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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老年经济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老年经

济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老年经济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老年经济行业的现状、中国老年

经济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老年经济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老年经济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老年经济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老年经济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人口老龄化发展背景下，老年经济发展迅速，创新的养老模式和养老产业应该紧跟时代发展

趋势，充分调动老年群众的消费积极性，满足老年人诉求。老年产业作为老年经济的主体，

是一种全新的产业，具有3个特征：一是涵盖所有产业，包括旅游、医疗、科学技术等；二是

服务对象不局限于老年人，其他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使用相应的服务或者产品；三是组织机构

多样，有慈善机构、行业组织、个人等。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1年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比上年增加99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比上年提高了0.7

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亿人达到20056万人，比上年增加334万人，占全国人口

的14.2%，比上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 

2016-2020年中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在2020年达到5.4万亿元，年增长率25.6%。

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消费潜力将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增长至33%，

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围绕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明确了&ldquo;十四

五&rdquo;时期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2022年2月，国务院发布《&ldquo;十四

五&rdquo;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规划》提出要推动全社会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格局初步形成，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并部署了9方面具体工作

任务。2022年3月，国家卫健委等15部门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健康老龄化规划》，强

调持续发展和维护老年人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内在能力，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 

根据《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测，2014年至205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

亿元左右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从8%增长到33%左右，可以预测到，&ldquo;

银发经济&rdquo;或将成为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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