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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界定了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基础上
,

详细地分析了老年人对该领

域产品或服务需求的基本现状
,

认为在现阶段发展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必须考虑到老年

人的购买能力 以及消费特点 ; 还要依靠产业政策的扶持带动老年消费市场 的持续发展
。

【关键词』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 ; 老年产业 ; 老年消费市场

【中图分类号 〕C92 4
一

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X{ ) 4
一 16 13 (2X( X) )以

一

00 14 一
05

S o m e C o ns i d e r a it o n s o f D e v e l o P i n g M a t u r e

H e s l t h S e r v i e e M a r k e t

切 Ji e h u a l
,

e现 N Y sZ
,

C皿N oG
n g l ,

Y A NG H o n
群 i n g l

A bs t r a c t : Bas e d o n ht e d e if n i t io n o f ht e m a tu er h e a lht s e vr i e e m akr
e t

,

th is P a P e r m a k e s d e at i le d

an al y se s of ist d e m an d an d e

om
e s ot ht e e o n e lu s i o n ht a t w e m u s t akt

e in to a e e o u n r ht e a e tu al pu cr h as
-

i n g 卯we
r an d e

ons
u m p ti o n p a t t e m s of ht e e ld e lr y in o记e r ot d e v e

loP ht e m a t u er h e沮ht se vr i e e m ar k e t
.

A lso
, n e w in d u s tir al 卯 l ie ie s s h o u ld be i n t

耐
u e e d to p or mo te i st ar p id d ve

e l o四
e n t

.

K e y W
0 r ds : m a t u er he al ht s e vr i e e m a改e t ; m a r u er i n d u s

卿 ; m a tu er e o
ns unt i n g m akr

e t

随着中国人 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

老年人 口对特定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在逐步增大
。

学者估计
,

由于中国未来几十年老年人 口数量和比重的大幅度增加将使老年市场成为众多

市场中一个极具魅力
、

潜力 巨大的市场 (陆杰华
,

19 99)
。

有人估算
,

目前全国老年人 的

离退休金
、

再就业收人
、

亲朋好友 的资助大概 可以达到 3以X ) 一 4以叉) 亿 ; 到 了 20 25 年 和

2 05 0 年
,

我国 60 岁及 以上人 口将分别达到 2
.

8 亿和接近 4 亿
,

而那时老年人潜在的市场

〔收稿 日期」2。以〕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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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将分别达到 14X( 刃亿和 5 (XXX)亿 (穆光宗
,

19 99 )
。

因此
,

经济学家估计
,

满足老年

人的潜在消费需求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

而老年用品市场将是未来十

大最有潜力的消费领域之一 ( 《北京 日报》
,

19 99)
。

面对 日益增长 的巨大老年需求市场
,

积极开拓与发展老年产业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

这

已逐步为政府决策者和商家所关注
。

目前
,

无论是企业还是学界在涉及老年产业各个领域

的基本框架上达成 了基本的共识
,

即老年产业所涉及的领域应包括卫生健康服务业
、

家政

服务业
、

日常生活用品业
、

保险业
、

金融业
、

房地产业
、

旅游和娱乐业
、

教育产业
、

咨询

服务业及其他特殊产业等十个方面
,

其中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由于老年人特殊的消费需

求性使在老年产业 的整个体系中占有其重要
、

不可忽视的地位
。

本文将 以发展老年卫生健

康服务领域为主要切人点
,

详细论证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应包括主要内容
、

服务对象以

及它在发展整个老年产业体 系中的地位
,

并利用北京市 19 99 年数据就老年人对卫生健康

服务需求的个体客观特征以及他们的态度做定量上的描述
,

然后对未来发展老年卫生健康

服务领域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进行理论上的深人探讨
,

最后就文章的研究结果做小结
。

1
.

关于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界定

老年卫生健康服务业包括满足老年人健康需求的药品
、

医疗器具
、

保健品
、

老年人常

用医疗辅助设备以及适合老年人身体健康需要 的各种卫生
、

保健服务
,

它涉及到生产
、

经

营和服务三个方面
,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
,

经营是拓宽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一个重要因

素
。

从以往产业发展的经验上看
,

商家往往注重根据特殊群体需要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

务
,

但却忽视经营在产业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
,

因为老年市场的开拓是以产品或服务为产

业发展载体
,

以经营为产业发展之本的
。

经营的好坏是将产品或者服务的潜在效益转化为

现实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 ; 当然
,

任何产品或服务与经营又是密不可分的
,

缺少适合消费

者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

经营也就无从谈起了
。

我们从上述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所涉及的

主要 内容看
,

它不仅涉及到第二产业
,

如医疗设备和制药设备的生产等
,

同时更多的是第

三产业
,

如药品的流通与销售
、

老年卫生
、

保健服务等
。

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
,

老年卫

生健康服务领域将是未来 50 年里一个方兴未艾的消费市场之一
。

应当看到
,

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各个年龄段的老年人 口
,

同时也

包括部分即将进人 60 岁的轻龄人口
,

这要求商家在设计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时需要周密地

考虑到各个年龄段人 口 的不同消费特点
、

身体状况条件
、

购买力等因素
。

同时
,

发展老年

卫生服务健康领域还要选择好产品或服务的渠道
,

如老年人常用医疗辅助设备 (像助听

器
、

血压计等 ) 的营销渠道应选择信用性较好的城市商业 中心
,

分销层次不宜过于分散 ;

药品或保健品的销售渠道可以以社区或者城市一般商业网点为推销网络
,

分销最好直接面对老

年人 ; 而老年卫生
、

保健服务等则视其价位
、

需求频率等特征选择好服务的场所
,

一般性的老

年卫生与保健服务可选择社区或家庭为依托
,

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的日常性需求
。

我们在前面已罗列了中国老年产业发展所涉及的十个基本领域
,

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

经济条件所限
,

笔者认为
,

我们还不可能在近期 内大张旗鼓地发展老年产业的各个领域
。

相反
,

我们呼吁
,

要想促使中国老年产业的长期和健康发展
,

我们应 当做好老年产业发展

的短期和长期规划
。

也就是说
,

我们现阶段必须选择好老年产业发展的突破 口
。

根据我国

的实际国情和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以及其购买力状况
,

我们认为
,

从现阶段上看
,

中国老年

15
.



关于发展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若千思考

产业的优先发展领域是家政服务业和日常生活用品业
,

辅以卫生健康服务业
,

即发展老年

产业的重点应放在家政服务业
、

日常生活用品业及卫生健康服务业
,

待时机成熟时再全面

启动其他服务领域
,

以此带动中国老年产业的整体发展
。

2
.

老年人对卫生健康产品或服务需求的现状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 的开拓是与老年人对 此的需求 紧密相关

的
,

因为从任何市场 的发展角度讲
,

需求是供给的晴雨表
。

一般而言
,

任何市场是由人 口

总量
、

购买力与购买欲望的三个要素组成的
,

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将潜在需求变为

现实需求
。

因此
,

我们有必要深人地分析老年人对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需求状况
。

199 9年
,

北京市老龄 问题研 究中心开展
“

北京居 民生活状况
”

调查
。

调查共在 8 个

城区随机地选取 了 2以X) 名 60 岁以上老人
。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的汇总
,

我们对老年人卫生

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特点有 了初步的判断
。

2
.

1 老年人对养老问题最担心的是经济来源问题
,

而且这种状况在低龄老人中反映得更

为突出

在涉及养老最担心的问题时
,

老年人对没有生活来源的忧虑最突出
,

比重为 35
.

4%
,

其次是生病没有钱治疗
,

占总数的 21
.

0%
,

说 明经济支付能力方 面的问题是老年人最为

关注的问题
。

如果按 60
一 69 岁

、

70
一
79 岁和 80 岁以上年龄组划分

,

有趣的是
,

低年龄组

老年人对经济来源的担心最大
。

例如
,

在选择没有生活费来源为最担心养老问题的老年人

中
,

6 0 一 6 9 岁的低年龄人 口 占了 63
.

2%
,

而仅有 4
.

1% 的 80 岁以上人 口为此忧虑
。

在选

择生病没有钱治疗的老年人中
,

为此忧虑的老年人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
。

从性别上看
,

女

性老人对经济来源问题最为忧虑
,

如在选择没有生活费来源为最担心养老问题 的老年人

中
,

女性老人就 占了 67
.

2%
,

充分反映出了女性老人是更为脆弱群体的特征
。

2
.

2 老年人最愿意消费的领域依次为储蓄养老
、

改善伙食等
,

显示出他们讲 究实用的消

费特点

在回答您最可能把余钱花在哪一方面上
,

30
.

3% 的老年人选择了储蓄养老
,

说明老年

人更愿意为将来的养老进行积蓄财力
,

这对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个好

的兆头
,

因为老年人部是要在将来时期内将部分积蓄花费在 医药或保健服务方面
。

此外
,

22
.

7% 的老年人希望将余钱花在改善伙食上
,

而仅有 3
.

3% 的老年人最希望将余钱直接购

买营养保健品或健身器材上
。

由于希望余钱直接购买营养保健品或健身器材与发展老年卫

生健康服务领域有着某种 内在联 系
,

我们有必要按年龄和收人对此作 出区分
。

按年龄上

看
,

在愿意购买营养保健品或健身器材的老年人中
,

79 岁以下的 占总数 89
.

2 % ; 而从收

人上看
,

月收人在 500 元以上的老年人更倾 向将钱花费在营养保健品或健身器材上
,

占总

数的 81
.

5%
。

另外
,

有趣的是
,

健康或者 比较健康的老年人则更愿意将余钱投人 到这方

面消费上
,

占了总数的 68
.

7%
,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相对 比较健康 的老年人同样是老

年卫生健康服务产业 的潜在消费者
。

2
.

3 在现阶段条件下
,

老年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仍然是衣食住行问题
,

表明对于老年卫生

健康服务方 面的需求需要更 多的消费引导

在回答现在生活的主要问题是否解决温饱
,

老年人给予的均分是 3
.

01 (满分是 5
,

以

下同 )
,

表明老年人的消费模式正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过渡
。

伴随这种过渡的加快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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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需求势必会增加
。

不过
,

还要看到
,

老年人对衣食的消

费并不挑剔
,

他们对此的均分达 3
.

86
,

是所回答的问题中所得均分最高 的
。

相对 比而言
,

老年人对 目前出行 的不便表示 了不满
,

均分为 3
.

07 ; 而对于在家里安装 紧急呼救装置
,

老年人的认同感并不高
,

均分仅为 2
.

49
,

相 比其他几个方面的认同感 低了许 多
。

上述情

况表明
,

我们在发展老年卫生健康服务业上需要采取多种渠道积极培育老年人的消费需求

市场
。

2
.

4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及对社 区 日常护理服务的需求为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开拓带

来了契机

据调查
,

北京市老年人群常见慢性病患病率较高
,

如老年人高血压
、

脑血管病和冠心

患病率分别为 33
.

1%
、

26
.

9% 和 26
.

4 %
,

昭示着老年人对这些疾病的药品
、

保健品或服务

需求是巨大的
。

再 比如
,

北京市老年人最需要的社区服务中
,

人户护理服务占第一位
,

为

22
.

6 %
。

所有这些地为老年卫生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无限的商机
。

3
.

制约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们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到
,

现阶段发展老年卫生健康服务领域不仅充满着许多潜在

机遇
,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

因此
,

政府和企业有必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制约中国老年

卫生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各种因素
,

以便能够将潜在的市场机遇转化为实在的市场消费
,

最

终带动中国老年产业的整体发展
。

为此
,

我们需要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开拓老年卫生健康

服务领域 :

3
.

1 开拓老年卫生健康服务业必须解决好产业规范与产业政策引导问题

笔者始终认为
,

在老年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
,

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是带动老年

产业发展的最基本和最主要因素
,

我们 目前老年产业发展过程中所欠缺的是强有力的政策

支持和政策引导 (陆杰华
,

19 99 )
。

此外
,

老年卫生健康服务业又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行业
,

更需要在其发展初期得到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植和引导
。

一是对于涉及老年卫生健康服务产

品或服务
,

政府要给予必要 的政策扶植
,

包括降低税率
、

低息贷款
、

减免一些不必要的杂

费等
,

但在审批相关项 目时还要严格把关
,

防止一哄
、

盲 目上马的局面出现
。

二是选择

好发展老年卫生健康服务业的突破口
,

特别是选择好老年卫生
、

保健服务的场所
,

可以 以

社区为载体
,

逐步完善这类服务网络体系
。

三是制定相应法律和法规
,

规范老年卫生健康

服务业的各种制度
,

并尽快出台统一的产品和服务标准
。

3
.

2 商家应 当根据老年人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制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营销策略

我们从 目前老年人的消费模式不难判断
,

老年人的消费方式定位是温饱型 ; 他们对商

品价格的定位为节俭型 ; 而其商品购买特点则定位为理智型
。

这种状况是与老年人较低 的

购买力水平相吻合的
,

这要求商家在设计产品
、

制订产品价格及提供相应服务时必须认真

研究老年人的消费心理
、

收人水平与购买行为等要素
。

例如
,

北京市调查数据显示
,

老年

人存在着年龄上升
,

其购买力水平不断下降的趋势 (见图 l )
。

如 60
一
必 岁和 65 一 69 岁老

年人月收人低于 199 元的分别 占同龄组 的 9
.

9% 和 13
,

O%
,

而 70
一 79 岁和 80 岁及 以上老

年人的同一指标却分别上升到 18
.

0 % 和 33
.

3%
。

相对 比而言
,

老年人随着年龄 的增高
,

其对卫生健康的需求却在增加
。

所有这些都需要商家在制定产品或服务市场营销策略时加

以考虑
,

以便能够准确地面对潜在的消费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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