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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相继出台，养老金融正在逐渐成为金融行业发展的新蓝海。作为主要的养老
金融参与通道，各大银行适老产品推陈出新，近期不少银行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显示，养老产业信
贷正成为业务的新增长点。

9月12日，记者了解到，截至2024年7月末，湖南建行养老、健康等幸福产业贷款余额552.56
亿元，较年初新增41.2亿元。 ■文/图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通讯员 余梦璇 徐榕璐

双重利好，养老产业迎黄金期
银行适老产品推陈出新，“夕阳事业”将是“朝阳产业”

在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加持下， 养老产业正迎来
发展的黄金期， 而银行也不断加大该领域的信贷投放力
度，养老金融产品更是层出不穷，以实现产业发展与金融
的融合。

业内人士介绍， 目前养老相关产业信贷更集中在养
老服务、康复辅助器具等方面，以智慧养老行业衍生的大
量中高端智能养老设备制造商为例， 这些企业不断创新
产品和持续增加的应用场景能在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
有利于银行信贷的风险评估。

其中，农业银行推出“流水e贷”，为具有真实经营流
水的养老服务机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额度最高可
达300万元，实行普惠贷款利率，期限最长1年。

记者注意到，建设银行将综合运用信贷、债权、股权、
REITs等投融资工具，加大对适老用品、智慧养老、康养
旅居等养老产业支持力度， 着力破解养老产业发展“瓶
颈”，积极探索养老金融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路径，提升
养老资金配置效率。 建设银行湖南分行推出养老产业贷
款，用于满足机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
务的项目类资金需求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更是首创推
出“颐养港湾”养老服务平台，实现了养老金金融、养老产
业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金融生态“四位一体”协同发
展，而且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中国农业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 在农业银行线下
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占比达
46%， 这意味着每两位客户中可能就有1位中老年客户。
老年群体规模的不断壮大， 意味着配套的老年服务也必
须紧跟其后。为了保障老年人的服务质量，农业银行依托
智慧银行建设和科技赋能，农业银行聚焦老年人“医食住
行”中的痛点难点，积极探索智慧养老场景建设，助力老
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畅享智慧养老服务。农行上海分行
与部分养老机构合作共建“智慧养老院”， 打通入住、餐
饮、健康、照护等多个流程，为院方、老年客户及家属提供
包括预约探视、健康查询、线上点餐和自助缴费等多种便
捷服务，让老年群体轻松享受“一站式”服务。

各大银行对于养老产业的扶持力度也在
逐步上升。“银发安享贷” 是建设银行针对养
老机构经营周转开发的专属贷款产品。 产品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结合养老机
构备案床位数、经营床位数、老人入住人数、
护工资质等养老产业特色化指标， 创建专属
评价授信方案， 实现了大数据为养老机构精
准“画像”。该产品可采用信用、抵押、质押和
保证等多种方式，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
元，期限最高可达10年，能够有效满足各类养
老机构的融资需求。据了解，建设银行重庆市
分行目前已累计为全市50余家小微养老机构
授信3500万元，有力推动“夕阳事业”成为
“朝阳产业”。

此外，交银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海港人
寿湖南分公司、利安人寿湖南分公司、人保财
险长沙市分公司等， 都就不同方面推出了相
关的金融产品。其中，交银人寿湖南省分公司
就推出了“颐养未来” 这一养老金融保险产
品，适用范围为18-55周岁；利安人寿湖南分
公司还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了“安享颐生（青松
版）”，将被保对象定在了女性55周岁至80周
岁、男性60周岁至80周岁的年龄范围，交费
期间分为三年、五年，满足不同年龄客户投保
需求（还可选择月交），在首个保单年度末即
可领取养老保险金， 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也
分为年领和月领。

当前我国养老储蓄主要集中在银行存
款、 商业养老保险等风险相对较低的产品，
银行仍然是主要的养老金融参与通道，国民
养老财富储备有限。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
院长吴玉韶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
养老服务金融方面，未来，要进一步发挥银
行作为老年人金融纽带的作用，借助银行体
系向老年人普及金融知识，降低信息获取成
本，提高老年人养老金融知识素养，激发投
资积极性，促进老年人更深入地参与到养老
金融中。同时，要系统布局养老服务金融发
展，加大金融机构对养老服务金融的探索实
践力度，完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种类，提升
服务质量。

随着技术进步、商业迭代，全球进入不
确定时代，而人口老龄化成为不确定时代的
确定特征。2022年， 我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
达9.4万亿元，特别是适老化设施设备、智能
健康监测等细分行业发展较快，有相当数量
的企业十分看好未来市场前景，认为“夕阳
事业”必将是“朝阳产业”，正在加紧布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到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预计
将突破4亿。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同时也影响
着经济社会的运行，这对于商业银行养老金
融综合服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养老
金融列为“五篇大文章”之一，成为国家金融
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2024年5月， 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其中
明确了加大对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银发经
济的金融支持。

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监管方面不
仅强调了银行金融服务供给的丰富性，也提
出了加大养老产业融资的必要性，这为银行
提供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养老金融正在逐渐
成为金融行业发展的新蓝海。今年8月21日，
国新办举办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
会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远企
披露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相关数据。
目前，已经开立超过6000万个账户，各类储
蓄存款、银行理财、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超过
500个；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已积累养老
金规模超过6万亿元，覆盖近1亿人；开发了
特定养老储蓄、 养老理财和养老保险的产
品，并开始在全国进行推广。7月末养老产业
贷款较年初增长了16.1%， 而同期的制造业
贷款和高技术产业贷款的增速分别为
11.4%和13.9%。

政策和市场需求双重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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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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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加大该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

金融适老产品不断出新

推动“夕阳事业”成为“朝阳产业”

9月13日，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兴蓉支行内，客户正在
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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