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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成都市养老产业发展中若干问题探讨 

李尚1 

摘要：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既是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内消费市场、扩大内需，

带动经济良好发展的重要产业。不断完善成都市养老服务产业，是推动成都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市多年来致力于

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文章对相关产业中目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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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使人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据相关部门人士发布的预测, 中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在 2030

年将达到 25%, 2050年或达到 35%, 老年人口总量将扩大到 4.2亿。根据全国老龄办的估计, 中国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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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例将从 8%左右增长到 33%左右, 未来我国将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

家。 

中国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但也形成了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积极

探索老年产业、细分市场, 开发市场, 对推动国内消费市场, 促进经济发展, 带动老年产业发展, 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

和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既是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在出口和投资萎缩情形下推动国

内消费市场、扩大内需, 带动经济良好发展的重要产业。不断完善成都市养老服务产业, 是推动成都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都市多年来致力于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由于老年产业中涉及一二三产业中的多个方面, 本文仅

对相关产业中目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成都市人口及养老服务现状 

(一) 老龄人口和赡养比重逐年增加 

2015年全市户籍人口 12277304 人, 其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598855人, 占总人口的 21.17%, 按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

抚养 65岁及以上人口计算, 赡养系数为 19.51%。
[1] 

2016全市户籍人口 13989297人, 其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995268 人, 占总人口的 21.41%。按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抚

养 65岁及以上人口计算, 赡养系数为 20.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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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成都市户籍人口 1435.33 万人, 其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03.98万人, 占总人口的 21.18%。按 15-64岁劳动年龄

人口抚养 65岁及以上人口计算, 赡养系数为 20.57%。
[3] 

(二) 成都市老年健康、养老机构逐年增加, 但 2017年增长趋缓 

2015 年, 成都市共有养老机构 309 家, 床位总数 89194 张, 床位数占老年人口数比例为 3.43%；共建成城乡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 974个, 完成为困难家庭失能老人和 8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4.3万人。
[1] 

2016年, 成都市共有养老机构 477 家, 床位总数 112494张, 床位数占老年人口比例为 3.76%；全市共建成城乡日间照料中

心 1692 个, 床位 10638张；完成为困难家庭失能老人和 8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7.38万人。
[2] 

2017 年, 成都市共有养老机构 480 家, 床位总数 11.4 万张 (含筹建) , 床位数占老年人口比例为 3.8%；全市共建成城乡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2414个, 完成为困难家庭失能老人和 8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6.68万人。
[3] 

(三) 老年医疗护理从业人员逐年增加, 但数量增加缓慢 

2015年, 老年医疗护理从业人员 2908人 (其中医师 735人, 护士 1153人, 护工 1020人) , 同比增长 67%。
[7] 

2017年, 老年医疗护理从业人员 4595人 (其中医师 957人, 护士 1855人, 护工 1783人) , 同比增长约 6.4%。
[8] 

以上数据表明, 成都市的社会保障事业在近年已有长足发展,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发展较快, 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

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半失能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健康服务、个人照顾、娱乐及交通接送等日间服务, 有效解决了家庭养

老中工作时间无人照顾的难题, 但养老服务机构的规模和能力相较于快速增加的老龄人口数量和日益增长的多方位需求依然不

足, 养老相关产业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二、成都市养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从成都市老龄统计数据可以知道:2015年, 80岁以下占老年人口比为 85.1%, 80岁以上占老年人口比为 14.9%；2016年, 80

岁以下占老年人口比为 85.3%, 80 岁以上占老年人口比为 14.7%；2017 年 80岁以下占老年人口比为 86.4%, 80 岁以上占老年人

口比为 13.6%。 

从这三年可以看出, 老年人口的绝对值是在逐年增加, 80 岁以下人口占老年人口比约为 85%, 80 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

约为 15%。根据这种老龄人口的分布, 我们要细分市场, 针对不同老龄人口的需求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一) 养老服务机构和服务亟待提高, 普通护理人员及专业护理人员缺口巨大 

2017 年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24090 万人, 占人口比为 17.3%, 成都为 20.57%,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3.27 个百分点。成

都养老保障面临问题和困难更多。目前成都市重视社区服务网络建设, 已构建 5-10分钟养老生活服务圈。但是成都市老年服务

业整体发展水平依然还不够高, 从数量和质量方面看, 老年福利设施与服务质量都与现实需求有很大差距, 现有社会养老护理

机构照料老人的能力远不能满足老年人要求, 服务质量参差不一。养老机构数量还没有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国际养老机构床位

占老龄人口比为 5%, 2016 年床位占比环比增加 0.33%, 2017 年床位占比环比增加 0.04%, 床位增加缓慢。 

养老设施总量不足, 建设规模较小, 数量不足。条件较好的公立养老机构床位紧张, 民办养老机构标准普遍较低, 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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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社会老年人养老需求。养老机构只能满足老人基本的生活需求, 目前缺乏专业的护理人员, 导致在健康护理方面问题较多, 

还需提高服务质量和增加服务内容；养老服务中心盈利弱, 市场化不足, 可持续性上有待市场检验；养老服务中心仅能从物质

上满足老人的生活需要, 对于老人的精神方面需要的照顾和服务较少。定点养老服务机构数量 2015年、2016年增加加较快, 2017

年增加数量较少, 总体来说覆盖面较为全面, 但是机构配套设施和服务质量差异化大, 这方面的管理还需要加强。 

目前社区服务难以满足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的多种需求。80 岁以下的老人身体比较健康, 大多数还是愿意选择居家养老。80

岁以下老人, 社区服务中心基本能满足其需求, 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老对社区服务中心的需求逐渐增多, 社区服务

中心渐渐不能满足其要求。由于护理人员的巨大缺口, 不能开展满足老年人多种需求的各种服务方式, 只能依靠家政服务, 医

疗保健、精神慰藉、康复护理等服务的工作人员数量严重缺失。因为老年人的身体不太健康, 情绪变化大, 居家照顾老人的风

险高, 多数务工人员不愿意干, 导致很多地方连找保姆照顾老人一般的生活都很困难。 

(二) 养老地产发展缓慢, 缺口巨大 

成都养老地产一直处于探索阶段, 从三道堰的自然养老住宅集群到 2012年郫县花园镇养老地产, 都不能称为合格的养老地

产, 缺乏相应的配套。万科于 2010年开始在成都涉足养老产业, 更多的是以社区服务中心的方式, 在成都有三家, 其中橡树汇

长者专顾中心是首家以自有房产进行养老服务, 规模小、数量少, 初步试水养老产业。2015 年被业内誉为成都养老地产真正破

冰的项目是泰康人寿开发的泰康之家·蜀园, 是四川首例在建养老地产项目获得国土证的项目正式落地, 由于泰康蜀园所有物

业由泰康集团自持, 因此入住的门槛由传统的“买房子”变为了“买保险”或“买服务”两种模式。2018 年 1月, 泰康之家·蜀

园正式投入营运, 据统计, 泰康之家·蜀园的客户平均年龄为 78 岁, 其中 73%的居民需要长期服用各种药物。
[9]
这也表明, 养

老社区本身对医养结合模式的迫切需求。蜀园养老社区落地实践“医养融合”模式, 填补了西南地区高品质医养市场的空白。

但其服务客户群是高收入者, 其模式不适合大多数老年人, 难以大面积推广。 

目前成都市养老地产正处于探索发展初期, 真正以后期运营管理为目的的房地产企业还很少, 具备很大的进入空间。由于

养老地产前期投入资金大, 持有地产经营虽然收益稳定但回收周期长, 资金成本高, 盈利模式尚不清晰, 且相应政府扶持政策

有限, 如何把老龄消费者潜在需求转化成有效需求, 尚需深入研究, 因此尽管尝试的房企很多, 但并未形成规模, 都只停留在

摸索阶段。
[10] 

近年来由于政府加大对房地产业的风险控制, 不断出台调控政策和短期内限购限贷的政策不会取消等因素, 行业竞争加

剧、产品销售时间加长, 导致资金周转缓慢, 利润增长乏力等问题, 传统房地产行业正面临市场饱和、政策严控的严峻形势, 亟

待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而养老地产巨大的消费市场便成为传统房企转型的重要发展方向。 

(三) 适合老年人的商品缺乏, 缺乏老年商品销售的专业市场 

西方发达国家早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养老服务的社会需求增加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 发达国家的老年产品设计

已经非常成熟, 老年人成为了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之一。在国外经常看见开着时髦跑车的老年人, 市场上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商品

非常丰富, 产品针对性强, 对不同年龄, 不同老年常见病, 不同娱乐需要, 为老年人提供的吃、穿、用、行等商品可谓花样繁

多, 无奇不有, 但成都市在老年用品产业的发展上严重滞后, 老年用品产业在本市仍处于初级阶段, 政府需加强相关产业政策

的积极扶持, 如税收优惠、价格补贴、优惠贷款等。目前刺激产业政策的缺乏严重阻碍了民间资本向老龄产业的注入, 这使老

年用品产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而变得发展缓慢且滞后,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就形成了“厂家不愿做, 商家不愿卖, 消费

者无处买”的怪圈。 

适合老龄消费者的商品缺乏。在成都市乃至全国, 老年产品是“被人忽视的市场”, 例如据相关调查, 在服装鞋帽商店中, 

中青年服装占70%~80%, 中年服装占15%, 而老年服装最多只占5%, 且没有针对老年人体型和需求的款式, 样式陈旧、没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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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老年服装消费欲望低下。 

随着物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年消费者保健意识不断提升, 对健康保健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保健消费品市场良莠不齐, 

假货盛行, 媒体上时有报道不少老人被不良商家欺骗购买大量保健品, 花资不菲, 却全是假货。由于对国内保健品的不信任, 

消费者转向国外市场,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大多都通过海淘或国外亲朋好友带回需要的保健品。 

成都市在老年娱乐和健康用品方面的商品也严重匮乏。成都市专门从事老年产品开发的企业数量少且规模偏小, 只有在智

能产品方面有不小的进步, 成都高新区的成都云卫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同时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公布《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 (2018年版) 》, 未来在老年智能产品上发展前景看好。 

由于网络快速发展, 实体商业严重萎缩, 但对于老年人而言, 大多数人不善于使用网络, 而且网络上销售的商品更是难以

分辨其真伪, 从其年龄段的消费习惯看, 老年人更喜欢线下销售, 一是能亲眼看见商品, 买着放心；二是增加人际交往, 满足

了老年人的社会归属感。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老人在购买商品时, 因为服务员热情周到, 就愿意花钱购买产品。但是成都市缺乏

专业的老年人商品市场, 让老年人的购买欲望没有合适的渠道变成现实消费力。 

三、对策建议 

(一) 养老护理服务要全方位发展, 特别是要大力培养专业护理人员 

为了弥补成都市养老服务机构不足的问题,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 只要满足依据民政部下发的老年人建筑设计规

范、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的养老机构的建立, 在相应政策上应加以扶持, 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最大的优惠。 

对现有养老服务机构, 要建立健全养老产业发展的考核评价机制, 规范养老机构在养老服务方面的硬件设施配备, 规范服

务内容, 民政、老龄部门要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准入审批和日常管理, 从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的养老服务, 提高到满足

老年人的健康、娱乐等精神方面的需求, 让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度过幸福的晚年。 

大力培养不同层次的护理人员。在成都市现有的中级护理学校设立老年护理专业, 加大招生数量, 为未来不断增长的护理

人员需求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持；同时加大对现有护理人员的免费培训, 对有意愿从业者提供免费的培训, 降低进入门槛。 

建立护理人员薪酬增长体系, 有利于吸引年轻劳动力从事护理工作。护理工作辛苦、劳动强度大, 工资不高, 年轻人不愿

加入, 现有的护理从业人员大多是 40 多岁, 文化层次较低的人员。通过建立有公信力的评级考核体系, 由政府监督的第三方来

进行实际护理操作考核, 并予以评级, 并给予工资薪酬指导价格, 让护理人员有薪酬增长的空间, 才能吸引更多的从业者。 

(二) 提供政策支持, 鼓励养老地产的发展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加速的到来, 养老产业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 而作为养老产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养老地产也将会

迎来其发展的“春天”。成都市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为进入养老地产的企业, 提供政策支持, 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则。 

1. 鼓励房地产企业在新建住宅小区按照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需求设计开发, 并给予税收政策支持 

鼓励企业按照建设部对老年住宅建筑设计规范要求, 开发建成“老年小区”或“老年社区”。创建新型社区, 从房屋开发设

计开始, 就针对全市 85%居家养老的老人来设计以家庭为核心, 以社区为依托, 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养老社区, 社区有相应

场地和设施, 提供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上门为老年人开展照料服务。当然, 在现在国家严控房地产的情况下, 房屋销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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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 可以与金融相结合, 收购老年人原有房产进行置换, 解决与现实限购政策相冲突的矛盾, 并要求在出

售房产时也只能是 60岁以上的人群购买, 且不能被个人买家出租, 保证其服务于老年人, 政府也可购买部分房产, 出租给生活

困难老年人。 

2. 鼓励创建多种形式养老与健康医疗配套相结合的房地产模式, 满足高龄老人对医疗保健的需求 

从目前成都市医疗和养老相结合的实践来看, 具有医疗背景的房地产开发, 无论是泰康方式, 还是万科服务中心, 都受到

年龄偏大的老人消费群体的欢迎, 泰康蜀园, 价格太高, 接受的老年群体小, 万科服务中心受市中心建筑面积影响, 规模小, 

盈利点低, 对资本而言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持和鼓励现有商业地产改造成适合老年人需求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房产, 这需要在土地、税收、资金贷

款等政策上进行系统规划设计, 既解决成都市中心区商业过剩的问题, 又解决老年人养老地产需求不能得到有效释放的问题。

位于市区的商业地产, 由于交通便利, 市区医疗机构集中,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与相关医疗机构合作开发出适合 80岁以上老人

需求的医养结合的公寓, 故急需打破制度障碍, 在商业地产转让、相应税收制度等方面制定出新的政策, 有效推动其发展, 让

土地资源有效使用起来,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三) 鼓励企业大力开发老年用品, 建立专业的老年用品市场 

发达国家的老年用品市场的繁荣在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市场消费大, 有利于国内消费市场, 对国家经济

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例如日本政府就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 来推动老年用品的发展, 其中“统一了养老机构的设置和运营、

老龄商品的研发和销售等行业标准, 形成了老年产品市场的初步规范”, 有效推动了老年产品产业的发展。 

成都市老年产品用品业仍处于新生阶段, 应该政策扶持民间资本对老年产品研究和开发的投入, 在老年产品的研发上要注

重产品的多层次和多种类。 

第一, 加快产业政策的积极扶持, 如优惠税收、补贴价格、贷款优惠等。通过政策鼓励企业开发老年产品用品。围绕适合

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文化娱乐等需要, 选择适合成都发展的产品, 支持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开发有效、安全的康复辅

具, 适合不同体质的老年人食品药品, 适合不同体型、不同兴趣爱好的服装服饰等老年用品用具和服务产品。 

第二, 政策扶持建立专业的老年用品市场, 并加强市场管理, 杜绝假冒伪劣。由于老年人比较传统, 愿意相信政府, 建立

专业的老年用品市场, 为老年人选择产品提供一个可信赖的市场, 也是为致力于开发有效的老年产品的企业提供一个可靠的与

消费者直接对接的通道, 既可避免老年人被无良商家欺骗, 购买大量假健康品, 也为真正做实业的企业提供发展的空间, 为老

年用品打开广阔的市场空间, 有效扩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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