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养
老领域， 特别是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分
散、 差异化大的特点已成为业界共识。
如何让分散业务集中化、 破局规模化，
是养老产业未来发展的关注焦点。

而在居家养老行业从业者看来，融
合、协作已成为产业内企业间合作的关键
词。在助浴领域，保险公司、体检仪厂商正
与助浴企业开展合作。“我们是一个很好
的进入老人家庭的入口，能够将其他一些
老年人需要的服务和技术等串联起来。”
李民花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可依助
浴与某金融保险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意在其客户群中推广上门助浴服务。

此外，像李民花这样活跃在养老“大”
产业中的“小”团队也在不断融入更大的
平台。据李民花透露，目前团队的办公地
点在天通苑附近的养老服务驿站。这一场
所由顺天通养老集团以非常优惠的条件
提供。“就在街心花园里，离旁边小区都不
远，方便老人遛弯的时候随时来咨询。”李
民花表示，可依助浴还与北康养E家签署
了合作协议，并在8月15日完成上线。

不只是小企业， 作为一家起步较
早，目前已相对成熟的市场化适老化改
造服务企业，安馨康养也在近年不断拓
展自己的朋友圈。鄂俊宇表示，安馨康

养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主要方式是
市场化开拓的路径，包括“物业服务+养
老服务”的方式进行整合，目前北京已
有多个社区通过这一方式推广了居家
适老化改造，同时，国家机关部委离退
休干部局、大学院校、保险公司和各类
社会公益组织等都在积极参与其中。

鄂俊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两年
来外界对养老产业乃至康养产业的发
展关注度提升， 主要由于从2022年开
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婴儿潮”人
群开始陆续进入到退休生活。

“这部分人群对享受美好退休生
活，开启‘第二人生’是有着美好愿景
的。并且他们也有足够的消费意愿和消
费能力。” 鄂俊宇说道，“从我们过去的
工作实践来看， 生于上世纪30年代、40
年代的老年群体，他们的消费观念既不
愿意为服务买单， 也不想去麻烦子女。
由此就没有形成一个由市场或客户需
求驱动而形成的产业。”

在鄂俊宇看来，随着“60后”群体逐
步进入老龄阶段，他们会更加积极地进
入老龄生活，由此会真正大力推动老龄
产业的发展。“在下一个阶段，康养服务
市场的发展方向将逐步从适老照护服
务转变为生活方式服务。”

尽管当下的养老格局为居家养老
领域的服务企业提供了不少产业机会。
但有待提高的养老服务认知，仍是制约
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北京市老年
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研报告》 显示，
目前北京老人对居家照护服务存在较
大需求，但购买意愿不高。这一情况的
出现主要由于老年人的期望价格与市
场价格差距较大。数据显示，78.5%老年
人可接受护理费在2000元以内，但参照
目前的市场价格，此额度只能满足陪同
就医、助浴等不定期单次上门服务。

由此，培育积极老龄观，出台更多
产业支持政策成为关键。从居家养老的
细分领域来看，鄂俊宇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目前对适老化改造而言，还需要老
年人家庭和子女提升认知，政府社会加
强宣传的“双向奔赴”。

“比如通过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
育活动、各种防跌倒公益宣传等。目前，
国家的顶层设计已重视到了居家适老

化改造的重要性，也由此形成了各个组
织协同性的共识，这对产业发展有着积
极意义。”鄂俊宇说道。

从居家适老化改造外延到更多居家
养老服务，从当下实践来看，为让更多老
年人亲身体验和感受居家养老服务，今
年6月28日，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
民政局推出的北京养老服务网正式上
线。该网站共汇集了北京574家备案养老
机构、11.3万张养老机构床位、1469家养
老服务驿站、1476家养老助餐点的详细
介绍。在其中的“居家养老”功能模式中，
老年人及家属还可在线上浏览并订购居
家养老综合示范中心提供的居家照护、
助洁、助医等13类98项居家养老服务。

“打造北京养老服务网平台， 在向
老年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窗口之外，我
们也希望打造一个养老供需方的资源
对接平台，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从供给侧解决养老服务问题。” 北京市
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郭汉桥在网
站上线之初曾这样表示。

认知不足瓶颈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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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目前北京的养老格局已转变为99%老年人
选择居家养老的新形式，在这一局势下，您认为有
哪些产业机会更值得关注？

A： 实际上目前的99%老人在家养老应该称为
社区居家养老或者居家社区养老， 这是将过去的
“9064”（90%选择居家养老、6%选择社区养老、4%
选择机构养老） 养老模式中的6%和90%放在了一
起。相对来看，1%是对机构养老来说的。

在这样一个新的变化下， 值得关注的产业势
必和居家社区养老相关。 要重点关注下面三个领
域：物质、文化和精神。具体细分来看，第一应该
是“食”，也就是现在在做的老年助餐，这是老年
人很重要的需求。从2022年开始，我们关注到北
京老年人助餐行动，民政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第
二则是“行”。 包括围绕居家和社区的适老化改
造。主要围绕家边、身边和周边“三边”来展开服
务。第三是“医”，这也是老年人很重要的需求，现
在老年人很多处于慢病和共病比较多的状态。第
四是“护”， 很多老年人的慢病需要进行康复照
料，包括助洁、助浴都是护理很重要的部分。最后
一个是“乐”， 涉及到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今
天的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 老年人有其独特的
特点，老年人对学习需求很大，特别是老年大学，
是非常重要的产业。

要注意的是，99%的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根
据我们的观察，99%是当下老年人的选择需求，但
如果未来的发展再经过10年或者是20年，这个格局
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的老年人，特别是一些高龄
老人，大部分都是有子女且多子女的，他可以选择
居家社区养老。但是未来生育独生子女的老年人进
入高龄或者进入生活不能自理阶段，可能就会考虑
机构养老。所以99%的比例应该客观和动态地看待
它的变化。

Q：您认为学界该如何与养老产业联动，推动老
年人需求得到满足？

A：养老服务发展到现阶段，确实存在“产学研
政”没有形成的问题。产业基本上按照企业自己的
侧重，但对市场的细分又不是特别敏感。学界基本
是学理性的，养老服务实际上还是一个应用性比较
强、理论性比较强的学科，但在实际应用上还可以
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认为，下一步如何推动“产学研政”的发展，
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形成“产学研政体”这样的联盟。
通过一定的这种方式把这些业态组合起来。四方都
能通过平台来进行多方沟通交流联系，更好地推动
养老服务的发展。 包括学界对政策有更好的解读，
如何结合实际，让政府、学界、社会组织各自发挥作
用，企业能够更精准地了解老年人需求。

“产学研政”联动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更重
要的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平台构建起来，能够长期
动态地及时跟踪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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