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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3歲的譚阿姨是山東濰坊人，
因腰椎有病，生活不能自理，又不願
給上班的女兒增加負擔，決定到養老
院頤養天年。去年2月，譚阿姨入住
當地一家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鶴祥安
養中心。
作為山東省醫養結合示範機構，鶴

祥安養中心目前已是「一床難求」。
2008年，該安養中心由濰坊高新區政
府與濰坊哮喘病醫院聯合投資建設，
佔地150畝，建築面積14萬平方米，
規劃床位3,000張，總投資逾3億元
（人民幣，下同）。目前投入運營的
是一期工程，主要包括由當地政府投
資建設的敬老院（以購買服務的方式
委託鶴祥安養中心管理），和由濰坊
哮喘病醫院投資建設的老年公寓。
譚阿姨就是住在老年公寓的一個單

間裡，每月住宿、伙食、護理等費用
加在一起是2,500元，退休金足以應
對。起初譚阿姨的心情有點低落，擔
心別人說其沒兒子贍養才到安養中
心。經過幾個月的理療和康復訓練，
譚阿姨不僅可以推着輪椅在小花園裡
「散步」，還交到了新朋友。她不用
再考慮買菜做飯這些事兒，閒暇時唱
唱歌，聊聊天，怡然自得，老人家還
長胖了幾斤。

設個性化醫療康復方案
據濰坊鶴祥安養中心執行院長馬秀

蘭介紹，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來，安
養中心老年公寓累計已收住老人700
餘位，平均年齡80歲左右，75%以上
為高齡、失能、失智老人，大部分老
人都患有中風偏癱、糖尿病、骨關節

疾病及老年癡呆等慢性疾病。馬秀蘭
曾在醫院工作30年，到安養中心後即
開始轉型。
「以前是以治療為目的，主要是解

除病人疾病的痛苦，在這邊老人來這
裡是養老的，醫療為輔，還要充分考
慮到老人的心靈愉悅和個性化需
求。」馬秀蘭說，安養中心借鑒了美
國和日本的先進理念，專門設有室內
外健身器材、棋牌室、娛樂室及閱覽
室，供老人娛樂休閒。同時，聘請老
年病治療專家、康復師、藥師、護士
等，對入住老人實行每天查房制度，
為老人制定個性化醫療護理與康復方
案。安養中心還率先在養老機構註冊
了老年病護理院，在為老人提供生活
照料的同時，提供醫療、康復保健、
急診急救、臨終關懷等醫療服務。
據民政部網站此前公佈的《民政事

業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以下簡
稱《規劃》），在養老服務領域，將
推進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加強社區
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同時，統籌醫療
衛生與養老服務資源佈局，支持養老
機構開展醫療服務，重點發展醫養結
合型養老機構。可以預見，「醫養結
合」將成為養老機構的一個新亮點。

醫養結合 八旬老太頤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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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輪「銀髮經濟」熱潮中，很多
大型國企亦開始佈局健康醫藥和養老
產業。以山東為例，魯商集團的「養
老綜合體」項目引起了多方關注。據
《山東國資》報道，目前魯商集團已
在山東濟南、臨沂、泰安等地區開建
了多個「養老綜合體」項目。
這些綜合體將整合機構養老、居家

養老、社區養老和醫養結合等多種養
老模式，滿足不同老年群體的需求。
其中，位於濟南歷山路的項目預計於
明年上半年正式運營。該項目是濟南
市首個集醫療、養護、養心為一體的
高端長者健康養老服務中心，服務對
象從自理到全護各階段老人，為老人

提供生活照料、營養配餐、保健醫療
等全方位生命管理服務。
與很多傳統國企一樣，魯商集團

近年來也面臨着轉型升級的壓力。
2013年，集團內部就開啟了對大健
康養老產業的考察和論證工作，發
現該產業市場體量大、需求旺盛。
此次在濟南建造的「養老綜合體」
選址於該集團一處曾經閒置的資
產，無形中盤活了一部分相對低效
的資產，而這正是魯商集團進軍大
健康養老產業的更深層意義。據
悉，以「養老綜合體」為軸心，魯
商集團大健康產業「全齡化社區」
正在漸次鋪開。

以山東省為例，數據顯示，截止
2015年底，山東省共有各類養老機
構 3,129 個，其中絕大多數為民
辦。
崔樹義說，「從調研情況看，老

年人入住養老機構的需求與能力形
成了巨大的反差，表面看各類養老
機構的入住率平均在50%以下，似
乎已經供過於求，但實際情況是，
入住老人中絕大多數為有較高退休
收入或家境富裕的城鎮職工，而那
些家境不富裕的老年人、尤其是廣
大農村老年人卻因囊中羞澀等原因
而無法入住。這些老人今後應引起

政府和社會的更多關注。」
中國老年產業協會副會長、專家委

員會主任張愷悌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
表示，巨大的總需求下，中國的大量
養老床位卻處在閒置狀態，空置率據
統計達到48%，而實際情況可能遠超
這個數字。
養老行業雖然風生水起，但尚屬起

步階段，很多方面都沒有統一的標準
和規範。崔樹義直言，目前很多養老
機構面臨着入住率不高、公辦與民辦
機構待遇不平等、服務不專業、政府
補貼落實不到位、人才短缺等問題亟
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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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後白領趙汝騰以前從未想過會出來創業，大學畢業後他在一家外企工
作多年，辭職後又到北京和青島發展，身
份一直是與電信以及互聯網信息相關的工
程師和職業經理人。
2013年春節前夕，趙汝騰的岳父獨居在

家時突發腦溢血，幸虧一位60多歲的鄰居
大叔及時救助才沒有釀成悲劇。遺憾的
是，他的岳父還未出院，那位同樣獨居的
施救大叔卻已悄無聲息地離開人世。無獨
有偶，趙汝騰另一位親戚家的老人也是在
孩子出差時獨自在家裡過世。這兩件事對
趙汝騰的觸動很大，他想盡其所能為「空
巢老人」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2015年，
趙汝騰的小羊科技在青島成立，公司的名
稱取自成語「羊羔跪乳」，旨在用智能科
技解決「空巢老人」、失能老人和失智老
人的安全監護問題。

智能監護「空巢老人」安全
「我後來上網搜了一下，中國內地目前
有近1.1億位空巢老人，經常發生老人意
外去世後才被發現的悲劇。有老人甚至去
世了兩個多月家人才知道。」趙汝騰對本
報表示，小羊科技為此專門研發了一款監
護老人安全的機器人，只需按一個緊急呼
叫鍵，即可自動撥打子女的電話，從第一
位聯繫人開始順序撥打。同時，此款機器
人還和配套的傳感器一起「監控」老人的
日常生活，當老人在家中發生意外後，系
統會自動通過手機App遠程通知子女或社
區養老服務中心。同時，還能幫助子女每
天通過類似微信的方式，向父母傳遞各種
親情關愛的信息，解決空巢老人內心孤獨
寂寞的心理問題。據其透露，目前此產品
已經開發到第四代，預計年底可上市，售
價在2,000元人民幣左右。

創業以來，小羊科技先後研發了「小羊貝
貝」老人關愛機器人、「小羊伴伴」AAD
智能定位佩件和「小羊在家」社區智能養老
平台三個系列的產品。每個產品在設計上都
體現了「大孝至簡」的理念，意圖以現代智
能高科技為手段，讓子女盡孝變得更加便捷
和簡單。

產品度身訂造不設開關
比如「小羊伴伴」AAD智能定位佩件，
主要幫助找回迷路的老年癡呆症患者及其
家人。「這個設備沒有開關機鍵，每個稜
角也全部打磨掉，因為老人一旦智力有問
題，容易關掉開關，所以我們做了減法，
只保留一個充電接口，每次充滿電可使用
10天左右。」趙汝騰表示。
由民政部下屬研究機構中民社會救助研

究院發佈的《中國老年人走失狀況調查報
告》顯示，每年全國走失老人約有50萬
人，平均每天走失約1,370人。失智和缺
乏照料成為老人走失的主因。
「過去找一個走失的老人需要兩三天甚

至十幾天才能找到，用這個產品子女用微
信就可以找到老人的位置，一般兩個小時
左右即可找到老人，既減少了家人許多的
焦慮，又能夠節約很多社會資源。」趙汝
騰表示，「曾經有位老人在冬天走失，三
天找不到回家的路，只好吃冰塊充飢。用
了『小羊伴伴』後家人專程發來感謝
信……」
據其介紹，「小羊伴伴」市場價僅300

元左右，自2015年12月3日上市以來賣出
了一萬台左右。公司還為公益組織和社區
專門定製了只收成本價的公益版和民生
版，在趙汝騰看來，賺他們的錢「取之不
武」。「我們希望三到五年內服務100萬
老人。」趙汝騰表示。

中國老年數據比重預測

時間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20年

2050年

資料來源：山東省養老服務轉型升級實施方案

老年人口

2.02億

2.12億

2.22億

2.5億

4億

佔全國
總人口比例

14.9%

15.5%

16.1%

17.5%

30%

■小羊科技創始人趙汝騰。 本報山東傳真

老齡化催熱養老產業
作為目前世界上唯一

一個老年人口過億的國
家，中國老年人口規模

的快速擴大和老齡化程度的快速提高是當前世
界上最為引人注目的人口現象之一。山東社科
院人口學研究所所長崔樹義對本報表示，由於
持續多年的少子化和大規模的鄉城移民，傳統
的家庭養老基礎遭到嚴重破壞，而新的老年社
會保障體系建設卻相對滯後，導致今後養老形
勢十分嚴峻。「如果說目前還有些人對此感受
不深的話，那麼10至15年之後，隨着老齡人
口的急劇增多，特別是隨着第一代獨生子女父
母逐漸進入高齡，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切身感受
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崔樹義：投資宜看準大眾需求
崔樹義認為，各類資本和機構不約而同地介

入養老產業，正是看中了老齡化所帶來的「銀

髮商機」。據有關研究，到2020年，養老產業
市場規模將達8萬億元人民幣，到2030年更將
達22萬億。此前投資者首先大舉進入的是養老
房地產和高端養老機構，但從長遠看，老齡金
融業、老齡用品業、老齡醫療/護理業更加值得
關注。
崔樹義建議投資者看準大眾需求，不要只把

眼光盯在少數高端人群上。「養老產業只有盡
量去滿足大多數人的養老需求，才能獲得持續
不斷的發展動力，才能從朝陽到如日中天。」
根據中國養老「9073」工程，未來將有

90%老年人採取以家庭為基礎的居家養老；
7%的老年人依托社區的養老服務中心，提供
日間照料；3%的老年人通過機構養老予以保
障。而90%老年人居家養老，將催生巨大的
居家照顧和家政服務市場。目前很多機構已準
備涉足這一領域。
崔樹義還建議選擇養老產業的年輕創客分析

有關政策和當前形勢，做好市場調研，發揮自
身智力和技能優勢，不要盲目去創辦或經營投
資大、見效慢的養老機構或是金融/保險產
品，而不妨在智能養老、智慧養老、文化養老
等領域一試身手。 ■記者殷江宏

■山東社科院人口學研究所所長崔樹義（右
一）調研該省老齡化及機構養老問題。

本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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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祥安養中心是山東省醫養結合試
點單位。 本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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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政策頻發佈 銀髮經濟藏商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2016年10月份以來，關於養老產業的扶持

政策頻頻發佈，「銀髮經濟」再次引起外界的關注。事實上，隨着中國

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產業已成為資本佈局的熱點。據不完全統計，僅

養老地產領域目前就有近40家上市公司規劃進入或已涉足，全國各地

的養老機構和醫藥健康企業更是不勝枚舉。專家認為，據目前發展趨

勢，也許再過10年左右，養老問題會與大部分人息息相關，這應是相

當一段時間內需要關注的重要話題。與此同時，儘管養老產業表面上風

生水起，畢竟尚屬起步階段，需要進一步引導、規範和創新。

■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山東老齡化數據預測
時間

2015年

2020年

資料來源：中國產業信息網

老年人口

1,900萬

2,208萬

佔全國總人口比例

19%

22.3%

各類養老機構數量

3,129

5,500

國企轉型 建「養老綜合體」

專家：投資忌盲目 機構待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