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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养老产业是为生命长期健康、幸福实现的各种产业和研究提供的服务；养老产业就一定是

通过各种生命研发、科学研究、生产应用提供保持和延续生命活力的全方位针对性联通服务

。  

      到201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已达到9.4%，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养

老产业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正在吸引着全球的目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

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单纯的国家福利已经难以满足老年人生活多样化的需求。面对老年人

口的现状，中国未来可能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收、购买服务甚至养老专项按揭贷款等手段

加快解决老龄问题。养老正在突破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形成家庭、社区、市场化养老并存的

局面，出现了异地养老、以房养老、&ldquo;侯鸟式&rdquo;养老以及生态养老等新模式。养老

产业开始走出一条与国际经验接轨的社会化、市场化的道路。

      养老产业具有产业链长、涉及领域广等特点，并对上下游产业具有带动效应。老龄人口的

增多拉动产生老龄人群的服务需求增长，比如对医疗卫生、休闲保健、托管托养、家政服务

、文化娱乐、信息咨询等服务需求。2013年底，中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2475个，床位

数493.7万张。同期中国老龄人口数量为2.02亿人，每千人平均床位数量仅有20张。当前我国

老年消费市场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养老服务产品的供给不足、比重偏低、质量不高，这些

都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从国内市场来看，养老产业尚处于&ldquo;沉

睡&rdquo;阶段，很多商机有待开发。

      截至 2015年底，我国 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0.5%，已经超过国际老龄化标准。由

于我国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以及民众预期寿命的持续上升，我国老龄化进程将会进一步加速，

催生对养老产业的巨大需求。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养老模式分为三种，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

、和机构养老。目前在我国，这三种养老模式分布占比约为 96%，1%和 3%。居家养老是绝

对主流。据多地发布的&ldquo;9073&rdquo;养老规划，机构养老的3%保持不变，而社区养老

的比例将从现在的 1%上升到 7%。再加上增量的老年人口，这为社区养老带来了大量的市场

空间。 长期来看，由于中国自身服务业发展程度较低、老人家庭观念强和未富先老等特点，

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养老地产的发展模式。但是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上升和家庭观念的转

变，养老市场的潜力依旧巨大。未来的养老地产将不仅仅是以地产业为主导，而是结合服务

业，实行跨行业整合（养生、护理和治疗），甚至与旅游相结合的模式。同时市场将趋于细

分化，对于不同需求，如活跃老人、低度照顾老人和高度护理老人，有不同的关注点，产生

对硬件和软件服务不同的设计。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中国老年产业的规模到 2020 和

2030 年分别将达到 8 万亿和 22 万亿。未来 10-15 年是养老产业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



      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达到1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3万亿元，2030年达到8.6

万亿元，2040年达到17.5万亿元。而从2014年至205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

元左右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从8%左右增长到33%左右。我国将成为全球老

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竞争趋势预测及前景发展战略研

究报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养老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养老产业规模

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养老产业

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养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

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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