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的健
康需求是现在社
会发展的刚需。
一是老年人健康
水平代表社会文
明水平， 是一个
国家发展水平的
象征， 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重要呈现。 二是根据国家卫健委
预测， 我国内地60周岁及以上人口在
2025年将增加到3亿人，2033年突破4
亿人，2050年前后达到4.87亿人这一
峰值，届时将占全国人口的1/3。当全
国1/3人口进入老龄阶段，相应的康养
服务需求也必然激增。 三是我国进入
以内循环为主、 双循环相互配合的发
展格局时，老年群体需求不可忽视。

1.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兼医养结合分会副会长成海军：

低龄老年人消费观念、手段、方式已向线上倾斜

2.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

疫情对健康养老、康养、智慧养老是一个机会

3.中国光大养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泽辉：

疫情下互联网医疗正加速应用于医养结合

4.北京诚和敬养老健康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仰：

养老服务“供给者”应改变小、散、差格局

5.北京安馨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鄂俊宇：

适老化改造与老年宜居环境建设将成为老龄产业新增长点

6.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社区、居家融合式发展是养老行业探索新方向

7.北京优护万家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段萱：

医养结合机构应进一步重视人才培训

8.爱心人寿首席产品市场官严勇：

居家养老需备全健康安全要素

9.美大控股集团董事长郑美大：

应让科技为老龄健康产业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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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贸会会刊

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

老龄健康产业发展需各方有效协调衔接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探索以“9073”“9064”模式构建养老服务体系，越来越多
老年人在居家养老。 在西城区有八成老人选择居家养老，9%的老人选择社区养老，
7.7%的人选择公立养老机构养老。 社区养老服务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依

托。目前西城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以满足近七成老年群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也还有
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健康产业是一种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其中，“高科技化”“精
准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智能化”“融合化”“国际化”将是康养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当 前 健 康
经济产业面临
的问题主要是
老龄社会的健
康需求与年轻
社会建构起来
的健康供给之
间的错配。老龄
社会的健康需

求不断变化， 但供给侧未能跟上这一
变化。应加快培育老龄健康人才特别是
关键健康医疗人才；全产业实施老龄健
康战略；加强健康金融、医疗保险、长期
照护保险制度改革和建设。应加快健康
制造业发展，如初级健康产品、保健品、
药品、医疗器械、高值耗材、智慧养生医
疗服务等，着力进行创新模式，包括艺
术治疗、体育治疗、混业经营、场景建
设、线上线下老年健康经济等。

健康 是 保
障老年人独立
自主和参与社
会的基础，推进
医养结合是实
现健康老龄化
和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长
久之计。医养结

合有效整合现有医疗和养老资源，提
供健康教育、 生活照护、 医疗保健康
复、体育锻炼、文化娱乐等服务。

以“行动自由度”来看，不同阶段
的老年群体对“医”和“养”的需求不
同，随着身体状况变化，老年人群对医
护的需求是不同的，是多样化、持续性
的医养服务体系。未来，我国的医养结
合将从机构向社区居家拓展， 从单环
节向全链条渗透。

疫 情 防 控
常态化对健康
养老服务带来
深刻而长远的
影响，催生和加
速了远程医疗、
照护、监测等产
品、 技术的应
用。新业态的变

化改变了未来老年人的旅居方式。老
龄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或将向强化老
年人的健康自我管理、社会参与，强化
家庭成员（特别是义务赡养人） 的义
务，强化院内、院外的双重管理和沟通
协调，强化机构、社区、居家养老的融
合发展，强化医养、康养的协调发展，
强化智慧技术的康复辅具、 机器人等
的应用，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联防联控
等方向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

老龄健康需求与供给
仍存错配现象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

未来医养结合
将从机构向社区居家拓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首席研究员黄石松：

老年人旅居现新需求

北京首个区域康养调查白皮书出炉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作为服
贸会康养板块的重头戏，2020全国智

慧康养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于9月7

日举办。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

雷海潮在致辞中表示，大会是各方深

度研讨老年康养领域热点话题、最新

趋势的重要平台，有益于康养事业和

产业的发展，“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由

于老年人的需求多种多样，要想提供

有效供给，就需要各相关方有效的衔

接和协调”。

众所周知，北京、全国乃至全球均

已进入老龄社会。以北京为例，老龄人

口在常住人口中占比已超过17%，在

户籍人口中的比例则超过了26%。且

老年人这一庞大的群体，在健康、旅

游、学习、娱乐、健身等各方面都有需

求，这就需要老龄健康企业更有针对

性地推出多元化服务和产品。

对此，雷海潮指出，老年群体是一

个大有可为的群体，随着国内生活水

平、医疗条件越来越好，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70岁以前的退休老人，在经验、

体力、活力等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状

态。“我们可以把60-70岁年龄层的人

称为‘小老年’，这是一个还可以为社

会、为公众做出更多贡献的年龄阶段，

如何服务好这部分银发人群，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话题。”

雷海潮进一步称，“其实，如果我

们能够通过更细致的服务和创新的产

品，把老年人更多、更久地留在社会、

集体、社区中，不仅有助于帮助他们保

持活力，还能够让他们发挥余热，把自

己的智慧和经验分享给更多人”。

另据介绍，服贸会康养领域颇受

关注，仅9月6日在公共卫生防疫板

块中，签约额就超过10亿美元，“而

康养大会则通过群策群智，对行业发

展建言献策。相信在各方合力助推

下，未来智慧康养事业、产业将继续快

速前行”。

西城区老年群体
关注养老机构的因素

北京商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彭宇：

老年健康需求
成当今社会新“刚需”

收费标准

服务水平

医疗水平

硬件设施

地理位置

服务种类

智能化养老

其他

61%

58.5%

50.4%

29.4%

25.5%

25.1%

5.4%

0.1%

西城区老年人
养老模式分布

一览表

2.3%
异地养老，旅居养老

1.4% 私立养老机构养老

7.7%
公立养老机构养老

9%
社区养老

29.7% 居家养老
（家人照顾
和 社 区 照
顾相结合）

26.6%
居家养老（不和子女居住，
自我照顾或家人照顾）

23.2%
居 家 养
老（和子
女居住）

0.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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