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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需求与老龄产业发展浅析 

齐芳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已形成了一个有其特殊需求的人口群体。老年人对商品和服务业的需求
以及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引发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又一次重大变革，老龄产业异军突起，
成了一个颇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那么老年人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我国的老龄产业又将沿着一个什么
样的方向发展？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一、老龄需求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
他们的本性"。也就是说，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需要是人的本性。那么，人到底有哪些基本的需要呢？美国
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之一--马斯洛对此作出了一个精辟的阐述，他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
次，基本含义如下：  

1、生理需要：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包括人体生理上的主要需求，如对食品、衣服、居砖 喝水、性的
需要等。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2、安全需要：包括防备生理损伤、疾博 经济上的灾难和意外事故的发生，以及工作安定等。  
3、归属与爱的需要：这一层次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即人人需要人际关系的融

洽，人人希望爱别人，也渴望获得别人的爱。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感情需要，希
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  

4、自尊的需要：即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希望得到别人对自己的高度评价和尊重。  
5、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

力，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需要是人的本性，因此老年人也有其自身的需求，我们不能将老年人视为坐

以待终的废物，而因将其视为与正常人一样有着多种需求的人。那么老年人的需求具体有哪些呢？下面我们就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分析一下老龄需求的具体内容：  

 1、从生理需求来看：老年人也有对食品、衣服、喝水、性的需求，以满足其生存。除此之外，老年人对
食品、衣服、性的需求还有其特殊之处，在饮食方面，老年人比较注重保健，讲究食物的营养搭配和饮食禁
忌；在服饰方面，老年人追求服饰与自己年龄相符，轻便、保暖、透气和适用；在性方面，老年人性的需求虽
已不象年轻时那样强烈，但依然是一种本能的需求。  

 2、从安全需求来看：老年人的安全需求集中在医、住和行三个方面。老年人最害怕生病，因为一生病，
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怕没钱医治或者是得不到及时治疗，再有就是生病没人照看，因此老年人需要医疗
保障，除了保障自己能有钱看病之外，还需要保障能就近看病，看好病；另外，生病期间还要保障能有人护
理；老年人的居室要求面积稍微宽敞一点，以利于活动，还要干燥、通风、透光，以防生病；内部装修要利于
老年人行动和使用，如卫生间要有坐便器和扶手，楼道要有扶手，以防老年人摔倒；居住楼层不要太高，因为
楼层一高，有些老年人便等于判了终身监禁，不敢下楼活动。从行方面来看，老年人出行需要有人陪伴，以防
途中摔倒或突发疾病，某些公共场所也需要设老年专座或老年通道，以方便老年人出行。  

3、从归属与爱的需求来看：老年人首先需求的是能享受家庭的温暖，能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其次，老
年人需要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渴望与别人接触和交流，以排解生活中的寂寞；另外，有些老年人还有宗教信
仰的需求，以从宗教中得到一种心灵的寄托和归属感。对于一些丧偶老人，他们还有对爱情的需求，他们希望
能有一个伴侣与自己相濡以沫，共度余生。  

4、从自尊的需求来看：老年人进入老年期之后特别爱面子，也就是说他特别需要别人对他的尊重。而这
种自尊的需要往往延伸为老年人对自身形体、服饰的关注，对自己知识和修养的提高等方面。  

 5、从自我实现的需求来看："夕阳无限好，不怕近黄昏"，许多老年人退休后认为身体不错，还想找份工
作，以证明自己是有用之人；也有的老年人趁退休有时间，想实现一些未完成的心愿，以完善自我。  

 总之，老年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并且这些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变
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多。怎样来满足老年人的这些需求，将是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驱动力。  

 二、老龄产业的发展方向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需求使人产生消费的动机和行为，进一步刺激供给的变
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变革。老年人口的增加使老龄需求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老龄产业
在产业结构中的位置也越来越突出。那么，老龄产业会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根据上述对老龄需求的内容的分析，在此提出老龄产业发展的七个基本方向：  
1、开发老龄商品市场，满足老年人的多种需求。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老龄商品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在法国，厂商为了迎合老年人的需要，千方
百计发展老年人商品和服务市场，从药品到宠物食品、家居防盗安全系统、适合老年人假牙咀嚼的口香糖等，
深受老年人的喜爱。日本商人首先为尿失禁的老人生产"老人尿裤"，"随身尿袋"，解决了老年人在生活中的诸
多不便；美国厂商设计的脚踏式开关电冰箱、简易拆包裹器、按钮式自动弹簧锁、自动配药服药定时器等都很
受老年人的青睐。与这些国家比较起来，我国老龄商品主要以老年保健营养品为主，老年人专用品开发得很
少。因此其中的潜力是巨大的。为此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1）做好市场调研和市场分析工作；要在充分了解老龄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不同需求老龄群体的分布来开
发商品，量少的还可以实行定购定做制度，切不可盲目生产，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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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投资力度，鼓励科研，开发老年人专用商品。我国目前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老年
人专用商品开发不够，以拐杖为例，有些老年人用单支点拐杖不稳当、易摔倒，国外就有人发明了三支点拐
杖，而日本则更是开发出?quot;老年助浴床"等老龄专用商品。因此我们在发展老龄产业的过程当中，必须鼓
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加强科研，多开发一些老年人专用商品出来，如老龄假发、老龄假牙、怀旧服装和特殊身
材服装等。如果我们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一市场就会被外国厂商占据，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3）开办老年用品专营商店。目前，与诸多"女人广场"、"男人天地"、"儿童商场"比较起来，在我国老年
用品专营商店几乎为零。想给老年人买一根拐杖，可以说90％以上的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买，这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根据地区老年人口数量设置老年用品专营商店或在大型商场设置"老龄商品专柜"已成了
当务之急。  

 2、发展老龄房地产业，实施老龄安居工程。住好是老年人的一个普遍的需求。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可以根
据老年人对居住条件的不同需求，开发一些适合老年人居住的住房。如：  

（1）老年公寓型住房：可以在一些空气清新、阳光充足的地带开发一些低楼层的老龄住房；内部楼道设
好扶手，卫生间、卧室等按老年人身心特征布置装修。  

 （2）"一二三"式楼房：即楼房第一、二、三层按老年人的需求布置，主要提供给老年人居砖   
（3）亲子套间：即开发商在设计时，要考虑到许多老年人不愿与子女住在一起，又不想与子女离得太远

的心理，可以在同一层楼层设计出"亲子套间"，老年人住一边，子女住一边，平时各做各的，老年人有什么需
求，只要一按铃，子女就可以随时过来照顾，这样一家人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又不至于离得太远而让双方不
便。  

（4）小区老年活动中心：即开发商设计时，要在小区将老年活动的场地规划出来，以便于老年人交流、
活动。  

 3、发展社区老年服务业，构建多元化的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体系。  
 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以社区医院、社区调解中心、社区敬老院、社区托老所、社区老年学校、社区

婚介所和家政服务中心等为依托，以社区志愿者为补充构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多方位的服
务。  

 4、规范养老机构，走养老机构产业化之路。  
目前我国的养老机构有政府办的、民间办的、政府和民间合办的等多种方式。尽管有的养老院设施齐备，

服务良好，但依然有许多养老院设施简陋，收费混乱，缺少专业护理人员，服务质量低劣，有的仅以为养老院
只要让老年人衣食无忧即可，完全没考虑到老年人还有其它的需求。因此要规范养老机构，分级别制定标准，
包括设备标准、收费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等，并且定期检查评审，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养老机构的质量，为老年
人颐养天年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5、兴办老年医院，发展老年医学产业。就医是老年人的一个大难题，一旦生病，许多老年人不是因医院
离家太远而耽误治疗，就是在一些大医院东奔西跑，不知找哪一个科室就诊。对此人们可以根据地区的老年人
口数量规模兴办一些老年医院，让老年人的疾病在那里得到应有的治疗，而用不着在其它医院里跑来跑去。  

6、发展老年文化、旅游产业，包括下列一些基本内容：  
（1）老年体育保健方面：可以兴建一些高尔夫球畅 老年健身中心等，既可以满足老年与他人交流的需

求，以可以满足老年人锻炼身体、预防疾病的需求。另外，还可以开发一些适合老年人的体育保健用品和项
目，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  

（2）老年教育方面：可以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函授等多种方式，也可利用集中授课的方式开办老年
教育事业，以满足老年人的求知需求。  

（3）老年旅游：可以根据老年人的不同身心特征组建老年人旅游团，选择恰当景点游玩，以丰富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 

7、发展老龄自助产业，满足贫困老年人的需求。  
针对我国贫困老年人比较多的现实，可以组织老年人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这样既能满足

老年人自我实现的需求，又能使他们获得一定的收入。如自助养老院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在这种养老院里，
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养鸡、喂猪、种菜或从事一些简单的手工生产，既消除了寂寞，又减轻了养老负担。 

三、老龄产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尽管老龄产业是一个极富生命力的朝阳产业，但它在我国的发展却较缓慢，究其原因，其制约因素不外乎

下列几个方面：  
1、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在我国，许多老年人退休后，收入骤减，有的仅能维持温饱，更不用说大部分毫

无经济收入的农村老年人了。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消费水平，因此，尽管许多老年人有这样那样的需求，但他们
却无法将其表现为消费行为。这是制约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因素。 

2、现有的老年服务水平。老龄产业在我国的各领域已有所启动，但由于缺泛规范化管理，许多伪劣产
品、低劣的服务质量严重打击了老年人的消费积极性，使他们产生许多的顾虑，不敢接受一些热情的老年服
务。如有的旅行社只图谋利，毫不顾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观光时只图快，旅游中又无医护人员随同，导致许
多老年人一次旅游下来人也病倒了，以后就谈旅游而色变；有的健身中心，不顾及老年人已经骨质疏松，还教
他们跳年轻人跳的健美操，几次下来，弄得老年人腰酸腿痛的，严重的还有骨折；有的养老院除了一日三餐
外，老年人别无他事。这些都使老年人望而却步，即使有消费需求，也被吓怕了，从而将需求强压在心底。  

3、专业工作人员缺乏。人力资源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的主导因素。而目前活跃在老龄产业中的大部分是
一些凭着人道主义和经验而工作的人，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或有关老年知识的培训，这不仅仅影响了老
龄产业目前的服务质量，而且制约了其未来的发展。 

我们既然把老龄产业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其放入市场，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控制和
调节。但是，老龄产业又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因为一个国家的老龄工作做得好坏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
与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老龄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来给予调节。从消除上述三
个障碍性因素来看，国家和政府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1、加大老年福利事业的资金投入力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收入水平。老年人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我
们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给予救助或提高老年人的养老保险金等方式提高老年人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从
而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  

2、规范老龄服务市场，防止伤老现象的发生，调动老年人的消费积极性。对一些涉老商品或涉老服务都
要制定相应的商品标准或行业标准，并且不定期的抽查，一旦发现违规现象，除责令其改变之外，还要给予严
惩，违法的要交执法部门处理。  

3、培养专业老年社会工作者，建立一支优良的老年社会工作者队伍。可以鼓励高校开办老年社会工作专
业，也可以通过培训在职老年工作人员，实行职业资格标准，以建立一支懂得老年人身心常识、业务水平精、



思想道德素质高的老年社会工作者队伍，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人才保障。  
总之，老龄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需要国家和社会等的多方支持与培育才能够茁壮成长，以更好地为

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全方位的服务，让老年人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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