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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口老化加深 「銀髮經濟」成新機遇

內地老年人口現況

中國國家統計局於 5 月 11 日公布了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本期就同大家從人口結構變

化的特徵入手，探討社會需求、老年人口變化以及當中隱藏的市場機遇。

本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內地老年人口數量進一步擴大，60 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 18.7%，
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13.5%，分別較2010年所進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上升5.44
及 4.63 個百分點。即以人數計算，60 歲及以上人口有 2.6 億人，而 65 歲及以上人口為 1.9
億人。

從數據看來，勞動人口下降﹙15-59 歲的人口佔比較 10 年前下降了 6.8 個百分點﹚，撫養比

率上升將會為家庭養老負擔和基本公共服務帶來壓力，進而推高居民生活、企業生產和社會

治理的成本。雖然人口結構的調整為社會帶來一定挑戰，但老年人口的龐大規模亦為「銀髮

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令老年產品和服務消費的規模有望擴大。

中共中央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發布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

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就完善養老服務體系提到，要發展「銀髮經濟」，開發適合老年人口的

技術和產品，培育智慧養老等新業態。內地近年已先後發布多項與養老相關的政策，以扶助

養老行業的發展，當中主要包括：

時間 有關政策/文件

2020 年 10 月 《關於開展公辦養老機構改革試點工作總結 推廣公辦養老機構改

革典型經驗通知》

2020 年 12 月 《關於建立健全養老服務綜合監管制度 促進養老服務高品質發展的

意見》

2020 年 12 月 《關於推動物業服務企業發展居家社區養老服務的意見》

2020 年 12 月 《關於促進養老托育服務健康發展的意見》

2021 年 2 月 《關於建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點聯系城市機制的通知》

2021 年 2 月 《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便利老人使用智能化產品

和服務的通知》

「銀髮經濟」的商機

「銀髮經濟」的市場規模隨著人口老化而擴大，龐大的市場需求有望衍生不同的養老商機，

如醫藥、醫療設備、保健、養老服務、護理用品、醫美服務、房地產、休閒娛樂、資產管理

等。據中國國家工業及信息部資料預測，2030 年內地養老產業的市場規模將超過 20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

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往往更易出現各種身體問題，而整體老年人口上升及壽命延長均增加

了對醫療診斷、護理、康復等服務的需求。現時老年群體的經濟能力增加，加上保健意識增

強，他們常常願意為「治未病」進行健康投資，這自然令醫療保健、醫療器械等相關產品和

服務的需求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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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據《中國老年人群慢性病患病狀況和疾病負擔研究》顯示，在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當中，75.8%的老年人至少患有 1 種慢性病，主要包括高血壓、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而

女性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高於男性，城市的患病比例又會高於農村。再者，高齡、獨居、失

憶、失智，甚至是患有嚴重疾病、殘障而身體機能退化的老人會對專業護理服務、養老服務

或醫療與養老結合的老人照顧服務有需求。

現時內地養老床位的缺口甚大，以今次人口統計 2.6 億老年人口計算，中國各類養老床位需

求增加至 1,300 萬張；根據中國國家民政部數據，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國共有近 22 萬個

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提供 790 多萬張養老服務床位，按照「百名老人 5 張床位」的國際標

準，即意味著床位缺口達 510 萬張。而近年內地老年人口的增速已超過於床位增速，導致

養老床位供需失衡，市場發展空間巨大。

內地目前主要有三種基本的養老模式，即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分別約佔 96%、
1%及 3%，當中居家養老有潛力發展為養老地產，即是地產發展商特意為老年人打造的養老

及康復醫療住宅及社區。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產業白皮書》推測，2030 年內

地養老地產市場空間將達到 22.3 萬億元。

中國政府於2020年10月底舉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

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中國銀監會亦於去年 11 月表示，支持相關機構發展體

現長期性、安全性和領取約束性，真正具備養老功能的養老金融產品，包括養老儲蓄存款、

養老理財、專屬養老保險、商業養老金等。根據中國基金業協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內地養老目標基金總戶數已經超過 148 萬戶，基本為個人投資者，規模達到 350 多億

元，可見金融在養老行業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很多中年人已意識到為退休做好準備的

重要性，預料市場對適合老年人的資產分配、養老保險、養老基金的需求越來越大。

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 2020》指出，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正持續加

深，預計 2050 年老年人口將達到高峰，屆時 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有接近 5 億人，隨著

現時的勞動人口步入老年，該批新增人口所累積的財富將會更多。未來 30 年，預期與老年

化相關的「銀髮經濟」將迎來黃金發展期。目前內地的養老產業佔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比重僅為 7%，而根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發布的《中國老齡產業發展報告》，在 2014—
2050 年間，內地老年人口的消費規模將從 4 萬億元增長到 106 萬億元左右，佔 GDP 的比例

將增長至 33%，中國有望成為全球老年產業市場潛力最大的國家。「銀髮經濟」產業鏈包含

眾多領域，未來發展潛力巨大，建議多加留意其中核心的養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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