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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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面廣、產業鏈長、業態
多元、潛力巨大。數據顯示，目前中國銀髮經濟規
模大概在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佔GDP比重大
約為6%左右。到2035年，銀髮經濟規模將達到30萬億元左右，佔
GDP比重約10%。

圍繞多樣化需求 培育七大潛力產業
在「發展民生事業，解決急難愁盼」方面，文件提出老年助餐服

務、居家助老服務、社區便民服務、老年健康服務、養老照護服務、
老年文體服務、農村養老服務等七個方面，並圍繞多樣化需求提出培
育七大潛力產業，包括老年用品創新、智慧健康養老新業態、康復輔
助器具產業、抗衰老產業、養老金融、旅遊服務、適老化改造等。比
如，引導外賣平台、物流企業等經營主體參與老年助餐配送，鼓勵社
會工作服務機構等提供生活用品代購、家政預約、代收代繳、掛號取
藥等服務，支持社區助浴點、流動助浴車、入戶助浴等多種業態發
展。
在推進產業集群發展方面，意見特別提出，未來將在京津冀、長三
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等區域，規劃布局10個左右高水平銀髮經濟
產業園區。依託自由貿易試驗區、各類開發區、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
綜合示範區、國家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示範區等平台，推進銀髮經濟領
域跨區域、國際性合作。

推動消費市場發展 構築老齡產業新業態
「本世紀中葉及之後，中國老齡化水平會始終維持在40%以上，躋

身全球高度老齡化國家行列，中國既有全球規模最大的老年消費群
體，還有全球規模最大的老年消費市場。」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銀髮經濟產業體
系涉及面廣、產業鏈長，幾乎覆蓋國民經濟行業的所有類別。伴隨老
年人口代際更迭，消費升級是大勢所趨，將產生出新消費需求，推動
銀髮消費市場發展，構築老齡產業新業態。
原新認為，構建系統化的老齡產業體系、完善老齡產業的頂層設計

至少要從老齡文化產業、老齡健康產業、老齡製造產業、老齡宜居產
業、老齡服務產業、老齡金融產業等六大領域推進。

港資企業關注意見：看好內地銀髮經濟
相關文件的發布令來自香港的大灣區醫療集團聯席行政總裁李家聰

博士倍感振奮。過去幾年，他帶領團隊將
港式醫療服務模式拓至大灣區內地

城市，設立了包括港澳居民
健康服務中心在內的160

多間港式家庭醫生工
作室。兩個

月前，大灣區醫療集團更牽手廣州海珠區衞生健康局，揭牌成立廣州
首家社區慢病健康管理中心，服務老年人、慢性病人等重點群體。
李家聰表示，內地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這既是政府和社會需

要直面的一個壓力，又是可以深度挖掘的機遇。他很認同意見中有關
「優化老年健康服務」的系列舉措，給像大灣區醫療集團這樣的香港
醫療服務提供者帶來了施展空間。
「一般認為，銀髮經濟多指養老服務，而我們則認為，養老應該定

義為『享老』，內涵很寬泛。從醫療的角度看，老年人需要健康的身
體，人性化、個性化、標準化的醫療服務大有可為。有了更好的預防
和治療體系，老年人就不會只想着存錢養老，而是會釋放出更多精
力、資金進行線上線下消費。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十分看好內地的銀
髮經濟。」李家聰說。

完善政企溝通機制 打破市場准入壁壘
香港人均預期壽命連續多年居全球首位，與科學的健康管理模式有

關。而海珠區是內地人口老齡化的一個縮影，全區65歲以上常住老人
超過21萬人，是廣州老年人數量最多的區域。為此，大灣區醫療集團
與海珠區積極開展創新探索，在該慢病健康管理中心揭牌之前，已與
該區聯合培養了145名金牌醫生、45名金牌護士，在14間社區衞生服
務中心開設了港式家庭醫生工作室，全面推廣港式全科模式。
「以慢病管理為例，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不管是病情輕重，內

地往往是醫生包辦診療過程。而我們把香港根據病情輕重進行分級的
模式引入到海珠區，同時，更注重護士的角色，通過『護士評估+醫
生確認』，建立慢病管理安全網。」李家聰說。
意見提到，完善政企溝通聯繫機制，打破不合理的市場准入壁壘，

推動銀髮經濟政策、資金、信息等直達快享。李家聰提出，大灣區在
這方面大有作為，比如醫生護士的內地註冊、港澳藥品的使用以及大
灣區醫療信息的互通方面，已經推出或者正在推出創新探索，「未
來，要進一步打通大灣區相關領域人、財、物和信息的流通，實現資
源共享，推動港澳與內地醫療服務、養老服務雙向採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作
為全國外貿大省，廣東頂住壓力，實現2023年
外貿正增長。16日，2023年廣東進出口情況新
聞發布會在廣州舉行。海關總署廣東分署黨委
副書記、副主任溫珍才表示，去年廣東外貿進
出口總值8.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0.3%，繼續穩居全國外貿第一大省。三、四
季度進出口額比前兩季度增長，四季度歐美市
場進出口市場回暖。值得一提的是，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城市去年進出口值達到7.95萬億元，

佔全國19% 。其中深圳、廣州、惠州進出口增
長明顯，合計佔全省外貿總值超六成。
溫珍才表示，為了促進廣東外貿發展，海關

加強與港澳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合作，上線
粵澳集報貨物「一單兩報」、粵港公路艙單
「一單兩報」等新功能，大幅壓縮企業必填項
目50%以上。
廣東去年進出口業務企業數量首次突破13萬
家，廣東民企「新三樣」即電動載人汽車、鋰
電池、太陽能電池出口火爆，成為去年外貿亮

點。跨境電商亦持續火爆，廣州海關副關長李
宇介紹，廣東積極推進「灣區一港通」改革試
點，實現進出口貨物24小時運輸不停歇，貨物
的平均堆存期由改革前的5至7天縮短至2天以
內，每年可為企業節省近4,000萬元的物流成
本。

港澳車北上熱潮持續升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獲悉，港澳車北上熱潮持

續升溫。拱北海關副關長李偉豐在會上最新披
露，截至2023年底，拱北海關在港珠澳大橋珠
海公路口岸共監管「澳車北上」「港車北上」
進出境車輛139.7萬輛次，年內20次刷新單日歷
史新高。越來越多港澳車主申請「港車和澳車

北上」備案。李偉豐表示，目前已在內地海關
成功備案6.7萬輛，備案數量正以日均約360輛
的速度遞增。
港珠澳大橋口岸是「澳車北上」「港車北
上」的通道樞紐。李偉豐介紹，目前，港珠澳
大橋珠海口岸日均進出境客車9,000輛次至1萬
輛次，周末和節假日達1.6萬輛次，其中50%至
60%是「港車和澳車北上」。李偉豐表示，廣
東還將不斷壓縮車輛驗放時間。在查驗方式
上，率先開發應用小客車智能審圖系統，對布
控車輛優先採用非侵入式檢查方式，提升驗放
效能30%。目前客車單向驗放能力已從2023年
初每小時400輛次提高至目前每小時超過900輛
次，增長了1.25倍。

隨着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社區養老服務的重
要性日益凸顯。近幾年，各部門推出了多項有
力、有效的舉措，從資金支持、助餐、醫療、
設施適老化改造、失能老人看護等方面，完善

社區養老保障系統，助力老年人在「家門口」安享晚年幸
福生活。《關於發展銀髮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指
出，拓展居家助老服務，發展社區便民服務，引導老年日
用產品實體店合理布局，發展社區嵌入式服務設施。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在推動社區養老方面，中央層
面在過去一年就出台過至少三個相關文件，逐步推動完善
相關方面要素。2023年5月，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推進
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強調各級政府建立經費
保障機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提供養老服務，支持物業服
務企業提供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依託社區養老服務設施提
供家庭養老指導服務，優先推進與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
關的公共服務設施改造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適的
環境。

2023年6月，國家衞健委、國家中醫藥局印發《進一步
改善護理服務行動計劃（2023—2025年）》，鼓勵有條件
的社區衞生服務中心通過簽約服務、巡診等方式積極提供
老年護理服務，增加社區和居家老年護理服務供給。7
月，商務部等部門印發《全面推進城市一刻鐘便民生活圈
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明確鼓勵按照適老
化標準建設改造社區養老服務設施、探索發展社區食堂、
建立社區護理站，並鼓勵家政、護理人員進社區，拓展居
家養老服務。

2023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城市社區嵌入式服
務設施建設工程實施方案》，強調布局建設家門口的社區
嵌入式服務設施，面向居民提供養老託育服務。包括保障
具有短期託養功能的護理型養老床位設置，滿足老年人在
家門口就近、就便接受專業照看服務。通過推廣「中央廚
房+若干助餐點」等模式，推動老年助餐服務。並積極培
育社區綜合服務和專項服務運營主體，為有需求的老年人
提供生活照料、日常探訪、助餐、助潔、助浴、助醫、助
行、助急等居家上門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從民政部獲悉，截至 2023 年 12 月
底，通過「居家社區基本養老服務提升行動」，已累計建
成家庭養老床位23.5萬張、為41.8萬老年人提供居家養老
上門服務，累計完成困難老年人家庭適老化改造148.28萬
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北京報道

特稿特稿

廣東去年外貿正增長0.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敖敏輝 北京、

廣州連線報道）國務院辦公廳15日發布《關於發

展銀髮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下稱「意

見」），這是中國發布的首個支持銀髮經濟發展

的專門文件，從4個方面提出26項具體舉措，

涵蓋衣食住行文娛金融等方方面面。文件

提到，將支持老年用品創新、智慧健

康養老新業態等七大產業領域，多

元供給發展銀髮經濟。在推進銀

髮經濟產業集群發展方面，還

特別提出將在京津冀、長三

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

規劃布局10個左右高水平銀

髮經濟產業園區，推進銀髮

經濟領域跨區域、國際性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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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4方面26舉措增進老年人福祉 規劃布局10個高水平產業園

3��5;&�!7��0�5

��0�H
���&/���$��� ��&�%	�9(](�!��
��&/�7H����������
������H���

���� ���� ���� ���� ���� ���� ���� ���� ���� ����	

������

����
����������������������

��������������������������������

%��%��%

��0�H
���&/���$��� ��&�%	�9(](�!��
��&/�7H����������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501��%��%��%

「
家
門
口
」安
享
晚
年
社
區
服
務
水
平
不
斷
提
高

◆◆廣州率先探索港澳居民南沙廣州率先探索港澳居民南沙「「跨境跨境」」養老養老，，首個指定試點是廣首個指定試點是廣
州市南沙區養老院州市南沙區養老院。。圖為老人在南沙區養老院內用餐圖為老人在南沙區養老院內用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意見提出，
加 強 綜 合 醫
院、中醫醫院
老年醫學科建
設，提高老年
病防治水平。
圖為廣州一家
三甲綜合醫院
醫生在老年病
房巡診。

香港文匯報
記者敖敏輝 攝

◆◆意見提出優化老年健康服務意見提出優化老年健康服務。。圖為河北威縣醫養綜合圖為河北威縣醫養綜合
示範基地醫護人員指導老人進行康復訓練示範基地醫護人員指導老人進行康復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多元供給發展銀髮經濟 規劃產業園區灣區入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