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记者

赖星 李紫薇 刘美子 谭谟晓 高

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

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银发

经济。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增

进老年人福祉，解决适老化过程中的

难点、堵点，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

议的话题。

关乎民生需求，孕育发展机遇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

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

活动的总和。

近期，国办发布了《关于发展银发经

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新时代

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

提出4个方面26项举措，覆盖老年人衣食

住行、养老照护、健康管理等诸多方面。

发展银发经济，是实现老年群体美好

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2.9 亿。

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养老需

求随之快速增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老年群体除了衣、食、住、行、

用等传统需求，还有艺术、体育、休闲、娱

乐等新需求。

山西省太原市政协副主席李新华委

员表示，老年人期待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

和需求在不断增强，发展银发经济顺应这

一发展趋势，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发展银发经济，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国银发经济刚刚起

步，未来发展潜力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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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市长罗云峰代表表示，银发经

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孕育着

发展新机遇。从关键小事入手积极回应

老年人关切，提高银发经济供给体系能力

和效率，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支点。

打通适老需求堵点，提供多样化产品、

服务

养老辅具添加一些老年人用不到的

“花哨”鸡肋功能，影响产品的正常操作；

智能设备操作繁琐让老年人“不敢用”

“用不好”；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让老年人

“上下为难”，居家环境“磕磕碰碰”；看病

就医、交通出行等高频公共服务事项存

在“堵点”……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在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解决养老产

品、服务“不适老”问题。

计划报告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开展品牌化发展、高标准领航、产业集群

发展等行动，推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标准

化试点，组织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建设。

“养老产品应想老人之所想，才能真

正撬动银发经济这一蓝海市场。”江西省

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胡小青代表说，当前

老龄产品市场存在供需错配问题，未能很

好满足老年消费者对安全简便、高性价比

产品的需求，应尽快健全老龄产品质量标

准体系，引导生产企业开发更加人性化、

品质化、品牌化、实用化的老年用品。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康养产品正

在加速融合。罗云峰建议，完善人工智能

养老产业链，精准捕捉银发经济的需求

点，推进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

人等智能设备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

场景集成应用。

近两年，各地各部门加大资金投入，

在各领域进行适老化改造：目前主要移动

支付 APP 已进行适老化升级，全国超过

96%的银行网点已推进适老化改造；江西

提出，到2025年底，对6万户特殊困难老

年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一些城市

推出买菜专线等“适老公交”。

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党委书记

雷燕琴代表建议，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

过程中，应结合老人身体状况、居住环

境、实际需求、生活习惯制定专业化、个

性化方案，让老人们真正享受到改造带

来的便利。

“建议将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

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适老化水平。”江

西省瑞金市委书记尹忠代表表示，相较于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适老化改造技术难度

不大、成本不高，要将适老化改造落实在

行动中，让养老变“享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制约银发经济发

展的现实问题急需解决。当前，我国养老

服务人才队伍存在总量不足、专业化水平

不高、待遇保障水平较低、流失率较高等

问题。江苏省南通市福爱护理院护士长

李楠楠代表建议，在养老服务领域创造更

多适合年轻人发挥的平台，建立更完善的

职业发展体系，不断增加年轻人的职业归

属感和荣誉感。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全国实施个人

养老金制度，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作为第一支

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是保障退休基本

生活需要；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目前只

有部分企业提供；养老金融作为第三支柱

的有力支撑，由于参与门槛相对较低、参

与方式灵活，被寄予厚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期表示，加

快发展养老金融，持续推进第三支柱养老

保险改革，全力支持健康产业、银发经济

发展。

养老金融不仅聚焦老年人，还有年轻

人等将老未老人群。

“金融机构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人群

的养老财务规划需求，提供多样化养老金

融产品。”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白涛委员

表示，着眼养老保障、财富管理和健康养

老服务，不断丰富个人养老金产品，加快

发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储蓄等重点

业务，提升长期投资能力，引导更多人通

过养老金融进行养老储备。

截至 2023 年底，超 5000 万人开立个

人养老金账户。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超

过700只，包括储蓄类、基金类、保险类、理

财类等产品。

支持养老产业更好发展，也是做好养

老金融大文章的重要内容。“加强政策引

导，促进社会资本有序进入银发经济相关

产业。”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委员建

议，积极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适当向社

区养老、居家养老等重点领域倾斜；同时

加强对智慧养老、医养结合、旅居养老等

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推动养老产业多元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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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银发经济，
更好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中国两会这些热词，世界瞩目（上接第 12 版） “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

振，不仅促进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也对维

护世界繁荣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巴西

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指出，

中国努力打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完善促进

贸易、投资和创新的政策，为数字技术、绿

色能源和金融服务等战略领域提供支持，

“期待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

政策举措为各国发展带来新机遇，也为低

迷的世界经济注入动能”。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背景下，中国

坚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国分享

发展机遇，一个最佳例证就是共建‘一带

一路’。”以中老铁路为例，老挝老中合作

委员会常务副主席赛萨纳·西提蓬说，共

建“一带一路”项目为完善老挝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发挥重

要作用。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中企承建的塔

兰塔体育城项目日前破土开工，计划作为

主要体育场之一举办2027年非洲国家杯

足球赛开闭幕式和比赛。“这将重塑肯尼

亚体育形象，成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标

志。”肯尼亚总统鲁托在开工仪式上殷殷

期待。

“正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肯尼亚

等非洲国家拥有了现代化的铁路、机场、

公路和信息通信网络，水资源、农业、卫生

和教育等民生项目都得以发展。”肯尼亚

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说，

期待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更多非

洲人改变命运。

“中国的外交政策致力于维护国际公

平正义，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

作用。”谈到中国两会中关于大国外交政

策议题，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

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

夫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

广泛认同和欢迎。

“中国从不干涉他国内政，而是在尊

重别国主权的前提下，利用自己的优势助

力其他国家发展。”曾参与撰写《开眼看中

国》等著作的法国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布鲁

诺·吉格说。在他看来，中国始终是多边

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中国政府始终相

信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将外

交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林斯表

示，中国寻求合作共赢，团结广大全球南

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对各国同舟

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执

笔记者 常天童 商婧 汤洁峰 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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