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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回顾和评述 90 年代以来学界相关老年产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着重分析了中国在发

展老年产业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促成老年产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之后 , 文章就未来老年产业

发展的领域作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中国老年产业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卫生、家政 、教育 、房地产 、金

融 、保险 、旅游等 ,表明老年产业已涉及到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如此 ,作者建议在发展

老年产业过程中必须优先选择老年人急需的重点领域作为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以便能够在不久的

将来带动老年产业的整体发展。文章最后就产业发展政策对老年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前

瞻性的分析和展望。

关键词:老年产业;老年市场;老年消费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00)04-0059-05

Theoretical Del iberation on Current Status , Imagine and Prospect of China' s Aged Industry

LU Jie-hua

(Population Institute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By literature review about aged industry since the 1990s , this ar ticle analy z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g row-

ing pro cess of aged industry and the advantages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It probes into the future fields of the

aged industry , pointing out that the industry covers hygiene, household management , education , real estate , fi-

nance , insurance , toruism , etc., showing that aged industry has already involved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old peopl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aking the urg ent needed fields to be the breakthrough to bring along the g rowth of the

w ho le age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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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在过去近 40 年里 , 由于生育率水平的大幅度降低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 ,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

度在不断加快。统计资料显示 ,第二次人口普查的 1964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仅为 3.54%,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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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人口普查的 1990 年 ,同一指标已上升到 5.57%, 26年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 2.03 个百分点;而 1997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占到 7.09%, 显示出在短短 7 年里 ,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1] 。

另据统计部门的估计 ,在今后 50 年里 ,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总量将急剧增加 ,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 ,

老年抚养系数将明显上升。例如 , 2000年中国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 0.9 亿 , 而到 2050 年将达到 3.3 亿;与

此同时 ,同期老年抚养系数也将从 7.03%上升到 20.8%[ 2] 。中国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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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已表明 ,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为中国老

年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和外在条件 , 但是我们如何把握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商机 , 以此

推动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产业 , 进而满足老年人口的市场需求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

和现实问题。本文试图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学界对老年产业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结合中国国情探讨老年产

业发展过程中将面临的机遇以及可能出现的困难 ,并在文章最后就中国未来老年产业所注重发展的领域及

开拓老年产业所应注重的产业政策因素作一详细的分析。

二 、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和评述

由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多半是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 更由于西方国家产业发展比较规范 ,

老年产业在这些国家起步较早 ,发展得比较平稳 , 这或许是西方学界有关老年产业理论研究文献较少的一个

主要原因。国内对西方学界相关老年产业研究成果的介绍文献也相对比较少 , 仅有的零散文献也是近一两年

出现的 ,且侧重介绍国外老年产业发展现状 , 如美国人口老化所带来的七大商业机会及美国老年市场按年龄

细分的收入特征等[ 3-4] 。客观地讲 , 虽然介绍国外老年产业的文献并不多见 , 但对中国老年产业的深入研究

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却是无庸置疑的。

国内学界对中国老年产业的研究应该说是起步于 90 年代中期 ,当时的经济背景是国民经济呈平稳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而其人口背景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已进入老龄

化社会 ,促使学界和商界对满足老年人市场需求的广泛关注。最初的研究比较关注中国人口老化与老年市场

发展的关系 ,学者通过数据分析认为 , 本世纪最后几年和下世纪的前 20 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机 ,这一

时期也是人口老化最快的时期 ,由于老年抚养系数的持续上升 , 老年市场将普遍看好[ 5] 。一些学者还将老年

市场细分为老衰老龄者市场 、退休老龄者市场和兴趣老龄者市场 ,并认为中国老年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 ,

因此需要按照市场细分的原则加以细致的分层[ 6-7] ;而吴健安则对老年市场的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做了定

性的描述[ 8] 。另外 ,学者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保健需求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 认为它也是老年市场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9] 。不过 ,学者在承认老年市场潜力巨大的前提下 , 也提出中国老年市场具有其特殊性 , 其

中他们的消费行为可以概括为多样化过程 、平稳化过程和退行性过程。多样化过程是指老年人的需求特征更

加趋于多样性;平稳化过程是指老年人消费范围一般比较狭窄而固定;退行性过程是指增龄过程中的老年人

购买力在逐步减退;因此如何适应老龄化发展特征来开拓市场是中国老年产业发展的关键[ 10] 。实事求是地

讲 ,上述研究对未来老年产业持乐观的态度 , 尽管一些结论仍待时间检验 , 但他们对后来中国老年产业的研究

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自 1997 年以来 ,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老年产业理论和现实发展问题 , 其中一个重要的起因是当年召开了

中国老龄产业座谈会 ,从而引起了学界对该领域的较为深入的探讨。我们从近两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界

在老年产业研究上注重下列问题:①老年产业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将其界定为:为老年人口提供产

品或劳务 、满足老年人口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需求的各种行业 , 包括生产 、经营和服务三个方面 , 其中老年产

业是许多行业 、部门的通称。而政府部门的专家也是比较认同上述老年产业概念的界定 ,所不同的是 , 后者认

为老龄产业所涵盖的内容应比老年产业更为广泛[ 11-12] 。 ②老年产业所涉及的服务领域。这一时期的较多

文献集中分析和探讨未来中国老年产业所包括的行业或者服务种类 , 萧振禹和陶立群将老年产业的服务范

围划分为 18 个方面 , 是国内比较早的探讨这方面内容的学者 ,他们呼吁商家能够为老年人设计特殊的 、符合

老年人特征的商品或服务[ 13] 。关于老年产业体系 , 学者认为 , 它基本涉及到一产 、二产和三产 , 主要包括农

业 、加工工业和服务业 , 农业为老年人提供特需的农副产品 , 加工工业为老年人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 ,服务业

则为老年人提供所需的服务与设施;文章特别指出制定老年市场营销战略对发展老年产业的积极作用[ 14]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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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今学界对老年产业体系研究最为系统的文献;而顾大男则将未来老年产业的发展方向归纳为:制药业 ,保

健服务业 ,家庭服务业 , 日常生活用品业 ,人寿保险业 、健康保险业和养老保险业 , 房产业 、旅游业和娱乐业 , 金

融需求 ,教育产业 , 婚姻市场 ,以及其他特殊行业 10 类 ,上述行业也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巨大商业机

会[ 15] 。 ③影响老年产业发展的因素。学者提出 , 我们在积极发展老年产业的同时 , 需要特别关注影响老年产

业的因素 ,其中姜向群对老年产业的发展前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 他认为中国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人口年龄构

成因素对消费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 因此注重研究老年人随年龄变化而引起的消费内容变

化是开拓老年产业的关键[ 16] 。学界还就影响老年产业的政策因素作了初步的探讨。冯立天认为老年产业的

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 ,而顾鉴塘特别系统地分析了发展为老服务产业的特殊政策[ 17-18] 。 ④特殊的老

年市场分析。在这一时期 ,有关老年特殊市场或者分类市场的研究文献是比较多的 ,如老年人旅游市场 、老年

人保健市场 、老年人家政市场 、老年人养老市场 ,等等 , 说明学界已对老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市场给

予了充分的关注 ,由于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多 , 这里就不再展开回顾了。

实事求是地讲 ,学界在短短五六年里对老年产业的研究取得了实足的进步 ,其中主要的标志是 ,我们至少

在老年产业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上达到了共识 , 如老年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老年市场与老年产业之

间的关系 、老年产业所涉及的基本服务范围 , 等等。当然 , 不可否认 , 我们在研究老年产业方面存在着一些明

显的不足 ,如老年产业发展中的困难是什么 , 未来老年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 , 以及影响今后老年产业发展

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上述问题需要理论界给予明确的回答。

三 、中国老年产业:挑战与机遇

正如前面所述 ,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将为中国老年产业的发展创造无限的商机。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 ,

目前老年人口的市场需求毕竟是潜在的 ,若将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市场消费 , 需要认真和深入地研

究老年人口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在开拓中国老年市场过程中不仅需要认识到老年人

口数量增加所带来的老年市场需求潜力 ,还要面对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挑战。

笔者认为 ,制约目前中国老年市场能否发展以及老年产业能否形成体系的最重要因素是老年人的购买

力和购买欲望。一般而言 ,市场通常是由人口总量 、购买力和购买欲望三个要素组成的 ,这表明 , 影响老年市

场潜力的因素不仅包括老年人数量 ,更要考虑到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和购买欲望。国外在构建购买力指数时 ,

人口总量对购买力指数的影响权数仅为 20%, 与购买欲望相关的零售额的影响权数为 30%, 而人口收入水平

的影响权数最大 ,占 50%。如果考察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 ,我们不难发现 , 同其他年龄组相比 , 由于受着自身

收入水平 、储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 , 中国老年人购买力水平相对偏低。通常 , 储蓄存款的多少在中国可以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如果我们以储蓄存款作为衡量老年人购买力水平的一个指标 ,老年市

场的潜力和前景显然并不十分乐观。例如 , 1992年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显示 , 42.8%的城市老年人口拥

有储蓄存款 , 57.2%的老年人口无任何存款;在农村 ,则只有 14.1%的老年人口有储蓄存款 ,而其余 85.9%的

老年人口无存款[ 19] 。同时 ,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随着年龄的上升 , 老年人有存款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见图

1),这从一个侧面上说明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增龄过程中的购买力水平是趋于萎缩的。因此 , 商家在生产产品

或者提供服务时 ,需要客观地分析不同老年人群体的需求特征及其经济承受力水平 , 并以此制定有效的市场

营销策略。

但是 ,我们在发展老年产业过程中也不能简单地从老年人购买力水平偏低的现状上就简单地推断 ,未来

老年市场就缺少足够的发展潜力。事实上 ,中国的老年产业发展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 这主要是

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第一 ,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完善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 , 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将

会有稳步的提高。例如 ,北京市城市老年人口的月平均水平 1992 年仅为 219 元 ,而 1994 年接近 350 元 , 1997

年已达到 613元 , 五年间的月收入增加近 400 元[ 20] , 说明老年人的购买力水平增长是不争的事实。老年收入

水平的增加必然极大地刺激老年人的购买欲望 , 扩大他们的消费范围和消费水平。第二 , 即使就老年人群体

本身而言 ,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其购买层次并非一成不变。例如 , 城乡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有

着明显的差异 ,不同职业或行业的退休老年人收入水平也是千变万化的 , 这都要求商家严格地按照市场细分

的原则划分消费市场 ,并以此生产不同档次的商品或者提供满足不同人群的服务。第三 , 也是研究老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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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 ,即同其他群体相比 , 由于老年人本身的独特心理 、健康等因素 , 他们对商品或服务

需求的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与老年人总量规模一起成为中国老年市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例

如 ,大城市老年人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 主要反映在家电维修 、康复训练 、聊天茶室等方面。如上

海老年人对家庭维修的需求占第一位 , 占 38.8%, 而对上门诊疗和家务服务的需求也分别占 16.5%和

12.6%[ 21] 。

图 1　老年人在银行存款的比例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汇编.1992

四 、未来老年产业发展领域的基本设想及优先领域

满足老年人对商品或服务的特殊需求 、开拓老年市场必须以发展老年产业为重要依托 ,因为老年产业的

产生和发展是以市场需求变化为原动力的 ,即市场需求刺激老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 , 这便是理论上通称的需

求带动供给;而老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带动市场需求的增加 ,即产业引导市场需求 , 供给带动需求。这

是发达国家老年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也为今后中国老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向。

如前面所述 ,老年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即它可以指为老年人口提供产品或劳务 、满足老年人口

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需求的各种行业 ,它既包括生产 , 也包括经营和服务;既涉及到第一产业 , 也涉及到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而从老年产业的服务对象上看 ,老年产业也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发展的一个新兴产业 ,

其产业发展无论是在广度上 ,还是在深度上都有着巨大的前景。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看 , 老年产业

属于朝阳产业 ,已成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的主导产业之一。

目前 ,中国老年产业刚刚处于初步阶段。尽管如此 ,如理论界所共识的那样 , 老年产业已开始涉及卫生 、

家政 、教育 、房地产 、金融 、保险 、旅游等众多领域。笔者认为 , 从中国国情和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出发 , 特别是考

虑到未来产业发展的框架 ,中国老年产业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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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特殊产业等十个方面(见表 1), 这十个方面几乎

涵盖了今后中国老年产业发展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表 1 看出 ,涉及老年产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内容 、服务对象

及选择的销售或者服务地点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家政服务业的主要内容是家庭护理 、日常家庭照顾 , 家庭修

缮以及各种用品修理等 ,其服务对象可以是各个年龄段的老年人 , 但以高年龄段老年人或者某些特殊需要老

年人为最潜在的目标市场 ,而选址可以在老年人居住比较集中的社区 ,也可以是家庭;而房地产业的主要内容

包括老年公寓 、托老所 、护理医院及其他老年活动中心建设等 ,其服务对象可以面对各个年龄段 , 而且选址并

没有明显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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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老年产业发展体系的初步设想

领域 主要内容 服务对象 选址

卫生健康服务业 药品 、医疗器具 、保健品 、老年人
常用辅助医疗设备等

各个年龄段 社区或者商业网点等
　

家政服务业 家庭护理 、日常家庭照顾 、家庭
修缮以及各种用品修理等

各个年龄段 ,尤以高
年龄段为主

社区或者家庭等

日常生活用品业 服装 、饮食 、餐具 、防滑器具等 各个年龄段 商业中心 、社区以及上门送货等

保险业 人身保险 、健康保险 、养老保险
等

各个年龄段 人口集聚的商业中心等

金融业 储蓄计划 、证券投资规划等 各个年龄段 ,尤以高
年龄段为主

社区 、或者商业中心等

房地产业 老年公寓 、托老所 、护理医院等 各个年龄段 无明显特点 ,可分布在各种地方

旅游和娱乐业 旅游陪同人员 、棋牌社等 低年龄段为主 无明显特点 ,可分布在各种地方

教育产业 老年大学 、老年职业培训 、老年
职业介绍所等

低年龄段为主 社区或者工商业中心等

咨询服务业 心理咨询 、婚姻介绍所等 各个年龄段 主要以社区为主

其他特殊产业 文化消费品 、老年特殊需要品等 各个年龄段 无明显特征

　　尽管我们上面罗列了未来老年产业所涉及的十个领域 ,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经济条件所限 , 我们还不可能

在近期大张旗鼓地发展老年产业的各个领域。相反 ,笔者认为 ,要想促使中国老年产业的长期和健康发展 , 我

们必须选择好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也就是说 , 我们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和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 选择好老年

产业的优先发展领域。根据目前老年人的需求特点和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能力 , 我们认为 , 在发展老年产业的

最初阶段 ,首先应当优先发展家政服务业和日常生活用品业 ,辅以卫生健康服务业 , 待时机成熟时再全面启动

其他服务领域 ,以此带动老年产业的整体发展 。

五 、影响老年产业发展前景的政策因素

无庸置疑 ,老年人的市场需求是现实的 、巨大的。例如 , 调查数据显示 , 北京市老年人共需床位 19.8 万

张 ,而目前只有 9900张 , 市场缺口很大 , 产业发展潜力极大[ 22] 。不过 , 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老年人的消

费模式更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需要商家在确定老年产业的产品或服务类型时给予特别的关注。目前 ,制约老

年产业发展的因素不仅要考虑到老年人的购买力水平 , 还要研究现阶段老年人消费偏好 、年龄别的自理能力 、

购买过程中的代际关系转换等 ,以便从中总结和分类出不同的中国老年人消费模式 , 为商家有效地指定相应

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必要的参考。

当然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口老龄化为老年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 老年产业也预示着

未来产业正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但是 ,就现阶段而言 , 由于老年事业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一项带有社会福利性

质的事业 ,被认为是非盈利性的 ,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这种条件下 , 国家或地方

出台相关发展老年产业的特殊优惠政策就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 包括在项目审批 、用地审核 、信贷优先 、税收

减免 、商品或服务价格制定及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上的扶持。

我们认为 ,在老年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 , 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将是带动老年产业发展的最基本和

最主要要素。因为从一般产业发展规律上看 ,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导向是一个产业起步和发展的两个基

本杠杆 ,而现阶段人们对老年产品或者服务的市场需求有着巨大的潜力 , 目前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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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 我国现阶段老年产业正处于起步时期 , 其市场培

育与开发更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植和引导 , 这些政策包括产业发展导向 、投资政策取向 、行业规范与管理

等 ,这也是中国老年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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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还不强 ,可操作性还远远没有在实践中体现出来。

据调查 ,国内近一半的企业还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入

世”做好准备 , 对“入世”带来的影响显得无所谓 , 还

没有应对计划。

人才管理战略直接关系到企业人才安全 , 关系

到不同的民族利益 ,那种认为人才无国界 ,资源可以

共享的观点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国内企业国际化的

进程快慢决定他们生存空间的大小。从对外企的人

才战略选择的分析就可以看出 , 不是中国的员工没

有能力 ,没有工作意愿 , 而关键是要有一套反映现代

员工物质和心理要求的管理体系与实施内容 , 充分

将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国内企业的优势就在于

它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 , 这是国内企业参与国际

竞争的宝贵财富 , 也可以说是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所在。有了它们的积极参与 , 我们才能在技术与

创新上不断缩小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研究和分析

外企管理本土化的特点和做法 , 就是使国内企业有

可借鉴的多种选择 , 以制定和实施有自己特色的 , 能

够使人才安全得到保障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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