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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银发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

展的新引擎。本文在深入剖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银发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即合理把握和发挥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庞大消费群体和数字经济内驱动力作用的基础上，强调应着力破解产业供给端发展不平衡、政

府政策和监管缺乏力度、市场规范化程度低、老年群体数字化失能仍然存在等现实困境，通过掌握市场

运行规律、健全制度政策体系、跨越数字鸿沟障碍等方面优化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期对应对

人口老龄化挑战、挖掘银发经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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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silver economy” as a new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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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engine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ilver economy 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
tion aging, that is, reasonably grasping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huge consumer group 
and digital economy brought by population aging,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breaking the realistic dilemmas such a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upply side, lack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low degree of market standardization, and digital disability 
of elderly groups. Through mastering the rules of market operation, 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policy system, and cro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we can optimize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ilver economy, so as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ap the potential of 
silve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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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今后较长一个时

期的基本国情。按照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7%，表示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而我国自 20 世纪末就开始进入老龄社会，社会

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幼”的负担。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用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不断扩大，

老年人消费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加，推动银发经济的出现与发展。 
面对人口日益老龄化的现实，虽然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从另一个视角，可

以发现充满活力的“银发市场”同样孕育着潜在的商业机遇[1]。因此在老龄社会的背景下，积极拓展和

加强银发经济的发展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本文将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探

讨银发经济的潜在力量，并剖析其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同时，文中还会就如何推动银发经济未来

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建议，为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保障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贡献一己之见。 

2. 银发经济的概念界定 

银发经济，也被称为银色经济。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老龄化进程的不同，对银发经济的理解和

定义亦在持续演变之中。这一概念的最早提法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日本，到了 2008 年，“银发经济”

这一术语被欧洲会议正式采纳。关于其定义，一些国际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涵盖广泛概念的经济体系，

银发经济不仅应专注于老年人群体，还应关注那些尚未步入老年但正在逐渐变老的人群，包括他们提前

为养老生活做准备时所产生的各种需求。而我国在银发经济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

过去十年的时间段。早期关于银发经济的理解大多是借鉴国外的概念，因此通常将银发经济的目标人群

界定为 50 岁或 60 岁以上的群体。比如，杨燕绥教授将银发经济概念引入中国，并指出银发经济是在健

康长寿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下，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及其供应关系的总称。彭希哲教授

却指出银发经济主义围绕衣食住行、文教娱乐、医护康养等为老年人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

消费以及衍生的经济活动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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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推出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包括《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和《“十

四五”时期国家老龄事业与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均明确指出要把推进银发经济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

任务。然而，这些文件并未对“银发经济”的概念和内涵给出一个全面而确切的解释。2024 年 1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是我国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件，明确界定了银发经济的内涵，即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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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基于老年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深层

需求，可以将银发产业分为三个维度的产业：本位产业、相关产业、衍生产业[2] (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silver economy industries 
图 1. 银发经济产业分类 

3. 银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随着社会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迎来了老年人口数量的显著上升。同时，新兴一代的老年群体呈

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催生了银色市场新机遇，并对产业提出新的挑战。众多企业纷纷瞄准老龄产业

这片蓝海，推出各式各样的针对老年人的商品与服务，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兴旺和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

阶段。 
(一) 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观察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而易见，我国正迅速走向一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至 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2.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19.8%；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

到 2.1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14.9%。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步入深度高龄化社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口老龄化程度会持续加深。据预测，2025 年“十四五”规划完成时，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 2.1
亿，占总人口数的约 15%；2035 年到 2050 年时，中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 3.1 亿和接近 3.8 亿，

占总人口比例则分别达到 22.3%和 27.9%，从而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二) 老年群体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老年群体较多分布在三线以下城市、经济来源主要为退休金、养老保险、银行储蓄与理财等，

因此大部分老年群体收入呈稳定且整体上涨特点，具有较高消费能力。根据天猫品牌成长中心于 2023 年

10 月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在“6·18”购物节期间，银发族群的消费活跃度显著上升，他们的人均购

买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两位数的百分比，成为“6·18”活动中增长最快的消费人群。同时该报告

还凸显出，50 岁及以上的银发消费者不仅消费规模持续增长，他们在互联网的使用行为也变得更加积极，

尤其是 60 至 65 岁的银发群体显示出持续增加消费支出的倾向。如图 2 所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

日趋加深，老年人口逐步成为重要的消费群体和经济力量，为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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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同时与之相伴而生的银发经济成为新的“朝阳市场”，并且预计 2024 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

达到 8.6 万亿元。 
 

 
Figure 2. Trend of China’s silver economy market size from 2015 to 2024 
图 2. 2015 年~2024 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趋势图 

 
(三) 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逐渐多元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用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不断扩大，老年人消费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加，

推动银发经济的出现与发展。随着老年群体的购买力稳步增强，他们消费的模式和偏好也正逐渐从传统

的谨慎型态转变为更加自由和开放[3]。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2 年养老消费调查项目研究报告》

显示，低龄老人升级型消费需求明显，除了基本日常生活品的购买需求，对文化娱乐、时尚服饰、电子

产品、保健产品等购买意愿更加强烈[4]，特别是生活在城镇的老年人，在服饰护肤、文娱交往、旅游养

老、养老居住等消费项目上的选择占比明显高于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从而激发了覆盖范围广、产业链

条长、业态多样、市场潜力巨大的银发产业的兴起。 
(四) 数字经济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内驱动力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迎来了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一现象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构成了

一种后发优势。为了充分发挥这种优势，中国需要积极把握数字技术的关键作用，进而通过知识的深度

融合，推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与转型[5]。数字化技术以其高校便捷、灵活多样的特点，为银发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首先，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降低信息获取和传播的

成本，从而优化资源配置。而这种优势在银发经济中体现为通过数字化平台，能够吸引更多的老年顾客，

从而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消费者市场。比如，老年人可以通过手机 APP、电子商务平台等途径订购平时生

活用品、医疗保健等，不再受限于时间和地点。另外，企业和生产者通过分析庞大的数据集合，能够精

确地识别并预测老年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趋势，从而为老年人提供了更便捷的生活服务。其次，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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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通过促进产业链的整合与优化，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产业链的整体效率。这种集聚优势在面

向老年人群体的产业领域即银发经济中，数字平台发挥着核心作用，连接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进而构筑

起一个健全的行业生产系统。这种连接促进了企业之间的聚集，形成了产业群落。例如，通过打造专门

针对老年市场的产业园区，可以实现研发、制造和市场营销等服务的一站式提供，吸引并集聚了众多相

关行业的企业，这样的产业聚焦不仅有助于构建行业生态，还能显著增强银发经济领域的整体竞争力。

最后，数字经济通过新技术的运用与创新，提高银发经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数字技术为老年人

提供了更广泛且个性化的社交和进修空间，通过社会网络、在线进修平台等，老年人可以进修新知识，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另外，通过数字化的推动和银发经济的发展，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就业和创业

机会。例如，老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线开展教育咨询、养老护理等服务，实现自我

价值的发挥，并为社会经济作出贡献。 

4. 当前银发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困境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银发经济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银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一) 产品供给端发展不平衡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首先，在供给方面，当

前市场上，针对老年人的商品和服务种类较为匮乏且品质不一，现有的服务供给往往还停留在传统的模

式和范畴上，难以满足老年人群体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一些新兴需求，比如健康管理、社交

活动、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供给相对薄弱，或者价格过高，老年人群体难以承受。其次，在需求方面，

中国银发经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挑战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消费尚未形成一种

刚性需要。这个现象可以由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仍然不高，

这就使得老年人的子女在经济上能提供的支持有限[6]。此外，老年人的退休金通常只能满足他们基本的

生活需求。因此，对于更高端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往往在经济上承受压力较大。二是从微观角度看，老

年群体普遍持有深厚的传统财产观，这种观念限制了他们对于老龄产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许多老年人

更倾向于将财产保存起来，留给下一代，而不是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

我国老年产业虽然潜力巨大，但有效需求的不足制约了其发展。 
(二) 政府政策和监管缺乏力度 
当前，我国银发经济产业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如何推进和激发这一领域的经济潜力，公众

和行业内部持有不同观点。政府对老年产业的注意和重视尚未达到预期水平，针对该领域的支持政策与

体系亦未建立得十分完善。在当前老年服务领域，政府对于应保障的老年人群及服务标准的界定尚未完

全清晰。同时，该行业内部，商业与公共福利职能之间的分界也较为模糊。我国针对银发群体的经济政

策存在一些不足，如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和保障措施不够健全。对于从事相关产业的生产者们以及消费这

一群体的需求，现行政策未能提供充分支持与保护。尽管中央政府已倡导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尤其是

增强居民消费力的策略，但是具体负责的部门还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实际措施以响应这一战略。 
(三) 市场规范化程度低 
目前，老年消费品工业处于一种无规则、无秩序的状态，市场监管力度不足，呈现出一种行业异常

混乱，从而导致市场盈利微薄不能足以吸引更多生产者、销售者进入市场的状态。在养老服务行业中，

“虚拟养老院”、养老企业开发的互联网医疗一定程度上虽增加了工作的便捷，优化了办事进程，但是

受到网络安全和医疗质量安全等因素的影响，也存在诸多漏洞。另外，在银发经济领域，由于缺少统一

的行业规范及标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欺、瞒、骗”等坑老、损老、伤老等现象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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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比如其中一些消费领域依据老年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以及他们在信息获取上可能存在的不足，通

过过分夸大产品或服务的效果来误导他们，进而促使他们进行不必要的消费，有时甚至涉及到欺诈的行

为，这不仅对老年人对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还严重损害了老年人群体等合法权益。 
(四) 老年群体数字化失能仍然存在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智能化应用随处可见，手机支付、手机出现、手机挂号等已融入大众生活。

当年轻人享受着“数字化”带来的便捷生活时，在老领产业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数字化失能”的

银发群体，而所谓“智能化”成为他们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一方面，老年群体在使用智能设备时，受

制于身体因素的影响，视力、手部灵活程度等都与年轻人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一些老年人受传

统思维观念的束缚，对技术存有畏难心理，以“岁数大了，学不会”为由，出现一种不想学、不愿学的

现象。根据 2022 年底的统计数据，中国 60 岁及以上年龄段中，非网民群体占比达到 37.4%，这一比例

比该年龄层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高出了 17.6 个百分点。尽管数据上显示出一定差距，但显而易见的是，

推动老年人群体跨越数字化鸿沟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鸿沟的问题并不仅

限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城乡之间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农村地区，留守的老年群体常常

没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数字化资源和工具。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和学习使用这些现代化技术，这无疑加

剧了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5. 优化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随着我国逐步踏入一个持续性的转型期，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的银发产业正处在转变发展模式和优

化发展架构的关键时期。面对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需主动挖掘并利用其中潜藏的机遇，坚

决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挑战，补齐发展短板，确保银发产业能健

康持续地向前推进。 
(一) 掌握市场运行规律，推动银发产品供给高端化、品质化、多样化 
随着消费观念的不断更新，我们注意到“银发群体”的消费行为日益年轻化，他们的需求不仅多样

化，还带有鲜明的独特性。一方面，企业要更加注重老年人及其家庭需求前提的挖掘，融合线上线下服

务资源和手段，努力改善关于银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持续推进服务老年化的细节优化工程。激励

企业积极创新，推出与老年消费者生活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服务项目，如疗养、健康保健、文娱活动以及

教育类内容，以更好地迎合银发人群的居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企业与制造商必须深入洞察市场的动

态趋势，并仔细分析不同年龄段、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的老年人对“银发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据此可

以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的市场脉动，从而调整生产策略。这样，它们不仅能更精确地挖掘“银发市场”的

潜在商业机遇，也能有效地满足老年人对提升生活品质的期望。 
(二) 健全制度政策体系，促进银发产业规范化、制度化、有序化 
在银发产业的成长阶段，从宏观层面政府可以依据老年群体的需求演变和该产业的具体发展状况，

对银发产业的发展进行恰当的定位，并逐步实施相关政策与措施。为了推动该产业发展，政府可考虑制

定一系列经济激励政策。具体而言，政府能够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发放补贴、实施税收减免等措施，

降低从事银发产业的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动力。同时，应规范市场秩序，加强保健、

养老服务等相关产品与服务行业的监督与管理，对养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严格把关，做到不瞒老、不欺

老，保障银发群体的合法权益。微观层面政府可以运用舆论和新媒体等宣传媒介，加强对银发群体对普

法教育，防患于未然，通过组织法制专业人士及群体组成宣传志愿小组，向银发群体进行普法宣传与引

导教育，增进银发群体的懂法意识。 
(三) 跨越数字鸿沟障碍，实现银发服务适老化、匹配化、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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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入各行各业，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但也给传统生活方式带来了冲击，

尤其是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逐步凸显。数字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快”，而老龄化加剧体现的

特点是“慢”，如何在“快”与“慢”之间取得平衡，首先，通过改变传统社会结构，使人、技术、制

度都适用数字化和老龄社会的发展，让老年群体有网可用、触得了网、用得好网。其次，通过优化升级

“长辈模式”、语音搜索、老年专区等特色功能，不断完善数字化赋能手段，真正让老年人有实实在在

等使用数字技术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后，通过开展培训或是适合老年群体的多样化教育模式，

加大对“数字化失能”老年群体的志愿帮扶力度，从而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6. 结语 

随着银发人群数量的持续攀升，发展面向这一群体的银发经济体系显得尤为关键。我们必须同步于

老年人口增长的步伐，从两个维度来审视和推动这一领域的成长：一是需求面，关注并改善老龄人群的

基本生活需求。这包括提升他们获取必要物质资源的能力，以及保持其身心健康，确保其能主动享受各

类服务；二是供给侧，着重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并注重发展具有潜力的相关产业。同时在这一进程

中，政府、市场和企业等不同参与者应共同参与，携手合作，将银发经济的蛋糕做圆、做大，从而实现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满足银发群体的幸福感、满足感、归

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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