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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多赛道拓展万亿级产业蓝海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5年 4月 7日 陈涵旸  

当科技助老的春风吹进万家，当“银发专列”的车轮驶向远方，

文旅、科技、康养等银发经济赛道正迸发出新的发展活力。报告显

示，到 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到 30万亿元。未来，

随着养老需求的增长和养老服务的提升，银发消费市场潜力将进一

步释放。

机器人“跑”出科技助老“加速度”

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养老机器人成为科技助

老核心方向。目前养老机器人主要包括辅助功能性的外骨骼机器

人、管家服务式的人形机器人等。记者多方采访发现，依托人工智

能、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不少企业的创新产品跑出“加速度”。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已年逾六旬，在泰山风景区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穿戴上外骨骼机器人轻松走上了斜坡。“公司已与恩施大峡谷、

陕西鬼谷岭、东莞观音山、嵩山、峨眉山等多个景区合作铺设外骨

骼机器人。”深圳市肯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余运波表示，“穿戴

外骨骼机器人，能够减轻游客 30%以上的疲劳，降低了人体行走时

最困难时刻的强度，大幅延长人体续航，实际测试可以多走几倍里

程。”

能实时语音对话、及时提醒用药，还能进行紧急报警的“管家

式”机器人已不是未来时。来自森丽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小

丽长者陪伴机器人已在多家养老机构、社区试点运行。森丽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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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雅表示，伴随国内养老机器人标准的制

定出台，未来企业会聚焦探索标准化建设，并进一步夯实大模型、

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底座。

“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养老机器人正成为科技助

老的新风口。”余运波指出，很多外骨骼机器人以医院专业级为主，

辅助日常行走的助力级产品较少，未来移动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

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将拓展银发经济发展新空间。

“作为企业，我们将更有信心投入研发养老机器人等相关产品。

未来，家庭服务移动仿生人形机器人有望迅速发展。”大连蒂艾斯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博阳表示，将聚焦老年人情感陪护需

求，通过智能表情交互、智能灵巧手、智能大模型等技术，进一步

钻研仿生人型机器人，同时加强与智能家居终端的联动，在更多场

景落地应用。

银发旅游列车“驶入”文旅新图景

“我今年 75 岁了，这次是和天津的‘驴友’相约，一起搭乘

银发专列开启为期 12 天的跨省旅游。”游客王先生正在北京丰台站

等候列车，他告诉记者，自己搭乘的是 2025 年京津冀地区首趟银

发旅游列车，途经江西、湖南、广东三省，沿途游玩庐山、婺源、

肇庆星湖等十余个景区。

“银发旅游列车上有不少适老化改造，看到随车的导游和医护

人员特别安心。”王先生指着自己的三件行李说，“这些行李全程

都可以放在列车上，有专人看管，下车住酒店只需要带上一两件衣

服就可以，比自己出行省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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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旅游列车老年游客居多的特点，本次旅游列车以‘健康

随行，味暖夕阳’为主题，启用‘适老化服务’，打造中铁旅老年

人健康餐饮旅游列车。”据中铁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随车医护

人员具备丰富的急救技能，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地作出判断并及时

采取措施。

今年以来，西安局集团公司已开行 9列以观赏大美秦川风貌为

主的银发旅游专列，主要开行线路以“秦岭冰雪游”及“环秦岭”

短途游为主，累计接待游客超 6500 人次；黑龙江省开出 2025 年首

趟港澳银发旅游专列；广东湛江开出首趟银发赏花专列……近段时

间国内多地“银发号”列车深受老年游客青睐。

为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银发旅游专列这一新兴业

态应运而生。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到 2025 年年末，中国出游

率较高、旅游消费较多的低龄健康老年人将超过 1 亿人，银发旅游

收入有望突破万亿元。

日前，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 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到 2027 年，构建覆盖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银发

旅游列车产品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

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积极发展抗衰老、银发旅游等产业，释

放银发消费市场潜力。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李佳表示，以银发旅游专列为

契机，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将进一步推动银发文旅产业链

的升级创新，释放银发经济的市场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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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赛道挖掘万亿银发蓝海

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为培育经济发展新

动能提供了有利契机。专家指出，养老照护、文体娱乐、抗衰老产

业、养老金融产品等都将成为万亿级蓝海新赛道，但仍要精准对接

银发群体需求。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当代社会服务研究院与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

告（2024）》显示，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银发经济在国内生产总

值的占比将进一步增加。到 2035 年，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到 30 万

亿元，占 GDP 的 10%。其中，养老服务业、老年用品消费、老年金

融、健康、文旅等银发相关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天眼查专

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存“养老”相关企业 36 万余家。

2025 年 1 至 3 月，新增相关企业 1.9 万家。

“养老产业市场规模的增长不仅显示出银发经济市场的巨大潜

力，也体现了需求端对消费服务与产品的迫切。”李佳认为，现阶

段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餐饮、护理、保健等基础养老服务方面，当

前，已有不少企业开始探索智慧养老等新领域。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银发经济的发展，

但在市场层面，李佳认为，相关主体应持续加深对老年人多元需求

的认知，精细化、层次化“对症下药”匹配消费供需。

谈及中国银发经济赛道，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

要从基本需求和未来需求来看。“为 3亿中国老人提供高质量的、

优质的、可获得的养老服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从未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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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与‘活力老人’相关的教育、娱乐、旅游等领域是增长最快

的赛道之一。”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长寿时代带来的不只是人口结构变化，而

是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塑性转变，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今后

几乎所有产业都要为老龄社会做转型和细分，隐含着无限的商机和

潜能。”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

副院长吴玉韶说。



- 7 -

拓宽新技术服务内容 让“银发一族”更贴心

来源：光明日报 2025年 4月 7日 孟辰

近日，一款自重仅 1.8公斤、续航 3至 5小时、售价不足万元

的登山外骨骼机器人，在多个景区走红，引起了公众，尤其是老年

朋友的关注。如今，在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工智能赋能

新质生产力，不断推动银发产业转型升级，为银发经济注入新的活

力，科技的力量，正在让老年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当下，AI技术正广泛应用于老年社会的诸多领域。例如在健康

医疗领域，AI技术使体检过程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AI的大数据

分析、汇总解读与个性化管理，可以实现健康状态的动态监测，能

及时防范潜在的健康风险，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负担。在养老服

务领域，智能机器人能帮助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目前，一些企业

研发的机器人不仅能够帮助老人取快递，还能把老人抱到轮椅上、

搀扶老人走路等等，可大大减轻照护人员的劳动强度。

  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向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治疗机

器人通过模拟生物反应和触觉反馈，能真实地模仿出人类的情感变

化，进而有效缓解老年人的焦虑情绪，对阿尔茨海默症等患者有帮

助作用。

  智能机器人的出现让人类有了新的伙伴，人形机器人、机器宠

物狗等人工智能产品，正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甚至成为家庭的重

要成员。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穿着东北特色花棉袄的人形机器

人，扭着秧歌、转着手帕，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这种情感互动，



- 8 -

使得新技术不再只是一种冷冰冰的工具，它正逐渐成为连接技术与

人文关怀的桥梁，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温暖与关爱。

  在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老年人对智能工具的依赖日益加

深，然而一些复杂的操作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扰。对许多老年人

而言，这些智能设备就像一本没有翻译的外文书，按钮清晰可见，

图标却难以理解。AI赋能银发经济，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更要关

注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让他们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如何跨越老年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鸿沟？产品研发和社会服

务两方面要引起重视。

  在产品研发上，要方便老年人使用，简化操作界面，保留原生

适老设计。比如，只需一个按钮就可以进入开机模式，或者语音呼

叫开启界面，这样对于指纹识别困难的老人也能轻松解决问题。手

机应用程序怎么用？付款码在哪？安全性如何？也是老年人关注

的问题。可以增加人工智能小助手，通过“打车”“付款码”等简

单的语音口令，跳转到操作页面，直接进行设置和交易。还可以利

用视频客服，对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线上帮扶，缓解老年人的焦虑。

  一些老年人身边的数字产品要做到“极简”。不能像某些数字

电视产品，需要几个遥控器进行操作，来回切换，选项繁多，使用

起来极不方便。在产品设计方面，要适应老年人的习惯，一键操作、

大字体、高对比度，简化不必要的菜单，重点关注老年人喜欢的电

视节目和内容，实现“一键达”“一网通”。

  在社会服务上，应简化老年人服务流程。比如在公共服务中，

可以考虑扩大社区服务，由专人帮助老年人线上预约号码、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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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等，同时保留传统的线下方式，设置老年人快速通道，减

少老年人的奔波。要扩大长者智能培训服务，搭建服务点平台，线

上线下解决数字服务中的难题；与老年大学联合，传授智能技术知

识，不断丰富老年人对智能技术的体验，增进老年人的兴趣爱好，

鼓励老年人主动拥抱人工智能。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年年会上，民政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预计到 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占 GDP比重将从 6%
上升到 9%，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银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推

动 AI和银发经济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技术加产业的问题，而是一

个关乎社会运行的时代议题，是建设包容、公平、美好社会的必然

要求。如何让老年人跟上时代的步伐，如何让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到

社会活动中来，是社会各方都应担起的责任。对此，企业和社会需

要改变单纯“效率至上”的观念，要为“银发一族”提供更多的人

文关怀，让技术红利成为关爱老人、传承文明的动能。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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