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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养老产业相关概述

1.1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产业1.1.1 人口老龄化的定义及标准1.1.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1.1.3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1.1.4 养老产业的起源和发展1.2 养老产业的服务对象简析1.2.1 老年人的定义1.2.2
老年人的需求分析1.2.3 老年人购买力分析1.3 中国养老产业的特征分析1.3.1 养老产业的定义1.3.2
养老产业的分类1.3.3 养老产业的特殊性1.3.4
养老产业和老龄事业的关系第二章 2020-2022年国际养老产业运行分析及经验借鉴2.1 美国2.1.1
人口老龄化现状2.1.2 产业政策制度2.1.3 养老费用来源2.1.4 社区养老模式2.1.5 长期护理模式2.1.6
技术应用状况2.1.7 产业典型案例2.1.8 产业经验借鉴2.2 英国2.2.1 人口老龄化现状2.2.2 养老保障制度2.2.3
产业发展概况2.2.4 养老服务特点2.2.5 医养结合发展2.2.6 典型案例分析2.2.7 产业经验借鉴2.3 德国2.3.1
人口老龄化现状2.3.2 产业链基本概述2.3.3 产业发展特点2.3.4 养老保障制度2.3.5 产业发展对策2.3.6
产业经验借鉴2.4 瑞士2.4.1 人口老龄化现状2.4.2 产业行政架构2.4.3 养老保障制度2.4.4 养老运行机制2.4.5
产业经验借鉴2.5 新加坡2.5.1 人口老龄化现状2.5.2 市场化改革分析2.5.3 社区养老模式2.5.4



产业经验借鉴2.6 日本2.6.1 人口老龄化现状2.6.2 养老制度特色2.6.3 产业典型项目2.6.4 产业福利体系2.6.5
介护保险模式2.6.6 产业经验借鉴2.7 韩国2.7.1 人口老龄化现状2.7.2 产业政策制度2.7.3 产业发展模式2.7.4
产业经验借鉴第三章 2020-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环境分析3.1 经济环境3.1.1 宏观经济概况3.1.2
固定资产投资3.1.3 服务业运行状况3.1.4 宏观经济展望3.2 人口环境3.2.1 中国人口规模构成3.2.2
人口老龄化催生“养老危机”3.2.3 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影响3.2.4 城镇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3.2.5
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3.3 社会环境3.3.1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3.3.2 中国老年人消费习惯变化3.3.3 
新型城镇化带动养老服务需求第四章 2020-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行业政策实施状况分析4.1 中国养老产
业政策体系4.1.1 养老政策历程4.1.2 产业监管体系4.1.3 养老产业标准4.2 中国养老产业政策成果4.2.1
国家层面政策汇总4.2.2 地方层面政策汇总4.3 中国养老产业政策解读4.3.1
新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发布4.3.2 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意见4.3.3 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4.3.4
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4.3.5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政策举措4.3.6 养老产业其他相关政策支持第五章 
2020-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深度解析5.1 2020-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状况5.1.1 市场供应状况5.1.2
市场需求分析5.1.3 产业发展现状5.1.4 产业发展态势5.1.5 产业消费主体5.1.6
企业类型分布5.2 2020-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动向5.2.1 居家养老的发展5.2.2 产业结构均衡发展5.2.3
医疗重要性分析5.2.4 产业跨界融合5.2.5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启示5.3 2020-2022年中国养老机构基本情况分析5.3.1 机构设施数量分析5.3.2
机构性质与投资主体5.3.3 机构经营状况分析5.3.4 政府补助与社会捐赠情况5.3.5 机构基础设施建设5.3.6
机构服务场所分析5.3.7 机构服务设备分析5.3.8 机构职工队伍分析5.3.9
机构服务老人情况5.4 中国养老PPP项目发展分析5.4.1 PPP模式相关介绍5.4.2 养老PPP项目发展背景5.4.3
养老PPP项目优惠政策5.4.4 养老PPP项目实施状况5.4.5 养老PPP项目发展特点5.4.6
养老PPP项目典型案例5.4.7 养老PPP项目发展意义5.4.8 养老PPP项目发展困境5.4.9
养老PPP模式发展建议5.5 中国养老产业存在问题分析及创新发展建议5.5.1
养老产业存在主要问题分析5.5.2 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养老产业5.5.3 吸引金融机构支持养老产业5.5.4
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养老产业5.5.5 加强养老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第六章 2020-2022年中国高端养老市场发展
状况6.1 中国高端养老市场发展分析6.1.1 国际市场发展状况6.1.2 主要发展模式分析6.1.3
中高端养老众筹项目6.1.4 对地方经济的影响6.1.5
高端养老发展建议6.2 中国中高端养老机构客户画像分析6.2.1 客户特征6.2.2 入住决策6.2.3 硬件需求6.2.4
服务需求6.3 中国高端养老机构典型项目建设动态6.3.1 旭辉健康6.3.2 悦心健康6.3.3 凯健养老第七章 20
20-2022年中国高端养老市场主要产品设备发展分析7.1 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备7.1.1 可穿戴设备介绍7.1.
2 产品基本特点7.1.3 设备功能需求7.1.4 与智慧养老平台融合发展7.1.5 设备技术展望7.1.6
典型案例分析7.2 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7.2.1 产品基本特点7.2.2 细分产品目录7.2.3 示范企业发展7.2.4
市场发展机遇7.3 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7.3.1 产品基本特点7.3.2 设备市场规模7.3.3 市场发展动态7.3.4
市场投资状况7.4 智能养老监护设备7.4.1 产品基本特点7.4.2 市场需求分析7.4.3
典型案例分析7.5 家庭服务机器人7.5.1 产品基本特点7.5.2 产业链分析7.5.3 市场需求分析7.5.4
市场发展展望第八章 中国典型养老模式发展分析8.1 居家养老模式8.1.1 基本特点分析8.1.2
主要类型分析8.1.3 老年人满意度分析8.1.4 存在问题分析8.1.5 发展对策建议8.2 社区养老模式8.2.1
概念及意义8.2.2 发展特点分析8.2.3 物业发展社区养老SWOT8.2.4 存在问题分析8.2.5 发展对策建议8.2.6
服务发展方向8.2.7 模式发展前景8.3 机构养老模式8.3.1 重点功能分析8.3.2 模式SWOT分析8.3.3
存在问题分析8.3.4 发展对策建议第九章 2020-2022年中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9.1 智慧养
老模式相关概述9.1.1 模式基本概念9.1.2 实践模式分析9.1.3 模式优势分析9.1.4
与传统养老的区别9.2 2020-2022年中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综述9.2.1 市场规模分析9.2.2 市场发展格局9.2.3
服务模式创新9.2.4 关键技术探索9.2.5 区域发展模式9.2.6 存在的问题分析9.2.7
产业优化路径9.3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投资壁垒分析9.3.1 政策壁垒9.3.2 技术壁垒9.3.3
市场壁垒9.4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投资潜力分析9.4.1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趋势9.4.2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潜力9.4.3 智慧养老产业前景展望第十章 2020-2022年中国医养结合建设状况及投资潜
力分析10.1 中国医养结合发展综述10.1.1 医养结合基本介绍10.1.2 医养结合政策体系10.1.3
医养结合发展进程10.1.4 医养结合的可行性10.1.5 医养结合的必要性10.1.6 医疗结合发展现状10.1.7
医养结合需求分析10.1.8 医养结合机构竞争力10.1.9 医养结合实施状况10.1.10
医养结合典型经验10.2 2020-2022年医养保产业融合养老模式分析10.2.1 产业融合价值10.2.2
国外实践探索10.2.3 国内实践探索10.2.4 产业融合思路10.3 中国医养结合机构现有发展模式分析10.3.1
医中设养模式10.3.2 养中设医模式10.3.3 医养合作模式10.3.4 典型案例分析10.3.5



效果对比分析10.4 中国医养结合模式SWOT分析10.4.1 优势分析10.4.2 劣势分析10.4.3 机遇分析10.4.4
威胁分析10.5 中国医养结合投资潜力分析10.5.1 市场空间广阔10.5.2 产业发展思路10.5.3
未来发展方向10.5.4 产业发展趋势第十一章 2020-2022年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11.1 养老
服务业相关概述11.1.1 养老服务概念界定11.1.2 养老服务分类方式11.1.3 养老服务构成要素11.1.4
养老服务体系构建11.2 2020-2022年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综述11.2.1 产业发展阶段11.2.2
改革试点状况11.2.3 服务体系转型11.2.4 产业带动效应11.2.5 产业亟待政策扶持11.2.6
政府行为分析11.3 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分析11.3.1 改革开放前的养老服务体系概况11.3.2
改革开放后养老服务的变化分析11.3.3 中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分析11.3.4
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现状分析11.4 中国养老服务业主要盈利模式分析11.4.1 地产开发模式11.4.2
地产经营模式11.4.3 服务模式11.4.4 特许经营模式11.4.5 工业产品销售模式11.4.6
综合盈利模式11.5 中国养老护理服务市场发展状况11.5.1 护理服务发展11.5.2 市场发展阶段11.5.3
行业营业收入11.5.4 市场需求分析11.5.5 优质服务模式11.5.6
重点领域布局11.6 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问题分析11.6.1 发展面临的挑战11.6.2 主要存在的问题11.6.3
主要的供需矛盾11.6.4 政策和实务问题11.7 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11.7.1 产业发展路径选择11.7.2
持续发展对策建议11.7.3 需求视角下对策建议11.7.4 推进体系建设的措施建议第十二章 2020-2022年中国
养老地产业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12.1 2020-2022年中国养老地产业发展综述12.1.1 国际经验借鉴12.1.2
行业推进政策12.1.3 项目落地情况12.1.4 产业发展机遇12.1.5 发展前景展望12.1.6
产业发展走向12.2 中国养老地产目标客户分析12.2.1 需求特征12.2.2 购买力特征12.2.3
消费特征12.3 中国养老地产项目选址及规划设计12.3.1 项目市场定位12.3.2 项目选址策略12.3.3
物理环境设计12.3.4 人文环境设计12.3.5 无障碍生活环境设计12.4 中国养老地产项目运作模式分析12.4.1
管理模式12.4.2 营销模式12.4.3 盈利模式12.5 中国养老地产PPP项目投资风险分析及规避建议12.5.1
项目建设风险12.5.2 项目运营风险12.5.3 养老行业风险12.5.4 宏观环境风险12.5.5
风险规避建议12.6 中国养老地产业市场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12.6.1 面临的主要挑战12.6.2
发展中主要问题12.6.3 加快发展对策建议第十三章 2020-2022年中国老年用品行业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13
.1 老年用品概念及分类13.1.1 老年用品的定义13.1.2 老年用品的分类13.1.3
老年用品市场认知13.2 2020-2022年中国老年用品行业发展综述13.2.1 政策环境分析13.2.2
行业发展现状13.2.3 市场消费特征13.2.4 市场开发策略13.2.5 市场发展趋势13.2.6
市场发展走向13.3 中国老年用品市场影响因素分析13.3.1 人口因素13.3.2 经济因素13.3.3 政治因素13.3.4
购买者因素13.3.5 产品因素13.4 成人失禁用品市场分析13.4.1 市场规模分析13.4.2 市场集中度变化13.4.3
主要品牌对比13.4.4 市场发展展望13.4.5 市场空间测算13.5 老年助听器市场13.5.1 市场发展特征13.5.2
产品产量分析13.5.3 市场需求分析13.5.4 市场规模分析13.5.5 市场竞争格局13.5.6 市场问题分析13.5.7
市场发展前景13.5.8 未来发展趋势13.6 老年服装市场13.6.1 市场发展概况13.6.2 消费行为分析13.6.3
智能服装应用13.6.4 市场发展潜力13.7 其它老年用品市场13.7.1 老年保健品市场13.7.2
老年人专用化妆品市场13.7.3 老人玩具市场13.7.4 老年人图书市场第十四章 2020-2022年中国养老金融业
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14.1 养老金融概念及意义14.1.1 养老金融概念架构14.1.2 养老金融内涵体系14.1.3
发展养老金融的重要意义14.2 2020-2022年中国养老金融业发展综述14.2.1 行业发展现状14.2.2
农村养老金融14.2.3 主要问题分析14.2.4 市场发展思路14.2.5
市场发展趋势14.3 2020-2022年中国养老金金融市场发展分析14.3.1 年度行业情况14.3.2
投资运营情况14.3.3 主要问题分析14.3.4 行业发展建议14.3.5
行业发展趋势14.4 2020-2022年中国养老服务金融市场发展分析14.4.1 市场基本概述14.4.2
市场供给状况14.4.3 市场需求状况14.4.4 发展问题分析14.4.5
产业优化路径14.5 2020-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金融市场发展分析14.5.1 一级市场发展14.5.2
二级市场发展14.5.3 外资资产并购14.5.4 债权融资状况14.5.5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14.5.6 产业政策建议14.5.7
产业发展趋势14.5.8 “十四五”发展方向第十五章 2020-2022年中国其他养老产业细分市场发展及投资
潜力分析15.1 养老旅游市场15.1.1 养老旅游概念15.1.2 发展现状分析15.1.3 发展模式分析15.1.4
综合体建设15.1.5 存在问题分析15.1.6 持续发展路径15.1.7 健康发展策略15.2 老年教育市场15.2.1
市场发展背景15.2.2 政策环境分析15.2.3 市场发展前景15.2.4 国际经验借鉴15.3 老年就业市场15.3.1
市场影响因素分析15.3.2 发达国家市场状况15.3.3 发展分析15.3.4 老年人获取市场收入的原因15.3.5
市场存在问题分析15.3.6
促进市场发展措施第十六章 2020-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区域发展特点及规划目标16.1 北京市16.1.1
政策环境分析16.1.2 人口老龄化状况16.1.3 老龄事业亮点16.1.4 养老保障体系16.1.5 养老服务体系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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