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面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一面是“多病共
存”，护理需求、长期照护需求等日渐加大。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有不同诉求，困难老年人困
难也各不相同。”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建
议，要直面问题，在发展中补短板，在解决老年群
体期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培育银发经济新业态。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老年
健康经济专业委员会联合北京大学“健康中国理论
与实证研究”课题组表示，面对老年人多元化、差
异化、个性化需求，亟待探索多样化养老新业
态。据相关测算，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 万
亿元左右，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元左右。

推动“智享养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之变，养
老也要创新。蓝皮书提出，应特别注意解决养老产
品、服务“不适老”问题。“‘黑科技’要关爱老年
用品，让‘为老’服务更显‘科技范儿’，使用更便
捷。”范利说。

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目前，我国农村养老
面临一些“坎”。北京大学教授王红漫建议，为农村
老年人编织一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幸福“网”，充分
发挥农村熟人社会互助互惠特点，力争让老年人实
现不出村、不离乡就能吃上热乎饭、看个小病等。

“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式办法就是要调动
每一个社会细胞力量，尽可能用小投入解决大问
题，大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韩启德表
示，守护好今天的“夕阳红”，也是善待我们的
明天。

60周岁及以上人口近3亿

中国“养老”加速变“享老”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近3亿。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家事，也是国事。
最新发布的《中国健康老龄化发展蓝皮书（2023—2024）》，针对新形势下养老产业的新趋势、新挑战，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

龄化”，从养老服务模式、数字养老、银发经济等多方面，探索中国式养老新理念、新举措、新画卷，以更好适应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

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多快？专家预测，2035
年前后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到 21 世纪中叶将
达到约5亿。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中国科
学院院士韩启德表示，健康老龄化的内涵是动
态发展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融合，涉及亿万民
众切身利益，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必须面
对的时代课题。这是实现老年群体美好生活向
往的现实需求，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体现。

蓝皮书提出，要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
老龄化”新理念，从生命观的优化、老年健康
新内涵等方面，兼顾“为老”和“备老”，对中
国式养老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如何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
念？解决好老年人健康的急难愁盼，是出发点
和落脚点。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洪彪
说，加快编织养老服务幸福“网”，让老年人用
智慧、经验、劳动拥抱新生活，增加社会活
力、社会创造力、社会亲和力，收获更多老年
人口健康红利。

健 康 老 龄 化 发 展 ， 如 何 进 一 步 健 全 体
系？专家建议从三个维度把握：一是社会保障
体系，解决养老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二
是养老服务体系，解决由谁提供养老服务、提
供什么样的养老服务等问题；三是健康支撑体
系，解决老有所医、老年康养、医养结合的
问题。

“9073” —— 这 是 中 国 养 老 模 式 基 本 构
成，即约 90%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养
老，3%机构养老。

照顾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日常需求是重中
之重。

提供家庭适老化改造，建设智慧型家庭养
老 床 位 ， 发 展 老 年 活 动 中 心 ， 发 展 老 年 食
堂 …… 蓝 皮 书 建 议 ， 让 老 年 人 在 “ 家 门
口”能享受到便捷的养老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累计完成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近 150 万户，累计
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23.5 万张，逐步构建完善的
养老服务体系。

一些地方在探索：北京市加快构建“预
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老年健康服务模
式，江苏省聚焦体医养融合社区慢病老人运动
干预新模式，黑龙江省打造中医药康养发展方
案……

：新举措 助力构建支撑保障体系

新画卷 满足养老服务新诉求

新理念 编织养老服务幸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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