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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辆，在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公共场所为老年人设

置专席以及绿色通道，便利老年人出行。

二是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感不断增强。推动老年大学向

街道、社区延伸，全市建成老年大学65所、乡镇（街道）

老年学校324所、社区老年教学点1032个。成立重庆老年

科技大学，服务提升老年人科学素质。建立“桑榆尚学”

老年教育公众号，基本建成4大门类、近150门核心课程

的线上线下教育课程体系。落实老年优待政策，老年人参

观文物建筑、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开展“银发关爱”专

项行动，开展“银龄讲学”“银龄助医”等系列“银龄行

动”，招募退休教师、医生到基层服务。65万老年人志愿

者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正能量、作出

新贡献。

三是敬老爱老助老社会氛围更加浓郁。深入社区开展

“家和”养老艺术节、社区百家宴、长寿宴等各类活动，

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抚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开展老年健

康、人口老龄化国情宣讲、智能技术使用培训等多样化活

动，大力培育爱老助老社会风尚。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75个，69家单位和69名个人荣获全国“敬老文

明号”“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推出“孝老爱亲重庆

好人”先进典型116名、道德模范11名，持续弘扬孝老爱

亲、老有所养的美德善行。

重庆发展银发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重庆银发经济总体仍处于培育发展初期，消

费需求尚未激活、产品供给质量不优、企业研发创新乏

力、产品和服务标准有所缺失等问题较为突出，亟待加以

解决。

一是消费需求尚未激活。目前养老领域消费态势总体

仍较疲软，部分养老服务机构价格与消费能力呈现倒挂现

象，已成为制约老年人扩大消费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发

改委数据，我国银发经济总规模占全国GDP比重仅为6%，

与全市18.3%的老年人口占比相比，②银发经济市场发展仍

有较大空间，银发消费的需求潜力尚未真正激发出来。

二是产品供给质量不优。目前，全市银发经济产业

主要集中在老年用品制造和养老服务两大行业。从生产端

来看，全市适老化食品生产处于有机绿色农产品的初级加

工阶段，银发电子终端产品主要还是廉价、低端的老年机

型。全市拥有康复器具等领域生产企业100余家，主要分布

在巴南区、大足区和永川区，但是与河南安阳市、河北衡

水市等康复器具生产集聚地相比，老年用品企业主体少、

规模小，缺乏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代表产品和区域品牌。

三是企业研发创新乏力。银发制造是涉及多学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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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交叉的新型行业，对技术成本投入要求较高。目前，

全市康复器具产业主要集中在工艺相对简单的物理治疗设

备或高耗材产品，部分专业性较强的老年用品仍多依靠进

口。调研显示，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领域目前实施严

格的监管、注册审批流程，市场准入门槛高，企业研发投

入意愿相对不足。

四是产品和服务标准有所缺失。银发经济缺乏完善的

产业体系，市场准入制度尚不健全。目前已出台的银发经

济或老龄产业政策多强调加强规划引导，而具体的老年用

品行业标准等配套支持政策上还存在不足，导致市场上保

健品、中医诊疗、投资养老等领域“鱼龙混杂”的现象较

为突出。

重庆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重庆亟需把握银发经济发展机遇，增加有效的

制度供给，加快推动全市银发经济规模化、集群化、品牌

化、标准化发展。

（一）聚焦产业“规模化”，确立打造银发经济先行

区战略定位

充分发挥重庆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确立打造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银发经济先行区战略定位，率先在银发制造、

银发创新和银发颐养赛道上发力争取占据领先地位，推动

银发经济产业规模不断提升。

一是打造全国重要的银发制造基地。以医疗器械制造

与智慧健康养老终端消费产品制造为重点，夯实重庆作为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银发制造功能。紧扣银发制造

的重大项目平台、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产品创新、应用新

场景等，面向全球适时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机会清单，创造

投资机会，推动银发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二是打造西部领先的银发创新高地。深入推进银发经

济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银发经济领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试点，健全完善健康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突出生物技术

和适老化智能创新引领，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

育、科技人才引进、创新基地支撑的银发创新生态。

三是打造国际知名的银发颐养胜地。以大健康产业

构建的全产业链和大生态体系为重要依托，深挖“颐养”

潜力，推动养生养老服务与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业

态融合发展，不断拓展颐养跨界融合场景。创新发展健康

养老智慧智能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森林康养游、运动康养

游、中医药养生游、温泉康养游提档升级和品牌塑造。

（二）聚焦产业“集群化”，构建“一核多极”园区

总体布局

2024年国办1号文中明确提出要在京津冀、长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