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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周燕瑉：首先先請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教授大原一興先生發言！ 
 
  日本老齡化出現的比我國早，我在日本待了七、八年，對日本的情況非常的了解，他們

在這方面積累了很多的經驗，大原老師是專門研究日本老人設施和變遷過程的，今天有幸請

到他，我也是非常的高興。大原先生是畢業於橫濱國立大學，他在老年基礎設施領域有很深

的造詣，原來我們也訪問過大原教授，他研究的成果都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有幸請到了他，

我們非常的高興。下面我們有請大原一興先生進行演講，謝謝！ 
 
  大原一興：首先在這裏要感謝主辦方的盛情邀請，下面進入我的演講時間。今天的內容

主要由五部分構成：日本個別式住宅的設計指南和純住宅的修改；結合住宅部分的附加的服

務；養老設施的住宅化的趨勢；近年來養老設施和地區性的活動等。 
 
  首先向大家介紹的是面臨老年人的獨立住宅，日本的住宅分為兩三層的獨立住宅，在這

裏面 90%的老年人選擇在家養老，老年人持有所有權的大概占 85%左右，為了確保新建的住

宅的保證上，1980 年開始，日本各地區制訂了設計指南，在 1995 年正式制訂了老年人設計

指南，對現存住宅的改修方面，在 2000 年加入了住宅改修的相關條例。 
 
  現在像我們圖中所看到的是玄關的照片，在日本由於習慣，玄關會有高低的差，為了方

便穿脫鞋，為了考慮輪椅，沒有高低差是最理想的，但是由於傳統的習慣，高地差的減弱並

不容易普及。存在明顯高地差的地板、把守和腳下的照明就被著重的考慮到，現在也出現了

坐在椅子上可以上下移動的升降機，這種設計在家庭住宅也可以使用。此外在洗手臺附近的

設計當中，比如說可以調解洗手臺高度的洗手臺，同時也註意下面的空間，方便於輪椅的出

入，以及周圍的收納空間，這些方面的設計都經過了詳細的考慮。在關於衛生間的設計上面，

大家現在從圖中可以看到，為了幫助老年人站立，設計了電動的坐便器，可以從後面扶助老

年人自動起立。在浴室的設計上，考慮到日本傳統比較喜歡泡澡的習慣，我們在浴缸上面可

以看到浴缸上面可使用的移動式的升降椅，門口為了方便輪椅的出入，采用了拉門的設計，

同時也出現了家用的為了方便老年人出入的電梯。 
 
  在接下來的住宅改修的方面，主要向大家介紹的是改修的實例，這是一位坐輪椅的居民

的房間，榻榻米采取的是可移動的榻榻米，可以增加房間的機動性。在浴室、衛生間上采用

了一條直線的設計，方便升降椅來回穿梭於這幾個房間內。 
 
  剛才我們介紹的主要是獨立住宅中的各種手段，但同時這樣的手段在集合、公用住宅當



中如何使用呢？下面我就介紹一下。1987 年正式制訂了向老年人公開住宅制度化，主要是保

障了無障礙設計，同時在內部的設計上傳感器、通報設施這些設備、設施也可以讓老年人更

加安心，同時在這樣的住宅當中一定要存在管理人之間的談話，建立小區內的會所，日本的

這些制度都是參照了以前英國的住宅制度而制訂而成的。具體的實例設計方面，由於是針對

老年人的住宅，所以一定要遵從無障礙設計，無論是衛生間、浴室還是門廳的部分，都一定

要適合老年人使用。 
 
  無論是集合住宅還是獨立住宅，為了讓老年人更加安心的生活，除了硬件的方面的提高，

在軟件方面，尤其是護理服務上也是十分必要的。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圖主要是顯示的日本現

在近年來的一個數據庫，在 2000 年的時候由於制訂的護理保險制度，我們可以從最右邊看，

1-5 是大家需要監護的一個大概，體現不同的強度，從這張圖上我們知道護理政策是相當具有

必要性的。現在各種的護理政策在一般的民間老年公寓當中也被廣泛的適用，現在大家圖上

看到的是名古屋的一家老年公寓，7-10 層是為一般比較健康的老年人設計的住宅，雖然有管

理員長期在裏面，但是並沒有設置護理服務。6 層是專門為需要提供護理服務的老年人準備的。 
 
  這個就是這家老年公寓的平面圖，我們現在看到右邊的平面圖是 7 層以上為比較健康的

老年人提供的平面圖。左上角的是需要監護的老年人的平面圖，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6 層的

房間面積比 7 層的房間面積要相對的小一些。現在大家看到的三張照片是 7 層以上為一般比

較健康的老年人提供的住宅的照片，上邊這張圖也是 7 層以上的老年人的食堂照片，右下角

這張圖是 6 層以下老年人的食堂的照片。現在日本的住宅關於一般的住宅和護理的住宅結合

在一起綜合形式的住宅是比較多的。 
 
  接下來我們要向大家如何把設施更加偏向住宅化的模式。面向老年癡呆癥的設施當中體

現的最為明顯。現在養老設施的住宅化趨勢以及住宅養老設施化是同步進行的時代，在這裏

養老設施、居住化主要是重視住宅環境的改善，此外也從以前的大房間向單人房間進行變動，

加強了小型環境的改善，以及多機能性、護理服務的連續性的追求。 
 
  我們從現在這張圖表中可以看出，現在這種護理型的老年公寓的輔助標準面積在不斷的

上升，養老設施當中房間的面積越來越趨向單人化趨勢，而房間的面積在不斷的增長。這張

圖當中主要是顯示了日本的現有各種各樣的老年公寓，這邊是顯示了各種老年公寓的名字，

這種形式的老年住宅大概是從哪年開始的。比如說我們現在從上面看到這個藍色的部分是關

於日本特別養護型老年公寓，主要是對需要監護型的老年人居住的房間，大概的房間面積是

下面顯示房間面積的大小。最近在新型建築的老年公寓當中，面積在逐步的變大。在具體的

空間上面，從大規模的集體的形式變成了小規模的特別看護形式，從以前的多床位的設施變

成了現在以單人生活為中心的養老設施。 
 



  關於具體的房間配置方面，我們可以從圖中從左到右看到，最左邊的是很大的房間，裏

面有很多的床位的形式，慢慢的轉變成房間開始具體的劃分，現在變成的完全是提供單人房

間的趨勢。以前的設施是很大的單位來看護的，到現在是逐步的分成一個一個的小單元式看

護形式。這種護理型的養老設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平面組合的嘗試，近年來以小單元的組合

形態居多，基本的形式都是小單元的組合。這張圖中大家看的稍微不是那麽清楚，主要介紹

的是日本像看護的養老設施當中的各種各樣的形式。現在養老設施的空間我們主要提倡回歸

於住宅化、家庭化，空間裏面我們要提倡人道性、舒適性、習慣性。現在圖中顯示的是一家

小規模的養老設施，外觀上沒有人能看出是養老設施，跟一般的住宅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

右側是門口的照片。這種所謂的以九個人為一個單位的，主要的入住者是有老年癡呆癥的老

年人。 
 
  現在照片當中是每個房間的門口的部分，並不是從走廊直接進入到門口，而是走廊到住

宅門口會凹進去一個空間，再到房間門口。走廊和房間中間用的是拉窗聯系在一起，這樣也

加強了個人空間和公用空間的聯系。而我們從外觀，從街道上來看，並不是很容易就發現哪

一家是老年公寓，哪一家是一般的住宅，實際上老年公寓是右邊的圖中所顯示的。 
 
  接下來向大家介紹一下近年來在日本養老設施中的與地區性聯系比較密切的設施，在這

裏我認為普通的生活主要是在追求我們以前的居家生活模式，什麽是普通的居家生活呢？我

們很難定義，大概都是虛擬的概念，而所謂居住模式的典範也是根據時代在不停的變化的。

為了保證個人私人空間，尊重個人隱私是普通生活的一部分，公建面積是養老設施接下來需

要提高的一部分。什麽樣的養老設施是滿足普通人生活的養老設施呢？這個問題我們也進行

了問卷調查，得到了大家現在所看到的這些照片。 
 
  比如說圖中所顯示的老年人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完全依從於自己的生活習慣，

跟周圍的人聊天等等環境都顯示出了跟家裏一樣的氣氛出來。此外如同我們中國在社區養老

一樣，在日本的養老設施的地區有相當緊密的關系，像我們現在圖中所看到的，綠色的部分

中間的這部分是監護型的養老設施，而相關的地區性的一些活動包括橙色的部分，包括藍色

的部分。橙色的部分是指日本一般的民宅，具體的是右邊這些照片。 
 
  剛才地圖上的養老設施，在周圍的這些民宅原本就是一般的住宅，圖中這個是叫中山的

家庭住宅，中間的老年人是監護型的養老設施裏面入住的老人，他每天都是工作人員幫他打

水，在生活上他自己沒有什麽主動性，只是被迫的等待而已。現在每天進行一些活動，對老

年人的每一天都有日間護理，白天從老年公寓來到人家家裏，在這裏每天會有幾個老年人在

一起，每天到這裏跟大家一起聊天，度過一天。我們研究室到這家去訪問的時候，正好趕上

老年人在這家裏就像一家之主一樣，跟工作人員說客人來了，快給客人倒茶之類的，平常沒

有積極主動參與的人在這裏什麽事情都在積極主動的參與。像這樣的住宅是屬於一種跟設施



性關聯性比較強的住宅。 
 
  包括我們剛才介紹的先從小規模的與地區性關系緊密聯系的養老設施被廣泛註目著。

2006 年根據護理管理制度形成了小規模、多功能的在家看護的組合模式，這種模式跟我們中

國所說的日間護理的養老模式是一樣，白天往返於養老設施和家裏之間，有必要的時候這個

老年人也可以當天住在家裏，不返回養老中心。現在圖中是一個小規模多技能的設施，主要

是在一個很傳統的街道的裏面，是由一個造醋的小工廠改造的，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平面圖，

左下角的平面圖是小工廠的平面圖設施，右上角是改造成養老設施之後的平面圖，在設施裏

面，像住房的部分跟一般的住宅沒有任何的區別。近年來日本進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的比

例也在大幅度的上漲，現在圖中的表格黃色的部分就是日本的關於今後老年人口的預測，紫

色的部分是中國的，大概四十年以後日本老年人口會接近 40%。 
 
  這是我們可預測的未來的老年人口的總數，在圖中所介紹的調查的這個村的老年人口的

比例已經增長到了 47.5%，這個村是日本的一個小島村，在這裏由於高齡者的比例已經達到

了 47.5%，就是兩個人當中就會有一個老年人在地圖當中顏色稍微重一點，黑色的部分，在

這裏老年人的生活不僅僅是單純的依賴著養老設施，而是整個地區和整個環境。在日本一般

只有在養老設施中才會看到老年人的聚會和聊天，在這裏一般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見。現在圖

中的這些照片就是在剛才的地圖上所看到的灰色的部分，在設施附近的一些老年人的活動。

我們認為在不久的將來，社區和養老設施將會變成一體化，老年人就地養老，社區也會變得

越來越適合老年人居住。我們現在圖中所看到的是日本長野縣的一家老年中心，是利用一家

廢舊的銀行改造的。在日本這種地方性的改造十分常用，因為比新建築要便宜很多，現在圖

中所看到的也是原來一家五層的樓房改造成的養老設施，四、五層是養老設施，三層是初中

生和高中生的補習班。 
 
  現在的這張照片一看好像是一個電影院，但是仔細一看不是，附近的居民就喜歡這個電

影院的老建築，外觀並沒有改變，只是內部進行了改修，偶爾還會有人走錯，所以在門口貼

出了不是電影院的表示通告。這裏面也保持了一些原有電影院的設施，這個部分是可以讓來

這裏的老年人依舊很開心的看那些老電影。在日本，一般的社區附近都會存在商店街，這裏

是商店改造的老年人住宅和多功能的養老設施。從老年人的房間裏面可以看到外面來來往往

的居民，這樣可以減輕老年人的寂寞感。 
 
  最後我認為老年人參與到生活中來是十分必要的，在各有的養老設施當中，護理人員和

被看護者存在著一種固定的關系，雖然這是護理人員的工作，護理起來也比較方便，但是對

於老年人來說與外界的聯系會減少，生活也會變得單一化，改變護理人員和被護理者的固定

的關系，讓老年人參與到平時的瑣事中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的中國國情來講，並沒有過多的涉及到癡呆癥的問題，在日本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問

題，圖中就是一家癡呆癥養老設施的照片，在這裏老年人會參與到日常生活當中來，引導老

年人自己動手的能力。現在看到廚房的做飯部分，對這些有認知癥的老年人來講一個人做飯

是比較麻煩也是比較困難的，在這裏我們提倡大家互相幫助，共同的完成生活瑣事，不僅可

以促進老年人的自立能力，也能夠使大家相互幫助。 
 
  現在看到的也是一家老年癡呆癥養老設施的平面圖，在這家養老設施當中並沒有強調設

施的種類和概念，而是強調了這裏的老年人自立能力，每個人都自己動手做飯。附近市場的

這些商販每周也會固定來到養老設施裏面，去為老年人販賣一些新鮮的蔬果。老年人可以根

據自己的收入制訂自己每天的菜單，這種讓老年人自己購物的行為可以幫助老年人預防癡呆

癥的發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參與的重要性。 
 
  謝謝大家！ 
 
  主持人 周燕瑉：剛才大原先生講的這些研究的內容是他們研究了很長時間，特別的深刻，

但是今天因為時間的關系，最終 PPT 的演示不是的好，照片不是特別的看得出來。我用一點

點時間把他剛才的講演稍微總結一下。 
 
  我先簡單的說一下他說的那些內容當中有幾個重點，第一個是國家的政策經常在改變，

房間的大小都變了，他們對老年人的護理設施的要求一個房間不能多於六個人，後來改成了

四個人，最近一個房間變成兩個人。還有對智障的研究非常深刻，日本的老人院裏住的都是

80、90 多歲的人，大部分人都有智障的問題，在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剛才說的九個人一組

的組團護理就是專門針對智障的老人設立的，他們有變成了空間的小型化的形式了。 
 
  他說的地域化的問題，現在不是光組織，回歸社區，日本的房子都是個人住宅，社區的

建築都是一個一個的，這種情況下，是小規模多功能的老年人設施，在這點日本也是在政策

的支持下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規劃。此外改造的建築很多，把一些個人的住宅改造了，工廠改

造了，我到日本就有這個感覺，街道上原來是一個小商鋪，現在改成了老人院了，密度非常

高。還有對街道的改造，促使老人積極活動，這一點日本人都比較內向，做的很多建築上的

設計幫助大家互相交流。中國的老人這方面的情況不是特別嚴重，因為中國老人都很喜歡跳

舞什麽的，但是高齡化到一定程度以後，老人就不愛動了，這時候需要一些建築和設計使得

他們可以動，也是延長壽命的一種方法。非常感謝大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