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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 事件：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1 年末全国人口为 141260 万人，比 2020

年末增加 48 万人。2021 年末，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736 万人，占 18.9%，

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0056 万人，占 14.2%。。 

❑ 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难逆转 

2021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34‰，比 2020 年下降 1.11 个千分点。

人口增长持续放缓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

2021 年 15—49 岁育龄妇女比 2020 年减少约 500 万人；生育水平继续下

降，受生育观念转变、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等多方面的影响，2021 年育龄

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60 后”群体步

入退休年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 2030 年占比将达到 25%

左右，其中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加幅度更加明显。 

❑ 养老产业发展迫在眉睫 

2021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占比已经达到 14.2%。“十四五”期间，

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到中度老龄化社会，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

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为政府未来养老规划带来严峻挑战。 

❑ 智慧养老成为数字经济新亮点 

2020 年中国养老产业规模约为 8.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1%，其

中，2020 年智慧养老产业规模或突破 4 万亿元。早在 2015 年，智能养

老就已经被列入国家工程。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智慧

养老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应用在养老上的新业态、新模

式。日前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也提到，要

强化养老等民生领域供需对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智慧养老使养老服务信息数据化，打造更多快捷、高效、

便利的适合产品，有望成为数字经济新亮点。 

❑ 风险提示 

技术发展不及预期，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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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增长速度持续放缓 

2021 年末全国人口为 141260 万人，比 2020 年末增加 48 万人。2021 年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 0.34‰，比 2020 年下降 1.11 个千分点。人口增长持续放缓是

由于出生人口继续减少，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1、 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2021 年 15—49 岁育龄妇女比 2020 年减少

约 500 万人，其中 21—35 岁育龄妇女减少约 300 万人。 

2、 生育水平继续下降。当前，90、00 后作为后继婚育主体，受教育时间

更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学历，2021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已经

突破 900 万，就业压力大，生育观念转变，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初婚初育年龄推迟（10 年推迟约 2 岁）等多方面的影响，2021 年育

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 

图 1 2021 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0.34‰        图 2 2021 年全国人口增加 48 万人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3 育龄女性人口占比下滑                        图 4 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推迟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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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龄化趋势短期难以逆转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重达 18.7%，其中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重达 13.5%。2021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占比已经达到

14.2%。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老龄化是

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老龄化人口规模庞大。目前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有 2.6 亿人。其中 65 岁以

上人口 2 亿人。全国 31 个省份中，有 16 个省份的 65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 500

万人，其中，有 6 个省份的老年人口超过了 1000 万人。 

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 年—2020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

升幅度分别提高了 2.51 和 2.72 个百分点。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60 后”

群体步入退休年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显著加快，到 2030 年占比将达到 25%

左右，其中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加幅度更加明显。人口老龄化程度进

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图 5 2021 年 65 岁以上老人占比 14.2%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3 智慧养老成为数字经济新亮点 

人口老龄化趋势短期难以逆转，为政府未来养老规划带来严峻挑战。“十

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到中度老龄化社会，在 2021 年 12

月 9 日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也强调，将

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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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宜居环

境，构建“居家养老 15 分钟生活圈”。 

早在 2015 年，智能养老就已经被列入国家工程。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重要举措，智慧养老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在养老上

的新业态、新模式。智慧养老结合远程监控、实时定位、统一平台信息交互等

全方位打造信息化养老服务系统，满足现在科学化和人性化的养老需求。 

 

图 6 智慧养老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前瞻产业研究院 

 

全场景智慧养老解决方案成为未来迫切需求。个性化智慧养老服务需求

日益增长。2021 年 10 月，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

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旨在引导完善养老体系走向健全，进

一步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创新发展。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系统+服务+老人+

终端”的智慧养老一体化服务系统，可以针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等不同场景实现定制化服务，利用物联网功能，打造更多快捷、高效、便利的

适合产品，“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使养老服务信息数据化，有望成为数字

经济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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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智慧养老核心模式占比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前瞻产业研究院 

 

图 8 2020 年我国养老服务机构达到 3.8 万个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智研咨询 

 

根据智研咨询数据，2019 年中国养老产业规模为 7.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2020 年中国养老产业规模约为 8.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1%。根据中

国政府网数据，2019 年中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规模近 3.2 万亿元，近 3 年复

合增长率超过 18%，预计到 2020 年产业规模将突破 4 万亿元。截至 2020 年

1 月，全国已创建 117 家示范企业、225 个示范街道（乡镇）和 52 个示范基

地，初步探索形成了技术企业、养老机构、中间服务商及用户多角色间的互利

共赢机制。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到，要强化养老等民

生领域供需对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在人口老龄化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智慧养老大有可为，或成为未来破解养老难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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