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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关键经济主体。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势必会引起

经济结构的变动。基于人口老龄化的背景，本文采取定性分析法，对养老产业的发展进行研究。首先，

描述和分析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产业的现状；其次，提出当前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机遇；最后，本文试图

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宣传、整合社会资源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四个方面为发展养老产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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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is the key economic subject with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my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
cial operation. Therefore, changes in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is paper adopts qualit-
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industry. First,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pension industry; secondly, put forward th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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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my country’s pension industry; final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nsion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transforming gov-
ernment functions, strengthening social publicity, integrating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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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1]。目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

口老龄化日益严峻，挑战与机遇并存[2]。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增大养老负担，增加财政支出；另一方面，

养老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

重要体现，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且重要的影响。我国自 2000 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至今，老龄化趋势

日益严峻，进程不断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势必

会为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是我国的必然选择。随着养老产

业的不断发展，其逐渐会成为我国的基础性、支柱性和战略性产业，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经济高

质量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提到，2014 年~2050 年间，中国老龄人口的

消费潜力将从 4 万亿元左右增长到 106 万亿元左右，占 GDP 的比重将从 8%左右增长到 33%左右[3]。同

时，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深受国家重视和政策扶持，已经处于起步且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其在发展中依

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完善和不充分的地方。因此，本文将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

并提出相关对策。 

2.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产业的现状分析 

2.1. 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且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是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分析。 
首先，我国老龄人口绝对规模大且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如图 1 所示，2000~2020 年的 21 年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大，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截至 2020 年末，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绝对数量已经达到了1906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50%，2020年新增老年人口1339万人。

根据统计年鉴数据，从 2000 年我国进入老龄化到 2020 年底的 21 年间，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净增 10243 万人。 
从 2000 年~2020 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200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6.96%，接近 7%，预示着我国从 2000 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其

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2001 年~2005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 0.59%；

2006 年~2010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 0.94%；2011 年~2015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 1.35%；2016~2020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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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1. Absolute number of people aged 65 and over and their shar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图 1. 65 岁及以上人口绝对数量和占年末总人口比重 

 
其次，我国人口高龄化趋势显著。通常来说，我们将 80 岁及以上的老人定位为高龄老年人口，这部

分老年群体是老年人群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截至 2020 年底，我国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 358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54%，占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13.56% [4]。《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

究总报告》中预测，到 2050 年，我国 8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达 1 亿，高龄人口占 60 岁及以上老年总人

口的比重将达到 22.3% [5]。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和高龄化几乎保持着同步发展的势头，高龄化趋势显

著，而高龄老人恰恰是社会和家庭最需要关照的人群。 
最后，我国老龄化发展不均衡，包含城乡差异和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东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于西部地区。如表 1 所示，根据 2020 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 13.5%。

我们以老龄化衡量标准即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7%和全国老龄化平均水平 13.5%为界限，划分

不同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划分结果如表 2。根据结果，我们可知，上海、天津、河北、辽宁、江苏、山

东、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安徽、重庆、四川等城市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城市大多位于

中东部地区。除了重庆和四川，西部大多数城市老龄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

口所占比重为 5.75%，表明其尚未步入老龄化进程。不同地区间老龄化水平的差异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布局也应据此来调整。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更高。根据 2021 年统计年鉴发布的数

据，2020 年，城镇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为 15.85%，乡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

村总人口的比重为 23.81%。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我国养老产业的战略布局

应当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 

2.2. 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现状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养老产业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我国出台

多项政策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也呈现不断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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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number of people aged 65 and ov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each region of the country in 
2020 
表 1. 2020 年全国各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和占总人口比重 

  
人口数 
(万人)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万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 

 全国 141178 19064 13.50% 

东部地区 

北京 2189 259 11.83% 

上海 2487 405 16.28% 

天津 1387 205 14.78% 

河北 7461 1039 13.93% 

辽宁 4259 742 17.42% 

江苏 8475 1373 16.20% 

浙江 6457 857 13.27% 

福建 4154 461 11.10% 

山东 10153 1536 15.13% 

广东 12601 1081 8.58% 

海南 1008 105 10.42% 

中部地区 

黑龙江 3185 497 15.60% 

吉林 2407 376 15.62% 

山西 3492 450 12.89% 

河南 9937 1340 13.48% 

湖北 5775 842 14.58% 

湖南 6644 984 14.81% 

安徽 6103 916 15.01% 

江西 4519 537 11.88% 

西部地区 

内蒙古 2405 314 13.06% 

重庆 3205 547 17.07% 

四川 8367 1417 16.94% 

贵州 3856 446 11.57% 

云南 4721 507 10.74% 

西藏 365 21 5.75% 

陕西 3953 527 13.33% 

甘肃 2502 315 12.59% 

青海 592 51 8.61% 

宁夏 720 69 9.58% 

新疆 2585 201 7.78% 

广西 5013 611 12.19% 

数据来源：2020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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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table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the elderly aged 65 and over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2020) 
表 2.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不同比重的省市分布表(2020 年) 

老年系数 省市 

7%以下 西藏 

7%~13.5% 北京、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山西、河南、江西、内蒙古、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广西 

13.5%以上 上海、天津、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安徽、重庆、四川 

数据来源：2020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整体来看，我国养老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发展势头良好。根据《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2.9 万个，养老床位合计达到 821.0 万张，比 2019 年增

长 5.9%。其中：全国共有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 3.8 万个，比 2019 年增长 11.0%，床位 488.2 万张，比 2019
年增长 11.3%；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29.1 万个，共有床位 332.8 万张。同时，全国共支出老年福利

经费 385.7 亿元，养老服务经费 131.3 亿元[6]。 
然而，我国养老产业供需结构不平衡。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严峻，每个年龄段的老年人

存在着个体差异，其自理能力和养老需求有所不同，由此产生了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养老需求。然而当前

养老资源和服务供给不足，养老行业整体水平偏低，且存在着刚性群体照护供给不足的问题。养老产业

发展出现了两极化：一方面因消费能力限制，绝大多数人无法进入高端养老地产项目门槛；另一方面，

绝大部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平偏低，无法满足中档消费群体需求。针对供需结构失衡的问题，

面对老龄人口对健康需求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社会资本的参与，提供丰富的养老产品和高质量的养老

服务，满足灵活多样的养老需求。 
同时，我国养老产业地区发展不均衡。养老产业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

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养老产业发展不均衡问题。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养老产业发展水平也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养老产业还存在着城乡发展上的不平衡。与城市相比，农村

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以及消费观念的限制，养老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速度较慢。 

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的发展机遇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老龄需求效应、老龄负担效应、持续照顾理念等理论，在当前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老年人口迫切需要丰富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高质量的养老需

求，以此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均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追求健康生活，注重护理和保健，因而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养老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机遇。 

3.1. 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扶持，为养老产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支持和规范养老产业的发展。自 2006 年国务院颁发《关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以来，关于发展养老产业的政策密集出台，推动养老产业蓬勃发展。2015
年，我国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

老服务业发展，推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7]。2020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多项关于

养老产业发展的利好之策，其中包括：加大民营养老机构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养老产业生产经营成本、

强化对养老产业的金融支持、推动养老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发展养老服务、提高养老医疗服务水平、培

育养老人才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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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庞大的老年人口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较大规模的消费市场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以及寿命延长带来的预防动机行为能够提高我国的储蓄率水平[9] [10]。从长远

来看，现阶段的储蓄增加会引致未来养老市场消费需求的增加，扩大养老产业消费规模。另一方面，根

据老龄需求效应，老龄人口的增加能够直接引发新的老龄需求，以此扩大市场规模。由此可见，人口老

龄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前的储蓄率水平，引致新型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改变消费结构和水平，

最终为养老产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3.3. 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养老观念的转变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长期以来，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中，居家养老是主要养老模式。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和养老观念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同时，我国家庭平均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的养老功

能逐渐弱化。这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4. 人口老龄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对养老产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人口老龄化使我国发生由人口红利期向人口负担期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就业、产业结构[11]。
从劳动力供给上，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消费结构上，老年人

口的增加会改变我国消费需求结构和消费偏好，与老年人相关的养老行业会得到发展，引发产业结构升

级。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就业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养老产业

发展。 

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发展养老产业的建议 

4.1.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对养老产业的引导与扶持力度 

养老产业具有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等特点，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引导，保障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

首先，制定养老产业发展的专门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措施，促进政策的落地和实施，为养老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次，应当建立起养老产业发展的运行规范制度，包括养老产业的准入制度、

运行制度、规划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来保障养老产业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12]。最后，应当加大

对养老产业的税收、贷款等优惠力度和财政、金融政策等的支持力度，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持中小型企

业发展养老产业，为养老产业提供坚实保障。 

4.2. 加强社会宣传，引导更新人们养老观念和消费观念 

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13]。老年人

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难以在短期改变[14]。家庭养老依然是我国当前最广泛认可

的养老模式，人们对新型养老观念的接受尚需时日。因此，应当加强社会宣传，引导人们转变传统的养

老观念和消费观念，接纳新型养老模式。首先，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宣传和普及新型养老观念，使老年群

体与时俱进，树立新型养老消费观，享受更加多姿多彩的老年生活。其次，加强对养老产业的宣传，引

导人们充分认识和了解养老产业，激发老年群体对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引导其选择合适的养老模式，

走出家庭，拥抱社会。 

4.3. 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养老产业资源 

当前阶段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补贴，且存在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必

须加快对养老产业资源的调动和整合，使其在配置上达到最优化。从国家层面上，应当整合中央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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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服务资源，加大对中西部以及农村地区养老资源的配置，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同时充分发

挥社区养老优势，加大养老产业投入，积极鼓励和引进社会力量。从企业层面上，企业要积极参与到养

老产业的发展中，立足老年群体实际，提供优质养老产品和服务。 

4.4. 加强养老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习总书记曾强调：“要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15]。
当前，老龄人口和养老需求的持续增加对养老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养老从业人员

队伍依然存在着数量不足、专业化水平偏低、学历偏低及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当采取综合

措施提高养老产业人才队伍整体水平。一是适当提高养老从业人员整体的待遇水平，形成行业吸引力，

吸引更多人才进入。二是制定职业准入标准，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认定，规范服务人员市场，加强继续

教育[16]，增加养老知识储备。三是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校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重视养老产业研究，

为养老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提高养老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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