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2015年 5月，陈茗博士应邀参加在台湾宜兰举办的《海峡两岸 2015年度社会福祉
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以下是发言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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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年被称为大陆养老产业元年，但作为实体经济的养老产品制造业发展缓慢。建
议借鉴日本上世纪 90 年代的经验，在经济主管部门内设置养老产品专门机构，并将扶持政
策的重点从供方转向需方，采取资助和补贴措施，提供产品信息服务，鼓励和方便老年人更

多地使用养老产品，满足其需求或潜在需求，促进养老产品市场发育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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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引言   

大陆目前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历史时期，此后的 30 年间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与日本
过去的 30 年不相上下，远远超过世界上其它主要国家（图 1）。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养
老问题和养老产业受到广泛的关注1。本文主要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

发展研究》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数据2，分析养老产品制造业的现状，并借鉴日本《福祉用具法》

等相关政策，就如何促进大陆该产业的发展进行初步的思考。 

 

贰 .  养老产品制造业的现状  
                                                   
1 此处的“养老产业”与“银发产业”同义，本文按大陆习惯采用前者。 
2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批准号 12BRK009，主持人陈茗）。 
3 本文将养老产业划分为机构养老业、养老服务业、养老房地产业、养老产品制造业、养老金融保险业和 
养老休闲业等六大领域。	
4	本文的“养老产品”包括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器械、器具、用品、食品和营养品等。	2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批准号 12BRK009，主持人陈茗）。 



2013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各地政府也纷纷推出
了相关政策。一时间不仅民间资本民营企业闻风而动，就连国资委也不甘寂寞地要“以国有资
本支撑加快发展养老产业”。目前，养老产业六大领域中3，机构养老业先声夺人，养老地产

业炙手可热，养老服务业星光点点，而养老产品制造业则发展尤为缓慢4。 
本课题的社会调查表明：在大陆，长者们对养老器械、器具和用品的使用率普遍较低。

除了传统的老花镜（60.9%）、假牙（24.8%）以及手机（21.6%）和家用血压仪（13.8%）
等产品，非传统的老年用品如成人纸尿片、防滑浴盆、呼救装置、护理床、气垫床使用率不

足 1%（表 1）。另外，从 3次调查结果看出，近年来养老产品品种有所增多，使用率有所提
高。 
 

表 1 使用或使用过养老器械、器具和用品的老年人所占比重(%） 

产品类别 
本课题

数据 

2010 年城

乡老年人口

追踪调查 

2006 年城

乡老年人口

追踪调查 
产品类别 

本课题

数据 

2010 年城

乡老年人口

追踪调查 

2006 年城

乡老年人口

追踪调查 

老花镜 60.9 62.26 60.02 护理床 1.0 —— —— 

假牙 24.8 30.93 29.44 呼救装置 0.6 0.18 —— 
老年用手机 21.6 —— —— 成人纸尿片 0.5 —— —— 
家用血压仪 13.8 18.57 —— 防滑浴盆 0.5 0.4 —— 

按摩器 5.9 11.46 —— 家庭用电梯 0.4 —— —— 
拐杖 5.8 11.76 13.13 益智玩具 0.2 —— —— 
电动轮椅 3.8 —— —— 气垫床 0.2 —— —— 

其他 3.3 1.55 —— 智能轮椅 0.1 —— —— 
按摩椅 2.7 —— —— 楼梯升降机 0 —— —— 
助听器 2.6 2.79 1.95 吸氧机 —— 0.57 —— 

假发 2.5 —— —— 吸痰机 —— 0.11 —— 
医疗诊疗器 具 1.8 4.13 —— 保健床上用品 —— 2.5 —— 
一般轮椅 1.7 1.39 1.17 血糖仪 —— 2.85 —— 

数据来源：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调查资料 
         2.吴玉韶等《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 5月。 

 
养老产品种类繁多5，许多器械和器具价格较高，而且使用期间较短，未必适合个人或家

庭购买使用。而租赁消费具有费用低、种类齐全、无须担心废弃处理等特点，因此往往“买不
如借，借不如租”，所以在日本等国家，养老产品租赁业务十分发达。但我们从表 2看到：这
项业务在大陆基本是个空白。 

养老产品使用率不高的原因之一是产品销售渠道过少。本调查表明，仅 18.4%的老年人
表示知道自己所在的区（镇）有养老产品经销店，仅 7.1%的老年人口表示有租赁店。当然，

                                                   
3 本文将养老产业划分为机构养老业、养老服务业、养老房地产业、养老产品制造业、养老金融保险业和 
养老休闲业等六大领域。	
4	本文的“养老产品”包括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器械、器具、用品、食品和营养品等。	
5 大陆媒体《瞭望东方周刊》曾报道“全球共有 60000种老龄用品，日本就有 40000种，而中国市场上只
有 2000多种”（http://news.sina.com.cn/c/sd/2014-12-01/130731228546.shtml，201502028）。	



除了销售或租赁网店确实不足之外，应该还存在老年人信息不足的问题，只是因为本调查并

未了解当地销售和租赁网店分布状况，所以无法得出结论。 
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大陆，质量暂且不论，即便从使用率和数量来看，养老产品

制造业还处于形成前期。 
 

表 2  租用或租用过养老器械、器具和用品的老年人所占比重(%) 

 比例（%） 

没有 98.1 
偶尔 1.4 
经常 0.5 

数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社会调查资料。 

 
表 3  养老器械、器具和用品销售渠道情况(%) 

设 问 有 无 

您所在的区（镇）有老年产品经销店吗？ 18.4 81.6 
您所在的区（镇）有老年产品租赁店吗？ 7.1 92.1 

数据来源：同表 2。 

 

叁 .  日本养老产品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日本是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高达 25.1%6的“老龄化先行国”，同时也是养老产业先进国，

尤其是养老产品制造业 1990 年代以来发展很快。究其原因，除了老年人巨大的消费能力、
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多种原因，还得益于其政府适时地出台了促进养

老产业发展的多项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日本经济处于低谷，国内需求不振，制造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另一方面，1994 年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 14%，由老龄化社会进入了老龄社会。
一边是老年人口及其购买力不断增长，另一边是老年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如何开发适合老

年人特点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乃至开发他们的潜在需求，同时扩大市场规模，拉

动经济增长，成为日本企业界乃至政府经济主管部门日益重视的问题。 
这个时期先后出台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促进福祉用具研究、开发和普及的法律》、《长寿

社会住宅设计的指针》和《护理保险法》。《护理保险法》对促进日本养老产业的整体发展影

响巨大，而 1993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促进福祉用具研究、开发和普及的法律》（平成五年法
律第三十八号，简称《福祉用具法》）则奠定养老产品制造业发展的制度基础。 

《促进福祉用具研究、开发和普及的法律》是一项福祉政策，也是一项以调整产品结构、

培育新兴产业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同时又是一项拉动内需、避免衰退的景气对策。它根据老

龄社会的需要和“促进福祉用具的研发和普及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的精神，明确地规定：

1.由经济产业省和厚生劳动省牵头，以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国立康复中心、公益财团法人福祉器具协会等作为中核机构,建立产、官、学之间密切的协调
机制。2.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民间的研发活动，促进国家的研发活动。3.在政府机构内设
置福祉窗口，在全国中心城市设置常年性的“福祉用具展览馆”，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产品

                                                   
6 日本内阁府《平成 26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第 2页。	



信息和咨询服务。4.通过提供资助和补助，医疗保险支付7，无偿借给等措施，鼓励老年人使

用、鼓励养老机构购置养老器械、器具和用品。5.建立使用反馈和评估制度，促进产品标准
化。为了实现政策目标，1995 年通产省内专门设置了“医疗·福祉用具产业室”，指导成立

了全国性的行业组织---健康福祉用具工业协会，并建立了福祉用具使用指导员等资格制度。 
这项制度创新的特点是：1.鼓励使用以培育市场。2.着力打通研发、生产、流通、使用

和反馈等环节，建立良性循环。3.充分认识到研发养老产品在技术上方面涉及人体工学、福
祉工学等多种新学科，在市场销路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国家从技术和资金等方

面更多地援助民间的研发活动，以分担研发成本和风险。 
如同图 3 所示，1995 年至 2010 年的 16 年间，尽管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因为通货紧缩

和汇率变化等原因从 502 兆日元降低到 482 兆日元，但福祉用具和“共用品”8的市场规模

分别从 8,66亿和 4,87亿日元增长至 1兆 1,65亿和 3兆 6,39亿日元，年均增长率分别 2.11%
和 16.5%。两者合计的市场规模从 1.35兆增长至 4.8兆日元，年均增长率为 9.31%，占 GDP
的比重则从 0.27%上升至 1%。 

                                                     
                                                              
 
 
    
 
 

 
 
 
 
 
 
 
 
 

                                                   
7	2000年以后由护理保险制度买单。	
8 福祉用具和共用品：前者指的是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各种产品，如各种专用车辆、轮椅、家庭小型
电梯、呼救设备、床具、沐浴设备、排泄设备、成人用纸尿裤、老花镜、手杖等产品，种类包罗万象。后者

指的是适合老年人特点但其他年龄层的消费者也可使用的产品，如操作简单的家电、相对宽敞并设有扶手和

呼救系统的沐浴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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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养老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普及使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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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启示  

大陆早在“十五”期间就提出了对养老产业发展给予税收优惠、费用减免、信贷支持等

措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则进一步提出：十二五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

发展养老产业，把养老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国家扶持行业目录，同时鼓励

社会资本投入养老产业，培育一批生产老年用产品和提供养老服务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养

老产业知名品牌。但实际上，养老产品制造企业还远未感受到政策的温暖，养老用品和养老

辅具市场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大陆眼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与 1990 年代初期的日本相比较虽还不是等量级，但在一些方

面比较类似，如从短期来看，都面临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停滞或崩溃的风险；就长期而言，都

处在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的前夜。在这所谓“新常态”时期，高速增长应转为中速增长，
消费驱动应取代投资驱动，制度创新应与技术创新并重。 

目前大陆主要是民政和老龄部门主导着养老服务业和机构养老业的发展，但养老产品制

造业是一块很大的蛋糕，政府可根据养老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和产能过剩等状况，开始引导养

老产品制造业进入试水阶段，为此不妨借鉴国外经验，在工信部等经济主管部门设置类似“养
老产品处”的职能机构。 

再则，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条件，养老产业也不例外。随着老年人不断增多，购

买力不断增大，市场潜力逐渐显现，政策部门不妨转变思路，将扶持政策的重点从资助或补

贴供方转向资助或补贴需方，鼓励更多的老年人使用养老产品。 
最后，产业扶持政策未必只有财政补贴、减免税收或贷款优惠等手段，信息服务十分重

要。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服务性政府的职能之一是为社会或特定的群体“直接提供信
息”(Nicola Acocella，p.273)。老年人在信息获取能力方面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是养老产品的
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却未必知晓诸如“有些什么样的养老产品”、“自己能够使用那些养老
产品”、“在哪里可以买到哪些养老产品”以及价格、质量等信息，这些必然大大地影响他们的
消费行为。习李新政之一是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那么通过提供产品信息等服务，方

便老年人使用养老产品，促进养老产品市场发育和形成，也应成为促进养老产品制造业发展

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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