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内参
（第 20039 期）

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研究中心

尊敬的方副市长：

浙江海洋大学教授耿相魁、副研究馆员付兰霞对舟山发

展“银发经济”和“银色产业”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几点

建议。现上报给您，请您阅示。

舟山发展“银发经济”和“银色产业”的建议

耿相魁 付兰霞

根据《舟山市 2019 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

截止 2019 年底，全市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27.96 万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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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总数的 28.95%，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 万人，增长 3.63%；

65 周岁以上 18.74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9.4%，比上年同期

增长 9861 人，增长 5.45%；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11.65 万

人，占人口总数的 12.06%，比上年同期增长 4847 人，增长

3.63%。截至今年 9 月 20 日，舟山仅百岁以上老人就达 67

人，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人，同比增长67.5%。

其中全市最年长的是定海区小沙街道光华社区 109岁的徐银

凤老太太，育有 6 个子女，身体健康，五世同堂。舟山老龄

化、高龄化程度远超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舟山老龄化水平

高于全省 6.08%，而且还在以较高的增幅增长，预计到 2035

年前后，浙江老年人口将达峰值 1460 万，全市将呈现一片

“银发”景象。“跑步前进”的人口老龄化将形成巨大、未

经开发的“银发市场”，带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引发舟

山产业结构的新一轮革命。

一、“银发经济”市场中商机无限的十大“银色产业”

以新型社会养老市场、特色扶老医疗服务、“银发旅游”

市场、临终关怀服务为主的老年服务市场，以网络商城老年

专区、老年电子产品为主的老年 T 市场，以老年服饰、老年

玩具、老年食品、老年美容用品为主导的老年用品市场，将

是“银发经济”市场中商机无限的十大“银色产业”，并构

成“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和发展重点。抢占这十大市场先

机，必将为舟山经济带来爆发式增长。

第一，新型养老服务产业。随着“只生一个”的一代人

进入老年期和劳动人口大流动，大量“空巢家庭”出现，加

上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险业的迅速发展，老人高龄化程度将与

日俱增，养老服务需求加大成为社会趋势，日间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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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地产等养老服务市场前景看好。在计划生育年代，舟山

政策执行的非常好，这也就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舟山“空巢老人”占比将会不断攀升，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数

量将会持续增加。按照国际通行的失能老年人养老机构人住

率标准估计，舟山机构养老床位需求将会缺口很大，养老机

构也需要大量增加。

第二，医疗特色服务产业。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近半

数患有各种慢性病，对医疗卫生和保健服务形成较大压力。

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 1/4 需要住院的老年人因无床位或住

院费太贵无法住院，63%的老年人因看病手续烦琐而选择自

行买药治疗，重在护理的老年医院建设迫在眉睫。按市 1 个

大型老年医院、县区 1 个中小型老年医院计算，舟山居人海

岛均需配置医疗卫生所。同时，当前临终关怀服务产业尚处

起步阶段，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实现老年医疗服务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减轻其子女亲

属的陪护负担，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第三，银发旅游市场。世界旅游和旅行理事会的调查结

果显示，老年旅游占世界旅游市场的 50%-60%，而中国还不

到 20%，“银发旅游”的广阔市场尚未有效开发。原国务院

副总理汪洋（现全国政协主席）出席世界旅游旅行大会时提

出，“未来五年，中国旅游市场规模将超过 2.5 万亿美元”，

若按 50%计算，“银发旅游”市场规模将达到 1.25 万亿美元。

第四，老年教育市场。号称“老人王国”的瑞典，老年

教育与正规教育融为一体，所有大学都对老年人开放。在大

学中老年人占比达 10%以上。瑞典广播和电视都设有老年教

育节目，图书馆为老年人送书上门，多方面为老年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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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0%的老年教育需求比例计算，60 岁以上老年人教育需求

规模达到 2000 万人，甚至超过了每年高考全国本专科招生

总规模的 2 倍多，而且没有学习期限。发展以老年大学主导、

社区老年学校为辅，结合老年远程教育、老年兴趣班等多种

形式的老年教育市场十分必要，也蕴含了巨大的商机。

第五，老年网络购物市场。老年人网络购物市场不仅是

针对老年用户需求和偏好、网络操作特点量身定制的网络购

物平台，还包括集日常照料、家政服务、文化旅游等服务订

购为一身的一体化电商平台。法国网上购物者 1/3 是 50 岁

以上的老年人，日本 60 岁以上老人在食品等 4 个领域网购

比率高居首位，全年网购消费总额超过 23 万亿日元，在平

均水平之上。《中国消费风向标报告 2012》指出，自 2010

年来，中老年网购消费人数和老年用品的成交金额，每年都

以超过 200%的幅度高速增长，潜力巨大。随着老人们对网购

的了解和网购的便利化，增幅还会进一步提高。

第六，老年电子产品市场。尽管老年电子产品具有更替

周期长、质量要求高等特点，致使其利润率相对较低，但目

前老年电子产品市场尚处空白，巨大的市场潜力无法实现。

据调查，中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用户中，45 岁以上的用户占

全部用户不到 1%，然而日本 60-80 岁年龄段的人群手机普及

率却高达 40%。只要开发出适合老年人的产品，以手机普及

率 40%计算，中国老年手机市场规模将达到 8000 万台，其他

电子产品市场前景同样看好。

第七，老年服饰市场。相比国内老年服装市场的薄弱，

国外老年服装市场运作相当完善，有许多专门针对老年人设

计的服装品牌。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对于服饰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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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可观。业内人士预计，今后几年内中国老年人服饰需求

量将在每年 10 亿套以上，每年至少有 2000 亿元消费潜力。

第八，老年玩具市场。国内普遍认为，玩具是儿童专属

产品，以至于老年玩具市场几乎空白。老人在 60 岁后至少

有 20 年以上的“闲暇期”，寂寞是许多老人的最大苦恼，

玩具无疑就是老人最好的玩伴。以中国庞大的老龄人口基数

来看，以人均每年购买一件玩具计算，中国老年玩具需求量

将在每年 2 亿件以上。开发老年玩具市场，填补市场空白，

既让老人享受健康幸福晚年生活，又是一大笔收入。

第九，老年食品市场。在日本，兼重口味和营养价值的

老年人专属品，近年来以 10%的速度增长，在 2009 年已形成

约 1000 亿日元的规模。据有关方面估算，中国老年群体每

年的消费潜力达到 30000 亿元以上，其中食品应占老年消费

的 1/3，达到 1000 亿元以上。适合老年人饮食和养生保健需

求的老年食品亟待开发。

第十，老年美容用品市场。老年女性养育下一代任务基

本告落，从而迎来了生活方式的转换期，业余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美容意识渐次高涨，护肤品成为基本需求。日本公司

佳丽宝早在 2000 年面向老年女性推出的护肤品牌 EVITA,并

在 2007 年成为年销售额超过 100 亿日元的大品牌。中国老

年人口基数巨大，预计每年美容消费潜力将达 200亿元以上。

二、开发“银发经济”和培育“银色产业”的政策建议

“银色产业”不仅能为老年人带来福利，还具有产业链

长、涉及领域广等特点，对上下游产业具有带动效应。舟山

作为后发城市，要抓住老龄化的机遇，大力发展“银色产业”，

发展“银发经济”，为推进舟山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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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加强对“银发经济”和“银色产业”的科学研究

和顶层设计。市委、政府要把“银发经济”发展提到重要议

事日程，建议由分管的副市长牵头，组织政府相关部门的领

导、负责人和专家学者成立“银发经济”研究课题小组和工

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对相关

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和突破口进行研究，从发展定位、战略、

规划和产业重点、方向等问题出发进行顶层设计。

第二，科学制定《舟山“银发经济”和“银色产业”发

展战略规划》。为加快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着力抢占“银

色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使舟山在“银发经济”发展方面走

在全省前列，制定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的发展战略

规划显得特别重要。建议在对老龄化现状、老年经济相关产

业发展进行科学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制定《舟山“银发经济”

和“银色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明确“银发经济”产业发

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建设重点、建设内容、推进阶段、

优惠政策、保障机制和主要抓手等。

第三，尽早出台舟山“银发经济”和“银色产业”发展

的政策体系。为促进舟山市“银色产业”的有序、快速发展，

建议市委、市政府在充分借鉴国内外“银发经济”服务产业

发展扶持政策基础上，根据舟山市实际，研究制定具有可操

作性的舟山“银发经济”和“银色产业”发展政策体系，从

财政资金投入、土地供给、机构落户、人才引进培养、基础

设施建设、物业管理收费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支

持、奖励和激励政策。同时，鼓励民资进入“银色产业”，

形成良好的孵化、培育、发展和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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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完善系统开展“银发经济”和“银色产业”的宣

传教育培训。建议由浙江海洋大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

对全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各县区分管领导开展系

统的业务培训，让相关部门负责人正确地了解发展“银发经

济”和“银色产业”的重要意义，系统地学习“银发经济”

和“银色产业”的专业知识，为全面推进“银发经济”和“银

色产业”发展，抢占市场先机提供良好的理论与方法。

第五，构建推进“银发经济”和“银色产业”发展的产

品研发平台。以前，舟山向全国和世界输出的是海产品和普

陀山文化，在“银发经济”时代，舟山应向全国和世界输出

“舟山创造”和“舟山设计”，在起步研究阶段就要掌握“银

发经济”和“银色产业”链的最前端，即研发与设计。因此，

建议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专业化服

务”方针，建立“银色产品”研发设计公共平台，将系统创

新理念应用到“舟山创造”和“舟山设计”的“银发经济”

和“银色产业”产品、品牌、服务系统和体系之中，向全国

乃至全世界输出舟山创新产品，展示舟山群岛新区新形象。

（作者系浙江海洋大学教授、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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