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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 

 

  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的大健康产业革命，通过驱动投资和消费两驾马车，
完全可能把老龄人口的增长转化为“第二人口红利”—— 
 

老龄化带来一场大健康产业革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杨燕绥 
 

    人们常常认为老龄化将对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其实，人口老龄化不是社会老化，其带来

的也不仅仅是劳动力减少、养老金支付增加、代际利益冲突等负面影响，如果应对得当，也同样

意味着健康投资、社会参与和老有所养的银色经济。如果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关注国民不断

增长的健康长寿的消费需求和约束条件，合理组织社会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实现供

需平衡、代际和谐，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就可以形成第二人口红利，以消费拉动经济，保

持经济持续增长。 

    银色经济的社会特征 

    老龄社会标志着人类第三财富波的到来，其与银色经济具有一些重要的特征。 

    技术进步与人文进步并重。农业革命解决吃饱饭问题，强调总量；工业革命解决发展问题，

强调利润；大健康产业革命注重生命科学，强调人文和质量。可以看到健康投资、大健康产业的

产值、岗位和福祉逐渐提升，进入老龄社会时，发达国家的康复护理人员至少占到劳动力市场的

10%。 

    经济速度与经济质量并重。先行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年均 GDP增速在 3%左右，只有德

国短期有过 5%，日本出现 GDP 负增长。银色经济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与经济质量，强调“人均

GDP的福利相关性”，人口结构、收入分配、资产结构和生活质量受到更多关注。 

    医疗服务与健康产业并重。银色经济更加关注健康管理，家庭医生、医疗社工和基层医共体，

将托起健康管理、慢病管理与合理就医的平台；更多的健康投资将从医院释放出来，支持社会医

疗和健康产业的发展。 

    就业开源与福祉改善并重。增加劳动人口年龄和提高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从而增加国家财

富和个人养老资产，是实现“有备而老”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国策。伴随日益增加的老

人赡养负担，社会保障更加强调促进就业和改善福祉，增加“国家给面包、自己买黄油”的正能

量。 

    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并重。在一个健康长寿的社会里，需要政府、社会和每个人进一步合作，

充分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在经济发展领域，强调综合微利的发展和竞争战

略；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强调建立政府和社会合作的方式，这是公立医院改革

和医养服务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我国应大力发展社会契约、社会法、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

弥补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社会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缺失。 

    家庭生育与国家人口规划并重。尊重家庭生育权利，利用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引导家庭进

行间隔性二孩生育，实现家庭生育和国家人口规划及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有机结合。 

    终生自立与家庭社会养老并重。财务独立有自信、生活自立有自尊，很多老人一直在劳动。

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和增加工作年限，从心态上去除年龄约束，增加养老资产积累和老年消费能力

是老龄社会的时髦文化。要让更多的老人有钱、没病和会讲故事，辅之以家庭扶助和社会医养服

务，健康长寿就不是梦。 

    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并重。发达国家在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后进入老龄社会，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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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原因导致中国“未富先老”。中国面对“三步并作一步走”的压力，继续完成农业、工业现

代化建设，同时发展大健康产业，需要以新思维、新知识、新模式，加速提高个人、企业和国家

的竞争力，需要深化教育改革，强调知识和能力重于学历，培养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老龄医养产业正逢时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同于传统工业革命，是技术进步和人文进步并重的产物，更加强调以人

为本。为此，国家在构建医养服务体系和大力发展老龄医养产业时，要充分考虑老龄社会和银色

经济的特征。 

    要基于现代生活方式实现居家养老。现代家庭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其养老服务生产功能越来

越弱，为此要提倡健康长寿伴侣，维护老年人的两口之家，包括支持丧偶老人再婚和扎堆养老；

鼓励老人子女常回家看看，包括就近购房、天天可视、穿戴跟踪、周末聚会等；建立包容家庭的

养老社区。孝敬老人的社会文化要永世长存，绝不能因家庭结构变化，而放弃家庭的养老责任和

养老功能，疏远代际关系。 

    要基于现代社会文化补充社会养老。社会养老即指入户的居家医养服务和各类养老机构与养

老社区的配套服务。健康管理和养老服务是银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照个人家庭养老责任

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社会养老工作，包括发展老龄科技、老龄建筑和环境改造、医养服务

等。 

    最后，要基于有效需求构建医养服务体系。在养老服务中嵌入日间照料、康复和长期护理，

这是国民实现健康长寿的消费需求之一。那么，供给涉及土地（地租）、房产（房租）、服务（生

活护理和医疗护理）和日常开支（食宿等）四大成本要素及其投资、管理和经营模式；需求涉及

贫困老人群、低收入老人群、中等收入老人群、高收入老人群和高净值老人群五大类。基于 PPP

的模式，政府要对贫困老人提供四个成本要素。对低收入老人提供土地、房产和服务补贴三个成

本要素；对中等收入老人提供地租、房租两个成本要素。同时，国家要以公办民营的模式，大力

培育提供医养服务的轻资产管理公司。 

    总之，政府投入可以降低成本，医养服务公司可提高管理效率。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医养服务，

才能使大多数人买得起、用得上，在进入老龄社会的过程中有安全感和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