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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如何布局潜力产业？

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我
国银发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秘书长张世昕说，现阶段相关产业主要集中在餐
饮、护理、保健等基础养老服务方面，而老年人多
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
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独居老人如何确保安全？老人居家健康如何
管理？一个个“黑科技”老年用品，正加速涌入市
场。2023年，我国老年用品市场的规模达到了5
万亿元，产品种类和数量也具备了一定规模。小
到老年服装服饰、智能监测仪，大到多功能护理床
具，紧扣老年群体需求的相关产品进一步丰富。

各类经营主体也在争相布局。截至今年3
月，17家央企、64家省属国企已在智慧健康养老、
康养旅游、养老金融、抗衰老产业、老年用品制造
等关键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截至2023年底，我
国开展养老相关业务企业达49万余家。

我国已明确提出，大力培育老年用品、智慧健
康养老、康复辅助器具、抗衰老、养老金融、老年旅
游服务、适老化改造等潜力产业。

满足起身和平躺功能的助起沙发，无障碍电
动高度可调厨房灶台，针对患吞咽咀嚼功能障碍
人群的特殊食物……调研中，不少行业企业在加
强服装面料、款式结构等适老化研发设计，推进可
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应用，瞄准新赛
道，撬动大市场。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关于发展银
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将银发经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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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发
展银发经济兼顾“为老”和“备老”，具有很强的前
瞻性。

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发展养老金融业务，
丰富个人养老金产品；推动基因检测、分子诊断等
生物技术与延缓老年病深度融合，发展抗衰老产
业……国家对于布局“为老”产业作出明确部署。

“银发经济发展离不开各年龄人群的共同参
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说，在
未老阶段进行财富储备、健康管理，在老年阶段才
能更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形成合力打造“朝阳产业”

银发经济本身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社会力
量投资布局意愿偏低。产业起步阶段，需要政策支
持和引导，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银发经济活力迸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璐说，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推进“为老+备老”

“消费+投资”“解决急难愁盼+培育潜力产业”等
不同板块和功能，构建支持银发经济创新发展的
政策体系。

在城镇化率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
下，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而养老服务设施需求
持续增加，用房用地等要素紧缺。

新建居住区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
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老
旧小区要因地制宜补足配齐；支持利用闲置商
业、办公、工业、仓储等存量场所改建养老服务设
施……《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
见》专门部署完善用地用房保障。

据相关统计，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达到
600万名，目前相关从业人员仅50万名。此外，
专业化水平不高、待遇保障水平较低、流失率较高
等问题也掣肘行业发展。

拓宽人才来源渠道、提升人才素质能力、健全
人才评价机制、重视人才使用管理、完善保障激励
措施……今年1月，《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对外公布，这是我国首个关于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文件。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意见
把解决养老服务人才特别是养老护理员短缺问题
摆到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打破学历、年龄、身份、地
域等限制，在实践中广纳人才、培养人才、凝聚人
才，烧旺人才“薪火”。

守护“夕阳事业”，打造“朝阳产业”。形成各
方合力，银发经济将迎来快速发展、成色十足的新
阶段。

老年人口近3亿

银发经济如何开启新蓝海？
文图据新华社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
趋势，也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的基本国
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
2.96亿，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

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增进老年人福
祉？怎样满足快速增长的多样化养老需
求？如何布局银发经济新产业？记者近
日走访多地调研，探寻银发经济发展动力
和前景。

如何更好解决
“银发族”急难愁盼？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1号文”，聚
焦银发经济，《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
人福祉的意见》成为我国首个支持银发经济
发展的专门文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力
发展银发经济”。

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近3亿，专
家预计这一数字在 2035 年前后将突破 4
亿，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约5亿，发展银发
经济是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
另一方面，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目前在7万亿
元左右，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元左
右，潜力巨大。

可以说，发展银发经济，既是实现老年
群体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也是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解决好老年人生
活圈、身边事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发展银发
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饭太麻烦，吃饭将就一下；腿脚不方
便，医院能不去就不去；子女在外地，日常生
活没人照护……我们常常听到老年人诉说
诸多不便。

在成都市武侯区“颐居通”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武侯区14.6万余名
60岁以上老人的相关信息汇聚成“关爱地
图”，养老助餐等点单需求实时滚动。

“9073”——这是中国老年人养老模式
基本构成，即约90%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
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照顾好居家和社
区养老的日常需求是重中之重。

截至2023年底，我国累计完成困难老
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148.28万户，累计建设
家庭养老床位23.5万张，逐步完善的养老服
务体系更好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解决老年群
体急难愁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宏观室助理研究
员韩瑞栋说，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家庭适老
化、公共设施适老化、智能技术适老化等，经
济社会的适老化转型还将衍生出巨大的投
资和消费需求。

发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需求，更孕
育发展机遇。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博士
分析，未来十年间，中国在银发经济领域的
实践探索将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宝贵借鉴，即
如何在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同时，充
分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最大限度
挖掘老龄经济发展的潜力，并满足日益增长
的老年群体需求。

银 发
经济前景
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