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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老年人对老龄用品尤其是对非传统老龄用品的使用率很低，其主要影响因素为经
济条件和健康状况，但供给不足也影响了老龄用品的使用。国家可通过建立辅具给付制度和产品信
息体系，培育老龄用品市场，同时加快福利工学和人体工学等学科建设，促进老龄用品研发，全面
推动老龄用品制造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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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non- traditional aging assistance products of
China's elderly is very low.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ar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health status,
but the shortage in supply also affect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aging assistance products. Thus, we
should establisha payment system and supply- demand information system to moderately increase
the use of aging assistance products, and accelerate welfare engineering, ergonom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ging assistance produc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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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老龄用品制造业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促进和维持老年人的自立和自理，提高其生
活质量；第二，降低养老机构护理员工劳动强度，提升机构档次；第三，提高老龄产业专业
化水平和服务质量；第四，化解过剩产能，促进国内消费，维持和促进经济增长；等等。在
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老龄用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以日本为例，1995年至 2010年，
尽管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因为通货紧缩和汇率变化等原因从 502万亿日元降低到 482万亿日
元，但其福祉用具和共用品的市场规模仍分别从 8660亿日元和 4870亿日元增长至 10,165亿
日元和 30,639亿日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11%和 16.5%。二者合计的市场规模从 13,500亿
日元增长至 48,000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 9.31%，占 GDP的比重则从 0.27%上升至 1%（陈
茗，2015a）。
本研究主要利用全国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等调研数据，分析

我国老龄用品使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安排层面提出若干建议。
一、文献回顾
目前，中国学者对老龄用品制造业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方法上以质性研究居多。叶妍

等（2016）、萧晓珍等（2016） 根据产品功能，将其区分为机构用品、就寝相关用品、移动
辅助用品、进食辅具用品、入浴辅助用品、排泄辅助用品、生活相关用品、住宅改造用品、
沟通及安全用品九大类。伍小兰等（2014） 依据老龄用品的核心功能和用途，将常见老龄用
品分为老年日用品、老年服饰用品、老年文化体育用品、老年电子产品、老年保健用品、老
年个人自理与护理辅具、老年行动辅具、老年居家生活辅具、老年沟通与信息辅具、老年康
复器材、老年医药用品、老年丧葬用品十二大类。消费需求和特征方面，杨晓坤（1999） 指
出，城市老年用品市场消费行为具有购买能力强、节俭型消费、理智型消费、稳定型消费、
追求商品实际效用、就近购买等特点；伍小兰等（2015） 指出，近年来，我国老龄用品业市
场需求日渐强盛，社会消费环境更加成熟；田维（2013） 指出，在庞大的老年用品市场需求
之下，为老年人提供的用品每年不足 10%，供需缺口巨大，市场研发不足、市场规模小，是
老年用品市场目前的关键问题之一；张芳燕（2015） 从人口、经济、政治、购买者、产品等
五个维度，对影响老年用品发展的原因做了定性研究。产业政策方面，陈茗早在 2002年就
著文指出，日本于 20世纪 90年代出台了促进福利用具研究、开发和普及的法律，以推进其
老龄用品制造业发展。本文拟分析中国老龄用品的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可
行政策建议，以期促进老龄用品业的发展。
二、老龄用品使用状况及流通渠道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较低，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尤其如此。一方面，许

多老年人因受制于经济条件而无力承担费用；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勤俭节约消
费观念的束缚，很多老年人并不重视自身的特殊需求，尤其在用品器具方面，更倾向于选择
使用适合年轻人的普通产品。
相关调查表明，在国内，老年人对老龄器械、器具和用品的使用率普遍较低。除了老花

镜（60.9%）、假牙（24.8%） 以及手机（21.6%） 和家用血压仪（13.8%） 等产品的使用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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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其他非传统老龄用品如成人纸尿片、防滑浴盆、呼救装置、护理床、气垫床等的使
用率均不超过 1%（见表 1）。由此可见，目前中国老年人使用的老龄用品多为最基本、最廉
价的耐用型器具，而那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生理及心理特征精心设计的器具、器械、用品，
却鲜为老年人所消费。不过，从三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老龄用品品种有所增
多，使用率有所提高。

表 1 使用或使用过老龄器械、器具和用品的老年人所占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调查资料，吴玉韶等（2014b） 的 《2010年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郭平等（2009） 的《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
据分析》。

产品的研发设计决定了产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了其是否能够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
产品的潜在价值只有通过销售流通环节到达消费者手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因此，销售渠
道的完善与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销售渠道完善，市场占有率通
常随之提高；销售渠道单一或欠缺，则会限制其市场占有率。
目前我国老龄用品使用率不高的原因之一是产品销售渠道过少。婴幼儿用品、妇女用品

等专卖店可谓随处可见，无人不知；然而相关调查结果表明，仅 19.7%的老年人表示知道自
己所在的区（镇） 有老龄用品经销店（见表 2）。可见，目前国内老龄用品经销店少之又少，
许多老年人并不了解市场上究竟有哪些适合自己使用的产品，当然也就无从购买。
老龄用品种类繁多，许多器械和器具价格较高，而且使用期较短，未必适合个人或家庭

购买使用；而租赁消费具有费用
低、种类齐全、无须担心废弃处理
等特点。因此，“买不如借，借不
如租”。在日本等国家，老龄用品
租赁业务十分发达。但从表 2、表
3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看，这项

表 2 老龄器械、器具和用品销售渠道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
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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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租用或租用过老龄器
械、器具和用品的老年人所
占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
调查资料。

业务在国内基本还是空白领域，仅 8.4%的老年人表示，自
己所在区（镇） 有老龄用品租赁店，仅有 1.9%的老年人表
示，自己租用过老龄用品。之所以如此，除了销售或租赁网
店确实不足之外，应该还包括老年人信息来源渠道不足等原
因（由于该调查并未对当地销售和租赁网店分布状况进行调
查了解，因此无法就此得出确切结论）。
三、老龄用品使用影响因素分析
（一） 分析框架
1.经济状况
经济学上将市场需求定义为有支付能力的购买欲望。收

入是消费的基础，有收入才有消费能力，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呈正相关。老龄用品种类繁
多，价格也高低不等。总体来说，非传统型老龄用品的价格较传统型老龄用品高，且二者差
别较大。例如，智能轮椅通常标价数千元，安装楼梯升降机往往需要花费数万元。对于部分
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来说，这种消费无疑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对非传统型老龄用
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家庭收入水平的限制———若收入较低，就可能无法满足其对于
非传统型老龄用品的需求；只有那些经济状况相对优越的老年群体，其潜在需求才可能得到
满足。

2.健康状况
各类老龄用品中除了老年服饰用品是每个老年人都必须消费的之外，辅助生活器具、医

疗用品、康复护理用品、保健用品等的消费大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相对于老年休闲消费、
老年金融消费、老年地产消费等基于收入、消费水平的享受型消费，老龄用品消费的首要决
定因素是健康状况。例如：对于非失禁老年人而言，无论其收入、年龄如何，都不需要消费
成人纸尿片；能独立行走的老年人无须消费轮椅等助行设备；没有罹患疾病的老年人无须消
费医疗用品；等等。当然，也有部分较为重视养生的老年人出于防御疾病、养生保健的需
求，在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也会消费保健用品等。总的来说，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对
于老龄用品尤其是辅助器具、医疗用品、康复用品等的需求相对较小，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
人对于老龄用品的需求则相对较为迫切。

3.流通渠道
商品流通渠道的建设直接影响到消费者能否购得商品。普莱德等（2012） 指出，流通渠

道是产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所经过的通道或途径，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组织机构组成，
是产品由生产者到用户的流通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的通道。流通渠道的起
点是生产者，终点是用户，中间环节包括各种批发商、零售商、商业服务机构（如经纪人、
交易市场等）。商品的流通渠道越是完善、发达，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则越为便利快捷，从而
一定程度上越是有利于增加流通量，与此同时也越有利于消费者获悉产品的信息，从而使其
更好地做出消费行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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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性格特征
不同性格特征的消费者对于消费品的选择标准、偏好不同，有些消费者喜欢尝试各种不

同的商品，有些则偏向于使用自己熟悉、了解的商品。他人的用户体验在选择商品的过程中
也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于行事谨慎的老年人而言尤为如此。相对于年轻人来说，老年人的
信息来源较为闭塞，身边亲朋好友的推荐成为老年人了解商品信息的重要渠道。因而，在人
际交往过程中，外向型的老年人信息来源比内向型的老年人更为丰富，也更有可能使用各种
新颖的老龄用品。
基于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个人消费老龄用品的情况与其家庭经济条件、文化程度、有无存款、有无养老

保险呈正相关，与其健康状况呈负相关。
假设二：个人消费老龄用品的情况还受供给状况影响，如供给是否充足、消费是否便利等。
（二） 变量、数据说明及描述统计
在文献研究及对厦门地区老年人前期调研访谈的基础上，课题组设计了可以反映老年人

经济、文化、心理等基本情况和各种养老需求的调查问卷。在厦门市、西宁市、石家庄市和
普洱市，通过分层抽样，采集数据，得到有效问卷合计 999份。
根据上文对老龄用品的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从调查问卷中筛选和这些因素相关的指标

进行计量分析（见表 4）。健康状况选用“年龄”和“健康状况自评”两个变量。经济条件对
应的变量为“文化程度”“个人的就业产业类型”“家庭年支出总额”“个人有无存款”和
“个人有无养老保险”五个变量。通过家庭年支出总额、有无存款，可有效判断消费者的收
入状况、支付能力这些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流通渠道选用“居住地附近是否有器具经
销店”和“居住地附近是否有器具租赁店”两个变量，性格特征选用“是否经常参加群体活
动”和“是否经常参加个体活动”两个变量。通常来说，经常参加群体活动的老年人性格更
为外向开朗，经常参加个体活动的老年人性格更为内向文静。

表 4 变量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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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中涉及 19种老龄用品的使用与否，由于老龄用品业发展较为缓慢，经简单统计频
率分析，各种用品的单个使用频率太低，尤其是许多非传统型老龄用品都低于 5%，无法逐
个分析不同特征个体对不同产品的购买概率，因此使用合计数。非传统型老龄用品为：电动
轮椅、智能轮椅、助行器、家庭用电梯、呼救装置、护理床、助听器、成年纸尿片、按摩
椅、益智玩具、防滑浴盆、气垫床、血压仪。传统型老龄用品为：一般轮椅、拐杖、老花
镜、假牙、假发、老年用手机。使用过任何一种非传统型老龄用品即视为使用过非传统型老
龄用品，使用过非传统型老龄用品的老年人占 30.6%，69.4%的老年人未使用过任何非传统
型老龄用品。表 5为简单的变量分布描述。

表 5 变量分布描述统计

（三） 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二维 Logistic回归模型做离散变量的回归分析，以下 Logistic Regression均通过

STATA13.0实现，模型的 prob>chi2=0.0000，所以整个模型的整体显著性很高，在统计上可
信。计量结果（见表 6） 显示，影响非传统型老龄用品需求的因素中，健康状况、就业产业
类型、有无存款、家庭年支出总额、是否经常参加集体活动、是否经常参加个体活动通过显
著性检验。其中健康状况“不太好”与“还算好”在置信度 1%水平下显著，健康状况“一
般”在置信度 5%水平下显著，健康状况“不好”在置信度 0.1%水平下显著。就业产业类型
为“第二产业”无显著影响，而“第三产业”在置信度 1%水平下显著。家庭年支出总额为
30,001- 45,000 元和 45,001- 60,000 元区间在置信度 5%水平下显著，而 15,001- 30,000 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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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1元及以上两个区间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总的来看，以上计量结果基本符合前文的
理论分析。

表 6 因变量为非传统型老龄用品的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a参考变量为“51- 60岁”，b参考变量为“健康状况不好”，c参考变量为“小学及以下”，d参考变量为
“第一产业”，e参考变量为“0- 15,000元”，f参考变量为“无银行存款”，g参考变量为“无养老保险”，h参考
变量为“无器具经销店”，i参考变量为“无器具租赁店”，j参考变量为“不经常参加”，k参考变量为“不经常
参加”；*为 P<0.05，**为 P<0.01，***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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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的老年人心态更为开放和年轻化，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强。通
过与其他老年人的接触交流，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相关老龄用品的产品信息，更有可能选
择、消费老龄用品。相比之下，经常参加个体活动的老年人信息来源较为闭塞，并进而对其
老龄用品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与理论分析相悖的是，销售渠道对于非传统型老龄用品的需求未通过最大似然显著性检

验。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前中国老龄用品制造业发展滞后，还
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老龄用品制造业，老龄用品的种类大大少于其他国家，老龄用品经销店
销售的商品未能鲜明区别于销售普通家居用品店的商品，无法凸显出老龄用品之多样化、设
计之精妙化及人性化，如此一来，老龄用品经销店的作用就无法显现。第二，总体来看，中
国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消费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对于一些高价的非传
统型用品只能可望而不可即，这使得老龄用品经销店的作用被进一步抑制。第三，由于老龄
用品经销店与老龄用品租赁店的覆盖面太窄，导致样本量不足，也可能是造成销售渠道无法
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之一。
为更方便地说明各因素影响老龄用品购买的概率比而非系数，进一步使用命令得到如表

7所示的概率比回归结果。

表 7 非传统型产品结果为概率比的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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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计量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给定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健康状况“还算
好”“一般”“不太好”“不好”的消费者使用非传统型老龄用品的概率分别是健康状况
“好”的 1.941倍、1.809倍、2.018倍、3.629倍。可见，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是否使用非传
统型老龄用品的影响非常大，健康状况越差的老年人越需要老龄用品的支持。家庭年支出总
额为 30,001- 45,000元和 45,001- 60,000元的消费者使用非传统型老龄用品的概率分别是家庭
年支出总额低于 15,000元者的 1.772倍、2.059倍。有存款的消费者使用非传统型老龄用品
的概率是无存款消费者的 1.014倍。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的消费者使用非传统型老龄用品的概
率是不经常参加者的 1.557倍。
四、总结及建议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老龄用品的使用率并不高，老年人的经济条件、健康状况、性格特

征影响其对老龄用品的消费，但流通渠道影响不显著，与研究假设不相符。之所以如此，其
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产品供给不足、流通渠道不完善。因此，为促进老龄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以
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政府应着力改善老年人的经济条件，提高其购买
力，另一方面，企业应加快产品研发，增加市场供给。

（一） 建立辅具给付制度。中国老年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城乡、阶层差异大，仍有许
多老年人处于贫困中。《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显示，18.24%
的中国城市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无保障，农村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无保障的比重更是高达
48.54%（吴玉韶等，2014b）。因此，在老龄用品制造业发展初期，国家通过财政或社会保险
为老年人购置或无偿租借辅具、器械等老龄用品显得尤为重要。在回归结果中，个人存款呈

（续表 7）

注：a参考变量为“51- 60岁”，b参考变量为“健康状况不好”，c参考变量为“小学及以下”，d参考变量为
“第一产业”，e参考变量为“0- 15,000元”，f参考变量为“无银行存款”，g参考变量为“无养老保险”，h参考
变量为“无器具经销店”，i参考变量为“无器具租赁店”，j参考变量为“不经常参加集体性活动”，k参考变量
为“不经常参加”；*为 P<0.05，**为 P<0.01，***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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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显著性与养老保险不显著这一对反差也印证了，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支持力度不够的
情况下，仅仅依赖个人存款，无法有效发掘出其对老龄用品的购买需求。德、日、法等国家
制定的相关制度值得中国借鉴。例如日本和德国，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下，但凡需要护理服
务或辅助器具设备的人群，均可向评估机构提出申请，经评估师鉴定所需护理等级后，即可
获得相应的护理服务和辅具用品，所有费用 90%由保险制度支付，个人只需承担 10%。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需护理群体的经济压力，有利于化潜在需求为有效消费，扩
大市场规模。

（二） 加快老龄用品研发。供给与需求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过程。市场需求大，则
生产商增加供给；同样，市场供给的种类更为多样化，也能激发出巨大的潜在需求。根据前
文的实证分析，供给不足、品种单一是中国老龄用品使用人数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
要开拓老龄用品市场，增加市场供给是首要措施，即将更多的有助于便利老年人生活、提高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老龄用品推向市场，呈现给消费者。国家可以考虑设置福利工学、人体工
学等新学科，培养相关人才以推动企业加强对老龄用品的研发能力。为了使研发人员更加了
解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要努力打通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和反馈等环节，建立互动机制。
为加快提高研发能力，还应加强从日本、美国、德国等老龄用品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引进
先进的理念、技术。同时，相关管理部门应从技术和资金等方面更多地援助民间的研发活
动，以帮助其分担成本和风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应对人口老龄化。

（三） 构筑信息服务体系。从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来说，当消费者认识到自身的需求
后，就会开始收集信息，进而做出评估和选择。目前来看，国内老龄用品的种类较少，同时
很多老龄用品“不为人所知”，许多从业人员也不是很了解老龄用品的种类和使用方法。如
此种种，导致许多老年人因不知道有什么产品适合自己使用而无法更好地享用老龄用品。因
此，应在相关人群中普及老龄用品专业知识。可以设置类似日本“福祉用具咨询师”的专门
业界人士，对老龄用品知识进行宣传普及。同时，在老年人经常活动、出入的地点，如老年
人活动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街道、医院等地，增设老龄用品零售商店、产品租赁商
店、产品展示馆等，形成较为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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