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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也逐步意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构建完善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

化的重要任务，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南昌市早在2002年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发展，与日俱增的老龄人口

给南昌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应对南昌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加快构建适应南昌市未来人口特

征、空间特点的全市养老服务设施体系，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南昌市民政局特组织编制《南昌

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划（2021-2035）》。



规划总则

Part 1

近年来我市加大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取得了较大

的成效，但与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基本

养老服务的供给任重道远。



规划目的

“十四五”期间，南昌市人口将呈现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增长的态势，养老事业将成为未来南昌市面临的重要民生问题。从南昌市养老事业

发展的形势看，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老龄公共服务和社会化养老服务带来较大压力，特别是机构养老床位距国家要求的标准还有差距，急剧增长

的社会养老需求与养老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为不断适应我市人口老龄化进程，按照《南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四级

七类”的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构建符合实际情况的养老设施规划体系，科学合理的安排养老设施，预控设施用地，为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提供保

障。

项目意义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结合南昌市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情况和服务需求，按照人口分布、现状建设运营问题、政策导向和发展趋势，确定养老服务设施规模、功能和服

务内容。

>>落实养老设施用地
规划依据空间规划，统筹布局全市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引导养老服务资源均衡规划建设，落实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用地，并通过控规实施，增强规划

成果的操作性，确保设施落地。

>>指导养老设施建设
规划通过梳理相关规范、标准，明确各级、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内容与建设要求，为规划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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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与《南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一致，规划重点区域为南昌市辖区中心城

区范围，包含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青山湖

区、新建区、红谷滩区、经开区、高新区和湾里管

理局。

>>规划期限
规划以2020年为基期年，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

与《南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一

致。其中，近期至2025年，与 ”十四五 ”规划期

限相衔接； 远期至2035年。

>>规划深度
市域层面：明确南昌市养老发展目标，构建养老服

务体系，确定各类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和要求，

提出机构床位规模建议。

中心城区层面：明确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规模，

对分区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

行规划布局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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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南昌市辖区中心城区范围



Part 2

主要内容
本次规划确立了养老服务设施发展目标，完善了全市养老服务

体系，提出了养老服务设施发展的规划策略，明确了养老服务

设施的规划布局，为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提供保障。



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
按照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层级清晰、功能完善，合理布局、多元配置，适度超前、全民共享的要求，合理规划养老服务设施，落实和预留好养老设

施空间，使基本型、需求型和个性化养老机构合理分布，形成90%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实行家庭自助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实行

社区帮扶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实行照护养老的格局。

2025年
到2025年，建成与南昌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协调、与养老服务需求相匹配、居家社区机构养老

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补齐短板，发挥示

范效应，形成方便可及的养老服务新格局。

2035年
到2035年，按照南昌市深度老龄化和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不

断更新养老服务设施服务内容，优化基本养老服务内涵，逐步

实现养老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养

老服务设施，全面建成老年友好城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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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主体

养老服务设施，主要指由民政部门指导和推动建设、提供养老服务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本次规划采用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构

建“两类四级”的新型养老服务设施体系。划分以市级示范、区县兜底、街镇（15分钟生活圈）主体、社区联动的四级设施为基础，形成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为老年人提供长期或短期全托照料的独立占地服务设施，分为市级、区级、街道三级，包含“社会福利院－综合型养老院－嵌入式养老院”三种类型，

其中，嵌入式养老院作为机构养老设施的补充，实现更为灵活多样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空间。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为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提供日托照料、上门照护服务的社区级设施，包含“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颐养之家”两种类型。服务内容包含短期托养、

日间照料、助餐送餐、体检疗养、文体娱乐、居家上门服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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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策略

策略一：健全南昌市养老服务体系，强化功能，落实方向。

>>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 进一步明确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在体系中的责任和功能：机构养老承担少部分高龄、失能失智、空巢老人长短期托养功能；社区养老承担居家养

老服务支持和日间照料功能；居家养老承担社会养老的最主要力量，家庭成员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

• 切实从以往重机构、轻居家转变为打牢居家养老的基础地位：从以前大力建设养老机构、增养老床位转变到健全和完善居家养老服务支撑体系上来，

以满足最大多数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促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调发展。

>>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品质
• 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积极推动自身服务能力。根据服务需求，引导更符合老年人入住需求和承受能力的养老服务机构，重点提供中低收入人群

刚需的养老机构，满足多层次和个性化服务，逐步将机构中护养型床位比例提高到 70%以上，提高服务质量和统筹功能，提升入住率。

• 推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进入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规范和推广家庭养老床位、幸福食堂、互助养老、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巡访关爱、适老化改造

等比较成熟的社区养老服务，探索养老顾问、时间银行、智慧养老等新型服务，惠及更多居家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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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策略

策略二：精确调配养老服务供给，保障增量，补足缺口。

>>扩大全市养老机构的总量供给
• 利用现状挖潜、设施改建、新建等多种途径增加机构养老床位及养老设施，扩

大全市养老机构的总量供给，以适应南昌老龄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形势，满足迅

速增长的养老需求。

>>统筹解决床位不足与闲置并存的结构性问题
• 以需求为导向规划建设。基于地区老人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情况数据，分析老

人的养老需求、养老意愿、支付能力进行合理配置。

• 以区域差异化规划配置。全市各区域在空间资源、人口密度和老龄化程度上存

在差异，在满足全市总量需求下对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配置引导。

>>保障增量，盘活存量，鼓励设施复合利用
• 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当中的用地，做到应保尽保，只增

不减，优先落实养老设施新点位。

• 利用存量资源建设养老设施。鼓励利用存量用房开办养老机构, 利用农村闲置

土地、改造农民闲置住房，加大养老设施建设力度。

• 鼓励养老及相关设施混合设置、兼容设置：在满足消防有关要求的情况下，鼓

励与文化、医疗设施混合兼容设置养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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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策略

策略三：优化全市设施空间布局，明确特点，分区指引。

>>进一步优化机构养老设施布局
• 城市城区：针对不同区域人口和发展特点，明确不同区域设施发展思路，合理配置空间资源，优化养老设施空间布局。

• 乡镇和农村地区：要针对农村地域范围大的特点，鼓励采取“一院多址，分散布局”的方式，就近解决老人养老问题。

>>进一步推进居家社区适老化改造
• 优化社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加强社区与老年人日常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加老人日常交流、锻炼的空间，适当设置休闲长椅及健身器

材等设施；加强社区住宅适老化改造，尤其是家庭紧急呼叫、交互摄像头和火灾警报探测等设施。

• 强化社区基础设施无障碍建设：社区做好人车分流及内部交通标识标牌的设置，并加强对电梯、楼梯、坡道的无障碍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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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方案

按照“按需发展、均衡布局”的原则，规划至2035年，全市布局218处养老机构，其中，市级养老机构4处，区级养老机构24处，街道级养老机构

190处；养老机构总养老床位规模43875床，其中市级养老机构3875床，区级养老机构14155床，街道级养老机构25735床；养老机构总占地面积为

135.12公顷，其中，市级养老机构合计占地15.19公顷，区级养老机构合计占地65.17公顷，街道级养老机构合计占地54.76公顷。

城区机构养老设施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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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心城区区域级养老设施规划布局图 图：中心城区街道级养老设施规划布局图



Part 3

综合保障
为全面推进养老服务设施高质量发展，本规划提出综合保障措

施，推进养老服务设施有序落实，促进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综合保障

空间保障 — 保障养老服务土地供给

避免改造可行性差、拆迁成本高、实施难度大的地块用于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盘活存量

用地和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加大政府现有存量用房及闲置用地进行改造和

利用的力度；城市更新地块及小微地块优先考虑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的供应。

实施保障 — 建立养老服务设施实施机制

完善项目储备，项目生成，项目推送，项目审批和项目落地流程，建立养老设施三年实

施项目库，并制定养老设施建设年度计划实施机制，同时，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落实、

完成情况纳入综合考评。

资金保障 — 加大养老服务金融支持

加快对医养结合发展、居家社区养老、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的财政支持；根据

实际需要，推进公建民营、民办养老机构选择通过补助投资、贷款贴息、运营补贴、购

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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