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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老年人“新消费”银发族的需求在改变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老年人好像是最
不舍得花钱的群体，然而“不舍得花钱”正
渐渐成为老年人消费的过去时。如今，他
们的消费结构从基本需求向健康、兴趣、体
验等方向转移，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北
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认为，老年人
消费结构日益从生活必需品向健康、智能
产品升级，从产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消
费结构从最基本的日常的生存型的需求，
转向了更加发展的、甚至带有一些享受层
次的变化。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中国60岁以上人
群加速拥抱数字生活，成为线上消费增长的
重要动力。京东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
年前三季度，广大银发族在营养保健、生鲜、
生活服务、旅游出行等领域的消费增速高于
全年龄段的网购人群，尤其在营养保健品的
消费增长高于整体增速的10倍。另外，银发

族网购服务消费的增长也很显著。生活服
务、缴费服务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6倍，健康
体检、家电安装服务、机票预订等销量同比
增长超过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张世昕在国
新办解读《意见》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除“衣、食、住、行、用”等实物需求及包括健
康、养老等服务需求外，以“60后”为代表的

“新老年群体”还将目光对准了艺术、体育、
休闲、娱乐等“诗和远方”的新需求。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今天老年人的生
活已大不一样，很多银发族在心态上从以事
业、家庭为中心向以自我为中心转变，可以
尽情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享受丰富多彩的
退休生活。基于共同兴趣而兴起的银发合
唱团、骑行队、模特队、舞蹈团等纷纷涌现，
新老年多元化社交需求带动了乐器、摄影、
文旅、演出票务等消费增长。

以供给创造需求 适老产业持续发力

当前，我国银发经济刚刚起步，潜力巨
大。发展壮大银发经济，一方面要以需求牵
引供给，从“关键小事”着手积极回应老年人
核心关切；另一方面，社会的适老相关产业
还要以供给创造需求，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
动态平衡。

此次发布的《意见》特别提出要围绕老年
用品制造、智慧健康养老、康复辅助器具、抗
衰老产业、养老金融、旅游服务、适老化改造
等七个前景好、潜力大的产业，制定切实有效
的政策措施，这为我国加快银发经济规模化、
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培育高精尖产
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提供了重要参照。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新增银发
经济注册相关企业7.5万余家，与2022年同

比上涨28.6%。从地域分布来看，山东、江
苏、四川、海南、河南等地的新注册银发经济
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而从相关企
业所涉及的领域来看，基于老年人生活需要
的适老产品主要分布在医疗保健、服饰、家
居、通讯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中银发经济
被赋予了“老年阶段的老龄经济”和“未老阶
段的备老经济”两个方面的新内涵。这背后
的考量是多方面的。从个体的生命周期看，
老年阶段和未老阶段并不是割裂开的，应作
为有机整体统筹谋划。从社会的代际传递
看，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老年人的
当下需求，将是年轻人的未来需要。毕竟，
关注老年群体，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

银发族的市场有多大？

数据带你看老年人“新消费”

据新华社

当老年人遇见
“新消费”，能擦出什
么样的火花？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
增进老年人福祉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这部首个国
家级“银发经济”的
政策文件，让社会的
目光再一次聚焦到
广大的银发族身
上。随着社会老龄
人口的增加、年龄结
构的调整，银发经济
在中国的影响力正
与日俱增。新时代
老年人的消费理念
是什么样的？银发
经济的规模究竟有
多大？

老龄化进程加快
撑起万亿元规模银发经济

近年来，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
不断加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我国的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
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而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最新数
据，截至2023年末，全国有60岁及
以上人口2969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
的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167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4%。

未来，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趋势不
会改变。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预
计到2025年，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
化社会。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民
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预测，到2035
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比例将超过30%。这意味着，
中国将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这些
现实势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持
续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生率下降，老龄
化上升是不可阻挡的。可以预见，银
发经济作为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
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
经济活动的总和，发展前景好，发展
潜力巨大。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
在7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大约为
6%。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一项研
究报告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
模将达到30万亿元左右，占GDP比
重约10%。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和国家顶层
设计上的积极举措，都推动了这个
几十万亿元规模的产业迈向发展的
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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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