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养结合迎 PPP 改造 养老产业投资机遇凸显 

近日，媒体报道，今年以来，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利用 PPP(公私合营)模式布局医

养结合产业。业界认为，PPP 模式应用于医养结合，有利于调动医疗产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积

极性，并产生出系列服务产品，催生出这两大领域巨大商机。 

受此利好影响，我国养老产业有望摆脱落后发展的面貌，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我国老龄化问题加剧 养老产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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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7%

的标准。预计 2020年老年群体将达到 2.43亿，约占总人口的 18%。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

达到峰值，超过 4亿，届时每 3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 

我国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养老成为社会重任。然

而，尴尬的是，我国养老产业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养老产业刚刚起步，尚未形成完整、健全的产业链与产品类型标准体系;养老金收支不

平衡、发放困难等问题出现;养老服务长期处于落后发展阶段……以养老服务中的养老床位数量

为例，2014年我国养老床位 551.4万张，2015年养老床位上升至 669.8万张，以“十二五”规划

目标作为参考，养老床位缺口超过 300多万张。 

 

 

中国“9037”养老解读 居家养老仍是主流 

 

我国主要的三种养老方式为居家养老(传统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类养老模式各

有优缺点，如居家养老成本较低，但设施不齐全，没有专为老年人服务的网点;机构养老设施齐

全，安全性较高，但成本较高，且自由度与隐私难保障;社区养老因政府介入，所以成本较低、

自由程度高，但目前服务对象覆盖面不广，所提供的服务也有限。 

三类养老模式优缺点分析 



 

在我国，居家养老在三类模式中的占比高达 96%，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比例极小，占比分

别为 1%和 3%。 

为推动养老产业发展，我国政策制定出“9037“养老策略，即居家养老比例下调至 90%，

机构养老比例保持 3%不变，社区养老比例提高至 7%。居家养老的主流地位仍旧未变，这一方

面与我国传统的孝道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受限于当前国内养老机构数量少，且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有关。 

 

政策助力养老产业有百万亿元市场前景 投资亮点分析 

 

严峻的形势下，政策近年频繁偏向养老产业。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号召我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2014 年，《关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工

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城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发布，养老产业政策落

地，进入执行阶段; 

2015 年《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开发性金

融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以及 2016年

的《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金融与养老产业融合的形

式受到政策肯定，养老产业有望在资金助力下进入发展快车道。 

 

受政策利好推动，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前景美好。 

 



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指出，2014 年

我国养老产业规模目前仅为 4.1 万亿元，占 GDP 的比例不到 7%，而美国养老服务消费占本国

GDP为 22.3%，欧洲养老产业占 GDP的比例则有 28.5%，养老产业未来发展空间极大。 

预计从 2014年至 2050年间，我国养老产业规模将从 4.1万亿元增长到 106万亿元左右，占

GDP 的比例将从 8%左右增长到 33%左右，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养

老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时代，投资窗口也将开启。 

养老产业主要包含养老服务、养老地产、养老金融与养老用品四方面。从政策和市场需求

两方面来看，未来养老服务和养老金融发展潜力强劲，值得关注。从细分行业来看，养老产业

引入 PPP 模式后，为充分调动资本活跃性，养老与休闲、地产等领域的结合将成为趋势，养老

地产、老年人休闲旅游等将成为未来发展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