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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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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2021智慧康养高峰论坛在北京首钢园展区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发展银发经济安享

健康生活”为主题，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老龄协

会、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学术支持。作为一场立足北京、面向全国，依

托服贸会，旨在打造国内康养产业风向标性的峰会，在行业前沿案例的分享及精彩观点的碰撞中，

关于我国智慧康复行业和养老行业的健康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

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国具有四大优势

谈及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话

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司长

王海东表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四大

优势：首先是体制优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

第二是经济优势，我国GDP总量超过

100万亿元，为我国应对老龄化打下了

雄厚的经济基础。

在王海东看来，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第三大优势是孝亲敬老的传统文化，百善孝

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对于实现家庭

养老、社会敬老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大优势是后发优势。王海东指出，我

国进入老龄化较晚，可以充分借鉴先行进入老

龄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有利于在顶

层设计上更加科学合理。

北京市老龄协会会长王小娥：

要发展壮大“银发经济”

北京市老龄协会会长王小娥表示，随着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上世纪60年代“婴儿

潮”出生的群体逐渐步入老年，老年人口需求

格局将发生明显变化，他们对健康养老、宜居

环境、信息应用的需求更为强烈。近年来，国

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支持发展“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老年人用品

和服务供给数量及品种不断丰富。

可以说，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满足老年

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已经成为我们的共同愿

景。本届服贸会首次将“卫生健康”纳入其中，

又把“老年健康”作为卫生健康板块五个主题

之一，意义非凡。“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指出，要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大

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其中，发展“银发经

济”被重点提及。因此要深化养老、健康等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壮大“银发经济”。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常务副院长梁万年：

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政策落实

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针对如何推进“康养结合”，清华大学万

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提

出，康养结合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政策落

实。落实的举措具体表现为：完善党委政府统

筹、卫生健康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动、社会

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深化“放管服”改革，激

发社会力量；完善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推动保

险制度的适老化发展，医保+长护险；建立全

国统一的长期护理标准体系，实现服务规范

化；持续完善管理与评估制度，加强服务质量

考核检查力度；加强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投资，

建立老年人身边的“医联体”。

谈及康养结合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从

业人员获得感低、专业人才缺乏、人才队伍不

可持续等问题，梁万年建议，可以增设相关专

业和课程，扩大相关专业招生规模；加强职业

培训与管理，加速培养医养结合人才；推动护

理职业市场化发展；做好职业发展相关制度

衔接，支持医务人员从事健康养老服务；提高

待遇，提升从业人员职业荣誉感。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荣蕾王寅浩

人口老龄化呈四大特点

近年来，我国社会老龄化步伐明显加快，“老有所

养”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根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为14.1亿人，

其中60岁以上人口2.64亿，占18.7%。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

东在论坛上表示，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

情，这一基本国情将贯彻整个21世纪。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呈现四个特点：数量多、速度快、差异

大、任务重。

人口老龄化，也同样成为北京市必须面对的市

情。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市老龄办常务

副主任、市老龄协会会长王小娥指出，近年来，北京市

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日益加深，2020年，全市60岁及

以上常住老年人口429.9万人，占比19.6%；预计到

2025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520万左右，将从轻度

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在王小娥看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

年人口需求格局将发生明显变化。可以说，推动“银发

经济”发展，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已经成为

人们的共同愿景。

据国家社科基金《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

究》课题组测算，2015年我国养老产业规模4900亿

元，到2030年，养老产业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

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志宏将老龄产

业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稳

定期。据其介绍，人均GDP8000美元前，老龄产业兼

顾社会福利与保障属性，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投入

期”，主要表现为相应产品和服务条线的出现以及独

立从业企业的出现，此阶段主要为业态快速发展的准

备期，依靠传统行业的能力积淀，主要增加供给的数

量，包括企业数量和供给数量。

人均GDP处于8000-13000美元之间，老龄产业

迈入“成长期”，“骨干领头企业”的出现成为本阶段的

最大特征。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

梁万年指出，目前国内在“康养结合”方面存在四大问

题。首先是整合性服务与部门职能条块化之间的矛

盾，即资源整合的问题；二是审批存在堵点；三是医保

适老化改革还需更进一步；四是基础医养结合服务的

可及性和便利性不足。

在本次论坛上，“关爱阿尔茨海默症”公益行动也

正式启动。这是北京商报社继“蓝视界项目”“筑爱行

动”之后，搭建资源平台，以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原动

力发起的又一公益行动。活动现场，安汇智医疗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旭良表示，此次“关爱阿尔茨海默

症”公益行动，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向公众普及阿尔

茨海默症早筛，提早把高危病人给筛选出来，提早干

预，改延缓病人发病及恶化的进程”。

“现在养护中心的服务部要推广和发掘一些老

年人中医理疗项目，我们希望看到有经济条件的老

年人，能为自己的健康买单，使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这是我们未来更关注的。当然这里面也有智慧养老

和智慧健康相关的参与。”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

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崔凯说。据了解，燕达金色年华

健康养护中心在应用“医养结合”模式过程中发现，

康复和中医养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老年人的

实际需求。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高成运也提出，丰富

供给可以促进老年品质消费，建议从七个方面促进老

年品质消费。具体来看，一是老年健康教育、评估和照

护；二是康养社区综合体；三是全域适老化改造；四是

养老服务机器人；五是老年游戏和老年玩具产品；六

是新型老年大学；七是老有所为服务平台。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荣蕾

康养结合四大问题待解

丰富供给促进品质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