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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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环境清幽，院内绿树红墙，老
人在医护人员照看下聊天、锻炼，欢声
笑语不断。湖南株洲智成养老院，原
本是一家工厂的职工医院，工厂改制
搬迁后闲置了八年，如今通过改造，建
成有 260 个床位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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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江苏省评出该省也是全国
首批养老护理专业技术人才，168 名养
老护理师获评初、中、副高级职称。江
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林莉说：

“职称评审能打通养老从业人员职业上
升通道，提升社会认可度和获得感，吸
引更多专业化人才加入养老队伍。”

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养老服务与
管理学院并于 2021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和研究生。学院副教授彭翔注意到，社
会对养老行业的关注更加深入，“招生
时，家长和学生问养老专业是干啥的、
工作好不好找等基础问题比过去少了，
更多关心的是课程内容、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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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东，广州首个银发经济产业
园揭牌，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依托生物医药、智能终端等产业
基础积极打造银发经济集聚区；

在四川，成都温江区逐步形成以
老年产品、保健食品为支撑，老年关
爱、特色老年康复相结合的银发经济
产业格局，2023 年吸引康养旅居 18 万
人次；

在山东，青岛高新区重点培育以
康养为特色的银发经济产业集群，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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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如何解决3亿老年人急难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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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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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载老年食堂、老年学堂、康养娱乐等多元功能，
提供中长期照料、短期托养、居家照护等专业化照护服
务……今年元旦，北京首家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紫竹院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今年北京计
划建设 100 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实现中心城区全覆
盖。

在康复室锻炼，接受理疗保健……前不久，改造升
级后的广东东莞东城街道居家养老“长者健康驿站”正
式开放。街道负责人介绍，这里通过在原有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基础上升级改造，划分出康复训练区、中医理
疗室等不同区间，进一步满足社区老年人多样化个体
康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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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热线电话或者小程序点单，老人们足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急、助行等服
务。”平台运营工作人员蒋冰介绍，平台已为辖区老人
进行居家养老服务超过 23.2 万人次、助餐 8.5 万余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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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过后，山东省东平县的李大爷用上了“家
庭养老床位”。工人上门给他家安装了紧急呼叫按钮、
智能床垫、烟感报警器、床边扶手，还送来了坐便椅、淋
浴椅、四足手杖、感应小夜灯等老年用品。

东平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的标准是平均每户补贴不超过3000元，一户一策，对居
家环境关键区域进行适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及老年
用品配备。

“十四五”以来，山东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11.3万户，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8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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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
态多元。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欧盟等
国家和地区进入深度老龄化前后，都选
择通过发展银发经济，将人口老龄化结
构势能转换为内需消费动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说，推动银发经济
发展，可以通过激发老年人的消费需求、
扩大银发产业投资、丰富养老金融产品
和服务等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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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
艾雨文承养老机器人有限公司，一款智
能养老机器人提供新的可能：老人意外
跌倒时智能报警，自动巡逻掌握老人动
态，对上门的服务人员跟踪录像，在不
同场景下为居家养老提供全天候智能
服务。

老人居家健康如何管理？在深圳
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东莞的研
发制造基地里，陈列着一个个体形小、
易操作的老年医疗器械，有清理呼吸道
分泌物的高频振动排痰仪，还有预防深
静脉血栓形成的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等。公司总裁胡明龙介绍，正加快研发
推出更多创新产品，方便老人居家康复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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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国家的产业动向，是我国发展
银发经济的重要借鉴。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人口发展研究室主任胡祖
铨介绍，荷兰积极探索居家照护领域数
字化应用，日本大力支持开发推广护理
机器人和辅助数字技术，英国推动银发
经济基础研究和商业模式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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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应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
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发展趋势，
我国银发经济各领域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培育产业发展新
动能的重要途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宏观室副主
任王皓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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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更好解决如何更好解决““银发族银发族””急难愁盼急难愁盼？？

形成合力打造“朝阳产业”

如何布局潜力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