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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近 3
亿。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

美满的晚年，是家事，也是国事。

最新发布的《中国健康老龄化

发展蓝皮书（2023－2024）》，针对新

形势下养老产业的新趋势、新挑战，

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从

养老服务模式、数字养老、银发经济

等多方面，探索中国式养老新理念、

新举措、新画卷，以更好适应快速增

长的养老需求。

——新理念：编织养老服务幸

福“网”。

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多快？专家

预测，2035年前后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约 5亿。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

老。”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表示，

健康老龄化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

“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融合，涉及

亿万民众切身利益，是重大的民生

工程，也是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这是实现老年群体美好生活向往的

现实需求，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体现。

蓝皮书提出，要树立“积极老龄

观、健康老龄化”新理念，从生命观

的优化、老年健康新内涵等方面，兼

顾“为老”和“备老”，对中国式养老

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如何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老

龄化”理念？解决好老年人健康的

急难愁盼，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朱洪彪说，加快编织养老服务

幸福“网”，让老年人用智慧、经验、

劳动拥抱新生活，增加社会活力、社

会创造力、社会亲和力，收获更多老

年人口健康红利。

健康老龄化发展，如何进一步

健全体系？专家建议从三个维度把

握：一是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老资

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二是养老服

务体系，解决由谁提供养老服务、提

供什么样的养老服务等问题；三是

健康支撑体系，解决老有所医、老年

康养、医养结合的问题。

——新举措：助力构建支撑保

障体系。

“9073”——这是中国养老模式

基本构成，即约 90％居家养老，7％
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

照顾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日常

需求是重中之重。

提供家庭适老化改造，建设智

慧型家庭养老床位，发展老年活动

中心，发展老年食堂……蓝皮书建

议，让老年人在“家门口”能享受到

便捷的养老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我国

累计完成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近 150万户，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

位 23.5 万张，逐步构建完善的养老

服务体系。

一些地方在探索：北京市加快

构建“预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

老年健康服务模式，江苏省聚焦体

医养融合社区慢病老人运动干预新

模式，黑龙江省打造中医药康养发

展方案……

——新画卷：满足养老服务新

诉求。

一面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一

面是“多病共存”，护理需求、长期照

护需求等日渐加大。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有不同诉

求，困难老年人困难也各不相同。”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建议，

要直面问题，在发展中补短板，在解

决老年群体期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

培育银发经济新业态。中国卫

生经济学会老年健康经济专业委员

会联合北京大学“健康中国理论与

实证研究”课题组表示，面对老年人

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亟待

探索多样化养老新业态。据相关测

算，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 万

亿元左右，到 2035 年有望达到 30 万

亿元左右。

推动“智享养老”。应对人工智

能时代之变，养老也要创新。蓝皮

书提出，应特别注意解决养老产品、

服务“不适老”问题。“‘黑科技’要关

爱老年用品，让‘为老’服务更显‘科

技范儿’，使用更便捷。”范利说。

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目

前，我国农村养老面临一些“坎”。

北京大学教授王红漫建议，为农村

老年人编织一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

幸福“网”，充分发挥农村熟人社会

互助互惠特点，力争让老年人实现

不出村、不离乡就能吃上热乎饭、看

个小病等。

“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式

办法就是要调动每一个社会细胞力

量，尽可能用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大

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韩启

德表示，守护好今天的“夕阳红”，也

是善待我们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近3亿老年人！中国“养老”加速变“享老”

新华社北京 7月 16 日电（记者

向家莹 王璐）《经济参考报》7 月 16
日刊发文章《碳价三年翻倍 碳市场

升级扩容渐近》。文章称，7 月 16 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

“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满

三周年。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披露

数据显示，15日全国碳市场收盘价报

87.05 元/吨，与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

交易首日的开盘价 48元/吨相比已近

翻倍。

站在新起点上，加快推进升级扩

围成为下一步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

要课题。发电行业配额分配优化完

善，全国碳市场扩容步伐也在加快，

预计水泥和铝冶炼两个行业或将率

先纳入。

我国碳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

正式上线，第一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

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家，年覆盖

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45亿吨；第二个履

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 2257 家，年覆

盖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50亿吨，从可

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看是全球

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今年以来，全国碳市场建设逐步

提速。继 1月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市场重启后，5 月 1 日《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施行，

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管理

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三年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进

入到第二个履约周期后，全国碳市场

交易量比第一个履约周期增长 19％，

成交量增长了 89％，参与交易的企业

增加近 50％。截至 7月 15日，全国碳

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4.65 亿

吨，累计成交额 269.7亿元。

“通过两个履约周期的工作，全

国电力行业减碳成本降低了约 350
亿元，目前两个履约周期分配配额

超 190 亿吨，按现在市场价格计算，

资产价格超过 1.5万亿元。”碳排放权

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副董

事长朱国辉指出，全国碳市场价格

发现机制作用初步显现，增强了企

业“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

碳发展意识。

目前我国碳市场已进入第三个

履约周期。就在 7 月 2 日，生态环境

部就《2023、2024 年度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

部副主任张晶杰在接受《经济参考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征求意见

稿一是对 2023 年和 2024 年的碳排放

基准值进行适度调整，一定程度上

平衡了低碳发展要求与企业履约压

力；二是简化了配额计算流程和参

数，减少了企业在执行过程中的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碳市场的

运行效率；三是提出了配额结转规

则，健全了碳市场制度，有助于提高

碳市场流动性。

据介绍，下一步电力行业将研究

适应“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要

求的配额分配方案。不断强化碳排

放数据质量管理。加强碳市场与电

力市场协同机制研究。加强碳交易

能力建设，做好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

力水平评价工作。

与此同时，碳市场扩围条件也正

逐步成熟。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碳

研究组分析师宋雨彤认为，一方面，

已有碳市场试点纳入了一些工业行

业进行管控，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

工业行业的碳排放报告、核查工作一

直在进行，有数据基础。

今年上半年，生态环境部先后发

布铝冶炼行业、水泥熟料行业的碳排

放核算、报告与核查指南的征求意

见稿，此举被视为碳市场扩容的强

烈信号。此外，记者采访了解到，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等也已纳入全国

碳市场序列的重点排放行业也已开

展碳排放报告和核查等准备，相关核

算与报告指南、核查技术指南开始征

求各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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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