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直接受益于老龄化的 8 个方向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26%，IMF 预测到 2020 年老年人口占

比将超过 15%，而到 2050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老年人占比将达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患病率和就诊率都会大幅上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

数据显示，45 岁后就诊的需求开始快速上升，55-64 岁人群的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分别

为 32.3%和 42%，65岁以上达 46.6%和 64.5%。 

中国人口结构趋势 

 

 

 

45岁以上人群医疗需求明显上升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提高我国医药卫生的开支，在人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医药费用支出集中

在 60岁以后，因此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意味着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将长期持续增长。 

同时，随着医疗技术提高人均寿命增长，有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消费者生活的时间越来越

长，这些老年消费者的自我保健意识也日渐增强，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高于年轻人。2005 年，

日本全国医疗支出的 51%是由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产生的，33%是为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逐年上升 

 

 

各年龄段医药费用占比 



 

 

面对快速增长的需求，我们预计在医疗保健和医疗护理行业中，针对老年人的药品、保健

品以及医疗器械等细分方向将最直接受益。预计未来 5 年中国的医疗保健费用将呈现两位数增

长，政府也将增加医疗保健支出。 

医疗护理产业链 

 

 

1、 治疗类药物：受益老年人高患病率 

2、  

老年人的患病率和人均医药费用高于年轻人，多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疗程长，费用

大。因此，老龄人口是医疗服务的高消费人群。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国的疾病谱和死亡

谱己由传染病为主的急性病转向各种退行性疾病为主的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

等。死因顺序，前四位依次为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我国几十年来疾

病谱的变化，一方面是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就是人口的老龄化。 

针对老年病的情况，我们预计心脑血管类药物、肿瘤类药物、糖尿病药物及老年痴呆症用

药将是老年人用量最大的几类药物。 

 

2、心脑血管药物 

 



心脑血管疾病，又称为循环系统疾病，是一系列涉及循环系统疾病的统称，先天遗传和后

天环境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都有重要影响。心血管疾病大致可以分为高血压、冠心病、心

率失常、心脏瓣膜疾病、心肌疾病、肺心病、心脏感染性疾病等；脑血管疾病主要指脑卒中，

俗称中风。据国家卫生部《中国心血管疾病 2010》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约有 2.3亿人患冠心病、

脑卒中、心力衰竭和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病，每年造成近 300万人死亡，每天约 8200 人，每小时

约 340 人，每分钟约 6 人。死亡率远高于包括癌症、艾滋病在内的其他疾病，并已逐渐成为威

胁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据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大，心脑血管的患病率也会提

高。 

我国心脑血管药物市场将保持较快增长 

 

 

我国心脑血管市场特点可以概括为：规模大，品种多，竞争较激烈，产品有差异但替代性

强；中成药增速高于化学药；新药推动循证医学发展，循证医学推动市场扩大，外资企业主导

化学药市场，中成药大品种辈出，研发和学术营销能力非常重要。 

 

3、抗肿瘤药物 

 

肿瘤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统称，按照对人体危害程度可分为恶性肿瘤和良性肿瘤，但是更为

明确定义特定的肿瘤，则多数根据其发生的病灶部位。主要的病灶部位有头颈部、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等等。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恶性肿瘤全国患病率为 1.15%，良性肿瘤全国患病率为 0.93%。随着年

龄的增长，恶性肿瘤的两周患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恶性肿瘤患者主要都集中在中老年人中，

尤其是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而良性肿瘤的两周患病率则是在 45-54 岁左右的人群中最高。

肿瘤患病人群伴随我国老龄化加剧将会进一步快速膨胀。 

我国近年各年龄段肿瘤两周患病率（‰） 



 

 

在传统的抗肿瘤药物市场中，主流产品有多西他赛、紫杉醇、胸腺肽α1、胸腺五肽、奥沙

利铂、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吉西他滨、利妥昔单抗、复方斑蝥制剂等等。 

 

4、糖尿病药物 

 

糖尿病是中老年人常患慢性疾病之一，且以 II 型糖尿病为主，II 型糖尿病在糖尿病中占比

为 95%。2011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已到达 3.66 亿人，并预计 2030 年将达到 5.52 亿人。全球每年

约有 460 万人死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用于糖尿病患者的医疗开支共计 4650 亿美元。在中国，

糖尿病患者人数已高达 9240 万，已成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国，形势严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

速，预计我国糖尿病患者的数量会继续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增长迅速（‰） 

 

 

按治疗理念划分，糖尿病治疗药物可以分为中成药和西药，其中西药在糖尿病治疗中占主

导地位，而中药处于辅助治疗的地位，且是我国特有的。西药又可分为以胰岛素为代表的注射

剂和口服类降糖药。 

我国糖尿病药物市场与国际市场一样基本被几大外资巨头垄断，集中度非常高。2010 年市

场份额排名前五位的均为外企，其中诺和诺德以 29.57%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位，代表品种有胰

岛素和瑞格列奈，且其市场份额逐年稳步增加；拜耳以 18.84%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位，代表品



种为阿卡波糖，其市场份额近年来有所下降；赛诺菲安万特以 9.70%的市场份额排名于第三，

代表品种为甘精胰岛素注射液，近年来市场增速较快；国内企业中只有中美华东制药和北京万

辉双鹤药业挤进前十，分列第六和第九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产品单一、市场占有率低、品种

老化等特点。 

 

5、抗老年痴呆症药物 

 

老年痴呆已成为威胁人类晚年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之一。老年痴呆症是发生在老年期及老

年前期的一种原发性退行性脑病，指的是一种持续性高级神经功能活动障碍，即在没有意识障

碍的状态下，记忆、思维、分析判断、视空间辨认、情绪等方面的障碍。其特征性病理变化为

大脑皮层萎缩，并伴有β-淀粉样蛋白沉积，神经原纤维缠结，大量记忆性神经元数目减少，以

及老年斑的形成，较为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患者。老年痴呆由于是一种多病机

异质性疾病，所以其发病机制不明，但可能有多种因素参与，例如遗传、环境、老龄、代谢、

头部外伤史、雌激素缺乏等。 

统计数据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痴呆的患病率占总人口的 4％－5％，80岁以上的老年

人高达 17％－20％，也就是说每增加 10岁患病机率增加 1倍。保守估计我国目前老年人痴呆病

人在 600万人左右，预计到 2025年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 2.5亿人，这样将有超过 1000

万人的老年痴呆患者。老年痴呆的患病率还在持续升高，用药群体的增加意味着老年痴呆药市

场前景的广阔。 

但在抗老年痴呆药物市场，目前国外药仍占据一线治疗阵地。我国自主研发的老年痴呆治

疗药物很少，目前多是国外研发而后授权国内进行生产的。对于市场份额比较大的一些药物如

银杏叶制剂、神经节苷酯等，主要是改善脑血流循环，部分修复脑神经细胞和加快脑代谢排毒

的药物，真正能够达到治疗性的药物仍是空白。 

 

6、保健类药物：受益老人健康保健意识提升 

 

保健品是以维生素、矿物质、中成药或动植物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

品。保健品一般以片剂、胶囊剂、口服液等浓缩形态存在，药品形态、食品属性，不以治疗疾

病为目的。国内保健品可分为膳食补充剂和中药保健品两大类。 

老龄人口一向是保健产品的重要使用人群，渗透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我国，45 岁

以上人群健康食品的渗透率相对较高，老龄化趋势预计将进一步拉动中国保健品市场的需求。 

45岁以上人群保健品的渗透率较高 



 

 

目前中国的保健品产业集中度较低，行业整体呈现混乱、分散的特点，在市场上销售的保

健食品中，未获得 SFDA 保健食品认证的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该部分产品属于监管的灰色地

带，但由于消费者对合格标准认识不足，短期内仍将存在一定市场。另一方面，行业集中度较

低，行业销售额前十大企业销售收入仅占 26%左右，安利独占 10%以上。预计未来竞争格局将

会改变，行业向着合规、集中的方向演进，龙头企业将受益。虽然保健品行业整体较为分散，

但仍有部分企业脱颖而出，在所在细分子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 

 

7、医疗器械：老龄化将长期支撑发展 

 

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占医药总市场规模 14%，与全球水平 42%相去甚远；与全球人均器

械消费水平相比，我国有 5～6倍提升空间；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占 GDP比重约 5%，远低于美国

的 16%；老龄化、消费升级和政府投入将长期支撑医疗器械行业。 

行业竞争格局上看，国际行业巨头以其拳头产品占据我国高端市场，并凭借其雄厚的资金

实力及强大的研发能力，引领市场需求及产业升级。我国本土企业则主要以中低端市场为争抢

对象，竞争激烈。总体来讲，高端市场技术壁垒高、产品价格高、利润高，低端市场则具有市

场增速高、潜力大的特点。总体来说，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的集中度好于制药业，其中迈瑞

（MR.N）是国内最大的医疗设备制造商。 

医疗器械行业近 40多个细分领域，下图是老龄化趋势下受益最明显的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各细分领域汇总 

 



 

8、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 

 

医疗服务是指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防疫、接生、计划生育方面的服务，以及与之相关

的提供药品、医疗用具、病房住宿和伙食等的业务。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刺激，我国的医疗

服务需求快速扩容，并逐渐呈现多元化特点。需求的快速增长是支撑医疗服务行业长期发展的

根本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