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
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建设多层次养
老服务体系，并强调金融机构要创新产品
和服务方式，改进和完善养老金融服务。
养老金融既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养老产业融资的关键。专家指出，“养
老+金融”将成为整个养老产业发展的助力
器，创新的综合性养老金融解决方案将成
为破解养老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金融机构
竞相进军养老产业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

融迎来巨大发展机遇。据《中国企业报》记
者了解，目前国内布局养老金融的企业既
有专业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金
融类企业，也有专注于养老医疗、养老服务
以及养老地产等企业。

“在金融类企业方面，主要以保险公司
进军养老产业为主。”长城证券分析师赵浩
然告诉记者，目前国内专业养老险公司已
逐步扩容。例如人保养老于日前经中国保
监会正式批准开业，成为首家在雄安新区
注册成立的总部型金融机构；中国平安通
过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构建以“患者—提供
商—支付方”模式为主的医疗健康生态圈；
新华保险制定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
即以寿险为主体，以养老产业和健康产业
为两翼；中国太保内部已形成了太保寿险、
长江养老保险、太保安联健康险三位一体
的健康养老保险格局，外部积极打造“医养
融合”高端养老品牌；中国人寿则正在积极
打造健康养老品牌“国寿嘉园”。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
理张小行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华夏保
险从2015年起，在全国十省建设“抗战老兵

照护中心”，关注抗战老兵养老问题。日前，
华夏保险发起了“我为老兵养老”大型公益
众筹行动，以现有12个华夏保险“抗战老兵
照护中心”为基地，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
金会华夏慈善基金名义公开筹集善款。

“养老＋金融”
助力产业发展
虽然养老保险发展红红火火，但业内

人士指出，中国的养老金融还处于起步阶
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例
如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养老产业发展的“拦
路虎”。因为养老产业前期投入大，投入周
期长，回报周期也长，平均利润率不高，因
此很难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渠道获得支持。

深圳晟泰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罗宏彪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医疗养老企
业发展参差不齐，纯养老式企业因盈利点
不足困难也比较大，只有少数以发展高端
养老为主的企业会出现“一床难求”的局
面，但中等收入以下人群才是我国医疗养
老最大的客户群体。

“养老问题是未来国家要面对的战略
性大问题，不能只顾少数富裕人群，应以服
务大多数人群为方向，所以融资成为行业
亟待解决的大问题。”罗宏彪坦言。

不过可喜的是，国家层面已经开始重
视养老企业的融资问题，2017年3月，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
投资活力的意见》，要求重点解决养老机构
融资难等问题。

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养老企业开始主
动与金融机构进行创新合作，开展“养老＋
金融”创新模式，通过金融与养老结合拓展
融资渠道，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双赢”关系
基础。

例如2017年4月，亲和源集团有限公
司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光大永明人寿上

海分公司开展三方战略合作，通过保险与
养老结合，在完善资产配置的同时，还能关
爱父母，让父母颐养天年，自己也能老有所
养。

此外，红寿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的成
功经验也值得业内借鉴。该公司张经理对
记者表示，2017年7月，红寿堂控股携手信
研普惠集团，在福建莆田市共同打造了“养
老＋金融”产业生态社区，以生态社区的形
式将养老与金融结合起来。目前，红寿堂

“养老+金融”的示范试点已在莆田顺利完
成，并把试点工程的经验面向全国各地市
场进行推广。

企业期待
更多政策落地
谈及国内养老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罗宏彪表示，养老产业应该参照医疗产业，
走医养结合的道路。

“养老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来推动。”
罗宏彪建议，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还要鼓励
金融行业介入，因为金融行业的支持对于
养老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赵浩然也指出，“养老+金融”将成为整
个养老产业发展的助力器，创新的综合性
养老金融解决方案将成为破解养老难题的
重要突破口。总之就是让金融服务养老、
用金融改变养老，期待今后有更多的政策
支持养老金融落地。

目前，业内在“养老+金融”方面已开展
不少尝试，包括“养老+金融”社区、“以房养
老”和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对养老产业提供
支持的金融服务等。赵浩然表示，今后，随
着渐进式延迟退休、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
金、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等一系列利好
政策的出台，商业养老保险将迎来较大突
破。另外，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入市投资也
为养老资产提供了保值增值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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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融机构
（排名不分先后）

（
部
分
）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全国性、股份制人

寿保险公司，把健康养老产业列入

重点投资领域，未来的投资方向将

集中于养老健康社区、医院、健康中

心、生物医药、高端医疗设备生产等

方面。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由人保集团独家出资设

立，注册资本40亿元，业务包括团体

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

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

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等。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由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设立，是从事企业年金管理的专业

化养老保险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平安集团子公司，主要

经营以年金为主的养老资产管理，

具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基本养老

金、第三方资管、基础设施和不动产

投资等资质。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8亿元人民币，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企业年金服

务。2005年8月2日，成为中国首批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为5亿元，主营业

务为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

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

保险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等。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泰康人寿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6亿元，公司经营

范围包括团体人寿保险业务、团体

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等，是中国专

业的全国性养老保险公司之一。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中国太平洋保险旗下的

一家全国性养老金管理公司。2007

年 5 月，由 11 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共

同发起设立。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2 月，资产

管理总规模超过5000亿元。拥有全

国社保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人、

全国社保基金境外配售策略方案投

资管理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

管理人、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等业

务资格。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是以信托业务为主业的全

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 亿元，2016 年推出养老

消费信托——中信和信居家养老消

费信托。

（本报记者朱虹整理）

“养老+金融”模式受追捧
企业期待更多政策支持

在诸多政策推动下，中国养老器械产
业的春天已经到来。2016年10月，国务院
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
干意见》，把养老器械及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日前，民政
部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主任樊瑜波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是世
界上养老器械及康复辅助器具需求人数最
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发展养老器械产
业有利于引导激发新消费、培育壮大新动
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同时，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残
疾人康复服务需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政策利好 市场前景广阔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有2.31

亿老年人，其中2500万半失能老人、1500
万全失能老人，约有6000万其他慢性疾病

老人，而临时需要康复辅助器具的伤病患
者每年约2000万人。

谈到康复辅助器具的市场需求，康复
辅具专家、安莫思（北京）市场策划有限公
司总经理叶健荣说，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床
位总数730万张，而实际需求为1500万张
床位。养老服务业发展面临着总量供给不
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急需要大量的护
理床、康复设备、护理用品用具、自助生活
康复辅助器具等相关康复辅助器具。

记者发现，近年来我国康复行业扶持
政策不断加码：2016年10月23日，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康复辅助
器具产业产值目标为7000亿元，明确从政
策扶植、资金支持、消费补贴体制建设等各
个角度，发展产业与服务、科技研发、人才
培养；2017年1月1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加
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强化部门沟通协作，细化职责任务分
工，督促指导跟踪落实情况；2017年8月底

前，各省、市、自治区及地级市政府纷纷出
台关于加快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的工作
部署意见；2017年9月11日，六部门联合印
发《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
工作方案》，决定组织开展国家康复辅助器
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

利好政策的出台，加速了康复辅助器
具产业的发展。据叶健荣介绍，康复辅助
器具产业出现井喷态势，目前约有400多家
康复辅助器具企业，生产和销售约2500余
种康复辅助器具，但是年生产和销售总额
约为500亿元产值过亿企业不足10家。

企业加快布局
人才缺口成最大瓶颈
养老产业的兴起，进一步催热了养老

器械产业。在可穿戴监护设备、老年护理
器械、健康养老数据管理与服务系统等细
分领域，出现不少领军企业。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养老器械产业井喷
人才缺口成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