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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吟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首次突破 3 亿，达到 31031 万人。庞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巨大的养老需求，也让

“银发经济”这个词加速走进公众视野。
日前，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实施意见》正式施

行。而在今年初召开的省两会上，浙江也连续第二年把银发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此前，浙江已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康养体系建设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等养老

服务相关政策。相比以往，这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更加精准聚焦银发经济。
浙江为何如此重视银发经济？《实施意见》的出台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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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为什么重
要？它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产业。

先看民生层面。作为全国最早
进入老龄化的省份之一，浙江 2023 年
末的老龄化率就高出全国同期平均
0.4 个百分点，预计“十五五”时期，我
省老龄化仍将处于高位高速发展阶
段，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等服务需求巨
大。

再看产业层面。银发经济涉及面
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
去年 12 月发布的《银发经济蓝皮书：中
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显示，目
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 万亿元左右，
预计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元。

“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对人口
老龄化挑战的回应，也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浙江大学管理
学院院长谢小云教授表示。

“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及老年人口
规模持续快速扩大，银发经济市场将
迎来广阔新蓝海。”省政协委员、农工
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道涛认为，浙
江应把握银发经济起势之机，实现“养
老”“享老”双推进。

不少专家学者呼吁，面对银发经
济这片蓝海，需要释放更多政策红利，
聚焦老年群体关注的重点领域、薄弱
环节发力，优化银发经济发展环境。

综合此次《实施意见》和已出台的
一些政策举措，能很明显看到浙江正
朝这几方面发力。《实施意见》的印发，
有利于将党中央的关切、老年人的期
盼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切实解决老年
人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

（二）

去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
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推动各项任
务落实落细”。前不久，《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
见》发布，指出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浙江的《实施意见》，既是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具
体内容又精准聚焦浙江实际，共包括
五个部分24项。

其中，发展养老事业，优化服务供
给是重点之一，提出了扩大老年助餐
服务、推进适老化改造、优化老年健康
服务、完善养老照护服务、丰富老年文
体服务等7项举措。

在老年助餐方面，《实施意见》固
化了浙江各地的一些好做法。《实施意
见》提出，力争到 2027 年，实现全省有
老年助餐需求的村（社区）服务基本覆
盖。具体举措包括因地制宜建设改造
一批村（社区）老年食堂、助餐配送点，
鼓励发展共享食堂等。

除了更好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
求，老年人也呼唤更有品质的精神生活。

针对老年人关心的日常活动场所
较少等问题，《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7
年，老年学校、县（市、区）公办老年活
动中心覆盖率达到 100%；鼓励普通高
校、职业院校设立老年大学（学堂），面
向社会开展老年教育等。

《实施意见》高度重视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提出支持和引导普通高校、职
业院校增设老年学、全面推行养老服
务人才分类培育等举措，让不少养老
机构负责人吃下“定心丸”。

此外，浙江“云上老年大学”“浙里
康养”“银发钱潮”等富有浙江特色的
做法，也被写进《实施意见》中，继续发
挥作用并将迭代升级。

（三）

《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7 年，创新
打造一批银发经济重点产业、品牌企
业、知名园区和重大项目，产业竞争力
居全国前列。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老龄化与养老
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邢以群认为，目前银
发经济仍面临企业对银发市场价值及
需求认知不足、市场规范化欠缺、人才
储备稀缺、技术创新匮乏、产品及服务
同质化严重等现实挑战，亟需从加强研
究、组织创新以及培养“知老懂老”相关
人才等方面全面发力。

以老年旅游服务业为例，目前，市
场上专门面向老年群体的产品匮乏，旅
游线路设计适老化思考不足等。

专家学者关注的难点，也是有关部
门发力点，不少破题之举体现在这次的
文件中。比如针对老年旅游，提出要丰
富老年旅游产品体系，开发青春怀旧
游、养生保健游等主题产品，鼓励开发
家庭同游旅游产品等具体举措。

再比如，聚焦激发市场活力，提升
发展能级，提出要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提升银发经济产业品牌、加强标准化建
设、促进银发领域科技创新、优化银发
群体消费场景5项举措。

护航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政
府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多方合力。

“《实施意见》专门将‘加强老年人
权益保障’条款单列。在实践中，银发
经济相关企业在养老服务提供、知识产
权保护等诸多方面涉及不少法律问题；
老年人在医疗保健、财富传承等多个层
面也亟须法律保障。”六和律师事务所
银发经济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玉说。

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落细和
社会各界的协同发力，银发经济将成色
更足，更多老人将享受幸福夕阳红。

我省养老事业如何发展，这份意见指明方向——

让银发经济更具含金量

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街道创办企退人员老年大学“凯益学堂”内，老年人学习美甲。 记者 林云龙 通讯员 蔡敏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