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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老年康养行业的同仁们：

我们期待与您共同探索：康养领域如何通过

深度报道， 让一家县域医养结合中心的经验走向

全国？如何借力媒体传播，将冷冰冰的适老化改造

数据转化为温暖的人文故事？ 如何构建行业话语

体系，使中国康养模式获得国际社会认同？

一、产业繁荣背后的深层挑战：从“规模增

长”到“价值重构”

康养产业的蓬勃崛起，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与人口结构变迁的深刻映射。 截至 2024 年 6 月，

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突破 3 亿大关，占总人口的

21.3%，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的深化推进，共同将康养产业推至国家战

略。 数据显示，2024 年行业市场规模达 10.8 万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15%。 然而，高速扩张的表

象下， 三大结构性矛盾正制约产业高质量发

展：

1、 产业价值认知的错位

养老服务、健康管理等细分领域虽呈现“硬

件竞赛”的繁荣景象，却深陷“工具理性”困境———

过度聚焦床位数量、智能设备覆盖率等量化指标，

忽视服务温度与品牌文化构建。消费者在决策时，

常面临“数据透明但情感疏离”的割裂体验。 北京

大学康养研究中心 2024 年调研显示，68%的老年

人更看重“服务人员的情感关怀”，而非硬件设施

的豪华程度。

2、 政策与市场的“双向盲区”

国家接连出台《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银发经济促进法》 等政策， 但大量中小企

业在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上仍面临“最后一公里”

障碍。 江苏省某地级市调研显示，73%的养老机构

负责人坦言“知道政策利好， 却不知如何借势”；

与此同时， 部分地方政府的扶持措施因缺乏行业

反馈，出现“供需错配”现象。

3、 信任机制的脆弱性

康养服务的本质是对生命质量的承诺，但行

业信息壁垒导致供需双方信任成本高企。 中国消

费者协会 2024 年报告指出，61%的受访者认为“缺

乏权威信息渠道” 是选择服务的最大阻碍， 更有

34%的家庭因“难以验证服务质量真实性”而延迟

决策。

二、媒体的本质重构：从传播工具到产业生

态共建者

在数字化浪潮下，媒体已超越传统的信息传

递功能，演变为连接政策、市场、技术与人文的超

级枢纽。对于康养产业，媒体的核心价值在于三重

角色进化：

1、构建信任共同体：破解“塔西佗陷阱”

当行业公信力遭遇质疑时，媒体的第三方立场成

为破局利刃。 通过深度调查报道、行业白皮书发布、服

务标准解读，媒体能构建透明的信息场域：

国际借鉴：日本《高龄者住宅新闻》定期发布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指数”， 推动行业建立星级评

价体系，消费者决策效率提升 50%；

理论支撑：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表明，媒

体对“专业”“安全”“温度”等议题的持续聚焦，可

重塑公众认知，重建行业信任基线。

2、推动产业协同进化：政策、技术与市场的

翻译器

康养产业涉及卫健、民政、医保等多部门协

同，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更迭迅猛。媒体的核心功

能在于：

政策解码：将文件术语转化为企业可落地的

行动指南，如《银发经济促进法》中“适老化改造补

贴”的具体申领路径；

技术普惠： 通过案例化呈现 AI 护理机器人、

远程医疗等技术的真实应用场景， 消除“概念炒

作”与“落地鸿沟”；

需求洞察：基于区域老龄化差异分析，揭示三

四线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的蓝海机遇。

3 、培育行业文化基因 ：从商业逻辑到人文

关怀

康养服务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老有所安、病有

所依”的人文理想。 媒体通过人物特写、服务故事、

文化专栏等形式，完成双重使命：

对内：挖掘护理员深夜值守的坚守、康复师创

新疗法的匠心，帮助企业提炼服务中的情感价值；

对外：通过《百岁人生》纪录片、“代际对话”公

益行动，引导公众建立科学康养观，缓解社会老龄

化焦虑。

三、《市场信息报·康养周刊》的实践：做产业

生态的“基础设施”

专注康养领域，《市场信息报·康养周刊》始终

秉持“共建、共享、共生”理念，致力于成为老年康

养产业的：

1、权威信息中枢

联合相关行业组织或研究机构发布《中国康

养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构建涵盖政策热度、技术

渗透率、消费者满意度的三维评价体系；

开设“政策显微镜”专栏，邀请法律专家将《长

期护理保险试点方案》等文件拆解为“十步落地操

作清单”。

2、价值共创平台

发起“康养媒体人工作室”，建设全国各地康

养媒体服务中心、运营中心等机构，制定“康养媒

体人服务指南”；

打造“康养人物志”IP，记录养老院长、健康驿

站站长、康养中心主任、养老顾问及护理员、社工

师、康复师、理疗师等平凡英雄的故事，全媒体传

播宣传。

3、跨界资源枢纽

搭建“媒体 + 智库 + 社团”三维生态，在年度

“中国银色产业博览会” 实现产学研资源精准匹

配，2025 年促成更多项目落地发展；

开发“康养舆情地图”，实时监测区域政策风

向、突发事件与消费诉求，为企业提供风险预警与

机遇洞察。

四、致行业同仁：以媒体为镜，照见未来

康养产业的升级，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定

义美好生活”的社会实践。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不

应是旁观者，而应成为：

1、行业文明的记录者：用笔尖铭刻护理机器

人研发者的坚持、居家养老志愿者的温情；

2、专业主义的守护者：通过持续传播国际 JCI

认证标准、CCRC 社区运营规范，推动行业标准化

建设；

3、创新火种的传递者：让一个小型养老机构

的智慧照护方案，成为启发全行业的标杆案例。

媒体的真正力量， 在于能否唤起一个行业对

初心的坚守、对创新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市场

信息报·康养周刊》愿以笔为桥、以画为道、以像为

路，连接每一份致力于提升国人生命质量的理想。

因为我们深信：当所有微光汇聚，便是照亮产业未

来的星河。

《市场信息报·康养周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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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康养公社

传承与创新 绘制新春画卷

逸养时光滨河社区驿站

开启武术传承与健康活力盛会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养老服务

改革发展的意见

《市 场 信 息 报·康 养 周 刊》总监：刘永红 运营总监：任小镏 发行总监：刘哲 订报电话：

17303444666

投稿邮箱：

kangyangzhoukan@163.com

《市 场 信 息 报·康 养 周 刊》总监：刘永红 运营总监：任小镏 发行总监：刘哲 订报电话：

17303444666

投稿邮箱：

kangyangzhoukan@163.com

主管：山西广播电视台 主办：山西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信息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4-0016/ 邮发代号：21-13

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

全面推进社区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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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守护家庭幸福基石

———记太原方卓红鬓马体检中心

2025 中国（山西）老龄产业

博览会邀请函

养老人非来不可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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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国 新康养

———运城盐湖： 解码千年盐文化

与生态康养的融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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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新机遇 媒体新价值

———致老年康养行业同仁的一封公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