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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篇

銀髮經濟是向老年人提供產品或服
務，以及為老齡階段做準備等一系列經濟
活動的總和。去年，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
會第一次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
要大力發展銀髮經濟，推動人口高質量發
展。今年，首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以及國辦1
號文都聚焦銀髮經濟。

萬億級市場 高質量發展新支柱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學家張連起表

示，根據測算，目前中國銀髮經濟規模在7
萬億元左右，佔GDP比重大約為6%。到
2035年，銀髮經濟規模有望達到30萬億元
左右，潛力巨大。面向老年人及家庭的銀
髮經濟，有望成為推動國內經濟高質量發
展的新支柱。 「要讓老年人共享發展成
果、安享幸福晚年。」 張連起指出，發展
銀髮經濟，短期目標是重構新的供需適
配，中期着力於構建新的商業模式，長期
則是要構建新的經濟格局。

每到冬日，海南入島旅居康養人數大

增，旅居體檢、中醫養生等康養產品層出
不窮，老年康養中心一房難求。民政部養
老服務司負責人李永新表示，對於新的養
老要求，內地將重點從增加養老服務供
給、培育養老服務新業態、強化養老服務
要素保障等方面，做好老年人服務工作。

智慧養老 培育服務新業態
「長壽時代，銀髮經濟是一片 『藍

海』 。」 四川省人大代表、德陽市醫保局
局長吳泳建議，圍繞老年人衣食住行、醫
療等民生需求，要利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術，豐富適老化科技產品的種類，
拓展服務場景，推動可穿戴設備、康復機
器人、智能家居等智慧養老終端的設備研
發、生產與應用，打造智慧健康養老新業
態。

根據香港社會福利署數據，目前超
3萬人正輪候政府資助的養老院床
位，平均等候時間達2年。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互聯
互通加速，港人 「跨境養
老」 趨勢愈發明顯。
來自香港的北京市
政協委員、博
宇資本董事
長 程 雁

指出，一方面，不少港人退休後希望能
「葉落歸根」 回到內地養老，另一方面，
在內地養老的性價比都要高於香港，特
別是現在大灣區連接越來越密切，
「跨境養老」 正在成為香港老年人
的一個主要選擇方向。程雁表
示，像債券通一樣，接下來
希望內地和香港在保險金
融、社會福利上也建
立更多對接，讓港
人北上養老更
方便舒適。

每年
全國兩會，

有關養老和生育
的 「一老一小」 都

是備受關注的重大民生
問題。對於鼓勵生育，代

表、委員認為既要倡導適齡婚
育觀念，讓年輕人 「想生」 ，也
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強政策保障，
讓年輕人 「敢生」 ，孩子出生後
能夠得到 「優育」 。

全國政協委員、
陝西省人民檢察院副

檢察長高潔稱，年輕人生育率降
低，主要是婚戀觀和生育觀都有
了很大改變，對於年輕人不婚、
不生的觀念要做好引導，培育起
適齡婚育人群 「想生」 的觀念。
而部分年輕人擔心生孩之後會面
臨較大養育壓力，對此則要繼續
優化生育政策實施，解決生育負
擔，讓年輕人無後顧之憂地 「敢
生」 。

當下，很多女性在社會競爭

環境壓力下不願意生二孩、三
孩。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工商
聯副主席屠紅燕建議設立生育基
金，對僱傭女職工超過一定比例
的企業給予稅費減免和基金補貼
等優惠。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
婦聯兼職副主席陳中紅則倡議，
要推動建立健全政府、社會、用
人單位和家庭協同共擔的體系，
減輕生育對女性在就業、晉升等
方面造成的顯性或隱形歧視，保
障女性合法就業與晉升權益。

大公報記者張帥

讓年輕人想生敢生
鼓勵生育

銀髮經濟蓬勃
跨境養老提速

▲在杭州社會福
利中心，老人通
過智慧養老機器
人與家屬視頻通
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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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報告
關注「一老一小」
2021年

•推進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
籌，規範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
促進醫養康養相結合，穩步推進長期
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發展普惠型養老服務
和互助性養老。發展嬰幼兒照護服務。

2022年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加快構建居家社區機構相
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完善三孩生育
政策配套措施，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
稅專項附加扣除，多渠道發展普惠託育服務，減輕家庭生
育、養育、教育負擔。

2023年
•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強養老服務保障。完善生育支
持政策體系。

大公報記者張帥整理

聚焦多樣需求
培育潛力產業

資料來源：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發
展銀髮經濟增進老年
人福祉的意見》

康復器具

•如智能輪椅、移位機、
康復護理床等生活照

護產品

金融產品

•如加強養老金融產品
研發與健康、養老照護
等服務銜接

旅居養老

•如組建覆蓋全國的旅居養
老產業合作平台，培育旅居
養老目的地

家居改造

•如鼓勵老舊小區加裝
電梯、家庭配備智能安
全監護設備

智慧養老

•如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及
移動終端、可穿戴設備、服務
機器人等智能設備在居家、社
區、機構等養老場景集成應用

創新用品

•如研發適合老年人咀
嚼吞嚥和營養要求的保
健食品、特殊醫學用配
方食品

新型治療

•如推動基因檢測、分子診斷等生
物技術與延緩老年病深度融合，開
發老年病早期篩查產品和服務

北上養老
無後顧之憂

◀圖為深圳養老社
區泰康之家．鵬園
社區。

中通社

政策支援
入住廣東院舍

打通壁壘
實現無憂養老

•2014年起，香港特
區政府社會福利署開始推

行 「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
試驗計劃」 （現名 「廣東院舍照

顧服務計劃」 ），為正在輪候資助
護理安老床位並有意在內地養老的香港

老人提供更多的資助服務選擇。

•剛剛發布的《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
條例》提到， 「支持港澳服務提供者在南沙開辦

養老、殘疾人康復服務機構。支持南沙符合條
件的養老機構申請納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制定的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
劃。」 這意味着，港澳老人到大灣區

內地城市養老將有越來越多的選
擇。

•廣東省人大代表、民建會員、珠海市關愛
協會會長崔雲香指出，由於公共服務保障政策方
面港澳與內地存在差異，需要從上至下打通政策
壁壘，讓跨境養老的相關政策合規、合理又合
情。老齡化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適老化改造。因
此要合理設計相關的服務、產品，並規範收費標
準，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

• 「香港的醫療保險、醫療券能否在大灣區城市
的三甲醫院使用，而不僅局限在某個城市、某家
醫院？」 港區省政協委員、經緯集團執行董事陳
丹丹說。她建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養老信息大數
據共享平台，通過錄入港澳老人的健康信息，實
現信息的互聯互通，此外還應加強內地、香港醫
護人員之間的雙向交流。

資料來源：金羊網

（截至2024年1月30日）

個人養老金
專項產品已達739款

465465款款
儲蓄產品儲蓄產品
（（佔比佔比6363%%））

181181款基金款基金
產品產品（（佔比佔比
2424..55%%））

70款保險產品
（佔比9.5%）

23款理財產品
（佔比3%）

數據來源：
人社部個人養
老金產品目錄

夕陽無限好，人間重晚晴。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也是人口老齡
化發展速度較快的國家之一，相關測算顯示，到2035年，中國銀髮經濟規模有望

達到3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佔GDP比重增至10%。2024年全國兩會
即將召開，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接受大公報採訪時指出，發展銀髮經濟

涉及面廣、產業鏈長、業態多元，既是提高民生福祉的堅實支撐，
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支點。而隨着粵港澳大灣區互

聯互通加速，北上 「跨境養老」 趨勢愈發明顯，將為
港澳老人提供更多養老選擇。

大公報記者 張帥

開辦機構
養老選擇更多

信息互聯
醫保通用可期

▲2月9日，老人及家屬
在洛陽一養老中心
吃 「團圓飯」 。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