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養老服務改革發展的意
見》（簡稱《意見》）近日發布，是中國首次以中共中
央、國務院名義印發關於養老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鼓勵
外商投資國內養老服務產業並享受國民待遇，推進京津
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養老服務一體化等。

民政部副部長唐承沛9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按照
部署，養老服務網絡到2029年基本建成，到2035年更加健
全。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司長劉明表示，要支持各類企
業積極參與，加快培育一批銀髮經濟龍頭企業。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司長
劉明指出， 「當前銀髮經濟成為
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之一。去年
初，國務院對發展銀髮經濟增進
老年人福祉作出專門部署，這次
養老服務改革發展的意見進一步
深化。」

劉明表示，一年以來，發展
培育銀髮經濟，有多方面進展，
包括做好老年人社區助餐等老年
人急需的民生實事，強化老年用
品創新，培育壯大市場規模，優
化發展環境等。銀髮經濟前景廣
闊，從需求變化看，老年人群體
規模不斷上升釋放大量老年產品
和服務需求，隨着消費意願和消
費能力升級，需求結構正在從生
存型向發展型轉變。

推動銀髮經濟提質擴容
劉明續指，從消費趨勢看，

老年人與年輕人消費邊界不斷融
合，消費觀念、消費結構愈發重
合，更加注重個性化和悅己消
費，成為消費多元化發展的關鍵
群體。從產業發展看，銀髮經濟
促使各產業為老年人創新、創造
更多的服務產品，涉及老年人生
活的方方面面，為老年人服務注
入了新的動力。

劉明表示，下一步，國家發
改委要深挖和培育銀髮經濟消費
潛力，從做好服務上做文章，推
動銀髮經濟提質擴容。一是做強
主體，支持各類企業積極參與，
加快培育一批銀髮經濟龍頭企
業，推動銀髮經濟逐漸向多元業
態發展。二是做優產品，引導經
營主體匹配細分市場，健全產品
服務的標準規範，提高產品服務
品質和適老化水平。三是做大規
模，促進養老與醫療健康、文化
旅遊、金融等產業融合，讓老年
人在醫療、出行、娛樂等方面更
加方便，為老年人提供更好更溫

馨的服務。

港老人將迎更多養老選擇
《意見》提出，要鼓勵外商

投資國內養老服務產業並享受國
民待遇，推進京津冀、長
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養
老服務一體化等舉措。香
港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
議員黃國對大公報表示，
此舉不僅為香港養老機構
進入內地市場提供了更為
便捷的途徑，還為其享受與
內地養老機構同等的待遇和優惠
政策創造了條件。隨着內地養老
需求的不斷增長，市場潛力巨
大，香港養老機構的北上發展將
有效促進內地養老服務水平的提
升，同時也為香港老年人提供了
更多元化的養老選擇。

議員：助港養老業創新
「香港與內地養老服務的互

動發展將呈現出更加緊密和多元
化的趨勢。香港養老服務業發展
比較完備，但地方有限、成本高
昂，而內地市場廣闊、成本低
廉，兩地優勢互補，為港人提供
了更多養老選擇。隨着大灣區建
設的深入推進，香港與內地養老
服務的融合發展將更加緊密，為
港人回歸內地養老創造更多便利
和條件。」 黃國說。

《意見》還提出重點推動人
形機器人、腦機接口、人工智能
等技術產品的研發應用。黃國認
為，內地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
勢頭強勁，而香港由於人工成本
高昂，可以積極引入內地的先進
科技，落地到香港進行先試先
行，以提升養老服務的質量和效
率，不僅有助於香港養老服務行
業的創新發展，也為兩地養老服
務技術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新的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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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陽區
老年人們在社區
養老驛站排練文藝
節目。

新華社

川渝造打響名堂 生產全球三分之二iPad
【大公報訊】記者任芳頡報道：國

新辦9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成渝地區
雙城經濟圈建設五年來有關情況。記者
了解到，從經濟總量看，五年來，成渝
地區雙城經濟圈地區生產總值2024年預
計增長到8.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五年邁上了兩個萬億元級的台階。目
前，全球2/3的iPad、近8000萬台筆記
本電腦、超1億台智能手機都出自川渝，
「川渝造」 成為中國製造響噹噹的名
片。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陳亞軍在會上

介紹，從經濟總量看，五年前，雙城經
濟圈地區生產總值不足6.3萬億元，
2024年預計增長到8.6萬億元，五年邁
上了兩個萬億元級的台階，佔全國的比
重由6.3%提高到6.5%以上，對西部地
區乃至全國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帶動作用
明顯增強。

圍繞集成電路等加快補鏈強鏈
從產業體系看，兩地共建電子信

息、裝備製造、先進材料、特色消費品
等四大萬億級的產業集群，汽車產量、

電子信息產值佔全國的1/10以上。
「近年來，我們聚焦電子信息、汽

車、裝備製造、特色消費品等重點產
業，在產業配套、平台建設等方面協同
發力，推動產業鏈上下游深度融合。
『川渝造』 成為中國製造響噹噹的名
片。」 四川省副省長李文清介紹，電子
信息產業是川渝創新實力最強、產業基
礎最好的支柱產業。近年來，兩省市圍
繞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智能終端等加
快補鏈強鏈，成渝地區一躍成為全球前
十的電子信息製造業聚集地。目前，全

球2/3的iPad、近8000萬台筆記本電
腦、超1億台智能手機都出自川渝。

汽車製造也是兩省市攜手打造的主
導產業之一。重慶在整車製造方面優勢
明顯，四川在動力電池和清潔能源配套
方面競爭力較強，雙方共建產業鏈供需
對接平台，以建設 「氫走廊」 「電走
廊」 「智行走廊」 作為牽引，打造智能
網聯新能源汽車研發生產基地，已匯聚
整車及零部件製造企業超2000家，全國
每七台汽車中就有一台產自川渝、超過
五分之一的動力電池實現 「川渝造」 。

民政部：推動失能照護資源下沉社區
【大公報訊】記者任芳頡報道：近日發

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養老服務
改革發展的意見》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蓋城
鄉的縣鄉村三級養老服務網絡。民政部副部
長唐承沛表示，這有利於推動城鄉養老服務
均等化，加強縣域養老服務資源統籌，促進
服務資源向基層下沉。總的要求是在縣
（區）範圍內，建設以縣級平台為龍頭，鄉
鎮（街道）區域養老服務中心為樞紐，村
（社區）服務設施站點為節點，構建上下貫
通、有效銜接、合理分工的三級服務網絡。

培育更多專業化上門服務
居家、社區和機構養老是目前三種主要

的養老方式。《意見》以推動三類養老服務
貫通協調為改革重點，提出鞏固居家養老基
礎作用，強化社區養老依託作用，優化機構
養老專業支撐作用。唐承沛表示，要推動培
育更多專業化的上門服務，社區養老方面，
盡力滿足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養老的
需求，社區既要深入家庭提供服務，還要鏈
接社會資源，同時也向老年人提供日託全
託、學習娛樂等方面的支持。機構養老方

面，今後養老機構不但要在集中照護方面更
加專業，也要更積極地參與居家和社區養老
服務，促進養老服務規模化、集群化、品牌
化發展。

《意見》提出要強化以失能老年人照護
為重點的基本養老服務。唐承沛稱，下一步
將制定加強和改進失能老年人照護服務政
策，健全全國統一的老年人能力綜合評估制
度，推動精準高效配置失能照護資源，加強
居家、社區、機構供需銜接，資源整合，推
動失能照護資源下沉到城鄉社區，延伸到老
年人家庭。

去年四季度內地企業收入明顯改善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國

家稅務總局9日公布增值稅發票數據顯示，
去年9月26日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一攬子
增量政策和前期已出台的存量政策持續落地
顯效，2024年四季度內地企業銷售收入明
顯改善。具體來看，去年四季度高技術產業
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0.6%，延續兩位數較快
增長。

消費品以舊換新持續向好
國稅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四季

度，內地製造業發展提速，製造業銷售收入
同比增長3.8%，較三季度增速提高2.4個百
分點。其中，裝備製造業銷售收入同比增長
8.3%，較三季度增速提高4個百分點。特別
是鐵路船舶航空航天設備製造業、計算機通
信設備製造業、通用設備製造業銷售收入四
季度增速較快，同比分別增長16.5%、
10.9%和8%。

同時，新興產業持續較快增長，新質生
產力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銷售收入同比增
長10.6%，延續兩位數較快增長。其中，高
技術服務業、高技術製造業銷售收入同比分
別增長11.1%和10%。數字經濟核心產業
銷售收入同比增長5.5%。其中，數字產品
製造業、數字技術應用業銷售收入同比分別
增長6.9%和8.3%。

數據還顯示，生態環保服務穩步增長，
清潔能源產業發展迅速。設備更新亦穩步提
速，消費品以舊換新持續向好。綠色出行需
求持續增長，帶動新能源車整車製造業銷售
收入同比增長28.1%。而受國家鼓勵、地方
政府支持和企業讓利等因素帶動，電視機等
家用視聽設備零售、冰箱等日用家電零售同
比分別增長38.1%和75.4%。此外，基建投
資回升， 「兩重」 項目加快落地，反映基建
投資的土木工程建築業銷售收入增速較三季
度明顯提升，12月銷售收入同比增長7%。

▲重慶的工人在8吋功率半導體晶圓生產車
間作業。 新華社

養老服務建設部署
時間表

•到2029年，養老服務網絡基本建成，
服務能力和水平顯著增強，擴容提質
增效取得明顯進展，基本養老服務供
給不斷優化。

•到2035年，養老服務網絡更加健全，
服務供給與需求更加協調適配，全體
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適合我國
國情的養老服務體系成熟定型。

探索為居家失能老年人建設
具有連續、穩定、專業服務
功能的家庭養老床位，鼓勵
社區和家政、互聯網平台企

業等上門提供老年助餐、助浴、助潔、
助行、助醫、助急等多樣化服務。

居家
養老

多元養老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

社區
養老

擴大社區養老服務有效供
給，發展嵌入式社區養老服
務、推行 「社區+物業+養老
服務」 ，增強專業照護、日

間照料、康復護理、上門服務等能力，
推動完整社區建設。

兜底保障型養老機構主要收
住特困老年人和經濟困難失
能老年人，普惠支持型養老
機構面向全體老年人開放，

完全市場型養老機構實行充分競爭、優
質優價，滿足老年人多樣化需求。探索
「老年父母+殘疾子女」 家庭共同入住
養老機構等優化機構養老功能。

機構
養老

▲去年10月，老人在深圳舉辦的養老產業博覽會上了解一款
智能手杖。 新華社

▲9日，江蘇常州的老人在社區食堂用
餐。 新華社

▲去年12月，一名工作人員在廣州市養老機
構照顧老人。 新華社

鼓勵外商投資養老業 港企大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