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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支持银发经济发展行动计划 

（发布稿）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迎接银发经济
1
时代，

根据老龄产业和长者
2
客群的特点，加快金融产品创新，丰富

金融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按照“勇于担当、发挥优势、加大投入、整体

平衡、持续发展、打造品牌”的原则，制定支持银发经济发

展行动计划如下： 

一、加大信贷支持 

（一）建立信贷投放白名单。加大对为老服务、家政服

务、托幼、智慧康养、老年用品制造、护理培训、医药与医

疗设备制造、老年教育培训等老龄产业相关企业的支持力度，

优选客户丰富项目储备，以中央或地方重点支持企业/项目为

基础，建立信贷投放白名单。 

（二）加大信贷投放。引导公司、小微贷款聚焦老龄产

业相关领域，贷款增速力争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开通信

贷审批绿色通道，提升审批质效。 

                                                             
1 “银发经济”是基于民众健康长寿而不断升级的美好生活需要，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活动及

其供求关系的总称。 
2 “长者”统指老龄人群，一般 60 周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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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低融资成本。为支持老龄领域发展、带动高校

毕业生就业，对当年新增招聘高校毕业生并与其签订 1年以

上劳动合同的普惠性养老机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供授信

支持，给予优惠利率，贷款价格水平原则上低于企业现行的

非政策性融资同期限价格。对于小微型企业，免除承诺费、

资金管理费、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四类费用，我行承担房

地产类押品评估费、抵押登记费，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 

（四）扩大抵质押物接受范围。支持为产权明晰的民办

康养服务机构及老龄产业相关企业办理基于专用土地和设

施的抵押贷款，以及基于应收账款等权益的质押贷款，对符

合条件的企业可提供信用贷款，提高老龄产业贷款的可得性

和便利度。 

二、 拓宽融资渠道 

（五）支持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为品牌化、连锁化、

规模化经营的优质康养服务企业提供境内外上市及并购重

组服务；积极推动智慧康养企业登陆科创板。为养老产业专

项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提供优质的承分销

服务；积极研发可续期债券、项目收益票据、项目收益债券、

资产支持证券等创新产品。 

（六）加大集团保险资金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寿险资金

投资期限较长的优势，支持旗下保险公司以股权、债权、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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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股权基金等形式，投资医疗、康养等项目，促进老龄产业

发展。针对养老机构、养老用品租赁，研发推出经营责任险、

财产险等产品。 

（七）大力开展跨境融资融智撮合。发挥中行全球化经

营和品牌优势，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引进国外先进康养服务

机构和企业，与国内机构开展融资合作的同时，广泛进行技

术、产品和服务交流，开展融智合作，中国银行提供配套的

全球金融服务支持。 

（八）推动老龄产业投资服务创新。联动银政资源、加

强主动作为，配合中央部委和重点区域省级政府，引导和带

动社会资本投资老龄产业链上运营模式科学、市场前景良好

的项目，共同支持老龄产业发展。 

三、 完善金融产品 

（九）全面参与养老金三支柱建设。发挥综合化优势，

在一支柱领域大力开展社保类存款、资金归集、账户管理、

托管服务；丰富社会保障卡产品体系和金融功能。在二支柱

领域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运作提供股权、债权、资产证券

化等多种投资产品，以及受托、账管、托管等综合管理服务，

助力养老金资产保值增值。在三支柱领域积极参与个人养老

金账户建设，加快合格延税产品研发与引进，加大业务宣传

推广力度。 

（十）积极推进银发场景建设。围绕医、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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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娱等七大需求，通过自建、融入、整合等多种方式

加快银发场景建设，为长者提供低成本、一站式、个性化、

综合化金融服务。 

（十一）助力老龄消费升级。在依法合规和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研发符合长者收益风险特征的一揽子资管产品，帮

助实现财富保值和增值，提升消费能力，助力改善晚年生活

质量，实现财富传承；研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适老化改造

贷款等产品，提升长者消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十二）加快保险产品创新推广。支持集团旗下保险公

司根据不同客户群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保险保障需求，升级、

完善多层次、差异化的保险产品体系，研发推出年金险、商

业长期护理保险等特色产品。   

（十三）发展租赁业务促进产融结合。面向专业养老机

构等养老产业客户开展以专业医疗养老设备为载体的融资

租赁服务，丰富养老产业金融服务“工具包”，支持养老产业

发展。 

四、 提升服务体验 

（十四）建设为老服务特色网点。根据长者对线下金融

服务依赖度较高的特点，结合银行网点转型赋能，将高频非

金融服务与金融服务相融合，建设 500 家集特色场景、特色

服务、特色产品、特色活动为一体的为老服务特色网点，为

长者客群提供便利的社区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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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完善营业网点长者设施配备。每个网点宜配备

三种长者服务设施，对新建、迁址、重新装修网点，根据需

要及物理条件建设无障碍坡道、低位柜台等无障碍设施，着

力提升长者的服务体验。 

（十六）加强长者权益保护。针对长者客群持续开展金

融安全教育和防诈骗宣传活动，提升长者抵御欺诈销售的意

识。与康养服务机构、老年大学合作，开办金融理财、科技

金融、金融知识、电子银行等系列讲座，助力长者提升金融

能力。 

    （十七）打造科技领先的智慧康养综合服务平台。聚焦

支持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制造业发展，发挥科技优

势，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结合政府、机构、

长者客群康养需求，整合集团内外资源，搭建业内领先的线

上智慧康养综合服务平台，为各方提供便捷金融和非金融服

务，提升智慧养老服务水平。 

五、加强组织保障 

（十八）健全完善支持银发经济金融服务组织。总行成

立“养老金融业务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决策业务发展，研究

优化总分行、海内外联动业务架构，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

银发经济专业服务队伍。 

（十九）强化考核激励。发挥绩效考核导向作用，健全

业务发展激励约束机制，整合资源向银发经济倾斜，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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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产业发展有创新、有业绩、有口碑的机构人员给予适当

奖励，大力推进全行银发金融业务发展。 

（二十）加强银发经济研究合作。通过自建或共建方式

设立“银发经济研究院”等研究、咨询和智囊机构，从产业

链、生态链角度强化“银发经济”战略研究和系统规划；积

极参与老龄产业联盟，推动行业标准建设；借鉴国际经验，

支持一带一路银发经济交流合作。 

    （二十一）共建“银发经济示范基地”。因地制宜利用集

团部分闲置物业，结合网点退出转型，与当地政府和优质康

养服务机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合作，用于提供长者文娱活

动、餐饮、康复、看护、培训等助老示范服务。大力支持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海南自贸港等重点地

区建设银发经济示范基地，先行先试。 

（二十二）助力公益养老事业发展。在全行范围内大力

弘扬尊老、助老志愿服务，引导基层机构组建“中银助老志

愿者”队伍，鼓励逾 30 万中行员工积极投身老龄公益活动；

建设推广公益互助养老平台，探索创新养老服务供给模式，

推动尊老、助老志愿事业薪火相传。 

（二十三）打造“中银银发金融”品牌。统一建设集团

银发金融品牌，持续开发特色银发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媒

体宣传和渠道推广，不断提升在银发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使“中银银发金融”品牌成为市场首选，并积极与金融同业



 7 

合作，联合、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大对银发经济的支持力度，

在金融业形成头雁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