的扶持，但关于这些理念的大部分研究还

停留于概念的解释层面，如何从地理学视角阐释其

特征、方式和存在的困难，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其

实，这些方式并不一定同老年人生活品质的提升具

有确定的关联，例如，美国的一些案例表明，失能和

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老人群体在养老设施里可以

获得更好的照顾(Golant, 2009)。可见，要想引导特

定地区或符合特定条件的老人选择合理的服务，还

需要对相关分类标准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外地理

学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

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老龄化将带来巨大的老

年服务需求，但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并非所有需

求都能转化为市场。目前，地理学及相关学术领域

对于老年服务市场需求的研究还颇为粗略，难以为

相关公共服务和产业政策提供必要的支持。另外，

老年服务需求不仅来自于老年人群自身的医疗、养

老、文化等要求，还广泛来自老年人的子女、家庭、

族群、社区、甚至年轻人群，但是目前大部分研究的

对象还仅仅局限于老年人，对基于空间和社会关联

在一起的相关群体和相关地区的需求及其自组织

性的关注不够。可见，老年公共服务和市场需求仍

是未来的重要研究议题。

2.2.3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变化和老龄化社区的形成

在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中，以

社区为单位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十分显著。特别

是低收入、独立性强和缺乏家庭及社会支持的老年

人，在生活条件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与年青社会成员

的差异不断加大，随着年轻有活力的家庭逐渐向新

的富裕社区迁移，或由于被动拆迁和搬进专门的老

年社区，老年人逐渐在内城和一些边缘化社区里集

聚，形成老龄化社区。于涛方等(2012)将这种现象

的产生归结为集聚效应(如拆迁和新建的老年社区)

和残留效应的共同作用。一些城市社会地理学者

运用小地域统计方法，采用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

空巢比等空间统计学指标，或根据居住形态(如老

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混合开发型社区等)对城

市社区进行了细分。实证研究表明，在不同类型的

城市社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子具有显著

差异：在老龄化社区，居住条件及社区所提供的老

年服务为首要条件，而较为年轻的社区中各种服务

的可达性则更加重要(Yan B Q, Gao X L, Breitung

W, 2015)。

老龄化社区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地域单元，如果

不能合理把握未来的演化态势，老龄化社区的识别

在实践层面就失去了意义。应该说，城市社会地理

学在这些问题上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优势。研

究的难点在于老龄化社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

识别标准，因此研究成果在应用层面上难以整合；

另一方面，老年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却十分突出，

如社区诊所和服务设施的配置、多层楼房老年人下

楼难等问题。因此，需要大力加强老年社区层面的

研究，推动理论研究与实际需求的有机结合。

2.3 议题三：老年人健康与环境

2.3.1 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中国老年健康地理学的早期研究比较注重长

寿、老年人疾病与环境的关系，偏重对自然地理要

素影响的解释(谭见安等, 1990; 李日邦等, 2000; 杨

青生等, 2006)，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家庭等人文环

境因素的影响常被忽略。这是因为当时的研究数

据主要来源于人口普查或统计资料，老年人及其家

庭的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很难获取。20世纪末以来，

这方面的瓶颈逐渐被打破，人文和社会环境因素对

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文献逐渐增多。中国科学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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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医学地理研究组从人口健康

的社会影响因素出发，提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过

程加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

疾病谱发生了重大改变，不仅冲击医疗卫生资源原

有的配置和服务方向，而且老年人口作为脆弱人

群，成为许多传染性疾病的高危人群(杨林生等,

2010)。医学地理学者围绕健康开展了环境、发展

与健康指标体系和中国老龄化区域分异规律的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地理尺度分析医疗卫生

资源的建设现状、空间布局与地理配置，利用地理

学的空间分析理论和方法，从可达性与公平性出

发，探索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应对策略(陈如桂等,

1999)。

然而，中国老年人健康与环境领域的研究仍存

在以下短板：一是偏重于区域层面的分析，较少考

虑区域内部的差异性，例如城乡之间、平原和山区

之间、不同类型社区之间的差异。二是在老年人健

康与自然、人文环境的耦合关系研究中，存在对老

年健康的诸多因素未加区分或控制等问题；此外，

大多局限于外部环境要素的人体健康效应，多要素

综合研究和要素间关联的研究较少。外部环境与

情感、认知等体内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脱

节，导致研究结论的孤立性(郝喆, 2015)。三是地理

学研究采用的空间差异测度指标，大多为便于获取

的统计指标，但对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等不易识

别的因素涉及较少。老年健康地理学的学科特性

决定了其对跨学科研究的要求，特别是在社会、行

为、环境和遗传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与老年人健

康的关系方面，但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仍然需要进

一步整合。

2.3.2 宜居(宜老)生活环境的评价

宜居(宜老)的生活环境是人口老龄化与环境协

调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学术研究的目标。为探析

老年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国外学者就提出了P-E Fit模型，从老年人的个人属

性(P)和生活与社会环境(E)着眼探讨人与环境的适

应性(Lawton et al, 1968, 1973)，进而探讨普通住区、

市中心、老年退休社区、农村等不同类型地区的老

年人生活环境 (enabling environment，healthy envi-

ronment)。近年来，更是把老年人适宜生活环境的

研究与老年服务体系的调整结合起来，以便推动以

社区和家庭为基础的个性化养老服务。相比之下，

中国宜居(宜老)生活环境的研究主题比较单一。

关于“老年宜居环境”的国内地理学研究文献，

研究重点主要是宜居(宜老)生活环境的评估指标体

系。如谷志莲等(2012)通过案例探讨了单位社区的

“宜老性”，认为空间结构、社区认同和面向老年人

的社区组织是单位社区转型中宜老性的重要表

现。戴俊骋等(2011)综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

构建了涵盖生活软硬环境要素的中国老年人宜居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然而，由于不同研究的空间尺

度跨度很大，目前尚未就评估体系达成共识。其

中，区域和城市层面的研究主要侧重物质空间层面

的评估和区域间比较, 关注各类老年相关设施的布

局和规划，强调现状分布的空间差异。一般通过统

计数据来分析养老机构分布的城乡、省际、区域间

以及市内差异，发现其中存在的供需缺口、服务功

能单一、设施与人口分布不协调、地区结构性不平

衡、养老设施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等问题。城市内

部空间的微观层面研究则对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等

个体特征有更多考虑，一些研究考虑了道路交通因

素，通过可达性分析试图更加合理地测度城市养老

设施的布局和老年人生活环境的宜居性。

2.4 议题四：老年人的空间行为

2.4.1 老年人日常活动和行为

老龄化进程和养老模式等宏观层面的研究为

中国面向老龄化的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支撑，

而要想把握政策的落实状况及其对老年人生活的

影响，需要从微观层面通过空间行为分析来还原老

年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北京大学行为地

理学研究组就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路径及其时空特

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柴彦威等(2010)提出

以行为地理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人的决策与行为发

生场所的关系，运用经验和质性分析等方法，从认

知行为和时空轨迹两方面对城市老年人的日常活

动和迁居行为开展研究。周洁等(2013)聚焦于老年

人的就医、购物和休闲三类主要日常生活行为，基

于时空间尺度和出行链探讨他们的行为特征和影

响机制。该研究组将生命历程理论与时间和行为

地理学的研究结合，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此外，学术界还开展了老年人休闲行为、老年

人消费活动的研究(孙樱等, 2001)。其中，万邦伟

(1994) 以老年人公共活动设施的规划设计为导向，

定性分析了他们的出行活动规律和领域，研究了影

响老年人活动的时令性、地域性特征和心理互感意

识，发现在老年人的生命历程中，个人状况(包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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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心理条件、生活习惯和文化层次)和社会因

素(包括伦理文化、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居住条件

和环境设施)等因素均影响着行为活动特征。

2.4.2 老年人流动和迁移行为规律

人口老龄化的时空间格局可以从老年人流动

和迁移行为中得到微观解释。柴彦威等(2006)提出

了中国老年人居住迁移的概念模型。基于迁居形

式的描述(跨国、区域、城市内部、回归迁移)和迁居

原因(包括个人原因、家庭因素、地域特性)的解释，

他提出由生命路径模型和老年移动转换模型构成

的老年人迁居的理论模型，并进而建立了老年人居

住迁移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老龄化地区形成之

间的关联。目前，地理学领域关于中国老年人在城

市和区域间流动和迁移的研究相对更多一些，包括

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和迁移影响因素、老年流动人

口的生活状况与城市适应性(苗瑞凤, 2012)等。孟

向京等(2004)从人口学角度研究了城市与省际老年

人口迁移，发现中国老年人口流动主要以家庭团聚

为目的, 老年人流动的行为决策主要是基于老年人

与子女之间的理性决定，主要因素包括老年人自身

的因素、子女在流入地的经济状况、子女与老年人

的关系以及流入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刘

爽等(2006)探讨了大城市老年人的异地养老行为，

讨论了异地养老、移动养老等新模式在满足老年人

生理需要、整合区域间的养老资源、缓解大城市人

口压力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家庭支持、精神慰藉、医

疗社保等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关于老年人在城市内部和回归迁

移的实证研究较少。个别研究案例集中于少数特

定类型地区。如柴彦威等(2010)关于单位大院的研

究假设，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和变革影响下，城

市同龄老年群体的生命路径表现出趋同效应，所以

以1930年代前后出生的单位大院老年人为对象，调

查他们的生命史和迁居的时空路径。李鹏飞等

(2013)对北京单位社区老人的迁居行为和社会网络

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老年人迁居后日常

活动与交往模式的调整和与原单位社区之间的互

动。这种基于个案的研究方法超出了传统的迁居

原因分类学方法(如推拉因子、移动转换模型)，与国

外学者近年来倡导的“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

al)理论颇有相似，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不过，社会

制度决定下同龄群体行为趋同的假设对于正在逐

步步入老龄的(20世纪 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来

说，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了，社会群体的分化和个性

化需求越来越明显，老年人的迁居和流动行为需要

更多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支撑。

2.5 议题五：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养老服务建设和

规划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健康老龄化社会目标的

实现。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的研究主要从生理、心

理、机能方面的需求出发，探讨养老设施的规划指

标、设施环境、空间设计、无障碍设计等问题(杨建

军等, 2012)。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则是老年服务的

空间配置及其效率和公平问题。其中，在这一目标

引导之下，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养老服务发展良莠

不齐、养老设施空间分布失衡、空间布局不合理、空

置率过高、养老设施的配置标准和服务对象界定标

准不合理等问题得到了地理学界的很多关注(詹运

洲等, 2014)。

2.5.1 养老服务模式和需求意向

准确测算需求是养老服务规划的基础，而养老

服务的需求首先要考虑社会及老年人家庭和个体

的模式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变

化，决定了中国养老模式不能再局限于家庭养老，

而将逐渐转向社会养老(陈赛权, 2000)。在此背景

下，明确界定自我养老、居家养老、社会养老等不同

模式的内涵及具有不同属性的个人和群体的需求

是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的前提条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养老方式、养老形式、养

老模式的多学科研究成果日渐增多，特别是人口学

和社会学者对不同城市和地区老年人养老方式选

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刘红,

2009; 蔡驎, 2010)，其中有不少关于城乡、居住区位

和养老场所选择的探讨。陈赛权(2000) 、Pei(2009)

基于各种代表性养老模式的总结，指出养老服务模

式问题涉及养老责任分担、养老资源分配、社会文

化、养老意识和价值观、人口分层和城乡差异等众

多方面，目前大部分养老模式的研究局限于本学科

狭小的范围内，经验研究和一般性对策研究较多，

未来还需要大大加强理论研究。

微观尺度养老模式研究最大的难点在于能否

甄别人们的偏好或意愿的合理性，为此必须构建合

理性判别的原则和指标。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对

此进行了探讨，如高晓路等(2012)通过北京市典型

社区的研究发现，70岁以下年轻老人选择机构养老

的意愿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而70岁以上老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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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较高的“合理性”。同时，健康和失能老人在

养老服务模式的选择上差异明显：在健康状态下只

有 4%的老人想要去养老院，而当独立生活有困难

时50%的老人表现出对机构养老的兴趣。显然，如

果不能准确判别“合理的”需求并对老年人健康状

态的转换做出合理应对，就会造成低效甚至无效的

资源配置，不但会降低老年人生活的稳定性，而且

会带来公平性的损失。对于养老服务的短期规划

来说，空间资源和公共财政能力的制约也是需要考

虑的重要因素。由于养老服务需求巨大，未来单靠

公共服务的增加是很难解决的，需要城市物质空间

和经济社会空间的多维应变，这已经逐渐成为共

识。今后应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地理学研究。

2.5.2 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评估和优化

养老设施有别于其他各类公共和社会服务设

施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其所提供的是面向老年人特

定养老需求的服务。关于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布

局的地理学研究文献主要聚焦于设施的分布特征

及其与人口的耦合关系(陶卓霖等, 2014)，特别是从

空间接近性方面来评估养老设施的可达性，识别不

同地区养老设施的稀缺程度。事实上，接近性不能

只用空间距离来衡量，还要考虑社会和情感的接近

性，可支付性和养老服务设施的可持续运营等亦是

养老服务空间组织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因此综合

起来，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的优化实际上是一个多目

标规划问题。于涛方等(2012)指出，面向老龄化的

规划政策研究应综合考虑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和城

市空间及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实现公平与效率

的统筹兼顾。这一观点为规划政策的评估指出了

方向。不过目前关于养老设施布局优化的研究案

例还不多，对于采取何种规划政策来引导养老服务

资源合理配置的政策事前评估文献更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地理学界目前对农村养

老服务空间组织问题的关注还非常欠缺。与城市

相比，农村地区养老服务需求分散、养老设施匮乏、

服务人才短缺、服务水平偏低，使得农村老人，特别

是随着人口流失而不断增加的留守老人的日常照

护和精神慰藉等问题愈加突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

人口学和公共政策学的高度关注，但研究成果主要

是农村养老模式和政府、家庭职责等方面的建议，

对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将如何有效地配置鲜有深

入研究。未来地理学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多的

作用。

上述研究缺失的背后，存在两个尚未解决的关

键问题。一是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动态性和差异性

把握不足。老年人日常行为具有多样化且不确定

性的特征。中国老人传统上更倾向于家庭成员的

照顾而不是正式的服务，但这种特征很可能会发生

变化，导致老人对服务更加敏感。老龄化过程是一

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与不同年代的出生人口动态变

化相关，并且不同年龄老年人群的养老需求变化十

分显著。伴随老年人体能和知觉的下降，需要照护

的服务内容会与日俱增，对专业化照护的要求也将

日趋复杂。二是各种尺度上的社会经济和空间差

异性会对人们的需求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与

此相关的是技术方法的局限。养老服务需求的差

别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和地区之间，更由于涉及人

的老化过程中生理和心理状态的变化、老年个体的

移动、迁居等过程以及空间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具有

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人和空间环境变

化的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于城市生活的各个时期和

方面，但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和重构的过程中

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

和制度环境的开放，劳动者、家庭、企业的流动性越

来越强，他们的差异性和独立性越来越明显，呈现

出不同于以往的“随机秩序”。同时，政府、企业、家

庭、个人等各种微观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

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

利用面板统计数据或者个案调查所得到的个别时

点或地区的分析模型来研究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

整体的养老机构配置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总之，地理学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具有鲜明的

规划导向和实用性特征，但现有研究成果对规划的

实际指导意义依然有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老

年群体的分化和异质性的分析还不够细致；另外，

现有研究的对象或者是一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或者

是老年个体，还没有建立起沟通两者的研究体系。

为了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城市规划、社区和养老机构

的管理者可以运用的知识，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更

具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探索和借

鉴新的研究方法，如用关系方法 (relational ap-

proach)来研究地理空间(space)与老年人生活场所

(place)之间相互渗透和转化的规律(Andrews et al,

2009)，或采用多主体微观模拟等方法把个体的、具

有随机性的行为与整体规律加以整合(Yan B Q,

Gao X L, Lyon M, 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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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框架构建

3.1 老龄化地理学的定位

老龄化地理学是从地理学视角探讨老龄化带

来的地域空间社会系统的演化规律、功能结构及其

优化调适对策的研究领域。虽然上述5个议题都是

以地理学为主线，但可以看出，相关文献中广泛涉

及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老年学、环境心理学、行

为科学、区域经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等相关科学

领域的内容。那么，老龄化地理学从学科交叉中分

化出来的必要性与学科定位又是什么？这方面，国

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或许会给我们一

些启示。

国外地理学对老龄化的研究起始于多学科

——尤其是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如社会心

理学家对环境因子和老年人的研究(Lawton et al,

1968; Lawton, 1983)以及地理学对老年人口分布及

日常生活空间的研究(Golant, 1972; Rowles, 1978)。

起初，地理学方法只是作为研究老龄化的一种工

具，为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所借鉴。20

世纪80年代末，学界开始把老龄化研究看作社会地

理学的一个分支(Harper et al, 1995)。21世纪末，地

理学经历人文主义转型，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

合，其关于老龄化的研究已超越健康、疾病、康复、

照护等传统研究主题和社会地理学的范畴，逐渐成

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Andrews et al, 2007; Del

Casino, 2009)。Andrews 等(2007)将这个新的领域

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认为

其核心问题是“关于空间、地方和老龄化之间关系

的研究”，并将其主要研究内容划分为宏观层面的

“空间”研究——包括人口态势、服务和规划政策、

健康与生活环境，和微观层面的“场所”研究——包

括地方选择(emplacement)、情感(emotion)、意象(im-

age)和身体(body)。

与之对照，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目前处于

地理学与人口学、社会学、老年学、公共健康、行为

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尚无明确的学

科定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尚不够成

熟，特别是缺乏系统的研究框架，相关理论也主要

是借鉴社会学、老年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然而，

在中国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和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性正日渐凸显。地理学

的核心问题便是人—地关系的多尺度研究，与An-

drews(2007)对地理老年学内涵的凝练高度契合，值

得引起中国地理学者深思和借鉴。老龄化地理学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需要从研究架构、理论

构建和方法论等方面加以充实完善。

3.2 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体系化

表1从学科发展体系方面对国内外老龄化地理

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对比。基于人口老龄化的不

同社会经济背景，国内外政策需求有很大差异：欧

美发达国家侧重于评估政策改革的效果、保证效率

和公平以及为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公共部门等提

供有用的知识；而现时中国更需要为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提供理念支持，为相关规划政策的制定提

供坚实的研究支撑。相应地，对老龄化地理学研究

的核心科学问题的认识也有较大差异：依照 An-

drews(2007)的表述，地理老年学研究的核心是老龄

化、空间与场所的关系；而目前中国研究文献的主

题可宽泛表述为以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地关系和空

间环境相互作用。

结合上文对 5个议题的综述可以看出，虽然中

国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体系已初具规模，但主要集

中在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驱动因素、老年人的生

活环境和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而其他研究议题上

的研究成果较少，对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不少盲

区。为此，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

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大体形成 3 个基本视

角：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以及地理学与其他

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Andrews et al, 2009; 朱竑等,
2009)，各个视角的研究比较均衡。而现阶段许多

国内研究仍固守于地理学传统的区域空间视角，虽

然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学、空间行为研

究、城市规划等学科有较多的交叉和融合，但与社

会文化地理、历史地理、自然资源、产业经济、住房、

城市和农村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服务管理、信

息和工程技术等相关领域的融合颇为有限，使得地

理学对于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缺乏有效的应对。

老龄化地理学应通过学科融合获取更加丰富的理

论和方法，从多样性中获取学科持续发展和创新的

力量和源泉。

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

进行了探索，但比照表1中的核心科学问题，现有研

究的关注点更多是“空间”和老龄化的关系，侧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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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的宏观格局和过程的描述，而在老龄化和“场

所”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存在明显缺陷。造成这种

偏差的原因，一方面是过于倚重统计分析和传统的

地理学研究方法，把老年人视为抽象的均质化群

体，对老龄化社会空间过程的刻画比较肤浅；另一

方面，对人地关系中“地”的理解仅限于如距离、区

位、区域，没能挖掘空间的社会涵义，也就难以厘清

空间、场所与老龄化的内在逻辑关系。此外，现有

研究的视角比较狭窄，表现为对既定思维或政策导

向的追随，而缺乏理性批判的思考和理论建构。例

如，城乡老年服务空间均等化的理念是否公平和有

效率？“9064”或各地提出的其他养老模式是否合

理？地理学研究更应该为这些理念是否合理、在哪

些情况下可行或不可行提供客观的判断，而非简单

盲从。

其实，无论国内外都有很多需要研究的课题，

其中包括：①进一步研究怎样通过“场所”的构建让

社区在积极老龄化中有效发挥作用，各种老龄化政

策和理念的短期和长期空间效应及其在城市、农村

等不同地区的差异；②充分聚焦于人们的居住、日

常生活及生理、心理和情感等微观因素，更好地挖

掘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公共和民办部门等利益主

体的需求，探索与微观主体的动机相适应的规划理

念；③进一步研究和阐释互联网、大众传媒等新因

素催生出来的老龄化生活方式变迁、经济联系转化

和异地(国)养老、小众消费等社会经济现象和文化

景观变化；④结合地理空间尺度效应的研究，进一

步分析老龄化过程中全球化贸易、人力资源和资本

流动、区域合作，乃至伦理文化态度的转变对弱势

社会群体和不同社区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的产业

经济和社会政策。

3.3 本土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构建

虽然源自共同的社会问题，但是地理学与社会

学、人口学和老年学等学科相比，学科理论的构建

滞后。因此，一方面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理论，

如康复景观学、性别与政治经济地理学，地方和场

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理论等。更重要的是以中

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条件为背景，致力于

本土化理论的建构。

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区域发展比较均

表1 国内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geographic studies on aging of population

社会经济背景

政策需求

核心科学问题

主要研究议题

研究视角

理论研究

方法和尺度

国外(欧美发达国家)
区域发展比较均衡；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和老年服务、

社会保障机制；经济发展水平高，全球化资源获取能力

强；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不足；人文主义社会思潮。

评估政策改革的效果，保证效率和公平；为老年人、家

庭、照护者、公共部门等提供有用的知识。

老龄化、空间与场所的关系。

(宏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老年健康与生

活环境，老年服务和规划政策；(微观)老年生活场所，情

感、心理和生理。

区域空间视角；社会—经济—文化视角，与其他学科融

合的交叉视角。

具有较强实证研究导向，理论研究滞后；在康复景观

学、场所理论、社会文化地理学理论方面有一定建树。

2000年以来，受人文主义转向的影响，由定量、统计分

析转向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越来越强调质性

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

(空间)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并重，开始探索不同空间

尺度的内在关联机制；(时间)从静态到基于连续尺度和

生命周期的动态追踪和模拟。

中 国

人口总量庞大；区域和城乡差距显著；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叠

加且发展迅速；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受政策影响巨大；经济发展

对人口红利具有依赖性。

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念支持，为相关规划政策的制

定提供研究支撑。

以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地关系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

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老龄化的空间效应；老年

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老年人的空间行为；养老空间组织与规

划应对。

以区域空间视角为主；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学、空间

行为研究、城市规划、自然资源等学科有较多的交叉融合，但与

社会文化地理、历史地理、产业经济、住房、城市和农村发展、人

力资源管理、公共服务管理、信息和工程技术等领域的融合

有限。

强调问题导向，多借鉴人口学、空间行为、社会环境心理学的理

论，忽视地理学视角的理论研究；在老年服务设施研究中广泛

采用空间可达性理论，但其对人群的均一化假设缺乏社会文化

论据支撑。
基于集计分析和探索性分析的空间分异格局的描述、特征识

别、分类和评估；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模型分析；个案研究

和质性分析。

(空间)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研究，微观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

关于个体和家庭的微观研究成果与宏观政策缺乏整合性，难以

应对实际需求；(时间)由横截面统计数据到连续尺度动态分析，

基于家庭关系转型的代际演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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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老龄化的社会制度体系相对完善，在全球市场

的资源获取能力较强，在短时期内老龄化带来的人

力资源不足问题有可能通过移民等途径得到解

决。因此，西方国家的外部制约条件比较少，而如

何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来保持高质量的社会生活

是政策需求的焦点。由 Lawton 等(1968)提出的 P-

E Fit模型——即用个人属性和环境因素来解释老

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框架，至今仍对西方国家的老

年学和地理学研究具有深刻影响。事实上，欧美国

家对于空间、场所与老龄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

以提高老龄化社会的生活质量为核心目标。因此，

强调从人的层面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

应进行理解和诠释，特别是从老年人日常的生活环

境和空间行为出发研究特定环境条件下(如住宅、

社区、村庄、养老院等)空间、场所和老龄化的关系，

赋予它们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 (Milligan,

2000, 2003; Wiles, 2005a, 2005b)，而不是简单机械

地探讨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其中最具特色的议

题便是场所的研究。例如，随着年龄增长和身心条

件变化，老年人如何逐渐从年轻人的生活空间中分

离出来(Rowles, 1978)，老年人的家和日常生活环境

中的空间文脉如何影响他们的情感依赖、身份认

同、形象认知及身心照护等 (Hockey et al, 2005;

Peace et al, 2006)。

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地域空间差异、城乡差

距、人口规模和变化的速度，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政

策，中国老龄化的背景都与西方国家有显著差别。

加之城镇化与老龄化进程叠加和社会制度转型的

影响，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对地域空间以及社会心理

转向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需要从社会、经济、环

境、心理、文化等多个维度和宏观、微观等多个空间

尺度上加以应对。

据此，试提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框架：

在P-E Fit模型基础上加入本土化特征——社会要

素(S)，构建P-E-S Fit模型。人—地—社会诸要素的

关系是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研究

由此构成的地域系统的功能结构、演化过程及其优

化和调适，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图1)。费孝

通(1948)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处境的特质是匮乏

经济，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因之会有知足、安分、

克己的哲学思想，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相处之道，

与西方文化注重人对自然的利用形成鲜明对比。

今天，尽管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改

变，但中国的基本国情与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并未

发生本质变化。纵观西方地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也可捕捉到文化转型的信息。叶超等(2012)通过剖

析大卫·哈维从实证主义的相对空间观到“社会过

程—空间形式”统一体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

间体系的学术思想转化和创新的案例，指出未来中

国地理学空间内涵由非人化的、客体化的容器和几

何图式向注重人的、主体化的一体化社会空间转

换，是一个应当捕捉的前沿议题和重要方向。可

见，在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对于人—地—社

会构成的地域系统的完整性考虑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满足实践当中的迫切需求，老年服务体系

建设理念和规划理论的探索也应成为重点。相关

规划政策的目标绝非老年人自身的需求或其满足

度(当然这也非常重要)所能解释的，还需要通过研

究构建“合理的”规划政策目标体系，寻求适合于国

情和发展阶段特点的多目标优化理论范式。此外，

中国的老龄化受到资源环境、社会文化及全球化影

响等诸多外部条件的制约，在逐渐深化内在机制研

究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边界条件和约束机制的研

究，例如，从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保障视角来分析

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和规划政策，从公共财政的

视角研究老龄化公共服务政策的可行性等，强化规

划政策的约束性。

与此同时，多元化研究方法也是中国老龄化地

理学研究需要拓展的方向。地理学的地域空间分

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已成为老龄化研究

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近年国外正发生方法论

图1 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e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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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明显转向，从崇尚定量化、结构化的统计和

分析转向强调非表征研究、质性研究，强调活动日

志、口述等具有创新性、参与性的研究方法。这种

转向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和重视微观层面

研究议题的转向有很大关系。基于空间统计的实

证分析方法通过采集和分析事实性的资料，验证或

推翻理论假设，有利于描述社会空间的格局及阐释

其变化的过程和影响机制，但其在价值判断方面存

在不足(即存在并不一定合理)。非表征方法和质性

研究方法的目的不是通过代表性群体样本的分析

找到普遍规律，而是通过对现象深入细致的研究再

现其本质，从而为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和事起到一种

参照作用，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未来，中国老龄

化地理学的研究也应该重视这些方法，转向实证主

义和人文主义并重。

地理学的研究特色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

内开展人—地关系及地域结构和功能的综合性研

究。就老龄化问题而言，地域系统具有复杂性、动

态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不同区域、空间尺度、社会经

济文化要素之间蕴含互为依存、影响和渗透的交互

机制。而且由于中国特有的社区极化和家庭资本

代际传承规律，老龄化的效应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

非均质性。这些规律在老年人的移动和迁居、老龄

化社区的发展、老年服务需求的变化、农村人力资

本演化等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老龄化地理

学的研究亟需从单一尺度的、封闭静态系统的研究

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把握相关要素动态演化的机理

及其影响。为此，需要进一步探讨多空间尺度和多

区域之间动态关联的研究方法，例如“流”的研究方

法、基于多主体的模拟 (ABS, agent-based simula-

tion)方法等，用于深入表达、测度和评估老龄化过

程和效应的时空尺度规律，以及适应于生命周期、

健康转换和代际传承规律的微观个体和家庭研究。

综上所述，推动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理

论上可进一步完善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开拓人地关

系地域系统新的研究方向，实践上可为解决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矛盾提供参考，

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念支持，为相关规

划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支撑。当前，中国老龄化地

理学的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拓展和完善的地方，面向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政策需求，在继续深化传统议题

研究的同时，需积极开展研究体系的建设和理论方

法的创新，凸显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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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frame-work setting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ing in China

GAO Xiaolu 1, WU Danxian 1,2, XU Zening1,2, YAN Bingqiu1,3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Beijing Opera Art's College, Beijing 100068,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going through a very special era characterized by rapid population aging, abrupt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nd widespread restructuring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s. With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ging proces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integration of geographic research

on aging with geront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is indispensable, and it is time to examine the direction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Based on an in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extracts five themes from existing geographic studies on aging in China, that i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social and spatial impacts of aging, interactions of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s,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elderly people, and spatial planning of senior services.

Comments are made on existing studies along these lines respectively.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with regard to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policy needs, and research foci, key issues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ing in China are raised, including academic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s. Future research emphases are discussed,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China's aging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P-E-S Fit model; areal system;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 senior service;

elderly-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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