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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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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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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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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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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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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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陈炜伟 严赋憬 赵晨捷
叶珊朱旭东董小红张海磊）

老年人口近3亿
银发经济如何开启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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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布局潜力产业？

形成合力打造“朝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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