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里有强大的市场需
求， 哪里就会有投资者逐利
的踪影。然而，面对中国数千
亿元的“银发市场金矿”，老
年产业却并非想象中的那么
热闹。

记者走访长沙市区各大
商场、超市发现，适合老年人
的产品确实很少， 主要是服
装、食品、保健品“老三样”，没
有特色且缺乏创新，而且这类
商品基本隐藏在商场角落。

尽管湖南养老消费市场
热度不高，但总还是有敢于吃
螃蟹的人，湖南中部生物谷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庆玺两
年前开始涉足养老医疗领域，
目前投资额已近4000万元，
问到投资收益，黄庆玺称目前
仍处于投入期，不过他愿意等
到养老市场井喷的一天。

如果说黄庆玺目前仍对
养老市场充满愿景， 那么
2013年涉足养老院项目的长
沙雨花区永济老年养护院院
长左维新，则正饱受着煎熬的
苦果。

从去年6月筹建养老院以
来， 左维新目前共计投入了
600多万元，但截至目前为止，

不说收回投资，每月仍要亏损
6万元。

“与国外相比，目前政府
政策支持力度稍显不够，政策
落地也还需要时间，公办养老
院有大额补助，民办养老院根
本没有经营优势”， 提到经营
困境，左维新还告诉记者一个
细节，“养老院作为社会服务
机构，按理说应该享受居民用
电0.58元一度的优惠，但目前
电力部门却依然按照商业用
电1.28元一度的收费标准在
收费，光用电这一项，我们一
个月就要多出一万多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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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期待与千枚典藏级美钻零
距离邂逅吗？一场绝无仅有克拉盛
宴即将奢耀星城。

6月13日， 为庆祝玛丽莱钻石
珠宝城常德华天店开业，2014克拉
巡展长沙站将首先启幕。

在4天的展会上，将有总价值
上千万元的千枚克拉美钻展出，
每件都是顶尖设计师的匠心之
作。

克拉钻成理财新宠

拥有一颗珍贵的钻石，不仅仅
是对于美的典藏， 更是一种时尚
的财富投资。而重量达到1克拉级
别的钻石因出产量更为稀有，被
人们称为钻中之钻， 在当今国际
珠宝市场上最受消费者推崇。

随着全球克拉钻的产量逐年
递减，克拉钻价格增长幅度更以每

年40%至50%的幅度飙升，高品质
钻石更是“一钻难求”。

千颗顶级克拉钻集体亮相

据悉，此次来长沙参与玛丽来
巡展的千枚克拉钻，均经业内大师
仔细遴选推介并获得国际GIA或
NGTC认证，属于珍品级别。每一
颗都符合严格国际4C标准的克拉

钻，无论佩戴还是投资收藏，都是
长沙市民的最佳选择。

巡展期间， 除了能一饱眼福
外，你还能以最好的性价比购买到
典藏级优质克拉钻。1克拉美戒最
低仅售19800元， 还有千枚钻戒厂
价直销，对长沙市民而言，无疑是
全年最难得的抢钻机会。

巡展咨询电话：0731-84455111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朱蓉

玛丽莱珠宝理财专栏

千枚美钻奢耀星城

银发经济钱景诱人，30家台湾、香港养老机构入湘，3家寿险公司来长

为何多数湘商不愿养“老”
6月11日，在长沙某企业工作的刘飞武（化名）考虑再三

后，还是拨通了浏阳太平桥镇老家的电话，请在家务农的兄
长在村里帮忙张罗出一块宅基空地， 在长沙打拼近40年后，
他还是想回老家建房养老，因为城市的养老院价格太贵。

来自湖南省老龄委统计数据预计，到2015年末，我省60岁
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250万，约占总人口的17%。这意味着，不
久的将来，每6个湖南人中将有一个是老年人。

老龄化社会扑面而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数以千亿元计
的“银发市场金矿”，但记者连日来调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却频频出现多数商家不愿“尝老”的尴
尬现状。

职能部门不能缺位

日前， 在卖掉部分绿城股
份后， 绿城创始人宋卫平宣布
投身养老地产。事实上，养老地
产早就吸引了多家房企的介
入，据不完全统计，保利、万科、
远洋等众多房企也已陆续进入
养老地产领域， 公开信息披露
的养老地产项目已超过百个。

而在地产大佬转身养老
产业的同时，新华、平安等保

险公司也纷纷染指养老地产，
跨界建起高级养老院，将产业
链拓展至养老地产、健康等领
域。 而泰康人寿则推出与养老
社区相结合的保险产品“幸福
有约”计划，湖南保险业内一位
资深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从
去年开始，新华、平安、合众人
寿等保险公司均曾在长沙筛选
过养老地块，布局养老经济。

港资、 台资也不甘于后。
记者在上月召开的2014中国
湖南（国际）老年产业博览会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台湾中
华资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部生物谷有限公司宣布将
联合引进近30家台湾、 香港
养老机构联合开辟的港台养
老生活馆， 以此进入湖南养
老产业的大门。

实业、保险、资本争相进
入养老市场，这背后又有着怎
样的成长逻辑？

从资本逐利角度出发，其
间的答案不言而喻。 从1999年
开始，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当
前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
发展阶段，2013年底我国60周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2亿，
2025�年将突破3亿。而和“银
发经济”所对应的是一个规模
数千亿级的立体型“富矿”。

然而现实是，目前养老产
业链的各种服务商还没有成
型，即便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
品也不例外。

长沙市民张笑表示了这
样的困扰，“与遍地开花的婴
幼儿用品店相比，老年人用品
专卖店在市区难觅踪影，专为
老年人研发设计的生活用品
在市场上很难买到。”

老年人需要的早已不仅是
服装、保健品、老花眼镜、拐杖、

助听器等一些特殊生活用品。房
地产、医疗卫生、信息通信、金融
保险、文化娱乐和教育等诸多产
业都在老龄产业涵盖之内。

湖南省老龄办主任陈毅
华对此表示， 老龄产业发展
潜力巨大， 将成为今后较长
时期内扩大内需、 发展经济
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数据显
示，我国养老产业在2011年产
值为1.4万亿元，预期2030年将
增加到13万亿元。

动态 房企保险大佬争相涉足养老地产

前景 银发经济藏巨大商机

尴尬 湖南多数商家不愿涉足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解决好
养老问题，不仅事关每个中国人
的福祉，更是成为制约和衡量国
家是否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
关键性因素。

按照市场规律来讲， 有需
求就有市场。 既然我国是世界
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发展
养老产业前景理应十分光明，
然而， 当下却遭遇多数商家不
愿涉足的种种尴尬。

在这其间， 有市场主体自
身经营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政
府扶持力度或政策落地不够，
特别是国内养老服务标准缺
失， 进而导致养老产品与市民
需求的脱节。 当下养老院的发
展窘境便是最好的例证，“贵族
养老院”住不起或住不上，条件
很差的养老院又没人愿意住。

养老产业要健康发展，单
纯提几句口号， 或者一味将其
推向市场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
的体现， 政府职能部门唯有不
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的力度，
在采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不
断完善行业标准与法律配套，
最大限度调动企业、 机构等全
社会的力量才有望实现破局。

事实上， 老龄化社会对我
们是一个挑战， 也是我国经济
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 搞好养
老产业，全力解决养老问题，不
仅有利于在全社会培育尊老爱
幼的大环境， 也将成为我国经
济转型升级、 发展服务产业和
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量。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潘海涛

老年产业系列报道之一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海涛 蔡平

全国老年人口
（60周岁以上）

2013年：突破2亿
2020年：
将达到2.43亿
2025年：将突破3亿

全国养老产业产值
2011年：1.4万亿元
2030年：13万亿元

（预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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