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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及其相关话题已逐渐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人们

探讨各种类型的养老方式，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其中，也包括异地养老问题。在西方，异地养老

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体系，但在中国，异地养老的提出距今仅有 10多年时

间。2004年8月17日，首届全国养老机构院长高级论坛暨全国异地养老推介大会在大连市社会福利

院召开，异地养老作为一个新名词被提出（阎萍，2006）。
自异地养老概念在中国提出至今，政府虽努力推动，在海南等极少数地区也已取得了明显进展，

但整体而言，异地养老在中国至今仍没有被推广开来。异地养老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制约异地养老

发展的因素有哪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给予明确的回答，从而给乱象丛生的中国异地养老发展指明

方向。这是学界的责任，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本文将以异地养老问题

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初步的尝试研究，并试图回答其中的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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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是异地养老的潜在群体，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阳光地带更可能成为异地养老的理想之地，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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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地养老：概念、特点及其基本问题

1. 概念

异地养老是指老年人离开现有住宅，到外地居住的一种养老方式，其实质是“移地”养老，即养老

地点的改变。有学者根据养老目的的不同将异地养老划分为“生活享受型”、“投靠子女型”、“子女吸

引型”和“机构移居型”等不同类别，并对这四类异地养老人员的养老问题进行了系统概括（王树新，

2006）。实际上，按照不同的维度，还可以把异地养老划分为其他不同的类型。例如，可以划分为旅游

养老、度假养老、回原籍养老等（袁开国等，2013），也可以划分为候鸟式安居型、旅游观光型、休闲度假

型、探亲交友型四类，以及迁居和暂居两类。

在西方，因公民可享有自由迁徙权，因而一国范围内较少出现异地养老现象，较多出现的是老年

迁徙。异地养老多是跨国行为，例如，北欧人冬天去南欧避寒。而在中国，异地养老部分是制度性隔

离的产物，特别是投靠子女的家庭团聚型异地养老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与便于讨论，如无特别说明，下

文在讨论异地养老时多把家庭团聚型异地养老排除在外）。

2. 特点

（1）市场性。异地养老是建立在较好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客户群是自己或者子女有一定经济实力

的老人，即有闲有钱的中高社会群体老人，满足的是老年群体的发展性需求，因而多不属于政府的基

本责任范围。因此，异地养老属于老龄产业的范畴，市场性是异地养老的基本属性。市场是异地养老

的建设主体，并基于自愿原则参与，其盈利是市场组织的主要目标。因此，异地养老机构首先具有市

场属性，即应按照市场逻辑运营，其次才具有社会属性，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政府不能要求作为市

场组织的异地养老机构向社会提供福利性的养老产品与养老服务。

（2）小众性。早在 1982年美国抽样调查就发现每 7个老人中就有将近一个发生移居（Krout，
1982）。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具有迁徙的传统，且制度性阻碍因素少。但中国是社会经济政

策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度，自由迁徙至今仍受到隔离性制度的重重阻碍，再加上“安土重迁”的文

化传统，使得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有研究显示，中国异地养老最为集中的海南，每年冬季集

结的“候鸟老人”约45万人（陈标志、党朝峰，2012）。由于缺少相应的全国性调查统计数据，全国异地

养老人数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虽然绝对数可能超过百万，但相对于2亿多的老

年人口而言，异地养老发生率极低。因此可以说，异地养老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3）或然性。异地养老属于非基本需求，易受到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某种或然性。老

年人口移居的不可预测性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一次性去某个地方的人过多，超出了当地的承受能

力，会给当地的公共设施等造成很大的压力。去某个地方的人太少，又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4）风险性。老年人是一个相对脆弱的群体，其迁居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和意外事件是首要考虑的

因素。例如，长途跋涉对老年人的身体是个挑战，因迁居所带来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突然改变，对老

年人的适应能力也是严峻的考验。对于组织者来说，“异地养老”面临着一定的法律责任风险。老年

人到了异地由于水土不服和其他非自然原因发生某些意外时，就存在一个谁来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穆光宗，2010）。因而异地养老存在一定的风险。此外，由于远离原居住地，来自于家庭与原住地的

社会支持大大减少，从而对异地养老所在地社会的依赖性增强，故会需要更多的医疗等配套设施与专

业服务支持。

3. 基本问题

（1）究竟谁会去异地养老？异地养老的市场属性决定了异地养老所产生的花费主要由个人或家

庭来承担，这就决定了异地养老群体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即只有那些经济上相对宽裕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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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者家庭才是异地养老的潜在客户。现实中选择异地养老的也多为年龄偏低、健康、有支付能力、

且喜好旅行、适应能力强的老年人。

（2）什么地方适合异地养老？异地养老对气候等自然环境有特别的要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风

景秀丽的阳光地带更可能成为异地养老的理想之地。有研究显示，除了气候、环境因素外，很多老年

人还会考虑医疗水平、服务设施、交通条件等因素。Rodriguez（1998）研究发现，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

完善的旅游设施、空间距离的邻近和交通可达性是给旅游者留下良好旅游经历的基础。此外，成年子

女的居住地也是影响老年人迁移的重要因素（Litwark & Logino, 1987）。比如，美国的佛罗里达、欧洲

的西班牙、中国的海南等都比较适合作为异地养老的首选之地。

（3）会居住在异地什么地方？选择异地养老的老年人一般会在异地居住较长时间，由于宾馆、饭

店、度假村等收费标准较高，在异地购房成本更高，故老年人一般更可能选择收费相对较低的老年公

寓、养老院、租住房屋等养老。这样，老年人可以在慢慢享受异地养老所带来的快乐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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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能在城市、特别是原住地城市才能更好地得以满足。这也是老人们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3）民族特性。中国人历来有“落叶归根”，“离土不离乡”的传统思维定势，加之户籍登记制度及

在此基础上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造成城乡与区域隔离，使得中国人对异地的认可度不高。因而才有“在

家千日好，在外一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的民族性格。此外，固守“本土”，勤俭节约也是

中国人的传统，这种民族特性也对异地养老需求起到重要的抑制作用。

（4）医保难题。老年人是医疗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使得老年人异

地就医费用不易报销，这在客观上也阻碍了异地养老的发展。为消除医保难题，有人提出了医养结

合。鼓励养老机构办医院，医院办养老机构。但笔者认为这有可能导致：一是医院不像医院，养老院

不像养老院，而且可能导致医院与养老院的运行成本都大大增加；二是对医疗、用药管理制度执行不

利，如“一人医保，全家吃药”，医疗机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长期困扰中国医改的世纪难题。在此

情况下，“医养结合”稍不留意，医保开支将急剧增加，最后成为掏空医保、掏空年轻人、掏空政府财政

的工具，为未来制造更多的政府债务负担，并孕育更多的经济社会风险。因此，在推行医养结合的同

时，加强监管并防止医保滥用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

（5）资源匹配困难。有学者指出，中国异地养老提出的初衷是养老机构设想以旅游养老为依托，

各地养老机构之间相互交换客源，在满足老年人需求，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同时，提高养老机构资

源的利用效率，共享资源，共谋发展（阎萍，2006；穆光宗，2010）。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组织者的一厢

情愿，实际上难以做到。原因在于：异地养老的老年人在同一时间内多是单方向移动，夏天到北方，冬

天去南方，出现所谓的潮汐现象，致使海南等异地养老集中地的夏季人烟稀少，犹如“鬼城”，一到冬季

人员暴增，热闹非凡。出现夏季养老资源严重闲置、甚至浪费，而冬季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即异

地养老资源很难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2. 产业规模

异地养老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特别是中国的异地养老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有人认为中国的

异地养老市场广阔（周刚等，2015），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情

况。虽然美国的研究发现异地养老有较大的市场（Krout，1982），但Warnes（1994）明确指出由于没有

一个健全的管理体制，很难统计到各个时段移居到地中海沿岸的老人及其数量。因此，美国对异地养

老市场规模也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正如本文前述的那样，一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国情相差很大，美

国异地养老情况不适合中国。另一方面，异地养老在中国仍处在起步阶段，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限

制，其产业规模很小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四、相关问题探讨

1. 异地养老增加还是减轻了家庭和国家的养老负担？

有学者认为，异地养老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和国家的养老负担（周刚等，2015）。事实

上，异地养老花费一般要高于、甚至远高于本地养老花费。虽然异地养老会出现养老负担的地区间转

移，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国际迁移很少的国度，因而异地养老不会出现养老负担的跨国转移，而仅仅出

现国内的地区间转移。由此可见，从家庭与国家整体层面上讲，异地养老非但不会减轻家庭和国家的

养老负担，更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家庭与国家的养老负担。

2. 是否应建立专门的异地养老社区？

关于建立专门的异地养老社区，从美国等国的经验看来，笔者认为，无论从经济与社会角度审视

都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一是异地养老社区的建立，有可能增加对老年人的吸引力，但同时也会

疏远甚至失去其他年龄群体，结果反而是得不偿失。二是尽管有老年起点年龄规定，但伴随着人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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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资本与产能过剩背景下的投资图景

康状况的改善与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已跨入老年门槛的老年人对自己已成为老年人的事实，心理上

将经历一个抗拒、默认到接受的过程。进入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社区或机构则是心理上的某种暗示，

意味着对进入老年的心理上的默认，因而会遭致部分老年人、尤其是“年轻”老年人的拒绝，即因“不服

老”而对老年机构产生本能的抗拒。三是纯老年社区意味着老年人的自我封闭与自我隔离。不仅整

个社区因此而暮气沉沉，缺少活力，甚至整个社区还弥漫着来日不多的讯息，本能地也会遭致老年人

的抗拒。四是鉴于老年消费市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企业应善于发现老年消费者尚未满足的需求，

但同时要避免疏远其他年龄段消费者”（李超，2015）。而中国社区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也一再提醒我

们：应该倾力打造全龄人群而不是单龄人群社区是社区建设的方向。

3. 异地养老中各主体究竟应承担哪些责任？

（1）政府的责任。异地养老具有较强的市场属性，政府主要责任并不在于资源投入，而在于规

范引导与监督管理。此外，在当下，市场与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特别是影响政府资

源投放，总是鼓励政府多花钱，甚至鼓励把资源投放到不该投放的地方。结果在老年服务领域，出

现了更多来自于市场的吆喝，政府难免被市场所牵引，结果是方向感的缺失与资源的错配。为此建

议政府要特别小心，时刻提醒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而不要被市

场牵着鼻子走。

（2）养老机构的责职。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应该分属于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范畴。公办养老机

构收住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以农村“五保”与城市“三无”为主体的贫困的孤寡、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

为其提供无偿或者低偿的服务，代替政府承担“兜底”责任。也就是说，公办养老机构不应介入异地养

老的运营，而应该由民办养老机构按照市场的逻辑来提供异地养老所需的产品与服务。

4. 异地养老配套设施几多真实？

由于异地养老对医疗等相关配套设施有更高的要求，然目前的异地养老配套设施多处在“蓝图”

阶段。很多养老机构假借医疗机构名义发力，典型的做法是与医疗机构草签一份战略合作协议，然后

就向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与医疗机构合作办养老机构。实际上仔细探究便不难发现，这些场面宏

大的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谢幕后，绝大多数便再也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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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养老地产前景如何？

如前所述，异地养老在中国兴起，并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但这绝不是说一定会迎来巨大的发

展机遇。虽然异地养老具有小众性特点，但由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小众的生活与消费方式虽然

也会给海南等少部分地区的少部分城市带来一定的发展机会[1]。不过，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是：产能

与资本过剩。在产能过剩背景下，资本寻找投资机会，一旦捕捉到投资机会，就会一窝蜂投资，最后导

致产能过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以往的异地置业主要是房地产升值的财富效应推动的结果，异地养老因素考虑甚少。如果当异

地置业的财富效应衰退甚至消失时，异地置业的投资热情也就大大消退。长期地看，除了北京、上海、

广州与深圳四个一线城市与青岛、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