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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业如何正视供给与需求错位？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当前，针对老年人员研发的智能产品不少，但愿意为此买单的老年人还不多。再
看我国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刚刚超过一半，因为很多老人还不愿走进养老院。”
日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举办的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高峰论坛上，一位学者所述的现象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5%。一方面
，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产业前景看好。另一方面，虽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却
难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在与会专家看来，究其根本仍是供给与需求的错位，“
银发经济”是众多产业部门的集合，只有结合老龄化的不同阶段，满足老年人多层
次、高品质的健康养老需求，才能找到符合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的“银发经济”发
展之路。

养老市场要“跟着需求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老龄化进程
不断加快，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抚养比从7.4%上升到接近20%。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
长、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汪泓教授说：“近年来，我国
的生育率走低，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预测，我国将于2025年达到
老龄化“高峰”，老龄化人口数量居高不下，随之进入“高原”模式。

“今年开始，中国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进入大规模退休年龄，这意味着今后三十年，
中国老龄化将持续加速并维持一个庞大规模。老年人口绝对数量激增，养老服务需
求在未来三十年会
高速增长。”上海管理科学学会名誉
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王方华
说，可眼下，中国养老市场的一个典型观点是“有需求、没市场”，即庞大的需求
尚未形成现实的购买力。

“如果从养老市场的购买力、购买的销售总量来看，这个观点是成立的，我们的养
老市场还未真正形成。”王方华说，整体来看，相比于花钱买享受，出生于1960年
前人群的消费观念更保守，他们更乐于“捂住”口袋里的钱，为孙辈的需求“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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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从营销学角度看，需求有不同层次、不同规格、不同阶段、不同内涵。找
到目标市场，满足目标市场用户的精准需要，这个市场就会变成现实的市场。”王
方华直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养老有需求没市场”的观点又是站不住脚的，其
根本问题是供给与需求错位，“若想真正形成市场，必须满足需求，跟着需求走。
”

养老服务产业须抓住机遇

那么，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到底在哪里？调查显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老人更愿
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居家养老。但问题在于，每位老人的日常养老服务需求非常零
散，比如，有些每天只需要1小时服务，有些需要2小时、3小时不等。

“一般的养老机构看不上这些零星的需求，认为服务成本高、且不好管理。由于居
家养老需求分散，多数养老机构并不愿深耕居家养老。”王方华说，但根据管理学
的“长尾理论”，这些分布离散的服务需求如果集中起来，总需求量将非常可观，
并具有规模效应。

当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时，自然就激发出了现实购买力。而随着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高龄老人和失能失智老人绝对数
增加，养老刚
性需求还将不断攀升。中国
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特聘教授董克用认为，老龄化社会首先必须关注健康期和康复期老人的需求，提供
相应供给，注重发展康养产业，这将成为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现阶段，我国“银发经济”福利色彩仍十分浓厚，尚未形成有效的商业盈利模
式，这与老年人的消费观念、产业供给侧等多种因素相关。而在未来，当70后、80
后甚至90后老了，他们的消费观念将更积极——舍得为物有所值的养老服务花钱。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老年人必将成为未来几十年最受欢迎的消费者群体，他们的
消费趋势也将从关注基本需求转向注重生命精彩度和娱乐体验的提升。”复旦大学
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
教授认为，当老年群体对品质消费越来越看重时，养老服务产业必须抓住机遇，在
转型中迎来一片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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