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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对养老产业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虽然目前养老产业已初具规模，新的养老产品及养老机构不

断涌现，但是基本围绕基本养老服务开展的较多，围绕医养

融合的真正实践较少，本文就医康养产业未来可行模式开展

研究，以期为医康养产业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1  养老产业背景

中国自 2001 年 65 岁老人超过 7% 后，近年来老龄化比例

不断上升，2019 年从 2018 年 11.9% 增至 12.6%，正快速逼近

14% 这一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国截止 2019 年末

总人口为 14 亿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加 439 万

人。65 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 的老龄化过渡到超

14% 的深度老龄化，预计 2050 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 30%，这对养老产业的发展提出了

更高要求。

现阶段我国养老产业根据投资主体来看主要分为三大类，

以金融保险类企业为主要投资者的养老产业，地产开发企业

为主要投资者的养老产业及以医院为主要投资者的养老产业。

目前以保险和地产为主要的投资者的养老体系凭借丰富的开

发经验和充足的资金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

养老产业的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更新，除了

传统的日常照护、康复护理、文体活动等，老年金融投资、老

年旅游、老年智能化设备等也加入到这个产业中。

2  养老产业发展现状

整个养老产业看来最成熟的就是养老地产，养老地产将

养老行业与房地产相结合，其主要服务于具有活力中老年人

群体，提供符合中老年人身心需求的房屋设计及配套机构，

其中包括无障碍设计、色彩搭配等。一般养老地产选择自然

环境好，区位相对偏远，区域较大的地区。养老地产会在开

发的住宅区域内配套居家养老服务、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有

的率先进入养老产业的地产公司，会与医院签约提供一些康

复、门诊服务，增加了一些基本的医疗护理。但是该模式下

主要偏重于地产化，不管是从收费定价方式及资金收回方式

来看，养老地产的实质依旧是租售产权，只不过是将养老这

一概念契合到建筑或空间布局的设计中，并没有实质上提供

养老服务。消费者看中的也是地产附加的养老属性带来的投

资增值，本身并不关注养老本身。

保险机构作为投资者，主要是运用寿险等资金，吸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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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并将资金投入到养老产业中，其中也包括投资到地产，目

前虽然保险机构作为主要投资者，但是最本质依旧是重资本

管理，忽略了服务本身。

医院作为主体来运营养老产业的目前看来为数不多，传

统的公立医院偏重医治，主要是对失能、重疾、病重老人的

治疗，有的医院还会有临终关怀，提升老人最终的生命质量。

部分医院开始在院内设立部分养老床位，或者将医疗服务的

发展方向从医治调整到康复、养老上来，但是国内以医院作

为主体成功涉入养老产业的案例并没有。

3  医康养结合的可实践模式研究存在的障碍

医康养产业发展终究需要将已成熟的地产、保险金融产

业及医疗进行整合，形成一个生态圈。生态圈的主体是医院，

医院辐射到的周边可开发居住范围由地产参与进来。随着医

养结合的一个居住生态圈的形成，可以引入保险金融业等提

供老年人资产管理、保值增值等金融理财服务。旅游公司提

供定制化文旅活动，教育培训机构开展丰富的老年培训，以

及发展智能穿戴设备、其他老年日常用品的零售行业，老年

人健康管理咨询服务等。

三种不同产业的资源整合，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

的加总，而是真正整合发挥出来的放大效应，民营医院在这

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目前成熟的保险和地产融合已经探索

出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医疗方面的资源较为特殊，属于社

会公共资源也较为紧缺，医疗资源难以介入进来。目前实践

中最主要的问题依旧是医院定位不清引发的医保拒付风险、

全科医院多点执业或者上门医治进行带来的风险等，其背后

都归咎于医康养产业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管理主体，多头管

理导致政策限制太多且没有适合于医康养产业发展的政策。

总之，希望政府能够加快医养政策的研究，拆除医疗资

源进入养老产业的壁垒，实现医康养的真正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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