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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相关经济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具有休闲的心理动机和经济潜力，乡村型旅居养老

模式成为老年人养老的一种选择。乡村型旅居养老目的地的适宜性评价是开发乡村型旅居养老的重要前

提，本文以四川省的21市(州)为例，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1市(州)乡村型旅居

养老目的地的综合适宜性及各主成分适宜性得分进行排序，结论表明各市(州)具有不同旅居优势与劣势，

由此建议乡村型旅居养老目的地开发应因地制宜、各市(州))合作式协同推进以及合理配置现代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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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tive aging, relevant economic data show that the elderly in China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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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and economic potential for leisure, and the rural living and support-
ing mode has become a choice for the elderly. Th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rural retirement desti-
nation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tirement destination. This pa-
per takes 21 cities (states) in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us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
sis to rank the overall suitability and suitability scores of the 21 cities (states) by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each city (state) has differ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destinations for the elderly should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cities (states) and rationally allocate mod-
er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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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 2020 年末，中国 65 周岁以上的公民人数高达 1.9 亿人，占

全国总人口数的 13.50%，较 2010 年增长了 4.63%，这一趋势表明我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面临这

一趋势，我国早在 21 世纪初就引入世卫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理论，“积极老龄化”从养老需求的

角度解释为要尽可能满足老人物质、文化、社会价值等多方位的需求，以提高养老生活质量。为此，在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我们社会、政府都在努力探索更好的养老方式。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了乡村

旅游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突破口，同时指出要支持乡村的康养和养老项目建设，由此提出可探索乡村型旅

居养老模式，这不仅能有效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压力，也为乡村振兴的经济发展带来契机。 
我国当前旅居养老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相关的学术研究也较少。庞小笑[1]最早构建了城市型的旅

居养老评价指标体系，并得到应用。高振华[2]等采用以定量为主的方法对我国 15 个城市旅居养老目的地

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刘昌平和汪连杰[3]在新常态背景下，认为旅居养老可开发成候鸟式、疗养式、文

艺鉴赏式等五种旅居养老类型。张映芹[4]针对异地城市旅居养老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扩大规模、完善服务、

增加专业人才以及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议。闫爽[5]研究了旅居养老和特色小镇有效融合的意义，构建

出含休闲、医疗、文化等 7 个旅居养老特色小镇体系。陈勤昌[6]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以湖南雪峰山为

例，研究并提出生态型旅居养老这一创新模式。演克武[7]等分析出田园综合体与旅居养老产业相融合出

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刘又堂[8]针对乡村型的旅居养老目的地的开发提出具体的理论路径。 
综上所述，在有关旅居养老目的地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研究的目的地主要位于城镇，而选择乡村

的较少。因此，目的地为乡村的旅居养老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研究空间。 

2. 乡村型旅居养老可行性分析 

2.1. 老年人休闲的心理动机 

当下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基本出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之前，这一代人大部分经历了从解决温

饱问题到逐渐实现小康生活这一过程，没有过多积蓄来满足物质与精神并存的养老需求。在传统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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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大部分农村老人在体力能承受的范围内依旧在农村田地里劳作或者继续去子女家庭中参与家务、

照料子孙后代等劳动，年老到难以自理的程度再得到子女的轮流照顾，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也就缺乏

足够的自娱时间。从释放压力、享受生活的心理动机来看，老人在有体力、时间、经济等条件下，会考

虑旅行的方式来丰富晚年生活。城镇老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且大部分也有过农村生活经历，具有一

定的乡土情怀，乡村旅游便能让他们远离城市现代化的喧闹环境，再次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 

2.2. 老年人休闲能力具有潜力 

近些年我国为实现脱贫攻坚，不断加强基层治理和社会保障，每年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以及各类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断提高，老年人基本不再为养老的衣食住行而发愁。与此同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逐年增长，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比例每年保持在 30%以上，恩格尔系数基本连年降低，

到 2017 年下降到 29.33%，说明我国居民家庭进入了联合国所认定的富裕生活状态，基本达到和欧洲、

日本等富裕国家的水平，如下图 1 所示。因此家庭中的老年人也就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提升生活品质，

丰富精神生活。 
 

 
Figure 1. Analysis map of residents’ leisure potential 
图 1. 居民休闲潜力分析图 

3. 乡村型旅居养老目的地适宜性评价 

乡村型旅居养老目的地就是以养老为目的，以旅居方式为途径，以乡村地区为开发落脚点，为宏观

上的积极老龄化战略做有效示范。目的地适宜性的探索是任何开发项目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四川省为例，

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 SPSS 量化工具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四川省 21 市(州)乡村旅居养老目

的地的适宜性程度进行评价，为相关的一些开发决策者提供参考建议。 

3.1. 指标选取原则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要根据乡村现有的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发，再结合不同

旅游消费者的类型和喜好打造出各式各样的旅游项目。因此乡村型旅居养老目的地评价指标要依据如下

原则：1) 通用性原则。即满足各种类型乡村旅游目的都需具备的基础要素，如交通便利性、信息普及率

等；2) 针对性原则。老年人是旅居养老的重要主体之一，要充分考虑老年旅居者的健康状况和物质精神

需求，以选取相适应的评价指标。 

3.2. 评价指标内容 

评价指标的目标层可从旅居养老的主体、客体以及介体出发，涵盖居民的休闲能力、旅游资源现状

以及旅游便利性等方面[8]。因此，结合四川省现有及公开的数据资料，构建以下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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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乡村型旅居养老适宜性 

自然环境 
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相对湿度(%) 

人力资源 

乡村就业人员(万人)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万人) 

村民委员会(个) 

交通状况 
高速公路(公里) 

公路旅客周转量(万人公里) 

旅游现状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文化设施 
乡镇文化站(个)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医疗条件 
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卫生机构人员数(人) 

农村生活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人均住房(平方米) 

 
由表 1 可知，7 项二级评价指标基本涵盖以上两项原则所涉及的内容，15 项三级评价指标的数据全

部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2021》，即 2020 年的截面数据。 

3.3. 评价方法与过程 

本文评价方法是 SPSS 数据分析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样本为四川省 21 个市(州)，最终的分析

结果是 21 市(州)的旅居养老目的地适宜性的排名。分析过程如下： 

3.3.1. KMO 与 Bartle 检验 
KMO 与 Bartle 检验是验证数据有效性的方法。KMO 值通常在大于 0.5 时视为适合做因子分析，同

时 Bartle 球形检验值在小于 0.01 时通过检验。本文数据的检验结果如下表 2，KMO 值为 0.728，表示尚

可进行因子分析，Bartle 的 Sig 值为 0.000，也同时通过了检验。 
 

Table 2. Validity test result 
表 2. 效度检验结果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2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63.514 

自由度 105 

显著性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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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总方差解释和因子荷载旋转 
表 3 是总方差解释结果，累积总方差达到 89.178%，表明提取的主成分能反映 89.178%的原始数据的

信息，因此将前 4 个主成分作为衡量乡村型旅居养老目的地适宜性程度的标准。 
 

Table 3.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表 3. 总方差解释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1 7.847 52.311 52.311 7.847 52.311 52.311 7.591 50.606 50.606 

2 3.181 21.207 73.518 3.181 21.207 73.518 2.659 17.727 68.333 

3 1.330 8.867 82.385 1.330 8.867 82.385 1.743 11.618 79.951 

4 1.019 6.793 89.178 1.019 6.793 89.178 1.384 9.226 89.178 

5 0.697 4.648 93.826       

…… …… …… ……       

 
因子旋转采用最大方差法，得到如下表 4 的旋转后的成分矩阵。按照选取每个主成分中荷载绝对值

较大的变量进行归类命名的原则，第一个主成分中将其命名为“医养因子”，主要是医疗卫生和旅游经

济。第二主成分命名为“休闲服务因子”，主要由村民委员会、乡村文化站和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组成。

第三主成分中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和年均相对湿度的荷载较高，命名为“容纳因子”。第四主主成分中年

均气温的荷载最高，命名为“自然因子”。 
 

Table 4. Rotated composition matrix 
表 4.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成分 

1 2 3 4 

卫生机构人员数(人) 0.992 −0.002 0.056 0.027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万人) 0.992 −0.003 0.059 0.039 

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0.980 0.048 0.124 0.113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0.955 −0.042 0.086 −0.070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0.947 0.012 0.166 −0.046 

公路旅客周转量(万人公里) 0.903 0.169 −0.157 −0.017 

高速公路(公里) 0.886 −0.066 0.296 0.189 

乡村就业人员(万人) 0.790 0.449 0.157 0.329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749 −0.473 −0.009 0.294 

村民委员会(个) 0.127 0.960 −0.044 −0.086 

乡镇文化站(个) 0.058 0.936 −0.168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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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0.125 −0.499 0.212 0.353 

年平均相对湿度(%) 0.134 −0.055 0.910 −0.120 

农村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平方米) 0.107 −0.315 0.803 0.324 

年平均气温(℃) 0.055 −0.221 0.026 0.934 

3.3.3. 各市乡村旅居养老目的地适宜性程度排名 
根据总方差累积数据，乡村型旅居养老目的地适宜程度计算公式为： 

( )F 50.606FAC1_1 17.727FAC2 _1 11.618FAC3_1 9.226FAC4 _1 89.178= + + +  

再将下表5中各主成分系数带入上述公式，运算得到如表5所示的最后一列的2020年四川省21市(州)
乡村旅居养老目的地适宜性程度排名。 

 
Table 5. Ranking of suitability degree of rural residency and pension destinations 
表 5. 乡村旅居养老目的地适宜性程度排名 

城市 FAC1_1 FAC2_1 FAC3_1 FAC4_1 TOTAL 排名 

成都市 4.20680 −0.56966 −0.04144 −0.48452 2.22 1 

南充市 0.27616 1.84644 1.12399 0.53394 0.73 2 

凉山彝族自治州 −0.00028 2.58183 −2.21166 1.15081 0.34 3 

达州市 0.08838 0.92476 0.16965 0.50941 0.31 4 

绵阳市 0.25237 0.44443 −0.45304 0.89245 0.26 5 

宜宾市 0.01081 0.44746 0.97182 0.23456 0.25 6 

泸州市 0.03232 −0.11684 0.35068 0.01429 0.04 7 

乐山市 −0.00152 −0.04166 0.44038 −0.08671 0.04 8 

广安市 −0.40698 0.10380 0.69205 0.19222 −0.10 9 

巴中市 −0.52731 0.49758 0.95677 −0.30617 −0.11 10 

内江市 −0.06817 −0.38995 −0.17447 −0.01147 −0.14 11 

遂宁市 −0.31583 −0.65006 0.95908 0.38567 −0.14 12 

广元市 −0.40694 0.06029 0.09883 0.07197 −0.20 13 

德阳市 −0.07583 −0.94708 −0.16114 0.40070 −0.21 14 

资阳市 −0.48122 −0.47212 0.70590 0.38451 −0.24 15 

眉山市 −0.17965 −0.89997 0.00682 0.29609 −0.25 16 

自贡市 −0.50139 −0.83936 0.51324 0.47681 −0.34 17 

雅安市 −0.57260 −0.90577 0.43301 −0.22852 −0.47 18 

甘孜藏族自治州 −0.48394 1.02748 −0.71826 −3.04799 −0.48 19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42385 −0.42767 −0.88332 −2.39738 −0.69 20 

攀枝花市 −0.42134 −1.67392 −2.77891 1.01931 −0.8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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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从综合排名来看，作为省会城市的成都市排在第一名；其次，排名较高的是南充、凉山彝族自治州、

达州市和绵阳市等，前八个市(州)的综合得分为都为正值，可解释为综合适宜性高于平均水平。同样，将

每个市(州)的 4 个主成分得分进行排序，可以看到，第一主成分“医养因子”得分中，成都、南充、绵阳

等 6 市得分为正值，这 6 个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与原有的旅游经济发展较好，能促进疗养消费式旅游；

第二主成分“休闲服务因子”得分为正值的是凉山、南充、甘孜、达州等 9 市(州)，表明其乡村文化生活

丰富，且当地有足够的基层服务人员，能更好地满足休闲的旅居需求；第三主成分“容纳因子”得分为

正值的是南充、宜宾、遂宁和巴中等 13 市，这些城市的乡村房源相比其它乡村地区更多，但空气湿度较

为湿润，适宜户内活动的长期旅居；第四主成分“自然因子”得分为正值的有凉山、攀枝花、绵阳等 14
市(州)，这些城市在自然气候上，气温变化较其它市(州)更明显，适宜感受自然风光的旅居方式。 

4.2. 建议 

综上所述，旅居养老目的地的选址既要考虑其综合适宜性程度，也应当结合各市(州)所具备的不同优

势条件，以多手段、多形式合理开发。本文总结出以下 3 点的开发建议： 

4.2.1. 因地制宜，打造各地特色旅居养老模式 
乡村旅居养老既要具备养老所需的疗养功能，也要体现丰富的乡村旅游特色。对于医疗设施齐全，

旅游经济发展较好的市，可推出以疗养消费为主的旅居养老模式。乡村文化丰富的地区，应加强当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古镇保护和宣传，打造以田园文化赏析为主的旅居养老模式。对于地理自然条件独

特的地区，营销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标志，如雅安雨城、甘孜稻城，充分利用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风

光，打造极富特色的候鸟旅居养老模式。 

4.2.2. 合作式协同推进，制定跨区旅居养老路线 
旅居并不是一项短途和短暂的旅行方式，而乡村旅游的竞争力相对城市旅游较弱，而老年人可能没

有足够的信息资源为自身选取最适宜的乡村旅居目的地。因此可根据老年人的身心状况和精神需求，将

不同区域不同特色和功能的旅居目的地进行有效的组合，为老年人量身定制跨区旅居养老路线，全方位

满足不同老年人的身心需求。同时也能带动起偏远乡村地区的旅游经济，实现乡村型旅居养老目的地之

间的优势互补。 

4.2.3. 合理配置现代化资源，提高乡村旅游综合能力 
乡村环境的最大特点是地理上的原生态，水和空气质量较好，老年人能直接享受到天然的有利健康

的养生功能和鉴赏到美丽的自然景色，但更多的老人是希望能在同一个地方同时体验到丰富多彩的养老

服务。以上结论表明不同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同，从而影响整体的适宜性程度。因此，应当加强乡村现

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更好地输送并配置载有其它功能的养老资源，健全养生、文化、医疗、休闲等

各项养老功能，提高乡村旅游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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