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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
布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国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97亿。据预
测，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
到峰值4.87亿。可以说，银发经济是
一片广阔的“蓝海”。

消费领域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老龄化程度在加深，“银发经济”的边界
也在日渐模糊。随着“60后”一代迎来
退休潮，一批受教育水平较高、子女数量
较少、经济实力较强、观念较为多元的

“新老人”，正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消
费日趋年轻化，运动、旅行、时尚、护肤等
领域，都多了不少“银发族”面孔。

企业掘金“银发经济”，背后是对需
求变化的敏锐洞察。比如，近期瞄准中
老年观众需求的微短剧爆火，多地旅游
市场也瞄准中老年客户，不断增开“银
发旅游专列”，还有各大KTV场所拥抱
中老年客户，激活工作日的“闲时流
量”……可见，这是一块极具潜力的市
场，诸多“隐形”需求正迫切等待发掘，
更丰富的产品供给正迫切需要创造。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首个
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明确
国家将着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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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发布，明确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
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

11月6日，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
论坛“共享银发经济：老龄化社会的新
机遇”分论坛发布《银发电商发展报
告》，首次提出银发电商概念，提出促
进银发电商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银发经济”如此，其他领域亦然。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

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着力
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
费环境，以创新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
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在供给
端考量促进消费，需要创新产品和服
务供给，激发消费内生动能。

据央视财经报道

在促进养老服务供需适配方面：
《若干措施》指出，要求进一步扩大

和优化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供给，
全面推进智慧型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持
续推动助餐、助浴、助医、助洁、助行、助
急和探访关爱等服务；支持开展老年认
知障碍社区照护服务，支持设立社区老
年用品、康复辅助器具展示和配置服务
（租赁）站点；持续优化养老机构床位结
构，支持护理型床位建设，增设认知障
碍照护专区，加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高品质养老机构；加
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开展县域养老服
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组建县域养老服
务联合体，支持老年人消费品下乡。

在拓展养老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
态方面：

要求不断创新“智慧+”养老新场
景，探索建设“智慧养老院”，开发“养老
服务电子地图”；持续发展“行业+”养老
新业态，支持养老服务与物业、家政、医
疗、文化、旅游、体育、教育等行业融合
发展；有效拓宽“平台+”养老新渠道，鼓
励平台企业拓展养老服务消费新场景，
将每年10月确定为“养老服务消费促
进月”。

在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设备和产品
用品研发应用方面：

要求增加养老服务设施有效供给，
编制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
稳步实施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项目，推动
养老服务设施提质增效；推进养老服务
设备更新，深化老年用品推广应用，持
续发布老年用品推广目录；开展适老化
改造，将居家适老化改造所用物品和材

料购置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重点
支持范围，抓紧制定出台一批适老化产
品生产制造、安装、服务标准。

在加强养老服务消费保障方面：
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对老年人发

放养老服务消费券；严格落实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居民
生活类价格执行政策和有关税费优惠
政策，提升金融支持养老服务质效；加
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养老服
务职业体系建设，实施养老护理员能力
提升行动，支持养老服务领域专业技术
人员参加职称和职业资格评价；壮大养
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具有引领和示范
效应的养老服务龙头企业。

在打造安心放心养老服务消费环
境方面：

要求提升安全管理保障水平，加强
养老机构行业消防安全管理，强化入住
机构老年人人身安全保障，严厉查处欺
老虐老行为，开展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
的识骗防骗集中宣传活动；高效处理养
老服务消费纠纷，严厉查处向老年人欺
诈销售各类产品和服务的违法行为；加
强养老服务标准支撑消费作用，加快建
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认证体系。

《若干措施》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各
司其职、加强协作，确保促进养老服务
消费措施落地生效。各地要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将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
老年人生活品质列入重要民生工作，结
合本地实际，细化工作措施，在推动解
决老年人养老服务急难愁盼问题中培
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据新华社电

民政部等24部门联合发文 5个方面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我国将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消费圈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
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11月8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深化新时代
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有关举措。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达2.97亿，占总人口比重达
到21.1%。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今后较
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
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决策
部署，切实抓好养老服务这件民生大事，
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更
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
加速发展，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晚
年生活期盼与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间的矛盾将更为明显，将给我国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越来越多挑战，需
要积极稳妥应对。”民政部养老服务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失能老人照护是刚需

会议强调，要强化以失能老年人照
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

根据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
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
人的11.6%。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

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600万。失能老年
人照护是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刚需，
也是缓解全社会养老服务焦虑的当务
之急，是养老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
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国家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均将
失能老年人照护纳入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重点。

我国已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制度，对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
人作出提供家庭养老支持服务的“国家
承诺”。“下一步，民政部将指导各地着
力增加护理型床位，加大养老护理人员
培训力度，增强居家、社区、机构等不同
形态照护服务功能。”这位负责人说。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此次会议还强调，要进一步激发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大力发展
银发经济。养老服务产业是具有巨大
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有效激发养老服
务消费活力，不断拓展养老服务消费新
场景新业态，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鼓励和引
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
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
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与物业、家政、医
疗、文化、旅游、体育、教育等行业融合
发展，拓展形成多业态多形式的新型消
费领域。”这位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电

民政部等 24 部门日
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提升
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明确提出，统筹现
有资源支持建设乡镇（街
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
构，畅通区域内养老服务
供需渠道，构建一刻钟养
老服务消费圈。

【相关】 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 到2035年将增至4600万

加快建设失能老人照护体系

【链接】

共享新机遇 激活银发经济新蓝海

居住在朝
阳区来广营福
寿苑养老服务
中心的老年人
参加手工技艺
学习班（10 月
31日摄）。

新华社发

北京一辆养老助餐服务车在为老年人提供午餐
（10月31日摄）。 新华社发

北京朝阳区水锥子小区的老年人们在福寿苑养老驿站文化活动室里排练文艺
节目（11月5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