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公共管理 •

 

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

国内外文献综述

□刘灵辉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　要]    从优势性、可行性、影响因素、特征特点、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等方面对城市老人到

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外现有文献存在着研究区域欠界

定、研究主体不全面、研究内容不深入、研究方法需创新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对未来城市老人到

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相关研究领域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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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ural Leisure Health Pension of Urban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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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about rural leisure health pension of urban
elderly  from  the  aspects  of  dominance,  feasi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first,  the
research area  is  not  defined;  second,  the  research subject  is  not  comprehensive;  third,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not
deep; finally, the research methods need to be innovative.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makes a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about rural leisure and health care of urban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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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市化与老龄化已成为

中国人口发展的两大主题。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惯

例，当一个国家（地区）大于60周岁的老年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的10%或者大于65周岁的老年人口占到

总人口比重的7%时，即可视为老龄化社会。按照

此标准，中国自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截

至2016年底，中国大于60周岁的老年人口超过了

2.3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9.7%。到2050年中国老年

人口将有可能达到4.8亿的规模，占亚洲人口40%，

全球人口的25%，超过美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口总

和。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体现出的总体特征有：老龄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

快，失能化、空巢化的态势明显，同时，这些问题

与中国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和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

等情况相叠加，养老的矛盾和问题更加严峻。然而

传统的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模式不仅

单一，而且普遍性差，相互之间协调度低，已经难

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挑战。越来越难

以满足日益增长和复杂多样化的养老需求，表现

在：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空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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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居家养老的基本功能已经过分弱化；同时，居

家养老存在着服务覆盖的范围窄、服务内容缺乏灵

活多样性等问题；社区养老存在着基础设施条件一

般，发展水平悬殊；机构养老存在着机构供应不充

足、养老床位一床难求以及管理服务水平一般等问

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城市养老模式（居

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都还是依靠城市自

身的资源（人、财、物）解决城市老人的养老问

题。所以，吸引一些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

老，利用农村的资源承担一部分城市老人的养老问

题，实现城市养老产业向农村转移，这不仅为城市

养老产业在农村开辟出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有

效缓解城市老人对传统养老模式绝对依赖所带来的

巨大压力与挑战，而且在农村衰败凋敝的背景下有

利于促使城市的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回流，在农村

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盘活农村的土地

资产，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因此，对国内外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

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对于了解城市老

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优势与可行性、面临的现

实问题与障碍、可行的模式、影响因素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国

内研究现状

（一）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优势、

可行性

鉴于传统城市养老模式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

及农村承接城市老人休闲健康养老存在的天然优势

和利好，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城市老人到农

村休闲健康养老的优势和可行性。在城市老人到农

村休闲健康养老的可行性方面，杨建平、束必珠等

指出，城市养老已不再是城市老年人的最佳选择，

并从土地资源、消费水平、服务水平、自然环境等

方面，指出乡村养老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1]。李鸿

沄、储德平等指出，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佳、历史

沉淀厚、生活节奏慢、人们性格淳朴，能为老年人

提供较理想的田园生活，基于养老旅游的特征和庞

大的主体基数，乡村是较理想的养老旅游地 [ 2 ]。

李松柏认为，伴随着区域内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城

市养老压力不断加大，季节性移居到乡村休闲养老

正成为都市老人养老的新选择[3]。在城市老人到农

村休闲健康养老的优势方面，王小春总结出传统养

老模式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探索适应市场需求

的新型养老模式，归纳新型养老模式所应具有的特

征，指出农家休闲养老这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的特征

及发展优势[4]。赵圳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随着城

市老龄化的进程出现的城市养老问题，指出郊区生

态体闲养老产业是解决城市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

同时，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带来经济

收入，为生态资源良好的郊区提供一个经济、社

会、生态三赢的发展模式的切入口，促进城乡和谐

发展[5]。杨书侠、卢继东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乡

村休闲养老对老年人的总体健康、生理功能、生理

职能和社会功能有促进作用。活力、情感职能和精

神健康三个方面有显著改善，乡村休闲养老有益于

老龄人群的身心健康[6]。黄婕认为，城市老年人乡

村休闲养老，一方面不仅有利于充分利用乡村独特

的自然、人文资源及季节性空闲的乡村设施资源，

还可缓解城市养老压力，让老年人身心愉悦；另一

方面，也将推动乡村社区的环境整改及其基础设施

设备的改造升级，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农

村社会的建设，并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7]。巫英慧

指出发展农家休闲养老的四个积极作用：第一，有

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第二，有利于缓解城乡经济

压力；第三，有利于为老年人提供交流平台；第

四，有利于文化传播[8]。

（二）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

城市老人到乡村休闲健康养老对于缓解城市养

老压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以及提高城

市老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指数等方面均有益处，但

是也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障碍。李松柏研究发现，

都市圈乡村休闲旅游与老年季节性移居融合发展存

在四个方面的问题：政策上的瓶颈问题，即异地使

用医疗保险问题，以及移居地所在地和原工作单位

的福利待遇的享受问题。第二，村庄内部的道路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滞后的问题；第三，休闲设施（项

目）的完善问题；第四，季节性移居者与当地居民

的融合及情感交流问题。然后，针对性地提出了

“医保异地结算”“加强村庄整体环境的整治”

“培育区域性的养生、康复基地，培育大的连锁企

业集团”等对策建议[9]。赵圳认为，建设用地的限

制是制约郊区发展生态休闲养老产业的瓶颈，在建

设用地指标充足的区域可以采取土地国有化后建设

的方式；而对于用地紧张的区域，可以引导生态休

闲养老企业与农村集体合作的方式，利用农村闲置

房屋资源，整体设计布局，包装成生态休闲养老项

目，既解决了用地问题，又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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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现养老产业的集约化、商业化和多元化[10]。

张长春、王玉莹等认为，城市老年人乡村集中养老

社区建设需要使用集体土地，而现行的土地利用制

度与之并不匹配，存在诸多限制。主要表现在：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限制、农用地用途管制制度、城乡

土地市场一体化区域限制。因此，需要对现行集体

土地利用制度进行再设计，具体思路包括：第一，

保留所有权，丰富集体建设用地用途；第二，零收

益开发，仅变更所有权[11]。郑风田认为，养老下

乡，如果到太远的地方养老，会割裂原来的社会关

系，对老年人的健康也不利。因此，建议“宜在一

个城市的市区与郊区转换，距离控制在一两个小时

的车程” [12]。冉波分析了通过资产置换引导城市

老人旅游养老存在的五个方面障碍，即政策障碍、

老人健康障碍、信用障碍、管理机构的可持续性障

碍、房屋产权无法有效处理[13]。谢媛分析了四川省

发展旅游养老产业面临的问题：（1）旅游养老的

住宿设施落后，医疗设施设备不健全，护理人员较

少；（2）异地医保报销是期待解决的难题；（3）
旅游养老产业缺乏行业标准和协作。据此，提出了

四川省发展旅游养老产业的三个方面对策与建议，

即政府政策引导，发展交通，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法制，培养人才，创造旅游业发展的良好

环境；统一区内老人福利政策，协调各省市区之间

的福利政策[14]。王慧叶在通过供求对比得出顾渚村

养老旅游目的地的主要供需矛盾基础上，提出了顾

渚村养老旅游目的地供给优化的五大优化对策：完

善养老服务与设施、丰富旅游休闲活动、完善基础

设施、注重环境保护与营造、加强地方管理[15]。

（三）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模式

方面

为满足城市老人的休闲健康养老需求，在农村

究竟采取何种模式来具体开展，学术界也展开了激

烈的探讨并提出诸多观点。廖芬认为，重庆的养老

问题日趋突出，社会化养老是大势所趋，并结合重

庆自身的特点，提出在城乡接合部开发田园养老小

镇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16]。王玉认为，旅游养老

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模式正初露头角，并对观光与休

闲旅游养老、分时度假旅游养老、观光地养老置换

等具体模式进行了分析[17]。潘鸿雷、蔡蓉蓉等指出

了乡村旅游度假及养老产业的四种模式：乡村混合

旅游养老公寓、乡村旅游为依托建设的养老小区、

乡村旅游基础上建设的养老院和在乡村的宅院里进

行养老旅游[18]。李松柏研究发现，休闲养老目的地

的形成可以分为在乡村旅游发展基础上的“自发模

式”和企业投资促成的“联众模式”两种[19]。王树

进认为，与市民农园相结合的乡村市民社区，应该

是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的最理想选择地之一。乡村

市民社区的建设，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

给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0]。孙艳在“联众模式”

与“乡村市民社区模式”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全新的养老服务模式：乡村养老度假村[21]。

董金秋、汪丽萍等指出，传统混合养老模式陷入窘

境，乡村社区集中养老已成为缓解城市养老问题的

一剂良方，并站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

乡村养老社区建设应坚持的原则，同时设计了推行

乡村社区养老模式的具体措施，从而使该乡村养老

社区更具操作性[22]。胡雪琴建议将农村规划建设成

生态景观养老文化城，既能有效推动当地生态旅游

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给农村带来丰富的城市现代

化元素，从而带动农民的观念更新和素质提升[23]。

白然、田敏娜等对发展乡村养老旅游的必要性进行

探讨，提出了乡村养老旅游业发展的三种模式：乡

村养老旅游小区、乡村养老院和乡村宅院养老[24]。

周密首先分析了武汉市乡村养老地开发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然后在分析乡村养老基地开发目标、开发

原则和开发主客体的基础上，指出了乡村养老地的

三种开发模式：社区自助式、地产产权式、区间交

互式[25]。

（四）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影响因素

方面

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受到主观和客

观、潜在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挖掘出这些影

响因素对于引导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具有

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凌丽君选择例证法、文献资料

法、调查研究法以及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南

郑州的部分退休后的老年群体到乡村季节性移居并

进行休闲健康养老的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性别、收入、子女数量、教育

程度、婚姻情况等因素与老年人到乡村休闲健康养

老的意愿有重要关系。李松柏在外业调查的基础

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老人选择乡村休闲养

老目的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城市老人选择乡村休闲养老目的地受目的地自

然环境、人文环境、休闲养老配套设施、生活基础

设施、管理服务和目的地形象等因素的共同影响[27]。

翟媛以浙江省杭、嘉、温、金四市老年群体为研究

对象，通过问卷抽样调查的方式探讨老年人的不同

人口社会特征及乡村旅游因素对乡村养老度假产品

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人口社会特征方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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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性别，老年人的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等人口

社会特征对乡村养老度假产品偏好有较显著影响。

在乡村旅游因素方面，老年人乡村旅游经验的具备

与否对乡村养老度假产品偏好有显著影响，乡村旅

游经济承受力对乡村养老度假产品偏好有较显著影

响 [ 2 8 ]。江海燕、刘庆友等依据199份有效调查问

卷，从收入来源、家庭结构、健康状况等方面分析银

发族乡村旅游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29]。黄婕运用描

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等方法对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及其

偏好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内部因素中性

别、年龄、对乡村休闲养老的认知度以及乡村经历

印象的评价显著影响乡村休闲养老的意愿；外部因

素中环境特征因子与目的地服务配套设施因子对老

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的影响显著；而受教育程

度、家庭特征因子及感知成本因子对意愿的影响不

显著，不是影响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的决定性

因素[30]。

二、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国

外研究现状

（一）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优势与

面临的问题

国外学者对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存在的

优势和面临的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Cohen
and Taylor认为，有的老年人喜欢到乡村、海边等

地方寻找安全或者舒适的环境；有的老年人则喜欢

去位置偏远的地方过田园生活。调查研究结果显

示，很多人特别是一直住在大城市的人强烈渴望乡

村生活[31]。Champion and Shepherd在收集的人口数

据中发现英国退休人群中有严重的“逆城市化”现

象，很多人选择移居到乡村地区[32]。Stallman J.et al
认为老年人的季节性乡村休闲旅游能促进乡村经济

的转型以及村民的致富[33]。Bennett认为，养老旅游

能改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目的地产业结构升

级，促进消费结构、服务业态和老年服务品质提升[34]。

Warnes指出，养老旅游者居住时间较长，并且一般

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吸引他们迁入并形成

“巡回式”生活方式，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需求群

体，“熨平”旅游目的地的需求波动，甚至能够摆

脱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规律而实现可持续发展[35]。

Casado-Diaz，et al认为，养老旅游者能成为联系客

源地与目的地的桥梁，有利于加强两地间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交流[36]。Christine V.认为，城市老人

移居乡村休闲养老对乡村经济转型、村民就业致富

很有好处[37]。Allan M. Williams，et al研究发现，老

年人的移居会产生VFR（Visiting Friend）效应，也

就是带动老年人住在其他地方的亲人、朋友来此地

经常性的探访，从而间接地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38]。Skelley B.D.研究发现，村政府的政策难题是

休闲养老的产业化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问题，乡

村政府在发展乡村休闲养老产业过程中也面临着一

些新的挑战[39]。Gadek，Emily A认为，老年人移居

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不理想的状况出现，比如

说很多移居的老年人苦于一时难以建立起社会关

系，与当地的联系很少，会有暂时性的孤独寂寞

感[40]。Fields Muller，et al以西班牙阿里坎特地区为

例，研究发现，大量老年人移居会对这里的生物多

样性、水、园艺、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破坏[41]。

（二）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特点与

类型

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与留在城市内部

养老相比而言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时，城市老人到

农村休闲健康养老根据目的等不同也可以划分为不

同的类型群体。Krout J.S.研究发现，乡村休闲养老

者主要是低龄老人，身体条件和经济支付能力相对

比较好[42]。Gustafson P.指出，乡村休闲养老者在目

的地停留的时间较长，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一年半

载，具有度假旅游的一些特性，他们会以目的地的

住所为据点开展一些短途自助旅游[43]。Warnes认
为，养老旅游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停留

的时间长短和移动的空间距离上，而且体现在老年

人的行为活动规律上[44]。Haug et al构建“连续性模

型”研究发现，养老旅游是属于短期观光游玩与长

期迁移的连续状态中的一个状态，三者之间有密切

关系且互相之间能够在一定维度下转化[45]。Ono经
过研究发现，大部分老年群体先进行旅游观光，在

旅游观光的目的地中进一步确定养老旅游目标的搜

寻和筛选[46]。Sangpikul Aswin通过对农家休闲养老

市场的详细调查，把老年游客划分为四种类型：发

现探索与自我充实型、探亲访友型、被迫旅游型和

怀旧旅游型。但是，认知年龄较小、身体健康和文

化程度较高的老年游客偏好于探索发现与自我充实

的旅游类型[47]。

（三）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影响

因素

国外学者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移居地特

点、政策环境等方面对影响城市老人的移居行为的

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国外主要偏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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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旅游养老方面的研究，而专门研究老人到农村

休闲健康养老的偏少。Litwark E and Logino C F研
究发现，成年子女的居住地是影响老年人迁移的重

要因素[48]。Rodriguez V.认为，如果想让养老的人

长期留下来定居，那么就要有舒适优美的居住条

件，完备齐全的基础服务设施，空间的距离比较邻

近和交通可以到达的便利性 [49]。Haas W. H. and
Serow W. J.认为，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行动不

便，如果要想四处游玩进行养老，就要选择一个交

通比较便捷且空间的可达度较高的地方移居 [ 5 0 ]。

Conway K.S. and A.J. Houtenville指出，老年人最关

心的问题就是能够舒心地安度晚年。因此，部分老

年人在选择移居地时会重点考虑医疗水平高且看病

十分便利的地方[51]。Guba L.通过对移居者进行研

究发现，先前旅游经历是一个重要的移居动因，旅游地形象

对季节性移居者的目的地决策也有重要影响 [ 5 2 ]。

Conway K.S. and A. J. Houtenville指出，有一些国家

和地区为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会适当给予移居老年

人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老年人移居，或者当地本来

就具备对老年人的一些福利政策，这些都可能成为

影响老年人移居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 [ 5 3 ] 。

Leo Huanga，Hsien-Tang Tsai运用Ridit法分析了养

老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特点，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三

大制约性因子，分别是旅游者能力、旅游供应商水

平及旅游动机[54]。Aliza Fleischera and Abraham
Pizamb以以色列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

身体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情况是影响他们在旅游目的

地停留时间长短的关键变量。随着休闲时间的增长

和收入水平的提高，55~65岁的老年人在旅游目的

地停留时间会延长，相反，65岁以上老年人则会在

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缩短[55]。Janga et al以问卷调查

的方式同样研究了台湾老年人旅游的动机及其影响

因素，该研究将老年人的旅游动机分为“拉动性动

机”和“推动性动机”两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前者的首要动机是“安全”，其次是“卫生与清洁

度”和空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后者的首要动

机是求知，其次是自我提升、放松、社交[56]。

三、简要评论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老人到农村养老的优势性、

可行性、影响因素、特征特点、存在问题与对策建

议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现有研究

存在着如下缺陷：第一，在研究区域方面，发现了

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需求以及优势、可

行性，但是缺乏对适合城市老人休闲健康养老的农

村应具备的条件和特征进行定性总结描述和量化界

定；第二，在研究主体方面，偏重于对休闲健康养

老的需求方（城市老人）的分析，而缺乏对休闲健

康养老的供给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内部农

民）的分析；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将城市

老人休闲健康养老作为个人的独立行为进行分析，

而没有将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作为一个产

业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第四，在研究方法方

面，多用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分析。因此，未来学

界应重点深入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根据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全方位

需求，构建起农村“自然–经济–社会”全面系统

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等评价方法筛选出适

合城市老人休闲健康养老的农村点位。同时，类似

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成都市等这样的大都市

面临着尤为严峻的养老压力，而大都市边缘郊区建

设的新农村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医疗卫生等方面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可以首先选择将大都市边缘区新农村作为城

市老人休闲健康养老的首要关注点。

2. 针对城市老人、村干部和农民等群体进行外

业调研，建立实证研究的数据库。对于城市老人，

根据年龄层次、身体状况、收入阶段、性格特点、

教育水平等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
科学划分城市老人的类型，以准确定位潜在的农村

休闲健康养老的需求群体，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

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和多

样化需求的具体内容；对于村干部、农民，重点研

究他们对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态度和

意愿。

3. 从产业发展的整体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农

村承接城市养老产业转移的背景与现状、应遵循的

原则与目标，根据城市老人养老服务需求个性化、

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农村开发设计出适合城市老

人的养老模式，在市场供需分析（理论潜力和现实

潜力）的基础上，对开发设计出的养老模式进行再

优化。从宏观政策制度、微观个体两个方面分析出

农村承接城市养老产业的瓶颈与障碍，最后，提出

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4. 目前，成都市政府在二三圈层倾力打造的

“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部或周边已经出现了

想要承接城市老人休闲健康养老的意图，例如，在

温江区万春镇幸福村、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邛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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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夹关镇周河扁等地村干部都正在考虑着手将新农

村综合体建设与城市老人休闲健康养老相结合；在

距离崇州市桤泉镇群安村荷风水村和余花农门子

“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仅1.5公里的灵通村

6组，由成都福润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发

了天府怡园养老中心，该项目占地近500亩，总建

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是集乡村旅游与养老于一体

的新型民办养老机构，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分为

两期完成，设计床位2600张，具备养老、养生、医

疗、休闲等功能。该项目依托的桤泉镇是四川省政

府重点打造的乡村旅游和有机农业基地。同时，该

项目紧邻崇州市政府精心打造的荷花观光池、湿地

公园、红提庄园等基地，周边还有刘氏庄园、安仁

古镇、建川博物馆等人文旅游景点。另外，天府怡

园，从配套、原生资源、全程一体化疗养、精神呵

护、养生等方面塑造出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新型养

老模式。目前，天府怡园已经发展成为在全国唯一

一家集乡村旅游、有机农业、养生颐养等要素为一

个整体的综合性养老项目；是全国唯一配备有地源

热泵水循环系统，能够实现恒湿、恒温、恒氧；是

全国唯一有400余亩农业种植园区相配套的养老基

地项目；全国唯一配置有6000 m2的道教文化养生

主题酒店。可见，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

城市养老产业向大都市边缘区农村转移已经开始出

现，然而，这一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人口流动现象

和养老产业由城向村转移的局面面临着养老服务的

建设用地指标来源、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与医保政

策性障碍、城市老人的多元化多样性服务需求满

足、宣传推介等一系列问题，如若这些问题得不到

妥善解决，势必不利于这一产业的规范化、科学化

以及可持续发展，未来亟须研究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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