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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020年底前已按規定辦理退休手續
並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的企業和機關單
位退休人員提高基本養老金水平

事實上，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近年來推出了
一系列發展養老服務業的政策。 「十三五」期間養老服務全
面快速發展，在基礎建設、功能發揮和服務成效上均取得重
大進展，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補充、醫養相

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正逐步建立完善。
「養老服務蘊藏着一個巨大商機：一方面是有國

家給予的政策優惠，比如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
另一方面，養老消費市場需求非常龐大，尤其是

5000萬失智失能老人的照護，是比較剛性的需
求。所以，養老服務產業的發展前景十分廣
闊。」董登新說，未來的養老服務，除重資產
型的養老機構、養老院之外，中國還需要構建
大量輕資產型的社區養老和居家養老平台，尤
其是基於社區平台的居家養老，將來可能覆蓋
95%的人群。
據民政部公開表示，養老方面，服務體系也在加

快健全。截至2020年底，全國養老機構3.8萬個，
比2015年底增長了37.2%。董登新提及，機構養老
的覆蓋面最多也就是3%，而且是有足夠支付能力
的老年人群，尤其是有些失智失能的老人，他們可
能對機構養老有着比較大的依賴，不過這部分人群
所佔的比重不會太高。因此，未來的重心，可能還
是放在社區養老和居家養老上，尤其是以社區平台
為載體的居家養老，中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可
能要重點向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傾斜。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養老服務體系一方面要
制定支持家庭養老的社會政策，包括帶薪照料
假、家庭護理技能培訓、設置家庭養老床位
等，鞏固家庭養老的基礎性地位；另一方
面要重點發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特別
是送上門的康復護理專業性服務。分
析人士指出，機構養老作為補充，
雖然比重不大，但對於失能失智
的老年人是不可替代的，未來
要大力扶持發展具有康復護
理功能的社區嵌入型養老
機構，使失能失智老年
人在社區裏就近得
到 及 時 、 便 利
的 專 業 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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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現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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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
近日印發通知

巨大的老齡社會為養老市場
帶來了寬闊的市場前景，
2022 年 市 場 規 模 預 計 達

10.29萬億。

智慧養老
將成經濟新引擎

中國成為全球老齡產業市場潛力
最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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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在2016年正式實施了 「全面二孩」政
策，但近幾年的人口出生率卻逐年下降，引發外
界對中國人口或出現斷崖式下滑的擔憂。根據

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 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為 1786 萬人，
2017 年為 1723 萬人，2018 年為 1523 萬人，2019 年為 1465 萬

人。
雖然國家統計局尚未正式公布2020年的出生人口數據，但根據

中國公安部戶政管理研究中心今年2月初發布的《2020年全國姓名
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並已到公安機關進

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同比下降約14.89%。即，去年的新
出生人口比往年大幅下滑已是板上釘釘。

受生育觀念轉變、高房價、生育成本高等眾多因素影響，中國適齡
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
期。與此同時，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卻在加快，目前正朝着中度老齡
化階段邁進。

根據聯合國的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
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7%，均視為跨入老齡化社會門
檻。當 60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超過 10%時，進入輕度老齡化社
會，超過20%進入中度老齡化，超過30%為重度老齡化，超過35%
為深度老齡化。

中國即將邁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
今年3月8日表示， 「十四五」時期中國將進入中度老齡化階
段，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將大力發展普惠
性養老服務。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
核心成員董登新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將應對人口
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表明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在加快，
老齡化的程度在升高，接下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會把積
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這是一個系
統性工程，從中央到地方，從養老金的儲備到養老服務體
系，在各個層面上，應該說是一個整體的戰略。」

面對撲面而來的老齡化危機，《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
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目標綱要》）指出，要制定
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以 「一老一小」 為重點完善人口服

務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包括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準、健全嬰幼兒發展
政策以及完善養老服務體系。
作為全球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如何實現老有所養，完善養老服務體系，成

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目標綱要》指，要推動養老事業和養
老產業協同發展，健全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大力發展普惠型養老服務，支持家庭承
擔養老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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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登新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徵包括人口基數大、老齡化速度快，人口老

齡化將長期處在一個高原地帶，以及未富先老等。他指出，無論是從物質層面還
是精神層面，中國都尚未做好充分準備。要解決好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養老的問
題，需要全社會來共同應對，要動用全社會的力量和資源，為龐大的老年人群構
建一個社會安全網。

從國際經驗來看，董登新表示，應對人口老齡化可以
有很多的制度創新和政策舉措，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延長退休
年齡、加大養老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加大養老金的儲備和積
累。具體而言，延遲退休年齡，擴大勞動力總供給，可以增大養老
金儲備。他認為，不管是公共養老金儲備還是私人養老金儲備，

都要做大做強。此外，要大力發展養老服務產業，確保養老服
務體系的完善，這也是當務之急。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
究中心研究員都陽認為，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應

盡快完善退休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延長退休年齡，
既可提高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也可緩解養老

金支付的壓力。在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增長的
情況下，建立養老金領取彈性制度，即早

領低水準、晚領高水準，在滿足不同
勞動者個性化需求的同時，還

能更充分地開發有就業意
願 的 老 年 人 力 資

源。

這意味着退休人員養老金實現

「17連漲」

總體調整水平為
2020年退休人員

月平均基本養老金的4.5%

公開數據顯示，
2020年全國65歲以上

老齡人口約有1.77億，

佔全國人口的12.64%；60歲人以

上人口約有2.68億，佔全國

人口的18.87%。

據全國老齡工委發布的《中國老
齡產業發展報告》，2050年中國老

年人口數量將達到4.8億，消費

潛力將增長到106萬億，佔

GDP比例將達到33%。

自2000年進入輕度老齡化社會以來，中國人
口老齡化的速度在不斷加快， 「十四五」 時期將
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高度
重視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努力尋求解決
方案。在去年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中國首
次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受訪
專家認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措施，主要包括延
長退休年齡、加大養老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加
大養老金的儲備和積累等。專家預期，在發展
「銀髮經濟」 中，養老產業蘊藏着巨大

商機，存在着一個萬億級別的藍
海市場。

香港商報記者 朱輝豪

養老產業是伴隨老齡化進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一
個重要產業，隨着中國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尚處於

起步階段的中國養老產業被外界認為存在着一個萬億級別的藍海市場，未來發展空
間巨大。市場人士指出，全球養老產業規模龐大，歐美等發達國家養老產業佔GDP比重都
在20%以上，目前中國這一佔比僅為7%，因此，中國養老產業發展空間巨大。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養老產業市場規模達6.91萬億元。國家工信部數據顯示，2020年
和2030年，中國養老產業市場規模將分別超過7.7萬億元和20萬億元。養老用品方面，工
信部發布的《關於促進老年用品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到，2025年老年用品產業總規
模將達到5萬億元。智慧養老促進消費升級，將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新動力。

安信證券指出，隨着過去十年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加速，中國養老產業市場一直保持
着較高速的增長。由於中產階級養老意識的逐漸擴大，對養老服務需求將進一步提
升，預計2021年養老市場規模或將突破10萬億。養老機構數量近兩年的增長百分比

也保持在兩位數，2020年已達到3.8萬家。
安信證券還提出，在中國目前的三類養老模式中，居家養老佔市場份額

96%，社區養老佔3%，機構養老佔1%，距離國務院提出的 「9073」市場
份額結構尚有差距，機構養老數量及質量上尚有不足。目前養老

市場兩極分化，一種是高端養老地產項目不符合多數人群需
要，另一端是當前大部分的養老機構交通不便，服務質量
不高，不符合對中檔養老機構的需求。因此，面對消費升
級的變化和健康需求的轉型，更需要多樣化、專業化、針
對性的市場開發。

幾名老人在社區養老服務站活動
室內下棋、閱讀。 新華社

老人們在社區養老服務站
練習舞蹈。 新華社

責任編輯 魏煒婷 李斯 美編 劉樹燕

A8報道深度
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

目前A股上市相關養老產業的
公司約60多家，但總市值不足
7000億，距離養老產業完全成
熟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走，有很
大上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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