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老年人消费需求特征和养老产业链分析：2015年护理和生活照

料市场将超 4500 亿元，养老服务就业岗位需求 500 万个。 

【摘要】日本生命保险基础研究所预测称，中国 2040 年的老龄化率(注：65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

口的比率)将超过 21.8%，接近日本 2011 年的水平（23.1%），老龄人口有望增加至 3 亿，成为

老龄社会。2040年中国仅老人护理市场规模就达 100万亿日元（约 16万亿元人民币），远超过

日本。未来 5-10年间，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养老产业链分析图 

 

一、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特征 

 

1、老年人和年轻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对时间的利用也不同，老年人通常对价

格更为敏感且更厌恶风险。 

2、同时，随着人口趋于老龄化，收入的不平等往往也会更加明显。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均衡

现象较突出，则高端和低端消费将更受益。 

定位高端的市场能够提供超高品质和服务的商品，定位低端的市场则能提供较为低廉价格

的商品，而定位中端市场的企业在老龄化趋势中则可能处于弱势。 

3、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征是人们由于年纪增大，出门购物等的时间变少，这将导致企业不

得不调整期商业模式，减少实体商铺，增加上门送货服务等。 

4、老龄化趋势下，社会住宅供给相对过剩，老年人或者卖掉高级住宅换成小户型的廉价住

宅，或者将房产留给子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价。而商业地产方面由于劳动力数量的下

降也将受到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养老地产发展空间相对较大。 

5、很多老年人在子女独立后，经济负担减轻，会试图进行补偿性消费，弥补过去因条件限



制未能实现的消费欲望。他们在美容美发、穿着打扮、营养食品、健身娱乐、旅游观光。甚至

老人玩具等方面，同样有着强烈的消费兴趣。 

6、每一代人进入老年后，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都是存在差异的。未来的老年人和今天的

老年人相比，更有可能继续使用伴随其成长的互联网服务、电脑和手机。 

老年人的消费特征 

 

 

二、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空间 

 

1、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到 2015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有望超过 2.2

亿，到2020年可能接近 2.5亿。日本生命保险基础研究所预测称，中国 2040年的老龄化率(注：

65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将超过 21.8%，接近日本 2011 年的水平（23.1%），老龄人口有

望增加至 3亿，成为老龄社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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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

阶段，很多商机有待开发。 

3、中国的养老服务发展仍旧比较落后。第一，养老护理床位不到老年人口总数的 2%。第

二，专业化养老机构，如临终关怀医院、老年痴呆护理院等很少。第三，老年用品市场发展比

较令人失望。老年商品生产厂家数量少、规模小、没有知名品牌、品种单一。 

4、我国养老产业的规模有望超过 20 万亿元，养老产业危中有机。作为老龄化国家典型的

日本，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把养老发展成极具活力和市场前景的巨大产业。随着中国进入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养老产业特别是养老服

务业未来的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5、根据全国老龄委的数据，到 2030 年，预计我国养老产业规模有望达到 20 万亿元以上。

社科研究院报告指出，我国消费结构转向老龄产业，老年消费即将井喷。2010 年，我国老年人

退休金总额 8383 亿元，2020 年将达 28145 亿元，到 2030 年，退休金总额将达到 73210 亿元。



另据调查，目前老年人可用于购买老年用品的支出已达 4000 亿元。以上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

群体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消费大军。 

6、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对照料和护理的需求，有利于养老服务消费市场的形成。据推算，

2015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 4500亿元，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

在需求将超过 500万个。 

日本生命保险基础研究所预测称，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2040 年中国仅老人护理市场规模

就达 100 万亿日元（约 16 万亿元人民币），远超过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加快，社会养老保

障和养老服务需求将大量增加。未来 5-10年间，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三、养老产业链分析 

 

养老产业具有产业链长，涉及领域广等特点，同时对上下游行业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综

合来讲，老龄人口的增加无疑会拉动医疗保健、医疗护理、托管托养、家政服务、休闲娱乐、

金融咨询等老龄人群服务需求的增长。 

1、我国已正式把老龄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国家扶持行业目录。并明确要

促进老年用品、用具和服务产品开发。重视康复辅具、电子呼救等老年特需产品的研究开发。

拓展适合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特色护理、家庭服务、健身休养、文化娱乐、金融理财等服务项

目。加强老年旅游服务工作。积极开发符合老年需求、适合老年人年龄特点的旅游产品。完善

旅游景区、宾馆饭店、旅游道路的老年服务设施建设。培育一批生产老年用品、用具和提供老

年服务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老龄产业知名品牌。 

2、尽管我国老龄产业现状发展面临困难和问题，但依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社会保

障制度的逐步完善，不同年龄、层次的老年人在衣、食、住、用、行、医、娱、学、为等方面

对消费产品和服务质量将有不同的要求。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多元、丰富多彩

的老年消费市场。 

3、在国内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医疗支出会相应上升，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医院、养老院

等将更受益养老产业大发展。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及

其家庭对社会化、专业化需求的增加是一种必然趋势。例如看护服务业，由于家庭规模日益小

型化，家庭照料的人员也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照料业提出大量需求，有技术专长的家政人

员将大受欢迎。同时，为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提供的紧急呼叫系统、社区老人综合服务网将有

广阔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