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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针对老年事业 、 老龄事业 、 养老事业 、 老年产业、 老年服务业 、 老龄产 业、 养老产业 、 养老 艮

务业的概念界定及其关 系存在争议的现状 ，
对近 ３０ 年来我 国 学术专著 、 期刊论文和政策 中提 出 的老

龄事业和老龄产 业相关代表性概念进行了 系统整理分析 ，
梳理 了 相关概念界定的主要问题以及与之

相关 的老龄工作 实践 中 出现的突 出 问题。 以 问题为导向 ，
将老龄产 业纳入老龄事业统一框架 下 ， 并

且分别对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相关概念进行 了 关系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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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自从 １ ９８４ 年我国明确提出发展老年事业 （王青山
，

１ ９９０） 以来 ， 我国的学术专著 、 论

文 、 法律政策中陆续出现了老龄事业 、 养老事业 、 老年产业 、 老龄产业 、 养老产业、 养老服

务业、 老年服务业等相关概念 。 不少学者分别从多个角度对这些概念的 内涵进行了辨析 ，
对

其外延进行了划分 （
王青山 ，

１９９０
；
陆杰华 ，

２０００
； 穆光宗 ，

２０００
；
杜鹏等 ，

２００９
；
田香兰

，

２０ １ ０
；
宋锐等

，
２００ ８

） 。 在相关概念的关系界定方面 ，
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议 。 有些学者将不

同 的概念等同 ，
认为老年产业又可称为

“

银发产业
” “

银色产业
” “

养老产业
” “

老龄产

业
” “

老人福利产业
”

（
田香兰

，

２０ １０
；
郭正模等

，

２０ １ ３
） ；
也有学者认为 ，

老龄产业比老年

产业涵盖的面要更宽一点 ， 更科学一点 （张文范 ，
１ ９９７

； 汪雁
，
２００４ ） 。 本文 旨在通过对近

３０ 年来我国的学术专著 、 期刊论文和政策中提出的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代表性概念进行

系统梳理
，
分析由于概念界定不清晰而在老龄工作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 并尝试在统一框

架下重新界定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

二
、 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相关概念分析

（

一

） 老龄事业相关概念分析

表 １ 是 目前所收集到的具有代表性的老龄事业相关概念界定 ， 其中
“

老年事业
”“

养老

事业
”

概念界定各 １ 项
，

“

老龄事业
”

概念界定 ４ 项 。 针对概念界定内容 ， 分别从是什么 、

服务内容 、 服务对象 、 提供者 、 归属 、 营利性 、 解决问题 ７ 个维度进行分析 。 由于王青山

（ １９９０） 的研究 中只是提出 了老年事业的 目标是
“

五所
”

， 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地概念界定
，

因此没有将其纳入分析范围 。

就
“

是什么
”

维度而言 ， 除养老事业无内容外 ， 其他 ４项概念各不相同 ， 分别涉及老龄

工作 、 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 、 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 、 工作计划和 目标任务 。 就
“

服务内容
”

而言也是参差不齐 ， 其中老龄事业涉及解决老龄问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 老年人的整体福利

水平、 老年人的物质文化需要 、 生活保障提供 ， 而养老事业仅仅包括基本服务 。 在
“

服务对

象
”

维度 ， 除杜鹏等 （
２００９） 的研究没有提到以外 ，

其他 ４项概念分别有 ３ 种提法
——老年

人 、 老年群体和年老公民 ，
只有邬沧萍教授没有特指服务对象 （杜鹏等 ，

２００９） 。 在
“

提供

者
”

维度
，
杜鹏等 （２００９） 对此没有做出明确说明

，
其他 ３项概念大致为国家机关和其他社

会组织 、 政府 。 在
“

归属
”

维度
， 除杜鹏等 （２００９） 没有说明外

，
其他均将其归属为社会事

业 、 公共服务事业或社会公共管理 。 在
“

营利性
”

维度 ，
田香兰 （２０ １ ０） 明确提出 ， 养老事

业为
“

非营利性
”

。 在
“

解决问题
”

维度
，
国家应对人 口老龄化战略研究 、 老龄事业发展指

标体系研究课题组 （２０ １ ４） 和杜鹏等 （２００９ ） 明确提出 ，
老龄事业是为了解决老龄问题 ， 或

—

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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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是为了应对人 口老龄化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 。

表 １ 老龄事业相关概念分析

是什么服务内容服务对象 提供者归属 营利性 解决问题参考文献

老龄事业 老龄工作 解决老龄问题的老龄问题 （杜鹏等 ，

各项管理和服务２００９ ）

工作

老龄事业 社会活动和 提高老年人整体 老年人 社会事业（杜鹏等 ，

社会服务的 福利水平２００９ ）

总称

老龄事业 社会建设和 满足公 民年老以 年老公民 国家机关 社会事业人 口 老龄 化 （国家应对人 口

公共服务活 后的物质文化需 和其他社所产生或将 老龄 化 战略研

动要会组织要产 生 的 经 究、 老龄事业发

济社会问题 展指标体系研究

课题组， ２０ １４ ）

老龄事业 工作计划和 提供与生活保障 老年群体 政府 社会公共（乌丹星 ，

目标任务 相关 的 各 种制管理２０ １ ５）

度 、 设施 、 物品 、

服务等老龄产品

养老事业基本生活服务 老年人 政府公共服务 非营利（ 田香兰，

＾２０ １０ ）


（二） 老龄产业相关概念分析

表 ２ 是 目前所收集到的 １ ８项老龄产业相关概念 ， 其中对于概念内容分别从是什么 、 专

业性 、 服务内容 、 服务对象 、 营利性五个维度进行对比 。

表 ２ 老龄产业相关概念分析

ｉ念是什么专业性服务 内容服务对象营利性参考文献

老龄产业产业体系 ， 盈利性产品 、 服务和就业 老年人盈利性（郭正模等 ，

经济实体（狭义 ） 以２０ １５ ）

及福利慈善性实体

（广义 ）

老龄产业经济实体所组成的 专 门产品 、 服务或就业 老人营利性（ 汪雁 ， ２００４ ）

产业机会

老龄产业各种行业 、 部门的 所有面 向 （广义 ） 、 产品和服务老年人（李超 ， ２０ １ ５ ）

通称专门或主要 （狭义 ）

老龄产业生产部门和企业的 特殊消费需求产品和服务老年人（吴玉韶 ， ２０ １４ ）

集合

老龄产业产ｉ体系产品和服务老年人口（ 邬沧萍等 ，

２０１ ２ ）

老龄产业企业和部门产品和服务老年人口（ 陈茗 ， ２００２ ）

老龄产业相关产业部门组成产品和服务全体公民老 （ 吴玉韶等 ，

的业态总称年期２０ １ ４ ）

老龄产业企业或行业的集成物质生活资料 、 精 老年人（ 阎青春 ， ２００６ ）

或集合神文 化生活 资料

或服务产 品

老龄产业新兴经济业态物质文化 、 生活需 老年社会群 在 市场经济 （张仁民 ，
２００４ ）

求体条件

老龄产业企业和部门用 品服务老年人（穆光宗 ， ２０００ ）

老年产业产业


特殊消 费需求产品和服务老年人


（乌丹星 ， ２０ １５ ）

—

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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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什么专业性服务内 容服务对象菅利性参考文献

老年产业各种行业产品 或劳务 、 衣食 老年人口（ 陆杰华 ， ２０００ ）

住行用

老年产业社会经济活动特殊消费需求产品 生产与服务 老年人营利性（ 郭正模等 ，

２０ １ ３ ）

老年产业产业特殊需求老年人（ 陈茜 ， ２０ １ ６ ）

老年服务产业 各种经济活动特殊需要产品 和提供劳务 老年人（ 宋锐等 ，
２ ００ ８ ）

养老产业业态的统称产品 或者劳务老年人市场化机制 （ 刘 昌平 ， ２０ １ １ ）

养老产业民间营利事业活动高层次生活 、 文化 老年人营利（ 田 香兰 ， ２ ０ １ ０ ）

的总称需求

养老服务业服 务行业特殊生活需求生活 照顾和护 理 老年人（ 国办发 （ ２００６ ）



６ 号 ）
ａ



从老龄产业
“

是什么
”

的维度来看 ， 可分为以下六类 ： 产业 （体系 ）
、 各种行业 ／ 服务行

业 、 经济活动 、 企业和部门 、 业态 、 企业或行业的集成或集合 。 在
“

专业性
”

维度 ， 有 ６ 项

强调了特殊性 ，
２ 项强调了

“

专门或主要
”

。 其中
一项概念提出广义的老龄产业概念是

“

所有

面向
”

老年人
，
狭义的是

“

专门或主要
”

。 在
“

服务内容
”

维度 ，
可以分为 ９ 类 ： 产品和服

务 ６ 项 ， 产品 、 服务和就业 ２ 项
，
产品或者劳务 ２ 项

，
产品或者劳务 、 衣食住行用 １ 项 ， 用

品服务 １ 项
， 物质文化 、 生活需求 １ 项

， 物质生活资料 、 精神文化生活资料或服务产品 １

数量 ｜

项
， 高层次生活 、 文化需求 １ 项

，
生

＇

 ．活照顾和护理服务 １ 项 （见图 １ ） 。 在

ｓ
：

｜
“

服务对象
”

维度 ，
有 ４ 种提法 ： 老年

＝
：

■＿＿ 人 、 老年人 口 、 老年社会群体 、 全体

公民老年期 。 在
“

营利性
”

维度
，
除 １

０

Ｊ７７Ｊ

￣

７７
＇

＂
１

１辦心 、 細艮統没＿賴

＾ ＾＾
＾出 营利性外 ， 有 ４ 项概念均 明 确提 出

产
ｆ

营利性 （盈种性）
，

ｉ ｉ 项概念界定 由 于

、？
令
提出市场 、 产业或企业

，
可 以 间接得

图 １ 服务 内容统计出营利性 。

（三 ） 相关概念界定的主要问题
一是老龄产业的概念界定相对不完整 。 相对于老龄事业相关概念 ， 老龄产业相关概念在

“

归属
” “

解决问题
”

两个维度均没有做出 明确说明 。

二是
“

是什么
”

方向不
一致 。 老龄事业相关概念在

“

是什么
”

问题上谈的更多是
“

做什

么
”

， 例如 ，
老龄工作 、 社会活动 、 社会服务 、 社会建设 、 公共服务 、 工作计划 目 标任务 。

老龄产业相关概念的
“

是什么
”

谈的更多是
“

组成
”

， 例如 ， 产业 （体系 ）
、 各种行业 ／ 服务行

业 、 企业和部门 、 业态 、 企业或行业的集成或集合 。

①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 国办发 〔２００６ 〕 ６ 号 ） 。

—

６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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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
“

服务对象
”

术语待统一 。 除邬沧萍教授没有提出
“

服务对象
”

外 （杜鹏等 ，

２００９）
， 其他 ２２ 项概念界定均明确提出服务对象 ， 但其术语有 ７ 种之多 ， 包括老人 、 老年人 、

老年人 口 、 老年群体 、 老年社会群体 、 年老公民 、 全体公民老年期 。 这些术语尚有待统
一

。

四是
“

服务内容
”

类别需界定 。 除邬沧萍教授将服务内容界定为解决老龄问题的各项管

理和服务工作外 （杜鹏等
，

２００９）
， 其他 ２２项概念均是按老年人的需求说明服务内容 。 其类

别涉及物质文化 、 生活保障 、 产品 、 服务 、 就业 、 劳务 、 衣食住行用 、 用品服务 、 精神文化

生活资料 、 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等 。 但不同概念的服务类别存在不完整或不同级别并列问

题
，
例如

， 有些概念仅包括产品或者劳务以及物质文化 、 生活需求等
， 有些概念既使用了产

品 、 用品 、 服务等术语 ，
又将劳务和就业等具体服务内容与其并列 。 另外 ，

老龄事业 、 老年

产业 、 老龄产业这三项概念的服务 内容并没有区分出来 。 除刘 昌平等 （２０ １ １ ） 提出的养老产

业包含产品外
，
其他学者提出的养老事业 、 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业概念均没有提到产品或用

品 〇

五是按
“

提供者
”

区分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 在老龄事业（养老事业 ）和老龄产业 （老年产

业／养老产业 ）
的关系上 ，

目前研究大多认为 ，
两者相互独立并且可 以按提供者来区分。 田香兰

（
２０ １ ０） 指出

，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是两个界限分明的概念 ： 前者属政府提供公共物品 、 公共

服务的范畴
，
体现了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政府责任 ，

是普遍性福利概念 ；
后者是满足老

年人生活多样化、 更高层次生活需求的市场模式的产业概念 。 乌丹星 （２０１ ５
） 认为 ： 凡是涉老

产品及服务是由政府提供的 ，
就是老龄事业 ； 凡是涉老产品及服务是由市场提供的 ， 就是老年

产业 。 吴玉韶 （２０ １ ４） 则根据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主要依靠力量来对此加以区分 ： 如果说发展老

龄事业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提供基本养老公共服务 ， 那么发展老龄产业则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提供社会化产业化的产品和服务 。

六是
“

营利性
”

界定不够严谨 。 相关概念对
“

营利性
”

的界定不够严谨主要表现在 ：

一

方面 ， 大多数概念界定认为 ， 老龄事业是非营利的 ，
老龄产业则具有营利性 ；

另
一

方面 ，
这

些概念界定中存在着
“

营利
” “

赢利
”“

盈利
”

混用的情况 。 根据商务印书馆 ２０ １ ６ 版 《现

代汉语词典》 （第 ７ 版 ） 的解释 ，

“

赢利
”

（盈利 ） 是获得利润 ，

“

营利
”

是谋求利润 （中

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
２０ １６） 。 因此 ， 从各概念界定 的意思来分析 ，

更多的

应该用
“

营利
”

。 因为无论是老龄事业还是产业相关单位 ，
都需要考虑赢利 （盈利 ）

， 否则将

无法持续 。 同时 ， 从现代企业发展来看 ， 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出现 ， 这些企业大多并不是为

了谋求利润 ，
而是致力于创造社会价值 。

三、 与概念界定有关的突出 问题

（

一

） 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 中无老龄产业相关指标

在
“

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
”

中
，
只有老年经济保障指数 、 老年医疗保障指数 、

老年福利服务指数 、 社会参与和权益指数 、 老龄事业投人指数五项 ，
没有发现老龄产业相关

指标文献 （杜鹏等 ，
２００９

） 。 在国家应对人 口老龄化战略研究 、 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课

题组 （２０ １４） 的 〈诸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中 ， 提到 了养老服务业 ， 但没有提到老龄产

—

６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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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其具体指标包括养老服务业从业人员 比例 、 政府扶持养老服务业资金投入年增长率二

项 ，
另外 ， 该书将养老服务业与养老机构 、 老年教育 、 老年文化等相提并论 。

与学界研究成果不同的是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中明确提出老龄产业 。 例如 ， 其中第五十一条规定 ：

“

国家采取措施 ， 发展老龄产业 ，

将老龄产业列入国家扶持行业 目 录。 扶持和引导企业开发 、 生产 、 经营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用

品和提供相关的服务。

”

理论研究与法律规范的不一致 ，
无疑会影响老龄产业的顺利发展 。

（二） 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中对老龄产业的定位不明确

在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

十五
”

计划纲要（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中 ， 仅在其中的
“

四 、 实施

■要》 的保证
”

中 ， 单独用一小节
“

（三）加快体制创新
”

中提出 ：

“

大力推进老年福利事业

社会化 、 产业化和法制化进程 。 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
鼓励社会团体 、 民办非企业单位 、 私

营企业和国内外人士投资老龄事业 ，
发展老年产业 。

”

在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

十
一

五
”

规

划） 中 ，

“

老年产业
”

已改为
“

老龄产业
”

，
并且是发展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 老龄产业

单独成章 ， 分为政策扶持 、 养老服务业 、 老年用品和老年服务产品 、 老年消费四个小节 。 但

老龄产业同时又与老年精神文化生活等章节并列 ，
并将养老服务业与老年用品和老年服务产

品并列 。 在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 中
，
老龄产业同样单独成章 ，

也是分为 ４

个小节 ， 但内容变动较大 ， 分别为 ： 完善老龄产业政策 ， 促进老年用品 、 用具和服务产品开

发 ， 加强老年旅游服务工作 ，
引导老龄产业健康发展 。 〈概划＞〉 没有提及

“

养老服务业
”

，
而

是换成了
“

老年旅游服务
”

，
但老龄产业仍与老龄服务 、 老年精神文化生活等章节并列 。

（三） 老龄事业属于由政府负责的福利性事业思维尚存

无论是较早提出的老年事业 ，
还是 １ ９ ８８年开始使用的老龄事业 ， 从概念界定的层面来说 ，

它们都是属于社会事业的一部分 ，
具有社会事业的一般属性 。 在这

一

理论的指导下
，
传统的国

家包办福利的思想在长时间内影响着政府决策 。 其主要表现是 ：

一是政府直接建设运营大量养

老机构
，
而且人住条件并没有限定于兜底人群 ；

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由政府或政府举办的福

利机构提供 ，
属于国家福利政策范畴 。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４年建设的
“

星光老年之家
”

大多荒废
，
正是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 其荒废的主要原因是 ：

“

星光老年之家
”

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是福利性质

的
，
仅靠其 自身的运营实现 自我补偿和 自我积累比较困难 ；

“

星光老年之家
”

只是一个阶段性

工程
，
当初并没有考虑到建起来后 ，

后期应如何持续运营 ；

“

星光计划
”

的运营主体为街道 ／

乡镇办事处 、 社区居委会
，
后期并无运营资金支持 ，

难以维持其 日 常运作。

（四 ） 作为老龄产业市场主体的涉老企业缺乏具体培育单位

自 １ ９９７年第一届老龄产业研讨会上提出老龄产业以来 ，
迄今已近 ２０ 年 ， 但在老龄事业

由政府提供而老龄产业由市场提供的定势思维下 ， 政府对老龄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 ，
而在培育 、 引导 、 政策扶持方面尚存在一系列问题 。

一是涉老企业缺乏具体培

育单位 。 涉老企业是在工商局注册 ， 但工商部门 的分类体系中并没有老年或老龄类别 。 如果

涉老企业不注册为养老机构 ， 则民政部门并不掌握涉老企业的相关情况 。 二是政府对于服务

于为老服务单位的第三方机构缺乏关注。 在老龄产业发展过程中 ，
出现了一批并不直接为老

—

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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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提供服务的企业 。 其 目标服务对象是为老年人提供直接服务的企业 、 社会组织 、 志愿者

等 ，
服务方式主要是培训 、 咨询 、 策划 、 设计 、 举办展会 、 养老相关信息化软件研发等 。 由

于 目前的老龄产业和老龄产业相关概念主要关注直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单位 ，
这些间接服

务的单位并没有被纳人政府的培育和扶持 目录 。

（五 ） 扶持社会力量参与的政策制定有待完善

２０００ 年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发布的 〈泼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 （中发 〔
２０００

〕
１ ３ 号 ）

是国 内首个全面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指导意见 ， 其中指出 ：

“

老年服务业的发展要走社会化 、

产业化的道路 。

”

但在后续出台 的土地供应政策 、 税费优惠政策等大多具体扶持政策中
，
政

府实际上对非营利性单位与营利性单位采取的是不同的措施 。 例如
，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 １ ３〕 ３５号 ） 中明确提出
，
各地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

要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
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要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

在上述扶持政策的影响下 ，

一些社会力量成立了民办非企业以获取部分政府补贴 ， 但其

在后面的连锁融资方面却面临着
一系列政策瓶颈 。 例如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 第十三条明确规定 ：

“

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

。 这
一规定使得民办非企业

养老服务机构无法实现连锁 ，
而再建新的养老服务机构又无法延续原来的品牌 。 此外 ， 《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二十
一

条规定 ：

“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来源必须合

法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 私分或者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 。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

章程规定的活动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的合法收人 ，

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 。

”

这

一规定使得养老服务机构无法获得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的资本 ，
更无法进行上市融资 。

四 、 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相关概念关系框架

（

一

） 概念关系框架的理论依据

第
一

条
，
从事 、 参与积极应对人 口 老龄化的专业化工作都属于老龄工作 。 老龄工作在本

质上是人类的崇髙事业 ，
因此被称之为老龄事业 。 这

一

条内容是在邬沧萍教授对老龄事业概

念进行界定 （杜鹏等 ，
２００９） 的基础上

，
增加了

“

专业化
”

，
以矫正其范围太广的局限 。

第二条
，
实现老有所养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是老龄事业发展的

主要 目标之
一

。

“

五个老有
”

的来源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第三条
，
不采用

“

产品
”

或
“

用品
”

术语 ，
而是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商标注册术语相

统一。 在商标注册的类别 中只有
“

商品
” “

服务
”

两大类 。

（二） 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关系

老龄产业属于老龄事业的
一

部分 。
２０ １ ３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日 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提出创新社会治

理体制的新要求 ，
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

加强党委领导
，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 鼓励和支持

社会各方面参与 。 根据这一决定 ， 我们根据老龄事业的社会主体来界定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

的关系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老龄事业的社会主体主要包括 ．

？ 国家 、

政府 、 事业单位 、 社会组织 、 企业 ／ 个体工商户 、 志愿者 、 其他 。 我们将其中 由企业 ／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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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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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户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单位完成的工作归属于老龄产业。

（三） 其他老龄相关概念关系

利用括号嵌套层次表达老龄事业相关概念关系如下 ： 老龄事业 ｛老年事业［老有所养 （养

老事业 ｛养老商品业 、 养老服务业 ｝
）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 ］ 、 人 口老

龄化相关其他事业｝ （见图 ２
） 。

图 ２ 中整个圆可以用于表达老龄事业 。 其中左半圆属于老年事业 ， 右半圆表示人口老龄

化相关其他事业 。 老年事业的服务对象为老年人。 老年事业包括五大部分 ： 老有所养 、 老有

脈 、丽ｍ戶脖、 絲臓 。謂
＿

老事业对应老有所养 。 从产品维度 ， 每
一级均可

以分为商品和服务两大类 。 例如养老事业可以分

成养老商品业和养老服务业。 人 口老龄化相关其

／＼他事业包含策划 、 规划 、 咨询 、 代理 、 销售 、 管

＼
ｆ＼理 、 投资 、 开发等方面的相关事业

，
其服务对象

１不是老年人 ， 但与人口老龄化息息相关 。

Ｉ



１
老龄产业相关概念的关系与老龄事业相似 ，

利用括号
？

嵌套层次表达老龄产
＝

业相关概念关系如

＼
／ｎｉ

￣

销售 、 管理 、 下 ： 老龄产业 ｛老年产业［
老有所养 （养老产业 ｛养老

丨

“ 、 舰
｜

商品业 、 养老服务业 丨）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 ］ 、 人 口老龄化相关其他产

图 ２ 概念关 系框架业 ｝ 。 从产品维度 ，
老年产业又可分为老年商品

业 、 老年服务业 。

五 、 研究结论

目前来看 ，
老年事业 、 老龄事业 、 养老事业 、 老年产业 、 老龄产业 、 养老产业 、 养老服

务业 、 老年服务业等相关概念界定尚存在如下问题 ：

一是老龄产业相关概念在老龄事业相关

概念的
“

归属
” “

解决问题
”

两个维度没有做出 明确说明 ；
二是老龄事业相关概念在

“

是什

么
”

问题上谈的更多是
“

做什么
”

，
老龄产业相关概念的

“

是什么
”

谈的更多是
“

组成
”

；
三

是 ２２ 项概念界定均明确提出服务对象 ， 但其术语并不统一 ；
四是 ２２项概念均是按老年人的

需求说明服务内容 ， 但其内容分类有待界定 ； 五是老龄事业（养老事业 ）和老龄产业 （老年产业

／ 养老产业）的 区分按照是由政府提供还是由社会提供来界定 ；
六是相关概念在

“

营利性
”

方

面缺乏严谨性 。

理论研究 、 法律条文 、 政府规划三者在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

上的不一致
， 使得各级政府虽然大多数时候已意识到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重要

性
，
但对老龄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是什么并不是特别清晰 ， 也不是很了

解究竟该如何发展老龄产业 。 甚至在一些概念界定研究成果的影响下
，
还出 台了部分阻碍老

龄产业发展的政策 。

—

６４
—





郑志刚 ， 等 ： 中 国语境下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相关概念的关系界定

本文认为 ，
老龄产业是老龄事业的一部分 。 从老龄事业的社会主体角度分析 ， 由企业 ／

个体工商户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单位完成的工作归属于老龄产业 。 利用括号嵌套层次表达老

龄事业相关概念关系如下 ： 老龄事业 ｛老年事业［老有所养 （养老事业 ｛养老商品业 、 养老服务

业 丨
）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 ］

、 人 口老龄化相关其他事业 ｝ 。 老龄产业

相关概念关系表达如下 ： 老龄产业 ｛老年产业 ［老有所养 （养老产业 ｛养老商品业 、 养老服务

业 丨
）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 ］

、 人 口老龄化相关其他产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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