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銀髮經濟規模及其佔GDP比重

10%50

銀髮經濟規模（單位：萬億元人民幣） 佔GDP比重（右軸）

40

30

20

10

0 0%

2%

4%

6%

8%

2023年 2035年(預計)

約7萬億元人民幣

約30萬億元人民幣
約6%

約10%

責任編輯：呂泰康 美術編輯：鍾偉畧

大公報記者 于海江、王欣欣（文） 于海江（圖）

中國銀髮經濟規模在不斷擴
大，按照推算，將在2035年

增加至30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
重亦會上升至約

10%。隨着中國社會老齡化程度加
快，銀髮經濟正逐漸成為新的經濟增
長點。這一巨大的市場潛力吸引了眾
多傳統企業的目光，期望在這片藍海
中找到新的發展機遇。

「從2023年初至今，入住中心的老人從300位已
達800多位。」 觀湖生態頤養中心董事長聶忠芳說，
按照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1200張床位預計今年年
底將會住滿，或許屆時會出現一鋪難求的場面。

隨着中國第二次嬰兒潮（1962年至1975年出
生）人群逐漸走向老年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
至2023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65歲及以上人
口分別達到2.97億人、2.17億人，對應人口佔比分別
為21.1%、15.4%，中國已全面進入中度老齡化階
段。專家稱，自由行動老人追求文化娛樂、旅遊休閒
等精神層面的滿足，而失能老人則更依賴於社區養
老、託老所等服務。開業兩年的齊齊哈爾市觀湖生態
頤養中心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勞動湖畔，毗鄰該
市繁華商業圈。聶忠芳說，傳統的養老院很難滿足如
今老年人和子女們的需求，銀髮經濟包括養老服務、
醫療保健、康復護理、旅遊休閒、文化娛樂等多個領
域。

服務全面勝傳統護老院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黨委書記、主任高成運

說： 「銀髮經濟具有涉及面廣、產業鏈長、業態多
元、潛力巨大的顯著特徵，要重點培育建立服務供
給、產品供給、產業發展和生產要素等體系，培育高
精尖產品和高品質服務模式。」

60後新老年人群體作為銀髮經濟的重要培養對
象，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更熟悉互聯網和電子產
品、追求精神生活等特點。記者在觀湖生態頤養中心
看到，這裏集合了老年大學、醫療健康、老年藝校、
溫泉浴館、陽光大廳和餐廳等多功能服務於一體。
「老人住在這裏可以說要比在家舒服、方便、幸
福。」 在住老人王兆恩說。聶忠芳也認為，銀髮經濟
市場的發展對傳統企業來說，將是一次轉型機遇；公
司現正與一些傳統製造業企業合作開發智能養老、居

家養老、輔助器的設備；還與一些傳統零售企業在商
討，針對老年人推出健康食品、保健品等商品。

結合康復醫學 研發養老機器人
其實，智慧養老的興起不僅讓老年人可享受更多

便利和舒適，也為老器械市場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
間。

在哈爾濱市較為知名的醫療器械一條街，記者發
現多功能護理床、電動輪椅等助老醫療器械已成為主
流產品。哈爾濱市龍泰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的銷售員琳
琳介紹，近兩年來，電動護理床、電動輪椅等
產品的銷量大幅增長，每月銷售量已達到15至
20台左右。哈爾濱天愈康復醫療機器人有
限公司就推出一款具有獨家專利證
書、主要應用於重症患者和失能半
失能老人的電動多功能護理床。
這款護理床的氣囊翻身功能可
以輔助老人側翻、背部按
摩，促進血液循環，有效預
防褥瘡。公司總經理初雨名
表示，他們研發這款產品的
初衷是希望通過將哈工大
機器人技術與康復醫學相
結合，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質量和幸福指數。

高成運表示，從去
年的世界機器人大會上看
到，養老類機器人有些雷
同，實質上都差不多，且
沒有推向市場，還不成熟。
「但未來市場非常大，養老服
務機器人將會像當年汽車進家庭
一樣。」

▲電動智能護理床、多功能電動輪椅近年來受到消費
者青睞。

▲齊齊哈爾市觀湖生態頤養中心董事長聶忠芳。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先後經
歷了三次 「嬰兒潮」 ，第一次 「嬰兒潮」 的
出生年份在1950至1958年；第二次在1962至
1975年；第三次在1981至1997年。遵循人口
發展的慣性規律，這三次 「嬰兒潮」 時期的
出生人口會在2010至2018年、2022至
2035年和2041至2057年相繼步入老

年期，分別帶來三次人口老齡
化 「衝擊波」 。

三次嬰兒潮的老齡化
話你知

經濟透視

養老產業推陳出新 捕捉30萬億人幣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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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休閒娛樂提升體驗 創新復康產品改善生活

掃一掃有片睇

專家倡政策支援
推動持續創新發展

業內專家指出，銀髮經濟並非僅針對老年
人群的經濟活動，而是承載着社會福祉和人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其分層特性反映老年人群體的多樣性和需求化
的差異性，為市場提供了廣闊的創新空間。銀髮經濟的發展需要政
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專家認為，政府應出台相關政策，支持銀髮經濟的創新發
展；企業應加大研發力度，推出更多符合老年人群體需求的產
品和服務；社會各界應積極參與銀髮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共同
推動中國銀髮經濟的繁榮和發展。銀髮經濟的崛起為中國經濟
帶來了新的增長點和發展機遇。通過深入理解老年人群體的需
求和特點，結合區域特性制定發展策略，可以推動銀髮經濟的
持續增長和創新發展。

中國亞洲經濟發展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軍在近日舉
行的首屆全國養老協會國際峰會上介紹，近年來，協會在養老領

域不斷探索，已持續多年帶領各級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及企業開展
國際合作與交流，參與和見證了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以及歐美國

家的有益探索和成功案例。 大公報記者王欣欣、于海江

共同努力

峰巒疊嶂，鳥語花
香，拂風清冽，空氣甘

甜，這裏是夏日的伊春。 「森林養吧」 、 「森
林廚房」 ，以及 「南病北治、北藥南用」 ，伊
春的多元康養業態吸引不少老年人關注。 「隨
着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鄉村旅居有望佔據旅
居康養主體，一方面可解決城鎮居民和鄉村留
守老人的高質量養老問題，另一方面也解決農
宅空置問題，同時還培育鄉村產業，對於鄉村
振興具有積極意義。」 黑龍江智慧研學雲平台
總經理呂秋夢說。

全國養老行業協會龍江行──走進伊春森
林康養目的地活動近日成功舉辦。 「很多人選
擇森林康養，是因為這裏遠離喧囂，親近自
然。」 據伊春森工岐黃康養中心負責人宮銘介
紹，岐黃養老養生苑是集養老養生、旅居康養
度假為一體的多元化康養基地，截至目前，訂
房率已達80%，客人來自北京、天津、廣州、
上海等地。

位於伊春的寶宇森林生態小鎮銷售總監劉
俊透露，他們已經接到超過4000人的康養團
訂單，主要來自河北、北京、天津等地。作為
首批 「國家級森林康養基地」 ，這裏獨特的
「森林溫泉療養」 深受遊客喜愛，在這裏能夠
實現 「深度遊」 、 「深呼吸」 和 「深睡眠」 ，

達到 「未病先治」 的效果。端午過後，小鎮將
陸續迎來香港、廣州、北京、大連等地的康養
度假人群。

北京長者每年到伊春避暑
齊振平和老伴每年夏季都會從北京來到伊

春避暑康養。 「去年我們多渠道輸送2000餘
人到寶宇森林生態小鎮，今年首發團將於6月
22日啟程。」 北京翠微國際旅遊同業部經理鄭
慧霞介紹說，伊春空氣中負氧離子含量高，非
常適合養生，很受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老年
人歡迎。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

遠離喧囂 鄉村森林建康養基地
養生旅遊 一方面是入學的孩子

正在逐年減少。國家統計
局數據顯示，全國在園幼兒人數連續3年下
降，2023年較上一年減少534.5萬人。另一方
面，銀髮族的養護需求則在加大， 「目前已經
出現由幼兒園轉型到養老服務，我們校區的老
師便由從幼兒園轉行，直接來做老年培訓。」
山東心智青文化科技有限公司項目運營部劉經
理說。

心智青是一家從青少年教培機構轉型的民
營老年大學，目前在總部濟南擁有3家直營
校，全國440多家加盟校的連鎖品牌。劉經理
介紹，目前老人對定製課都特別感興趣。書
法、電子琴等，只有體驗的，基本都會續費報
名，也有老人家一口氣報了3個課程。在總部
山東的一所校區，面積700平米的5間教室，僅
一年半時間就招生1800人，人均報名1.6門，
共計2984人次。北京延慶校區開業不到3個
月，已經有200多個學員。最近又開展老帶新
的體驗課活動，按照校區統計，這次活動應該
能把校區穩定在300至400人或以上。

老幼共享服務 深圳太原成試點
民辦幼兒園的數量早在2020年便開始下

降，3年來已減少了7467所。在哈爾濱市，入

讀小學的孩子人數也在逐年減少。幼兒園具備
現成的場地優勢、人員優勢，向養老方向轉型
有一定的資源基礎，可節約相應成本。而老年
服務市場或銀髮經濟本就是市場的 「新藍
海」 ，一些地方開始出現幼兒園轉型養老服
務，不少幼教老師也逐漸轉行加入。劉經理
說，這樣的創新，不僅能解決幼兒園的運營困
境，還能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養老選擇，彌補
現有養老服務市場的不足，緩解社會老齡化所
帶來的壓力。目前，深圳、太原等城市已開始
試點 「老幼共託」 一體化模式，讓老幼兩代人
共享服務。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

適齡學童下降 幼兒園變身老年大學
企業轉型

▲在老年大學，老人能學到小時想學而沒學到
的課程。

▲隨着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鄉村旅居有望佔
據旅居康養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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