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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业悄然“跨界”,产业生态链逐步成型

老去的你将如何受益

位于长沙的湖南康乃馨国际老

年生活示范城占地面积350亩，是当

地最大的养老社区项目。湖南康乃

馨集团总经理谢理轩介绍说，康乃馨

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将社区养老、居

家养老、小微机构养老融于一体，计

划用 5 年时间开设 3000 家左右养老

服务连锁机构。

今年 8 月，康乃馨公司与湖南

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达成战略

投资意向，基金有望为这家公司的

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据了解，

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第一

期规模为 1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引

导资金投入 3 亿元，湖南高新创投

集团以及银行、保险、券商等社会

资本出资 12 亿元。

在政策日益明晰和落地的背景

下，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居家养老的积

极性正在提高。有观点认为，养老服

务业已进入“资本＋”时代，社会资本

正在成为养老服务业创新和变革的

“催化剂”。

房地产业巨头进军养老服务业，

是养老和资本融合的一大模式。近

年来，保利、万科、绿地等大型房地产

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房企都在大举进

军养老产业，在各大城市拿地拿项

目，以此作为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

重要选择。

相比于之前养老地产项目盲目走

高端化、大型化的模式，导致后期出现

“养老空城”现象，如今，多数房地产企

业，认识到养老地产不能再走“卖房

子”的老路，开始重视新社区的养老设

施配套和老旧社区的适老化改造。

保险公司也开始介入养老产业，

实现养老服务和保险产品之间的嫁

接。合众人寿提出了“买合众保险，

住养老社区”的全新养老保险产品形

态，保险客户购买了合众养老产品，

就可提前锁定年老后入住养老社区

的权利，享受“居住在家中、生活在社

区、服务于机构”的退休生活。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
的现实：“银发浪潮”滚滚
袭来，中国老龄人口已经
超 过 2 亿 人 ，预 计 到
2055 年，占总人口的比
例将达35％。

这是一个悄然发生
的变化：自国务院 2013
年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后，养老产业与信息技
术、休闲旅游、金融、房地
产等领域的跨界融合趋
势愈发明显。从线下到
线上、从日间照料到休闲
旅游⋯⋯一条更为完整
的养老产业生态链正逐
步构建成型。

每天上午 9 时，江西南昌信息化

养老服务中心都会向千余名“空巢老

人”发送“健康点到”信息。收到指令

的老人按下专用老人机上的绿色键

就能给便捷的系统“报平安”；而未进

行信息反馈的老人，中心将在第一时

间内通知其所在社区工作人员或家

属上门探望，以防不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养老服务供应商开始注重线上

应用的开发。2014 年初，上海唯创

集团创立了“幸福 9 号”市场化养老

模式。其亮点在于搭建了一个网上

商城平台，并将其与线下的老人乐

园、居 家 养 老 服 务 店 进 行“ 虚 实 挂

钩”，让老年人成为互联网购物的新

生力量，同时也使居家养老的便捷性

显著提升。

“通过市场调查，我们发现老年

人 远 离 网 上 购 物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于

‘没人教’。”唯创集团负责人说，老

年人常常成为被新生活、新技术忽

略的一个群体，需要引起更多社会

关注。

不久前，一项居家养老 O2O 平

台“陪爸妈”完成了千万级人民币的

战略投资。这是一个专注提供养老

陪护服务的产品，在养老陪护方面采

用“邻里守望”的制度，利用移动互联

网 O2O 模式，集合社区附近的年轻

人、低龄老人、专业人士，为有需要的

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普亲集团主要从事失能失智老

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董事长唐

文湘认为，过去的小型社区养老难以

盈利，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如

通过可穿戴设备获得老人的生命数

据，再利用机构平台提供服务支撑，

把居家养老融合进去，就能具备盈利

能力。

“养老＋互联网”：
养老服务供应商崛起

从孩子去外地工作起，60 岁南

昌市民张阿姨就开始和“老伙伴们”

去市内各大养老院“踩点”。说起对

养老院的要求，张阿姨一口气报出一

大串：“要有人气；护工的素质要好；

要树多，最好还有个湖⋯⋯更重要的

是，要让我有度假的感觉。”

“挑剔”的老年人不在少数。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老年人的需求

正趋于多元化。“养老”不仅仅满足于

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护理，老年人

有了更多精神文化、心理咨询、社会活

动、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江苏东方惠乐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念起了“旅游经”，通过互联网实现

“一地有房，全国有房”的异地循环养

老。与普通的异地养老不同，老人们

不需要在异地买房，没有行色匆匆，

不会舟车劳顿，最短 15 天、最长 3 个

月，老人可住在连锁养老机构里，悠

闲地享受生活。

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董

事长袁云犁告诉记者，他们计划引入

仿生宠物和机器人来为老年人提供

陪伴服务，这类服务能够给老年人提

供精神陪护、健康管理，增加生活的

趣味性，将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的

孤寂感。

“养老＋精神文化”：你想不到的养老模式

“养老＋社会资本”：催化的不仅是规模

随着人口流动及城镇化进程加快，

一些老人因为告别故土到陌生城市生

活而被称为“老漂族”，他们正在成为中

国养老体系的新考验。

今年是赵淑桢离开位于山东滕州

的老家，“漂”到省会济南的第二年。早

上 6 点半，58 岁的赵淑桢准时起床，一

番简单的梳洗之后，她就要抓紧时间为

一家5口准备早饭。

等儿子、儿媳出门上班了，她和老

伴就分工合作，完成照顾孙女、买菜做

饭、拾掇家务等工作。晚饭过后，把孙

女一天换下来的衣物洗干净，再出门在

小区里遛弯，然后回家帮着把孙女哄

睡。这就是赵淑桢两年来在济南生活

的固定日程。

赵淑桢的生活是当今中国不少老

年人生活的缩影。“中国的‘老漂族’大

致分为三种类型：支援帮助型、投靠子

女型、提高生活品质型，其中以支援和

投靠类型为主。”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

研究所所长张凤莲说。

她指出，这些老人大多从农村或者较

小城市转移向较大较发达的城市，因其子

女在城市安家立业而移居，他们来与子女

同住主要是缓解子女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为子女料理家务或帮助照顾儿孙。

和一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自古

就有注重团圆的“家情怀”，因此在中国

的许多城市，“老漂族”都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群体。

据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介绍，小区内 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有近 800 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

的老年人来自外地，其中有不少是从安

徽、江苏、湖北甚至更远的地方来到这

里生活的。

虽然“老漂族”能够与儿孙住在一

起相互照顾、享受天伦之乐，但同时也

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

今年 77 岁的朱绶玲从云南昆明

“漂”来山东济南已经 10 多年了，但她

依然觉得“住不惯”。“这边爱吃的馒头、

窝窝头我之前都没吃过，老家的主食是

大米。而且我来济南之前从没见过雪，

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不适应北方

这么冷的冬天了。”朱绶玲说。

不仅如此，不少“老漂”还面临着和

街坊四邻“处不熟”的尴尬。“在俺老家，

都是一个村的，常常大门不关就去别人

家串门、聊天。可到了城里，孩子们上

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一关门谁也不

认识谁，话也说不上，啥事儿也干不了，

闲得慌。”王秀芹说。

虽然是和子女生活，但部分“老漂

族”并不自在，他们时常担心自己举止

失当影响子女的夫妻关系。一位“老

漂”在女儿家居住时，经常提醒自己要

“谨言慎行”。

此外，由于跨区域就诊有诸多不

便，医药费用难以报销，不少“老漂族”

要为此而往返奔波。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问题都使得

“老漂族”成为中国养老体系的新考

验。多位受访老人说，他们面临的问题

需要配套的社会政策进行疏导和保障，

有关部门应为老年人的流动创造客观

条件。诸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要尽快

实现全国联网，给老年人提供跨区域结

算的便利。

“老漂族”
——养老体系新考验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