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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备于老”纳入范畴

什么是银发经济？与之前的养老经济、养老产业
相比，有什么新内涵？

对于这个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
刘明在1月22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做出
回答。

刘明说：“关于银发经济的内涵，（我们）综合考量
后将其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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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包含

‘老年阶段的老龄经济’和‘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两个
方面。”

将“预备于老”（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的相关产业
纳入范畴，是银发经济的一大亮点。

就个体的生命周期看，老年阶段和未老阶段并不
是割裂开的，而是作为有机整体统筹谋划。在未老阶
段进行物质和财富储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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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推动老
年人的健康长寿，要着眼于生命全周期健康，将健康管
理前移到中青年阶段，为步入老年阶段后获得健康幸
福的晚年奠定良好基础。又如，从中青年阶段起就更
好地规划财富储备，通过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不断夯实老年阶段的收入
保障。”刘明说。

发展银发经济，要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
模式，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为此，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了4
个方面26项举措（具体见图）。

2
银发经济有“年轻”力量

90后姑娘李岩竹是一名在广东省英德市创业的海
归青年。在乡村振兴创业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两年后，
她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中
提到，‘发展抗衰老产业’‘推进化妆品原料研发、配方
和生产工艺设计开发’。我目前从事的‘国潮’护肤品
创业方向与政策非常契合！”李岩竹说。

今年年初，李岩竹去广东的一些养老机构做了调
研，并认真研读了国内外各大高校、各类研究机构和咨
询公司发表的关于银发经济的报告。在认真思考之
后，李岩竹决定结合英德市当地特色的蚕桑产业和麻
竹笋产业，用桑叶提取物和麻竹笋提取物及红茶提取
物等天然元素作为原料，研发一系列适用于老年人的
生活用品和保健品。

“用科技赋能银发经济，助力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这事真的很酷！”李岩竹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力量参与银发经济，并带
来更加创新的服务模式。

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一处老旧小区，今年
63岁的王莹秋因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且独自生活，一
度被下床这件日常小事困扰。后来，社区在适老化
改造中根据王莹秋的实际情况，将床铺换为适老化
护理床。

“拉动一下这个升降杆，就能调整角度辅助我起身
了，”王莹秋说，在40余平方米的家中，从卧室到浴室、
客厅，每个细节，社区都根据她的需求进行了调整。

为王莹秋家完成房屋改造的设计师名叫孙童，也
是个90后。孙童在从事养老服务业之前，曾经是一名
幼儿园教师。在她看来，照顾老人与照顾孩子有许多
相似之处，“能够把我的关怀传递给爷爷奶奶们，是我
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

辽宁省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主任陈刚介绍，今年
春节，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135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
陪382名老人过除夕，春节期间，每天也起码保持约百
名工作人员在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90后、00后。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认为，发展
银发经济既是解决今天老年人的问题，也可以为年轻
人提供更多创业、就业机会，同时为社会的养老问题提
供保障。

3
创新让“养老”变“享老”

在杭州，由社区牵头组织，老年食堂作为集中配送
点，引入“饿了么”平台，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多方
补助，一种老年助餐多元新机制在逐渐探索成型。该
机制利用市场化手段，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用
餐需求，通过给予供给方优惠政策等方式，降低助餐成
本。

杭州的老年助餐机制只是中国银发经济发展的一
个缩影。当前，在各领域展开的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
正在让“养老”变为“享老”。

调查显示，吃饭、日常护理等生活问题依然是老年
人最为关心，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几年一些地
方也不断在进行新的尝试。

成都从2018年开始探索推行嵌入式养老服务，也
就是将社会专业养老机构的服务引入社区，提供助餐、
日间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把老年人要去专业机构
才能享受到的服务，灵活嵌入到社区和居家环境中，打
造一个家门口的养老院。

这种嵌入式服务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将专业养老机
构的服务和社区基层工作相结合，同时依托国家各项
优惠政策，利用各类资源，为养老机构的运营提供全方
位支撑，既为老人增进福祉，又保障服务机构的经济效
益。

在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之外，如今老年人群
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由此而带动的消费
潜力也十分巨大。

国家老年大学副校长范贤睿说：“我们因需施教，
老年人有什么需求，就尽量提供教育服务，在课程上也
展示了多样化。目前，老年大学的体系已经服务了
2214万老年人。”

当前，旅游不再是年轻人专属，银发一族也有“诗
和远方”。近几年，不少旅游服务机构也专门推出了各
类老年采风路线，中老年人群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旅游
市场第一大客源。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健康预期提升，老年人消费
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消费方式趋于多元化，医疗保
健、继续教育、文体旅游、康养服务等成为热门。

同时，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老年网民群体快速
增长，电子商务、远程医疗、智慧养老等深入老年生活，
银发经济增长潜力被进一步激发。

在资本市场上，不少上市公司加大养老领域投入，
积极布局老年用品生产、养老金融、养老服务和养老地
产等板块。此外，还有一些大中城市将建设老年友好
型城市纳入发展规划。

“我国养老领域的科技企业呈现出按需分层、不断
补链的态势，一般企业从三个角度进行布局，第一是

‘养老’基础层面的衣食住行，第二是老年人生活中核
心关切的医康养护，第三是‘享老’层面的文娱休闲。
除这三个层次外，在第四层面的‘老有所为’上，一些企
业也开始进行探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
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冯文猛表示，特别是衣食住行
方面，让老年人可以依靠科技产品提升自我能力进行
更多“自助”行动，包括机械手臂、助听器、智能预警联
动装置等，科技企业大有可为。

养老变享老
银发经济驶向蓝海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目前60岁以上人口近3
亿，预计到203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将超过30%。老龄化催生了相当规模的银发经济，也就是以老年人为
目标客户的相关产业。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
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中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

目前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约6%，预计
到2035年将达到10%。未来，国家将着力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
务模式，让银发经济成为朝阳产业，帮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
晚年。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
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1 发展民生事业
解决急难愁盼

引导餐饮企业、养老机构等开展老
年助餐服务。拓展居家助老服务，发展
社区便民服务，引导老年日用产品实体
店合理布局，发展社区嵌入式服务设
施。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加强综合医
院、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推进医
养结合。加大养老机构建设和改造力
度，提升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能力。丰
富老年文体服务，组织开展各类适合老
年人的体育赛事活动。提升农村养老
服务。

发挥国有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和民
营经济生力军作用。推进产业集群发
展，规划布局 10 个左右高水平银发经
济产业园区。提升行业组织效能，支持
组建产业合作平台或联合体。推动品
牌化发展，培育银发经济领域龙头企
业。开展高标准领航行动，在养老服
务、适老化改造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
点。拓宽消费供给渠道，引导电商平
台、大型商超举办主题购物节，支持设
立银发消费专区。

2 扩大产品供给
提升质量水平

强化老年用品创新，打造智慧健康
养老新业态，推广应用智能护理机器
人、家庭服务机器人，大力发展康复辅
助器具产业。发展抗衰老产业，推动生
物技术与延缓老年病深度融合，开发老
年病早期筛查产品和服务。丰富发展
养老金融产品，加强养老金融产品研发
与健康、养老照护等服务衔接。组建覆
盖全国的旅居养老产业合作平台，培育
旅居养老目的地。推进无障碍环境建
设，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开展数字适
老化能力提升工程。

3 聚焦多样化需求
培育潜力产业

围绕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健康养老
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前瞻性、战略性
科技攻关项目。保障养老服务设施和
银发经济产业用地需求，支持利用存量
场所改建养老服务设施。鼓励各类金
融机构加大对养老服务设施、银发经济
产业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推进人才
队伍建设，健全数据要素支撑，依法严
厉打击涉老诈骗行为。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4 强化要素保障
优化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