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23 年总第 55 卷第 1期

特 约 专 稿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为26 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

较上次普查结果上升5.44个百分点，65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19 064万人，占总人口的13.50%，较上次

普查结果上升4.63个百分点[1]，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基于这一老龄化背景，国家

大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出台一系列法

规政策，积极面对老龄化，坚持健康老龄化，充分吸

纳各种有效技术方法，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探索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中医药

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健康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

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

要的生态资源，对于亚健康和慢病管理，具有独特的

“治未病”优势[2]。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我国健康养老

的现状、需求，收集整理国家出台的促进健康养老的

法规政策，选取全国10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分析其

推进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模式的实践特色，总结凝

练了江苏省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的实践成果并提出

了一些建议，旨在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大卫生、大健

康的理念，将中医理念融入全生命周期，发挥健康促

进、疾病预防和诊疗作用，为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健康养老模式提供借鉴。

1 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背景和独特优势

1.1  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内涵  中医药参与

健康养老服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中医治

未病思想和养生保健方法融入到老年人的生活起

居、饮食娱乐等多方面，帮助老年人养成健康的生

活习惯，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二是在中医药理论

指导下，通过体质辨识，针对老年人不同的体质，采

用个性化的中医药技术和方法，改善体质。三是以

中医药理论为指导，针对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多发

病、易发病，采用预防措施，或发生疾病后使用中医

药技术和方法辨证论治，或病后恢复阶段推广使用

行之有效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帮助老年人预防疾病、

治疗疾病和尽快康复。

1.2  我国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发展背景

1.2.1  人口年龄“倒金字塔”结构日趋严重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介绍：预计“十四五”时

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

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

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

发展趋势呈现四个特征：一是老龄人口绝对值居世

界之首，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二是人口老龄化发

展速度快，老年人口高龄化更加突出；三是我国人

口“未富先老”，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四是老龄人口在

地区分布上不均衡，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冲击。

《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3]显示，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20年的77.93岁提高到

2021年的78.2岁。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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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的报告显示，我国老年人群中患有慢性病

的超过1.9亿，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患

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4]，反映了我国很

多老年人处于长寿不健康的状态，老年健康需求有

很大缺口。

1.2.2  养老产业市场旺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

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2022—

2023年全球养老产业发展及中国市场趋势研究

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达8.8

万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22.3%。2022年中国养

老产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3万亿元，同比增长

16.7%[5]。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未来中

国养老企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报告显示，2014

年至2022年一季度中国养老市场投融资总金额达

48.5亿元，虽然投融资在数量上表现为下降趋势，但

是每笔投融资的含金量都很高。目前，养老产业市

场潜力巨大，后劲充足，属于新兴朝阳产业，吸引了

众多不同领域的投资者参与其中。

1.2.3  中医药健康养老政策环境良好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发展成为国家战略，迎来了

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积极推进中医药参与健

康养老服务，不仅可以满足健康养老的需求，同时

也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

规划（2015－2020年）》，强调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服

务。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2016—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积极推动中医药与养老融合发展。2017年，国

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

建设规划》，提出完善医养结合机制，大力开发中医

药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系列产品[6]。随后，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全国老龄办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的基本原则，确立了行业

工作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及政策措施。同年，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

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着力创新中医药健康服

务模式、拓展服务领域。同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为大力推进中医药健康养

老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提出要积极推动医养结合服务，发挥中医药特色服

务。2022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联合

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强调深入推进医

养结合发展以及发展中医药老年健康服务。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也先后出台了促进养老服务的条例

和相关政策，支持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

1.3  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独特优势

1.3.1  中医药文化根深蒂固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

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包含着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其在理论层

面与中华文化的同构性及在实践层面体现的人民群

众性，使其成为了我国独特而优秀的文化资源，蕴涵

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基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杰出代表，中医药文化世代相传，已经深度融入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中医药的振兴发展和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中医生活方式化，将很好地发挥“外化

中医健康养生理念于行、内化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于

心”的效果，为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提供了客观

条件。

1.3.2  “治未病”理念融入日常  《黄帝内经》中说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中医强调

“治未病”，并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丰富多样的

养生理念和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健康养生文化，

且将其深深融入中国人的伦常日用之中，化作了中

国人千余年来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治未病”理

念通过体质辨识干预人体健康，并通过调节情志、合

理饮食、规律作息等方式对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和

疾病减压训练。此外，老年人喜爱的健身气功也是

预防疾病、强健体魄的良方，如太极拳、五禽戏、八段

锦、站桩等功法，具有调形、调息、调心的作用，可以

帮助调节人体气血阴阳畅通运转，提高生活质量，能

更好地满足积极老龄化需求。

1.3.3  “药食同源”思想源远流长  中国传统的“药

食同源”思想即是食物保健思想的反映，包含着中医

药学中的食疗、养生保健和药膳等内容。药食同源

文化历史悠久，《周礼》中将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

医和兽医。《吕氏春秋·孟冬纪第十·异用》曰：“仁

人之得饴，以养疾侍老也”，记载了用饴糖来调养疾

病，侍奉老人的例子。《神农本草经》明确记载上品

药、中品药、下品药各120种，其中120种上品药“无

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

金要方》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食养食疗的内容，其中

《食治方》篇收录了药用食物155种，分为果实、菜

蔬、谷米和鸟兽4类，每药之下有性味、主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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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食养、食治、食禁等方面[7]。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对上百种中草药予以重新界定，明确了100多种

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名单目录，如人们所熟

知的枸杞子、山药、葛根、山楂、生姜、花椒、大枣等。

中医丰富的食养食疗文化，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3.4  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  人在步入老年以后，

机体逐渐衰老，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减退，精气血津

化生不足，使人的生命活动进入一种生理功能逐渐

衰退的状态。此时人体免疫力较差，容易受到邪气

侵袭，一旦生病，往往是多种疾病互相叠加，相互影

响，病势凶猛，病情复杂。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个体

化诊疗，在调节气血和治疗慢性病、多重病、肿瘤病

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大量临床研究证实，中医药

可以明显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

期，降低肿瘤的转移率和复发率，在常见恶性肿瘤巩

固和维持治疗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8]。此外，中

医的穴位贴敷、中药注射、耳穴埋籽、中药灌肠等方

法被广泛用于缓解肿瘤患者放化疗副反应、治疗癌

性疼痛和癌性便秘等肿瘤相关性疾病中。我国慢性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死亡率一直处于高水平状

态，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病，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

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9]。高血压病是发病率最高的

心脑血管疾病，中医古籍中没有高血压病的论述，但

与其症状相类的病名有19种，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

七情过度、饮食劳伤及年老体衰，病位主要在肝、肾、

心、脾，病性有虚有实，也有虚实夹杂，中华中医药学

会发布的《高血压中医诊疗指南》将本病分为肝火

上炎、痰湿内阻、瘀血内阻、阴虚阳亢、肾精不足、气

血两虚、冲任失调7种证型[10]，临证可以针对患者的

不同证型，采用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我国各地中医药健康养老模式特色分析

2.1  传统医养结合模式依然是主阵地  目前，我国

常见的医养结合模式主要为家庭型、社区型、机构型

和互助型4种。其中家庭型养老主要分布在农村地

区，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交通状况、思想观念差异

等因素密切相关，如云南省普洱市在乡村建立中医

药养生庄园，大力发展民族医药服务。社区型养老

主要分布在城市，由于投入少、形式多样，加上有医

疗资源的支持，比较常见，如北京市通过社区联合二

级以上中医院，组建健康养老综合体。机构型养老

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区域，具有覆盖面广、个性化

强、服务多样化等优势，如上海市为老年人提供机构

照护、社区照护、居家照护，推出“长者照护之家”一

站式综合服务。互助型养老模式分布于人员密集、

文化丰富的区域，主要通过友爱互助，让老年人有所

学、有所乐、有所伴、有所养，如北京市西城区以创建

民政部、财政部全国第二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为契机，打造养老服务驿站、养老照料中心。

2.2  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模式成为新范式  当前全

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发

展模式，我们选取了北京、深圳、上海、佳木斯、陇南、

三亚、烟台、无锡、普洱、合肥等10个城市的中医药

参与健康养老服务模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地结

合实情，取得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实践成果。如北京

市以中西医结合医院为依托，构建三级架构的康养

服务模式；上海市采用点对点的方式，推出个性化中

医养老服务模式；广东省深圳市充分利用科技力量，

大力发展“互联网+中医药”智慧康养；海南省三亚

市利用生态环境和地理优势，打造集休闲、保健、医

疗、养生一体的中医疗养院，老年人群为重点服务对

象；山东省烟台市强调地理优势，利用海洋资源，发

展中医药旅居养老；安徽省合肥市将中医药适宜技

术纳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中医药特

色优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政

策，加强与毗邻国家、地区建立中医药养老合作关

系；云南省普洱市利用天然资源和特色民族医药，开

发旅居康养服务；江苏省无锡市以三级中医院为龙

头，构建养老联合体；甘肃省陇南市依托生态资源，

打造中医药康养基地。

3 江苏省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模式的实践探索

3.1  养老行业基础扎实  截至2021年末，江苏省常

住人口为8 505.4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达1 449.6

万人，占比为17.04%，超过全国3.54个百分点，是全

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老年群体对健康养老的

需求十分旺盛。全省2021年生产总值达116 364.2

亿元，迈上11万亿元新台阶[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位居全国前列，综合经济实力全国领先，为养

老行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计公

报显示，全省共有各类注册登记的提供住宿的养老

机构2494个，社会养老服务床位44.0万张，江苏养

老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3.2  多项政策大力支持  一直以来，江苏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健康养老行业发展，重视中医药发展。

早在1999年，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江苏省发展中

医条例》，提出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开展特需服务，适

应多层次的中医医疗保健需求。2015年发布《江苏

省养老服务条例》，为促进养老服务健康发展、规范

养老服务行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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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随着全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人民群众对养老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老

年群体对于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进一步释放，省委省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的

政策、法规。2020年施行的《江苏省中医药条例》提

出，鼓励支持养老机构与中医医疗机构深度融合，鼓

励开发拥有中医药特色的养老服务项目。2021年发

布的《江苏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提出，发

展中医药特色健康服务，促进中医药“医养结合”，探

索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2022年新修订的《江苏省

养老服务条例》要求，发挥中医药在健康养老中的作

用，推广应用适用于老年人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中

医特色医养康养结合服务，支持医疗机构为老年人

提供中医健康咨询评估、干预调理、随访管理等治未

病服务，与养老机构开展合作提供中医药服务。此

外，江苏省还注重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探索

“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实习实训”四位一

体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江苏省政府与民政部

开展部省合作，共建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

理学院，是全国第一所本科以上层次养老服务与管

理学院[12]，大力培养中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为积极

应对老龄化做好人才储备。

3.3  中医理念深入人心  江苏历代名医辈出，流派

纷呈，学术繁荣，江苏居民普遍对中医药关注度较

高。特别是近年来，在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

省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

心、江苏省中医药系统学会及全省各级中医、中西医

结合医疗机构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中医药养生保健、

文化、适宜技术宣教活动，进乡村、入社区，进基层、

入企业，进校园、入机关，宣传中医药健康知识，传

播中医药健康理念，引导民众了解中医药、支持中医

药、使用中医药，江苏居民中医药健康素养得到大力

提升，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深入人心，也深度融入老

年群体日常生活。广州日报数据显示，江苏省“中医

药文化影响力指数”位列全国第4名。例如甲天下

的吴门医派，坚守动静结合、药食同源的养生原则，

形成修养结合的中医康养理论；百岁国医大师干祖

望，对养生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自创了养生八字诀：

童心、蚁食、龟欲、猴行；孟河医派代表性人物朱良春

国医大师提出16字养生之道：生活规律，情绪乐观，

适量运动，饮食合理。

3.4  中医药服务体系完善  “十三五”末，江苏省拥

有中医类医疗机构2689个，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

合医院）197所，其中三级44所、二级63所。中医

实有床位68 988张，中医医院房屋建筑面积529.98

万平方米。三级综合医院100%建有中医科，建有全

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36个。自2013年

起，江苏省启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出台

《中医“治未病”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各类医联

体，让基层也能享受三甲中医医院资源，目前已建立

起省、市、县、乡、村5级中医药服务体系[13]。2020年

底，江苏省建成了1591个基层中医馆，实现了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建设的全覆盖。

“十四五”期间，省委省政府加大对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建设的支持，把中医馆建设列为全省的重点民

生项目[14]，积极打造星级中医馆，不断提高基层中医

馆的品牌质量，更好地满足老百姓“方便看中医、放

心吃中药”的需求。

3.5  中医养老独具特色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

定的全国唯一中医药服务模式创新试点省份，江苏

省积极探索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模式，强化中医养

老政策引导，增加资金投入力度，鼓励社会力量积极

共同参与，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江苏省中医药健康养老主流模式有4种：合作

共建类、签约服务类、医院直接举办类、社会资本举

办类。合作共建类即中医类医院与养老机构合作共

同建立康养机构，能够设置转诊绿色通道，提供公益

正统的养老服务。签约服务类即中医类医院根据养

老机构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中医特色技术、健康

咨询、养生指导等签约服务。医院直接举办类即中

医类医院举办养老机构，能够满足老年人对中医医

疗和中医康复服务的需求。社会资本举办类即中医

类医院参与到社会资本举办的养老机构中，为老年

康养提供高端定制中医药服务。

同时，江苏省准确把握中医药产业发展动态，紧

扣市场需求，扎实推进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建设，着力

发展现代中药工业和中医药健康服务业，积极探索

发展中医药文化健康旅游。如泰州市作为全省唯一

获批的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大力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联合卫生、文化、旅游、医保等多部门，积

极探索“医、药、食、养、游”融合发展新模式，认定

扬子江龙凤堂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等14家泰

州市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开展“养生旅游季”

等大型活动。又如江苏句容茅山康缘养生谷为全国

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是江苏省重点投资

项目、江苏省重点旅游项目、国家重点旅游项目，总

占地面积约3000亩。中医药旅游板块为康缘养生

谷规划的文化核心，由中医药文化园、航空飞行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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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养生酒店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00亩，建设集中

医药科普体验、中医药文化主题游乐、康疗养生、度

假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中医药健康旅游养生

园[15]。这些中医药康养旅游项目，均以中医药文化为

核心，以养生游乐为特色，适合各层次人群，大力宣

传普及中医药知识，开发中医药特色产品，让人民群

众特别是老年人群既能享受养老服务，也能体会旅

游快乐，还能学习中医养生知识，真正实现身体心灵

双健康，尽情享受老年健康生活。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

增速明显，国家大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支持各地积极探索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健康养老服务模式，中医药作为最具中

国特色的文化、医疗、保健资源，必将成为健康养老

服务的新突破点。江苏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

份，也是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健康养老服务行

业需求旺盛，全省居民中医药文化素养高，中医药服

务体系完善，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基础稳定，前

景广阔。一直以来，江苏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健康养

老战略，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不断推动体制机制

创新，大力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中医药医疗服

务、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探索出4种主流的中医药

健康养老服务模式，同时积极推进中医药健康产业

延伸至养老产业各领域，探索出“中医+养老+旅游+

休闲”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为全国中医药健康养老

服务模式提供了江苏样板。

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是中国积极应对老

龄化、破解健康养老服务难题的重大战略选择，是

最具中国特色的健康养老服务模式选择。但也面临

着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的功能定位不明确、服务和

管理的标准规范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困境，建

议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地位，加强顶层设计，推进

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对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政

策支持，加大医保、税务、金融、保险等方面向中医

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政策倾斜；进一步加快中医

药类健康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支持相关院

校按规定增设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以培

养高级人才，同时支持通过其他教育形式培训专业

技能人才。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征程展现新担当。

中医药参与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广泛，前景广阔，必将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中

医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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