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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养老服务和产业
老龄化社会的结构转型与新型增长模式
的探索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1月，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04亿，占总人口的21.3％。
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2.4倍，并且以每年1,000
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城乡差距尤为显著，上海市的老龄
化率已达35.6％，而内陆农村地区则因年轻人口外流而
出现“未富先老”的社会问题。

2023年，中国银发经济总规模达7.1万亿元（约147万亿

日元），占GDP的5.9％。其中，医疗与护理服务（1.8万亿元）

和健康相关消费（4.3万亿元）成为两大支柱。政府智库预

测，到2025年，该市场规模将扩大至9万亿元，到2035年预

计将达到30万亿元。这一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是“独生子女政

策”一代的父母正式步入老龄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加

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推动消费升级。

政策创新与区域协作
2024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

年人福祉的意见》成为首个系统化整合各类养老政策的国

家战略，引起广泛关注。该政策的核心架构由“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培育”和“技术创新”三大层面组成，其中明确提

出护理机构的面积标准，人均面积不少于8平方米，对AI机

器人开发的补贴金额最高500万元。政策实施后，北京市海

淀区在6个月内护理床位增加了17％，初步成效开始显现。

城市群之间的协作也在推进。长三角地区的13个城

市已实施护理资格的互认制度，而浙江省和江苏省交界地

区通过人才共享平台，将护理人员的使用率从68％提升至

89％，跨行政区的合作开始显现成效。

技术创新与未来社会愿景
围绕2035年的技术研发已经启动。清华大学研究团队

正利用量子计算技术开发个性化医疗平台，计划于2026年

实现落地应用。在生物工程领域，干细胞关节再生治疗的临

床试验已取得初步进展，70岁及以上受试者的运动功能提

升32％。

金融领域方面，养老设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的发展备受瞩目。2024年6月上市的“平安银发

REIT”首年收益率达6.8％，超出商业地产2.2个百分点，市

场普遍预计到2025年该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

农村养老服务与缩小地区差异
作为农村养老政策的重要举措，2024年6月启动的“三

年行动计划”最具代表性，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在全国范围

推广“流动护理车”服务。甘肃省试点地区的数据显示，原

本需要3小时才能送达山区的药品配送时间缩短至45分钟，

紧急医疗运输的成功率从82％提高到95％。然而，该政策的

实施仍面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平均预算增加3.2％）及护

理人才短缺等难题。

缩小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养老服务差距成为最大的政

策课题。上海市推行的“数字孪生护理系统”利用3D建模

技术，对老年人的生活动线进行智能优化，使跌倒事故减

少37％。与此同时，甘肃省白银市则利用锌冶炼的副产品研

发抗菌材料，并与本地企业合作，将成本降低45％。

多元化的市场动态
在产业结构变化中，最明显的趋势是健康管理设备市

场的快速增长。2023年，该市场规模为437亿元，预计到

2025年将增至1,050亿元，是2023年的2.4倍。AI驱动的生

物监测设备成为市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深圳市初创企业

“Lifecare”研发的床垫型传感器，能够通过睡眠呼吸模式

检测心力衰竭风险，准确率达98.3％，并可与医院联动，实

现早期干预治疗。

消费行为的质的转变也值得关注。在60岁及以上人群

中，数字支付的使用率已达到78％。电商平台“京东健康”

的数据显示，老年人线上问诊量同比增长220％。此外，文

化消费的增长也引人注目，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夜间特别参

观活动中，60岁及以上游客占比达43％，反映出老年群体对

传统文化的回归。

产业格局的重塑
在国有企业层面，中国人寿推出的养老社区——国寿

嘉园综合型养老设施成为新模式的代表。其位于北京市朝

阳区的项目将医疗诊所、娱乐设施和短期护理床位一体化

整合，使入住者的生活满意度比传统养老院提升了41个百分

点。民营企业方面，金太阳公司在福建省推行的“30分钟服

务圈”模式已取得成效。该模式利用GPS追踪系统优化紧急

应对机制，有效减少失能人群对突发情况的焦虑。

外资企业的市场参与也日趋活跃。荷兰飞利浦公司在

湖北省进行远程医疗平台的试点，成功降低医疗费用23％。

法国达能公司专注于功能性食品研发，老年营养食品的销

售额同比增长142％。此外，美国渤健（Biogen）与韩国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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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改善认知障碍的药物及智能家居系统领域加快布局。

构建可持续的老龄化社会
中国的银发经济正从“市场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价

值创造”的新阶段。政府政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及社区体

系重组三者协同推进，成为满足2.5亿以上老年人口多元需

求的关键。未来的发展还需要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根本性

改革，并加强技术标准的国际协调。通过克服这些挑战，中

国有望成为全球老龄化应对的新典范。

＜建议＞
 放宽对老年人等人群使用的无障碍福祉车辆加
装的限制

　根据现行规定，车辆在完成注册登记后，可加装
的设备和装置仅限于残障人士使用的辅助驾驶
装置等。因此，目前已登记的车辆无法进行其他
类型的加装。为改善老年人、残障人士及其护理
人员的出行和生活环境，希望扩大车辆改造的范
围，放宽对已登记注册车辆的后期加装限制。

 尽早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为实现政府对养老服务的稳定供给并减轻国民

负担，确保资金来源和完善管理体系至关重要。
在此基础上，需要建立以企业和个人保险缴费
为基础的可持续融资机制，并通过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试点项目，积累实践经验。此外，为了提
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建议引入类似日本
护理经理制度的机制，建立失能等级评估和用
户需求匹配的护理评估体系。这将有助于提高
护理服务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使有限的资源得
到最优配置。希望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并
确保稳定的财政支持，推动全国统一的高可行
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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