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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

高达 18.7%。我国正在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考验。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以

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康养产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10年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各部门相继发力，从多个角度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康养产业的政策措

施，涵盖养老服务、康养旅游、康养人才、中医药康养、绿色康养、智慧康养等

方面。康养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满足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更是成为了我国经

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康养产业逐渐成为了各地政府和市场投资机构青睐的朝阳

产业。但总体来说，我国康养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发展缺少相应的财

税政策扶持。因此，完善与康养产业相匹配的财税政策，成为了促进康养产业发

展的必由之路。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理论依据，在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对康养

产业内涵及特点作了总结。从财政直接投资、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和社会保

障四个方面梳理了康养产业的相关的财政政策出台情况，并从直接支持、间接支

持两个角度梳理了康养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本文从养老服务水平、医疗

服务水平、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康养旅游发展水平和康养保险发展水平五个维

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综合测度了 2015-2021年我

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分析了财政政策对我国康养产

业发展的影响。最后，通过整理分析四川攀枝花、河北秦皇岛、德国森林康养和

新加坡医养结合模式等国内外先进康养产业成果及其出台的相关财税政策，借鉴

其先进经验，提出推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康养产业 康养服务 面板数据模型 财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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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in China has

reached 18.7%. China is facing a severe test of population aging. Since

2010,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State Council and various

depart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launch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the wellness industry from various angles. These

policies cover elderly services, wellness tourism, wellness talents,

Chinese medicine wellness, green wellness, intelligent wellness and other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lness industry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but also becomes a new growth point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ellness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unrise industry favor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market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llness

industry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and the industry lacks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o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hat match with the

wellness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ellness industry.

Based on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this paper firstly composes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llness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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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g. The financial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wellness industry are reviewed

from four aspects: direct financial investment,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s,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the wellness industry are review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direct support and indirect support. Second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from five dimensions: the level of elderly services, the level

of medical services, the level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wellnes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wellness insurance development, and us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index weights, and comprehensively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wellness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21.

The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llness industry in

China was also analyzed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regression method.

Finally, by compiling and analyzing the advanced experiences of

Panzhihua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Qinhuangdao City in Hebei

Province, German forest wellness and Singapore's combined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model and the related fiscal policies introduced by them,

fiscal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llness industry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Aging of population; Wellness Industry; Wellness Services；

Panel Data Model;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目 录

1 绪 论 .......................................................................................................................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

1.1.1 研究背景 ................................................................................................... 1

1.1.2 研究意义 ................................................................................................... 2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3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3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5

1.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8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9

1.3.1 研究内容 ..................................................................................................... 9

1.3.2 研究方法 ................................................................................................... 10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10

1.4.1 论文的创新 ............................................................................................... 10

1.4.2 论文的不足 ................................................................................................11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12

2.1 相关概念界定 .................................................................................................. 12

2.1.1 人口老龄化 ............................................................................................... 12

2.1.2 康养产业 ................................................................................................... 12

2.1.3 康养产业特征 ........................................................................................... 13

2.2 理论基础 .......................................................................................................... 14

2.2.1 政府介入康养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 14

2.2.2 财税政策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16

3 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及财税政策现状 ................................................. 21

3.1 康养产业现行财税政策现状 .......................................................................... 21

3.3.1 财政政策现状 ........................................................................................... 2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3.3.2 税收政策现状 ........................................................................................... 26

3.2 我国康养产业的发展水平测度 ...................................................................... 31

3.1.1 指标体系构建 ........................................................................................... 31

3.1.2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 34

4 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39

4.1 变量选取及样本来源 ...................................................................................... 39

4.1.1 模型变量的选取 ....................................................................................... 39

4.1.2 样本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40

4.2 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 ...................................................................................... 41

4.2.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41

4.2.2 数据相关性分析 ....................................................................................... 41

4.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42

4.3 分地区实证分析 .............................................................................................. 43

4.3.1 分地区实证结果 ....................................................................................... 44

4.3.2 分地区结果分析 ....................................................................................... 44

5 国内外先进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经验借鉴 ........................................46

5.1 国内经验借鉴 .................................................................................................. 46

5.1.1 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 ........................................... 46

5.1.2 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 ........................................... 47

5.2 国外经验借鉴 .................................................................................................. 49

5.2.1 德国的森林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 ....................................................... 49

5.2.3 新加坡医养结合模式及其财税政策 ....................................................... 50

6 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 52

6.1 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 52

6.1.1 完善康养产业财政投入方式 ................................................................... 52

6.1.2 健全政府购买康养服务机制 ................................................................... 53

6.1.3 优化康养产业财政补贴形式 ................................................................... 53

6.1.4 完善康养产业社会保障体系 ................................................................... 54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6.2 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 54

6.2.1 完善康养产业税收政策体系 ................................................................... 54

6.2.2 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 ............................................................... 55

6.2.3 促进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 ............................................................... 56

参考文献 ...................................................................................................................58

后记 ............................................................................................................................ 6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1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依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

口数的 10%，或 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7%，就意味着这一国家或者

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0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 10.45%，超过了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国家认定标准，我国已经成为

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

已达到总人口数的 18.7%。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9》预测，到 2030年左右，

中国总人口将攀至顶峰，此后人口数量开始逐渐下降，但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并将在 206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但老年人口比例仍然会

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水平。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并未迎来峰值，

仅仅是开始进入老龄化高原，并将持续面对老龄化问题，这意味着我国正在面临

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考验。

（2）“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

在 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发

展健康产业，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意味着“健康中国”战略已经从 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的“优

先发展战略地位”，上升到了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战略部署。随后，国

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要求建立体系完整、结构优化的

健康产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和健身

休闲运动产业，并提出健康要与养老、旅游、食品相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十四五”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康养产业的发展正好契合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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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这一时代需求。

（3）我国康养产业的初步发展

201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各部门相继发力，从多个角度出台了

一系列有关康养产业的政策措施，涵盖了养老服务、康养旅游、康养人才、中医

药康养、绿色康养、智慧康养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康养基地筑台、康养地产先导、

康养农业强势、康养旅游示范、康养医疗支撑、康养智能创新、康养金融保障的

产业发展总态势。各地也出台了相应扶持性政策，更加强调康养发展的实践意义、

地方特色和实现路径，突出当地发展康养的有利条件。以康养为主题的康养区域、

康养城市、康养园区、康养小镇、康养乡村等应运而生，康养地产、康养金融、

康养休闲农业、康养旅游业等新兴产业链开始出现，康养产业已成为各地政府和

市场投资机构青睐的朝阳产业。

但总体来说，我国康养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康

养产业体系并出台与之相匹配的财税制度与政策都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本文将

将在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结合康养产业的内涵及特点，对我国康养产业发展及其

政策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

展的影响，并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经验，对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提出财税政策

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推进康养产业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重要保障，这也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的增长点。目前，我国学术界针对康养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对

于康养产业理论研究多数集中在康养产业概念定义、发展模式和空间布局方面，

缺少促进康养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相关的理论研究。本文将针对康养产业，分析与

之相匹配的财税制度与政策，并对如何以财税政策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提出建

议，以期为我国康养产业相关财税政策的研究提供参考。

（2）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康养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针对于康养产业发展制定的财税政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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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还不健全，本文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整理康养产业发展及其政策的现状，

对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康

养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对国内外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为如何以财税政策促进我国

康养产业发展献计献策，以期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实践价值的建议，推

进我国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1）健康产业研究

对于康养产业，国外没有完全对应的提法，而是将其称作健康产业。Paul

Pilzer（2001）提出，健康产业(Wellness Industry)是指在人未发生疾病之前，为

健康的人提供健康等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延缓人的衰老，或者预防疾病的发生。

Bernd Eberle（2010）在此基础上，将健康产业与“积极生活方式”建立联系，

认为健康产业是提供与积极生活方式相关的产品与服务的产业，并将健康产业划

分为饮食、保健品、护肤化妆、健身运动、健康旅游、健康咨询、住房和其他等

七部分。

Schweitzer等（2005）建立了健康产业模型（The “health industry” model），

提出健康产业是由诸多相关产业构成，包含卫生保健业、医疗保险业和健康产品

制造业，既提供健康服务，同时生产相关产品如药品及医药设备等。

不难看出，国外学者对于健康产业的定义包括了“wellness industry”和“health

industry”两种。其中，“wellness industry”主要目的是保健及抗老，是针对于

预防疾病、保障人的健康水平以及延缓衰老、保障人的生存质量的新兴产业，致

力于保障高水平健康和抗衰老的新型行业，但不包含医疗服务及产品的提供；而

“health industry”定义下的健康产业是以与健康相关对产业内涵进行了界定，是

包含医疗卫生服务业、医药制造业等的健康产业集群。

（2）健康旅游研究

国外对于健康产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旅游角度，由于国外的健康旅游产业

与我国的康养产业内涵有很大重合，本文对健康旅游的研究现状也做了梳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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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健康旅游的界定方面，Goodrich（1987）从产品供给的角度出发，认为健康

旅游是以旅游为方式进行健康服务与产品的提供，以森林、海洋、温泉等为主题，

提供健康设施及养生服务，通过宣传核心概念与产品吸引游客进行养生保健、涤

荡身心的体验。Muller（2001）提出，健康旅游的主要目的是旅游者的保健与养

生，健康旅游的内涵就是整个旅程中对于所有健康体验获得感的累加。Staiff

（2017）认为健康旅游是传统旅游形式与健康服务的结合，使旅游者通过健康旅

游的方式，养生保健、放松身心，提高健康水平，缓解压力。

在健康旅行的发展方面，Lee（2009）以新加坡为例分析国际健康旅游的影

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与健康设施水平对国际健康

旅游有着促进作用。Gustavo Silva（2010）以葡萄牙温泉健康旅游为切入点探究

了健康旅游发展路径；Loh（2015）基于健康旅游消费季节性时间序列研究健康

旅游的结构性变化和趋势。Iwona等（2016）分析了生态环境、资源环境及监管

对健康旅游的影响，基于保障健康旅游产业长远发展的视角，提出了相关政策建

议。Komppula 等(2017)论述了芬兰的森林健康旅游现状，并开展了为满足日本

游客需要的芬兰森林健康旅游服务设计。Sopha等（2019）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通过开展健康旅游活动，吸引国内旅游者的同时，也成为了国

际健康旅游目的地，推动了健康旅游产业的发展。

（3）财税政策对康养相关产业的作用研究

本文论述的康养产业重点在于康养产业提供的养老服务方面，国外学者对于

财税政策对养老服务影响也做了很多讨论。布坎南（1949）认为养老服务并非是

纯公共品，更不是私人物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萨缪尔森（1992）认为，政

府介入养老服务产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保持适度，要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

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霍斯金斯

（2004）提出要推进责任分担机制，渐进式减少政府参与，推进社会保障改革，

引导个人主观意识增强，发挥社会组织及市场的作用。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弥补政府提供养老服务的失灵。Nishiyama(2015)通过实证分析，

研究了人口老龄化、财政支持和市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出要通过财税政策减少

负的外部性，提高政府参与的效率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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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内文献综述

（1）康养产业研究

在对于康养产业的概念定义方面，2014年 12月，首届中国阳光康养产业发

展论坛第一次提出康养产业这一概念，意指健康与养老服务产业。李后强（2015）

将康养定义为“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人的外在活动和内心修养实现身体心灵的

最佳状态”，将康养划分为“康”和“养”即健康和养生两个维度，并将生态康

养产业定义为“以充沛的阳光、适宜的湿度和高度、洁净的空气、安静的环境、

优质的物产等优良资源为依托，辅以优美的市政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以运动、

保健、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等功能为核心的促进人健康长寿的现代服务业。”

李影(2017)分析了康养产业和大健康产业间的相关性关系，认为康养产业属于大

健康产业下的子集，认为康养对预防疾病、改善亚健康状况以及调理身心有着显

著作用。何莽（2018）将康养定义为健康、养生和养老的相关活动，通过外部环

境改善身心状态，使自己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都达到最佳，是人们对于生命的

长度、丰度和自由度多角度的追求。房红（2020）将康养产业与健康、养老、养

生等产业进行比对，认为在康养产业包括了大健康产业和养老产业，康养产业即

健康养老产业。杨红英等（2020）将康养定义为一种需求逐渐上升的健康理念，

通过提供养老、医疗、旅游、休闲、体育、养生、膳食等多角度的服务，满足全

龄段人群对于提升身体、心灵、精神等健康状态的需求的总和。

在康养产业的发展方面，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背景下，康养产业这一朝阳

产业迅速发展，从最初的康养旅游模式，逐渐衍生出结合森林、海洋、温泉、中

医药、田园等资源的多模式康养产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的学者开展了

对于康养产业发展的研究。黄慧（2016）以“一带一路”为背景，将康养与旅游

结合，分析了沿海地区康养旅游发展现状与发展路径。刘拓和何铭涛（2017）认

为森林康养能够调节人的心理状态，提高人体免疫力，在未来森林康养会产生很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要大力发展森林康养产

业。董永刚等（2017）认为发展森林康养，要加强医疗、保健、旅游、住宿、餐

饮、环境、交通等多行业合作，实现跨产业融合，互利共赢。陈巧（2017）对休

闲体育与康养的融合进行了研究，认为休闲体育康养对于中老年人的健康养生有

所裨益，通过分析四川省体育康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四川省休闲体育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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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策略。刘新和邓云芳（2018）认为田园康养是乡村旅游与康养

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能够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助力精准脱贫的实现。发展

田园康养应当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当地的生态环境优势，实现多元化产业创新融

合，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任善智（2018）等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

中医药为人们的身体健康提供了重要保障，应当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运用互联

网技术，将中医药健康服务和康养服务结合起来，推动智慧中医康养服务社区建

设，建立线上线下结合智慧中医康养服务体系，加快全国康养产业发展。张洋等

（2019）分析了我国森林康养的供给前景，认为基础设施不完善、医疗配套服务

不足以及专业人才的匮乏，不能满足人们对康养服务的需求，阻碍了森林康养产

业的发展。丁文珺和熊斌（2020）从积极老龄化视域出发，分析了康养产业的供

需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康养产业发展要明确市场定位，避免将供给端

升级等同于供给高端化，凸显康养的特殊属性，避免忽视其社会效应和健康效应，

明晰政府定位，完善产业布局，推进我国康养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

（2）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的作用研究

国内学者对针对康养产业的财税政策还未做过讨论,由于本文论述的康养产

业重点在于康养产业提供的养老服务方面，故本文对国内学者对于财税政策对养

老服务供给的作用研究也做了梳理。

在政府对养老服务供给的作用方面，姜向群等（2013）认为老年人经济来源

不足和结构不合理制约了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加大财政转移支持，培育和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格局。吴玉韶（2014）认为推

动养老产业发展，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应当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加大对养

老产业的扶持力度，减少政府越位，加强监管，保障产业长远发展。辜胜阻等（2017）

提出要科学界定政府、家庭与市场的职能边界，明确政府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职

能定位,推动形成各方责任共担、优势互补的发展框架。白晨和顾昕（2018）通

过实证分析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均等化情况，发现基本养老服务的横向不平等问

题突出，以东部最为严重，提出中央政府要兼顾投入与产出，结合各省实际情况，

以更为精准的方式引导地方政府继续加大基本养老服务建设力度，注重平衡基本

养老服务的地区内部差异。陈功（2021）认为，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

层次养老服务需要与养老服务供给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政府要发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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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作用，加大公共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评估老年人能力与需求，保障扶持政策的

精准和有效，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多方合力促进养老服务的发展。

在财政政策对养老服务供给的作用方面，山东省财政厅（2014）提出通过政

府扶持并发挥市场作用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财政大包大揽。同时，可以

设置养老服务产业引导基金，通过“补、贴、奖”的政策，解决养老服务企业回

报期长的问题和融资难题，推动养老服务业可持续发展。杨良初等（2016）认为，

财政政策应当根据公共产品属性进行差异化扶持，将准公共产品范围作为支持重

点，可以采取公建民营形式建设养老服务机构及设施，建立产业引导基金，采用

PPP等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运用投资贴息、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进行多方

面支持，同时，注重财政政策与产业、金融、土地及工商政策之间的配套，促进

养老服务业繁荣发展。胡宪（2017）认为运用合适的财税政策工具，能够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和税收政策的保障和引导功能，为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应当

改变财政投资方式，促进公私合营，实施供需结合的养老财政补贴，改革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的招投标机制，优化税收减免，加强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杨翠迎

等（2018）通过分析上海市养老服务业的实践经验，提出要优化财政投入结构,

增强政策引导功能，通过财政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宫锡强（2020）提

出当前我国的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政策地方财政存在一味追求投资规模的现象，

同时在支出结构上存在对于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投入偏少的问题。王晓洁（2021）

认为，“十四五”时期为促进医养康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我国应重点完

善养老财政保障政策，建立支持农村养老服务的财政保障政策，构建起养老服务

财政保障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担机制。

在税收政策对养老服务供给的作用方面，杨洋等（2014）认为税收扶持政策

能够发挥调控作用，通过直接扶持或间接扶持的方式，为养老服务业创造良好的

税收环境，减少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降低准入门槛，从而推动养老服务业繁荣

发展。白景明（2014）认为必须从战略和顶层设计角度去制定健全养老服务业配

套的财税政策体系，财政、税收政策共同发力，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养老服务的供给，促进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杨良初等（2016）认为现行

养老服务税收优惠政策环节较为单一，覆盖面存在不足，优惠力度受到限制，应

当从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税率和企业所得税扣除范围等多角度设立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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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参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吴宾等（2017）通过政策内容

量化研究和文献计量分析，提出我国养老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少，且优惠

的重点为降低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缺少对于需求方的优惠政策，难以发挥税收

优惠的调控作用。郭佩霞等（2018）认为发挥税收对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应当在规范用语表达与加强政策协调的基础上，通过放宽捐赠税收优惠设定条件、

加大养老服务投资环节支持力度、增强居家养老与以房养老服务模式的优惠来提

升政策引导与激励效应。杨宜勇和吴香雪（2018）提出应改革基本养老保险统账

结合制度，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调控经济和资源配置的功能，保证税收优惠的

公平性,促进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优化。庞凤喜（2018）提出税收可以从收支两方

面支持养老事业，是政府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基本保障，同时，税收优惠政策鼓励

补充养老保险投资，促进社会力量进入。

1.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对于康养产业，国外学者多是对健康产业主

要是健康旅游产业的概念及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产业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和医疗

环境供给提出了要求；在国内，近年来学者们才开始对康养产业的讨论，研究方

向从康养产业的概念发展到康养旅游、森林康养、田园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

康养、体育康养等各式各样的新的康养模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了康养产业的内

涵、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但国内学者对康养产业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研究网络，

对于财税政策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研究角度上更是欠缺。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

景下，康养产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研究如何以财税政策引导和促进

康养产业发展，对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很大的

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在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结合康养产业的内涵及特点，

对我国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发展的现状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对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估计，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财税政策

对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通过借鉴国内外发展较好的康养产业的先进经验，对促

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提出相应的财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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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在梳理、总结和归纳了国内外关于康养产业及相关财税政策的文献的基

础上，确定了研究方向和重点。本文首先在老龄化视角下，结合康养产业的内涵

及其特点，对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困境作出分析。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内

外发展较好的康养产业的先进经验，对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提出相应的财税政

策建议。文章主要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作为文章的基础性综述内容，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进行了介绍，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及目的，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方面分析了本

文的作用和价值；其次是文献综述，分别从国外研究现状和国内研究现状对康养

产业对概念及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进行了梳理，为本文提供参考的同时

总结了现有文献可能存在的不足，明确了研究视角；再次是研究内容及方法，总

结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框架；最后对本文的创新之处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总结概

括。

第二章：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首先对本文的核心概念人口老龄化、康养产

业及其特征进行了论述，接着从政府介入康养产业发展的角度，分别对公共产品

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进行了借鉴分析，最后

阐述了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第三章：我国康养产业的发展水平及财税政策现状。首先从财政政策和税收

政策两个角度对我国康养产业发展中的财税政策作了梳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第四章：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根据 2015-2021年全国

31省（市、自治区）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我国康养产业

发展的影响。然后分地区做了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财

税政策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思路。

第五章：国内外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经验借鉴。分别对国内的四川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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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北秦皇岛康养产业以及国外新加坡医养结合模式和德国的森林康养产业这

些先进地区产业进行分析，借鉴其相关财税政策，并进行经验总结。

第六章：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本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性的提出如何在人口老龄化视角下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相关财税政策

建议。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笔者通过收集和梳理归类了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关于康养产业及其相关财税

政策的相关研究结果。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对康养产业

及相关财税政策的研究动态和成果有清楚的了解，从而明确写作的方向，理清文

章的结构，对自己的文章思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打牢理论基础为后续的写作创

造充分的条件。

（2）实证分析法

本文构建了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

发展的影响，为促进提出相应的合理化财税政策建议提供了思路。

（3）比较分析法

本文通过对我国的攀枝花市、秦皇岛市康养产业及国外德国森林康养产业、

新加坡医养结合模式四个发展较好的先进产业进行对比分析，对这些地区的康养

产业发展现状及相应的财税政策支持进行总结。从而借鉴其成功经验，得出促进

我国康养产业的财税政策启示。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1.4.1 论文的创新

康养产业作为我国新兴的战略性产业，相关理论研究较少，学术界还未展开

对构建与康养产业体系相匹配的财税制度与政策的研究。本文从人口老龄化角度

入手，对如何运用财税政策促进我国康养产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对促进我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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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的实施及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4.2 论文的不足

由于部分数据搜集确有一定困难，部分的指标选取收到影响，只能选择尽可

能合理且能收集到数据的指标完成论文的实证部分。此外，由于康养产业是一个

新兴产业，其内涵和外延的定义也仍在探讨，本文在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对康养产

业仅探讨了涉及 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康养服务，存在一定范围的视角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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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因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导致年

轻人口数减少同时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从而使得该地区总人口数中老年人口的比

例增加的现象。依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口达到总人口数的 10%，或 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7%，就意味着这

一国家或者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

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0.45%，超过了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国家认定标准，我

国已经成为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0岁以上

老年人口数已达到总人口数的 18.7%，我国正在面临着愈发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

考验。

2.1.2 康养产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养老需求和养老资源的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我国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

提高，对健康的需求日渐高涨，推动了康养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康养产业意指健

康及养老服务相关产业，是一个内涵较为广泛的概念，包括了养老、医疗、养生、

休闲、旅游、健身、保健等等，并衍生了诸多产业链。康养产业作为我国新兴的

朝阳产业，“康养”与“健康、养生、养老”概念相比更加具有包容性，涵盖内

容也更广。康养产业是包含养老、医疗、旅游、体育、文化等众多服务行业的产

业融合体，其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养老服务只是其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文在人口老龄化的视角下，主要分析针对老龄人群提供的健康、养老等方面的

康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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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康养产业特征

（1）康养产业具有公共性

康养产业包含了健康与养老产业，关系着我国的民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

和公益特征。康养产业，不仅针对了老年群体，同时也为全年龄段的人群提供健

康服务。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除了老年人群的多层次的养老需求外，中

青年劳动群体作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其健康问题也格外重要。因而国家应当为全

年龄段的社会各个群体提供公共性和普及性的康养服务，保障人民的身体、精神

和心灵多方位的健康水平，提升全人口的身体健康素质，保障人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康养产业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不能完全市场化，相关企业对于自身利益

的追求会与康养产业的公共性质相背离。因此，康养服务的提供应当由政府主导，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我国国民福祉。

（2）康养产业具有差异性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环境资源差别悬殊。适宜康养产业发展的森林资源、

海洋资源、温泉资源、旅游资源、中医药资源等在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下有很

大的差异。以森林康养为例，在我国不同省份森林覆盖率参差不齐，2021 年森

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福建省森林覆盖率高达 66.8%，而新疆省则不到 5%。资源

的巨大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康养产业发展模式并不能够趋同，地方政府应当选择各

地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康养产业发展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康

养产业。同时，康养资源匮乏的地区应当出台鼓励政策，加强对康养产业的扶持，

资源密集的地区也应当避区域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使得不同地区的居民都能够享

受到高质量、普及化的康养服务。

（3）康养产业具有生态性

康养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资源具有很大依赖，康养服务的供给离不开适宜的

温度、湿度，充沛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宁静的氛围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

康养服务的消费者来说，自然环境是其做出消费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此外，为

了达到最佳的康养效果，发展康养产业的地区的自然环境最好保持原始的形态，

保留最自然的水源、空气和植被，以天然的环境提供最优质的康养服务。因此，

康养产业属于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康养产业，不仅能够推动地区对自然环境的保

护，也能够有效推动地区的生态文明发展。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14

（4）康养产业具有人文性

康养产业是对人身体、心灵和精神多维度健康的追求，因此康养产业不仅是

对于健康和养老服务的供给，也应当同时提供对于康养群体丰富的人文关怀，使

得康养服务能够真正让消费者在心灵和精神上得以放松和休闲。故康养产业一定

是具有人文性质的。康养产业的人文性对康养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从业人员能够和康养人群有更高质量的沟通。从而使康养

产业从产品到服务的提供都具有人文的内涵，保障康养人群的生理、心灵及精神

多个维度都能达到康养的效果。

2.2 理论基础

2.2.1 政府介入康养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1）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这一概念最早由萨缪尔森提出，区别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

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性。其中，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

的消费，不会造成他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不同人之间不会

出现公共产品使用受益上的矛盾，公共产品使用者的增加不会造成边际成本的增

长；非排他性是指一部分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排除同时其他人对于该产品的

消费，即公共产品会使得所有消费者受益，而不是部分人单独享有产品收益。而

私人产品则不同，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后来，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现

实生活中少有纯公共产品，较多出现的是准公共产品，性质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

产品之间，具有混合性的性质。

为了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私人产品通常由市场进行提供，而纯公共产品则

由政府提供。而作为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在生活中更为常见，且与民生具有

很紧密的联系，其供给可以由政府部门作为主导，也可以市场部门配合，进行多

元化供给，在保障准公共物品供给的同时，确保资源的配置效率。康养产业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就属于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两种属性。

康养产业为整个社会的需求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虽然康养人群选择了丰富多样的

康养产品，但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普及化的康养产品和服务，而非部分人单独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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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了康养产业的非排他性体。同时，康养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在供给小

于需求时，提高供给量的需要增加供应成本，即边际成本不为零。因此，如果康

养产品和服务完全由市场提供，那么康养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其对康养产品

和服务的供给会与其准公共产品特征相背离，市场提供康养服务存在一定的失灵

现象，影响康养产业保障民生的目的实现。此时，政府应当采取一定的财税政策，

吸引鼓励社会资本对康养服务的提供，促进康养产业的稳定发展。

（2）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 7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实行政府改革，其主导思想之一就是

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在政府管理中以企业管理的经验方法来提

高管理效率，以顾客满意度来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绩效的关键指标。新公共管理理

论强调政府只作为各项政策的制定者，而不作执行者；同时，主张公共事务的管

理应当交由多元化的主体承担，以政府为中心，协调组织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

共同参与。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提出了要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鼓励更多的企业加入到公共服务提供的行列中来，强调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重

新定位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

新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在改革落后的行政管理制度体制

的同时，提高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与积极性。新公共管理体制有着严格的

绩效评估体系，由此对行政管理人员产生激励，促进其效率和积极性的提升，这

因而使得政府效率随之提高。同时，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公众满意度和政府人民间

距离作为评价标准，弱化了政府的主体地位，强调了政府的服务职能。在康养产

业的发展中，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调整财税政策等手段促进市场主导产业发

展。在此基础上，新公共管理理论为财税政策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等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支持。

（3）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巩固资本主义发展建立了国家大包大揽的国家福利

制度，但福利开支过高也为国家带来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这一背景下，为应对

政府赤字危机、改变传统的福利模式，社会福利多元主义应运而生。罗斯提出社

会福利不应只由国家提供，要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认为国家、市场和家庭

应当作为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协调合作，共同提供社会福利，以更低的资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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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供社会福利。

有其他学者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分法，认为福利供

给的多元主体中也应当存在社会组织。总而言之，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应当多样化，

而不应由政府一力承担，从福利国家开始向多元福利转变，强调民营的作用，促

进市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促进我国康养产业的发展，福利多元主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康养服

务由国家提供，财政压力过大，产业无法长期发展。所以政府和市场应当作为主

要推动力，促进康养产业的供给主体多元化。政府通过财税政策推动社会资本等

各方力量进入，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康养产业市场，促进

康养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4）需求层次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首次提出，是一种心理学的激励理论。

该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层次性，从低到高可以分为生理需要、安全

需要、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等多个需求层次。而这些从底层到顶层的

不同需求，恰好与老年群体对于身体健康、预防疾病、行动便利、生活舒适、交

流沟通等各种康养服务需求相互对应。康养产业不仅应满足老年人对于医疗健康、

养生保健的基本身体需求，同时更应该满足老年群体对于更高层次的心理及精神

上的健康需求。需要层次理论对于康养产业的多层次、高质量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康养人群需求的不同层次推动了康养服务的进一步细分，对康养服务的供给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把握好老年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对于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给出

个性化的服务方案，提供更为精准多样的服务，保障康养服务的针对性和高效性。

需求层次理论为当今我国康养产业的长久稳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2.2.2 财税政策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1）财政直接投资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财政直接投资主要针对康养机构的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中央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的福利彩票公益金。政府通过对康养产业的

直接投资，能够提高全产业的供给能力。一方面，能够形成对老年人群的政策托

底，为他们提供低廉且有质量保障的康养服务；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建立起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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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制度，便于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

财政直接投资会产生产生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乘数效应体现为对于康养产

业基础供应会间接推动相关行业的投资发展，存在正的外部性。挤出效应是政府

直接投资会导致非财政直接投资减少。财政直接投资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引起

利率上升、借贷资金需求上和生产要素资源上的竞争，抑制民间投资。如图 2.1

所示，财政投资使社会供需均衡点由 Eₒ（Pₒ，Qₒ）移向 E₁（P₁，Q₁），社会需求

曲线由 Dₒ移至 D₁，私人供给无法使得总供需均衡，未必能实现 E₁，政府参与使

得康养服务价格更低，受到政府预算约束影响，理想均衡点 E₁无法实现，政府

直接供给服务会导致民间放弃部分康养服务，寻求高端市场来匹敌政府中低档服

务，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终结果是均衡点会介于 Eₒ和 E₁之间。

图 2.1 政府直接投资的作用

（2）政府购买服务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康养服务供需矛盾逐渐加大，政府购买康养服务

成为了新的服务供给方式。如图 2.2 所示，政府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向市场购

买康养服务，引入竞争机制，减少供给中寻租行为的发生。由政府出资向一些实

力强劲的大型医疗、养老机构和家政服务企业购买康养服务，可以引导社会资本

进入康养产业，并由政府制定康养服务行业规范，对未达到要求的企业给予一定

惩罚。建立政府行为内部评价机制，同时采取社会第三方监管制度，综合进行成

本核算，确保政府购买康养服务的效率和公平，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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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政府购买服务作用机制

（3）财政补贴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财政补贴属政府转移性支出，会影响康养产业供需均衡和结构变化，康养产

业的财政补贴包括对康养服务机构补贴及对老年人个体的补贴。政府对康养机构

进行补贴会影响其服务和产品相对价格，改善企业盈利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政

府对老年人进行补贴，能够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提高老年人对于康养服务消费

能力，激发康养产业发展活力。

如图 2.3 所示，当政府对康养机构增加补贴，会导致供给曲线 S₀右移到 S₁，

机构提供康养服务的实际成本从 P₁降低到 P₂，矩形 P₁P₂E₁E₂部分即为政府补贴。

由此可见，财政对康养机构补贴能够使得企业成本降低，激发社会潜力，促进康

养服务供给迅速增加。

图 2.3 财政对康养机构补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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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4 所示，Dₒ为康养服务需求曲线，S为康养服务供给曲线，二者相交

于 Eₒ（Pₒ，Qₒ），实现供需均衡状态。政府发放老年人补贴，老人为获得康养服

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在供给水平不变情况下，老年人对康养服务需求将会增加。

这时需求曲线从 Dₒ向右移动至 D₁，与原有供给曲线相交于 E₁，P₁P₂差额构成政

府补贴产生的价格贡献，使得老年人对康养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

图 2.4 财政对老年人补贴的作用

（4）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制定的社会保险、救助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用于保障

全体人民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社会保障对康养产业发展的促进主要体现在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与财政补贴类似，养老保险能够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

医疗保险可以对老年人享受的医疗服务消费进行报销，进而提高老年人对于康养

服务消费能力，激发康养产业发展活力。

如图 2.5 所示，Eₒ为康养产业需求曲线 Dₒ与康养产业供给曲线 S的相交均

衡点。随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使得老年群体进行康

养服务消费的相对价格下降。在供给水平不变情况下，老年人对康养服务需求将

会增加。这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从 Dₒ移动至 D₁，与原有供给曲线相交于 E₁，

此时康养服务的供给价格为 P₁，而老年人获得康养服务的实际价格为 P₂，刺激

老年人的消费欲望，进而康养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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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

（5）税收政策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康养产业作为准公共服务行业，税收政策主要是针对于机构康养。涉及税种

主要是流转税税和所得税。康养产业的税收负担过重会导致行业成本增加，税后

收益减少，导致康养机构发展压力，迫使康养服务供给减。因此，康养产业应区

别于其他服务业，给予更多的的税收优惠政策，缓解成本压力，促进康养服务供

给水平的提升。

如图 2.3 所示，由于政府征税，原供给曲线为 S+T₀，与需求曲线相交于均

衡点 E₀，当政府给予康养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税收由 T₀减少到 T₁，供给曲线右

移至 S+T₁，与原需求曲线相较于新的均衡点 E₁。其中，矩形 P₀P₁E₀E₁为减少的

税收。增加补贴，由此可见，给予康养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使得企业成本降低，

促进康养服务供给迅速增加。

图 2.6 税收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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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及财税政策现状

本章节对康养产业现行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进行了总结梳理，分别对财政

直接投资康养机构、政府购买康养服务、财政补贴和相关社会保障等财政政策进

行了归纳，并从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两个角度梳理了康养产业相关对税收优惠政

策。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康养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分析。

3.1 康养产业现行财税政策现状

3.3.1 财政政策现状

（1）财政直接投资相关财政政策

政府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建设康养机构及相关设施，直接参与康养产业的供

给，并在运营管理、设施维修更替等方面给予资金扶持。政府直接投资项目的主

要资金来源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和福利彩票公益金。近年来，财政直接投资的政

策手段逐渐扩展到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康养服务公私合营等多元化筹资方

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推动老龄事业发展。除了对于康养机构的直接

投资外，我国在旅游领域也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将旅游资源的经营性开发项目

与养老产业相衔接。相关政策整理如下：

表 3.1 财政直接投资相关政策文件

资金来源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彩票公益

金

中央财政决定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通过以奖代补

方式，进行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促进完善养老服

务体系。支持通过购买服务、公建民营、民办公助、股权合

作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管理运营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支持城乡敬老院、养老院等养老机构开展延伸服务，提供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及技术支撑；支持探索多种模式的“互联

网+”养老服务模式和智能养老技术应用，促进供需双方对接；

支持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加强专业服务人员培养；积极

推进医养结合，使老年人在居家和社区获得方便、快捷、适

宜的医疗卫生服务。

民函〔2016〕200

号

《关于中央财

政支持开展居

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

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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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财政直接投资相关政策文件

资金来源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财政与社

会资金结

合

坚持养老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深入推广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科学理念，优化养老服务领域政府资金资

源投入使用方向和方式，发挥引导带动作用，注重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

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养老服务 PPP 项目，充分调动社会资本

特别是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务领

域的主体。

鼓励各级财政部门加大养老服务业财政资金投入，优化

资金使用方式，推动财政资金支持重点从生产要素环节向终

端服务环节转移，从补建设向补运营转变，支持养老领域 PPP

项目实施。对社会急需、项目发展前景好的养老服务项目，

要通过中央基建投资等现有资金渠道予以积极扶持。鼓励各

地建立养老服务业引导性基金，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支持符

合养老服务业发展方向的 PPP 项目。

财金〔2017〕86

号

《关于运用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支持养老服

务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

彩票公益

金

民政部本级和地方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

益金，要加大倾斜力度。到 2022 年要将不低于 55%的资金用

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

国办发〔2019〕5

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的意见》

一般公共

预算

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对养老托育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将

养老托育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鼓

励各地优先通过公建民营方式，引导运营能力强的机构参与

养老托育设施建设和运营，减轻养老托育服务机构建设投入

成本，提升服务质量。

发改财金〔2022〕

1356 号

《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13 部门印

发<养老托育服

务业纾困扶持若

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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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财政直接投资相关政策文件

资金来源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一般公共

预算

鼓励家政企业积极参与规范化居家上门养老托育服务，

有效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水平。鼓励地方探索对参与

养老托育服务的家政企业给予适当支持。

支持养老托育服务机构依托职业院校共建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中央预算内投资按照“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有

关要求予以支持。

发改财金〔2022〕

1356 号

《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13 部门印

发<养老托育服

务业纾困扶持若

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

财政与社

会资金结

合

通过在旅游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政

府和社会资本方将旅游资源的经营性开发项目与养老、体育、

健康、研学等领域公共服务供给相衔接。

文 旅 旅 发

﹝2018﹞3 号

《关于在旅游领

域推广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

的指导意见》

资料来源：国家民政部、国家财政部等政府官网

（2）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财政政策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健康等服务，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发展康养服务，

促进公私合作，形成多元主体供给机制，优化康养产业服务供给，扩大市场需求，

减轻政府压力。政府对服务的购买主要是把部分原本直接由政府提供的服务通过

授权、公开招标等方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交给具有能力的社会力量提供，

政府按照其提供的服务与社会力量进行结算。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公共预

算资金和彩票公益资金。具体政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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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财政购买服务相关政策文件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内容应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按照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可持续的原则确定。各地要全面梳理现行由

财政支出安排的各类养老服务项目，凡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

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应按照转变政府职能要求，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合理的养老服务。要根据养老

服务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地方实际情况，重点选取生活照料、

康复护理和养老服务人员培养等方面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方面，主要包括为符合政府资助条件

的老年人购买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护理等上门服

务，以及养老服务网络信息建设；在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方面，

主要包括为老年人购买社区日间照料、老年康复文体活动等服

务；在购买机构养老服务方面，主要为“三无”（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

养和扶养能力）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

人购买机构供养、护理服务；在购买养老服务人员培养方面，

主要包括为养老护理人员购买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等；在养老评估方面，主要包括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需求评

估的组织实施、养老服务评价等。

财社[2014]105 号

《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

服务工作的通知》

将养老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全面梳理现行

由财政支出安排的各类养老服务项目，以省为单位制定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标准，重点购买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机构运营、

社会工作和人员培养等服务。

国办发〔2019〕5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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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财政购买服务相关政策文件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结合养老服务等工作，加大支持力度，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支持持证经营且具备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量化等级的社会餐饮配送力量，提供老年人助餐、配餐服务。

鼓励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开展养老助餐供需对接，

加强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供餐需求信息共享，引导餐

饮企业主动对接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助餐合作，

培育专业化养老供餐企业。

商办服贸函〔2022〕154

号

推广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务实拓展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领域和范围，优化

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洁、

康复护理等服务。优先保障经济困难的失能、高龄、无人照顾

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加大对基层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支持。适

宜通过政府购买提供的养老服务，政府不再直接举办公办养老

机构提供。确需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养老服务，应当发挥好公办

养老机构托底作用。

财综〔2022〕51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政府

购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

通知》

资料来源：国家民政部、国家财政部等政府官网

（3）财政补贴相关财政政策

目前我国对于康养产业的财政补贴政策主要为对老年人、养老机构和从业者

发放补贴。

老年人补贴方面，我国各地普遍建立了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失能老年

人护理补贴制度，基本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截至 2021年底，全国共有 3994.7

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3246.6万人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享受护理补贴的

老年人 90.3万人，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 573.6万人，享受综合补贴的老年

人 84.2万人。

在养老机构的补贴方面，一般是根据床位要求发放一次性建设补贴和后期运

营补贴，其中以一次性建设补贴为主，部分省份还会对后期的运营发放运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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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存在采取政策贴息的方式给予补贴。各地区对养老机构的补贴标准差别

较大，但都是对政府投资兴办的机构补贴多，对社会力量兴办的机构补贴相对较

少。

（4）社会保障相关财政政策

社会保障制度是用以保障居民的基本需要的政策托底，落实养老保险制度为

老年人生活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其对于消费康养服务的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康养产业的市场需求。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目前

其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

数不断增加。截至 2021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02871万人，较 2020

年增长了 3.01%。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48074万人，比上年增加 2453万

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4797万人，比上年增加 554万人。全年共

为 2354万困难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26.8亿元，5427万困难人员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 99%。

此外，《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银保监发〔2020〕

4 号）提出：要积极发展适应养老机构风险管理需求的责任保险，提升风险抵御

能力。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进一步加大养老产业投资力度。鼓励保

险资金与其他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具备医养结合服务功能的养老机构，规范开展康

养小镇等复合业态投资，增加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

3.3.2 税收政策现状

康养产业是一个整合养老、健康、中医药、旅游、体育和文化的产业集合体，

税收优惠也相对冗杂，缺少专门针对康养产业的政策文件。因此，本文主要对康

养产业中最主要的养老服务相关政策进行梳理。政策来源于税法、相关税种实施

条例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等其他国家部门发布的各政策文件中。税

收优惠多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优惠，此外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

等小税种也有部分优惠政策，优惠方式主要是减免税额、税前扣除等方式。

其中，不同税收优惠政策对税收优惠享受对象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在增值税

相关政策中的优惠对象统一表述大多是养老机构，企业所得税相关政策中主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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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保险公司、其他养老机构等，并且没有区分单位性质是否为营利性。而其他

税种的相关税收优惠享受对象被限定在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养老机构等。针

对营利性的康养机构，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少之又少。

本文从直接支持康养产业和间接支持康养产业两个角度，从税种、优惠项目、

单位类型、优惠方式和政策依据等方面对这几年来我国发布的与康养产业相关的

税收政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归纳整理。

（1）直接支持康养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通过对康养产业直接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梳理发现（如表 3.3所示），税

收优惠的主要方式为免征、减征这几种形式，出台政策的部门也比较多，国务院、

民政部、财政部都有颁布相关文件。康养产业涉及的税种种类比较广泛和细碎，

其中，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出台数量在所有税种政策数量中的占比最多。

表 3.3 直接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种 优惠项目 单位类型 优惠方式 政策依据

增值税

养老机构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发生

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
养老机构 免征

民发〔2015〕

33 号

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 养老机构 免征
财税〔2016〕

36 号

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

取得的收入
社区服务机构 免征

财政部〔2019〕

76 号

企业所

得税

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

构的收入

福利性、非营利

性的老年服务机

构

免征
财税〔2000〕

97 号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取得的收入
非营利性养老机

构
免征

国发〔2013〕

35 号

民办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机构

取得的收入

民办福利性、非

营利性养老机构
免征

民发〔2015〕

33 号

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人寿

保险、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

的保费收入

保险公司 免征
财税〔2016〕

36 号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28

续表 3.3 直接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种 优惠项目 单位类型 优惠方式 政策依据

企业所

得税

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

取得的收入
社区服务机构

减 按 90%

计入收入

总额

财政部〔2019〕

76 号

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机构所取得

的养老服务收入

其他老年服务机

构
减征

财税〔2019〕

13 号

房产税

养老服务机构的自用房产 养老服务机构 免征
财税〔2000〕

97 号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房产
非营利性养老机

构
免征

民发〔2015〕

33 号

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

服务的机构自有或其通过承租、

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

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

产

社区服务机构 免征
财政部〔2019〕

76 号

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
养老托育服务机

构

50% 税 额

顶格减征

发 改 财 金

〔2022〕1356

号

契税
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养老等

服务
社区服务机构 免征

《中华人民共

和国契税法》

耕地占

用税

养老服务机构占用耕地 养老服务机构 免征

《耕地占用税

法》及其实施

办法

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
养老托育服务机

构

50% 税 额

顶格减征

发 改 财 金

〔2022〕13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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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直接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种 优惠项目 单位类型 优惠方式 政策依据

城镇土

地使用

税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土地
非营利性养老机

构
免征

民发〔2015〕

33 号

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

服务的机构自有或其通过承租、

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

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土

地

社区服务机构 免征
财政部〔2019〕

76 号

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
养老托育服务机

构

50% 税 额

顶格减征

发 改 财 金

〔2022〕1356

号

资源税 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
养老托育服务机

构

50% 税 额

顶格减征

发 改 财 金

〔2022〕1356

号

印花税 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
养老托育服务机

构

50% 税 额

顶格减征

发 改 财 金

〔2022〕1356

号

城市维

护建设

税

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
养老托育服务机

构

50% 税 额

顶格减征

发 改 财 金

〔2022〕1356

号

教育费

附加、地

方教育

附加

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服务机构
养老托育服务机

构

50% 税 额

顶格减征

发 改 财 金

〔2022〕1356

号

资料来源：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官方网站文件整理所得

（2）间接支持康养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下表 3.4所示，通过对税收优惠文件的归纳、整理发现，间接支持政策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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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税种相对较少，优惠项目集中于所得、赠与、捐赠等方面，优惠环节处于资

产处置这个环节。其中，从数量上看，政府各部门颁布与所得税相关的税收优惠

文件的所占篇幅占据主体地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政策文件中规定，

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为税前扣除这个形式，而单独针对社

会福利单位，印花税规定该单位可以享受免征。

表 3.4 间接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种 优惠项目 单位类型 优惠方式 政策依据

企业所

得税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通过非营

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

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

构的捐赠

福利性、非

营利性的老

年服务机构

税前全额扣除
财税〔2000〕

97 号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通过非营

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

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

构的捐赠

福利性、非

营利性的老

年服务机构

税前全额扣除
财税〔2000〕

97 号

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等 8

家单位捐赠
各基金会 税前全额扣除

财税〔2006〕

10 号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按照规定

向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捐赠

非营利性的

老年服务机

构

税前按税法规

定比例扣除

国发〔2013〕

35 号

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

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慈善活动、公

益事业的捐赠。

慈善活动、

公益事业

不超过年度利

润总额 12%的

部分准予扣除

《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

税 法 实 施 条

例》第 53 条

印花税
财产所有权人将财产赠与社会

福利机构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

社会福利单

位
免征

《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印 花 税

法》第 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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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4 间接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种 优惠项目 单位类型 优惠方式 政策依据

个人所

得税

退休人员养老金,以及退休工

资、离休工资等
个人 免征

《个人所得税

法》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个人 定额标准扣除

《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

暂行办法》

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

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

福利性、非

营利性的老

年服务机构

税前全额扣除
财税〔2000〕

97 号

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等 8

家单位捐赠
各基金会 税前全额扣除

财税〔2006〕

10 号

个人按照规定向非营利性养老

机构的捐赠

非营利性的

老年服务机

构

税前按税法规

定比例扣除

国发〔2013〕

35 号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等官方网站文件整理所得

3.2 我国康养产业的发展水平测度

3.1.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梳理，在现有关于康养产业研究的基础之上，

建立了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养老服务水平、医疗服务水平、

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康养旅游发展水平和康养保险发展水平五个维度选择指标

综合测度中国康养产业综合发展情况。

（1）养老服务水平维度

康养产业作为提供健康与养老服务的产业，养老服务水平对康养产业的发展

水平有很重大的影响。养老服务是对老年群体提供的满足其健康、物质生活及精

神需要的服务，主要包括了长期照料、养护和保健等。随着我国新生人口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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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均寿命的提升，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加严重。从本世纪初到 2021年二

十年间，我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 0.91亿攀升至 2.05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率从 7.1%增长到 14.2%。测算结果表明，到 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

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和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养老服务需

求与缺口，以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康养产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为了满

足老年群体多层次的康养服务需要，养老服务水平对于康养产业的发展水平有着

重要影响。本文选择养老服务水平作为康养产业发展水平测算的一个维度，并选

取每万老年人养老机构数和每万老年人养老床位数作为三级指标。

（2）医疗服务水平维度

医疗服务是指卫生人员为了保障生命健康提供的相关服务，包括检查、诊断、

治疗、康复、预防保健、提供药品及医疗器械、病房住宿等服务。其基本内涵是

对人民生命健康、改善机能和诊治疾病的促进。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医疗

服务也只是局限于对疾病的治疗，更是拓展到老年病及慢性病管理、康复、长期

护理等促进健康的更广泛的领域。医疗服务水平与康养产业具有很强的联系，康

养产业的目的究其根源是满足人们对健康和养老需求。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助

于推动康养服务供给质量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康养产业的发展。因此，本文选

择医疗服务水平作为测算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一个维度，并选择每万人医疗卫机

构数、医疗床位数和卫生人员数作为衡量医疗服务水平的三级指标。

（3）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维度

康养产业是一个复合型的综合产业，其中便包含了医药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的发展不仅影响着经济发展，也同样关乎于民生。人民对于健康的追求离不开医

药制造业的发展。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严重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医药的需求也

在逐渐增长。为了满足康养人群的医药需求，康养产业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医药

的支持。因此，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当地医药的供应水平，进而对康养

产业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创新活动减

少成本、开发新产品，能够减轻消费者的负担，同时也能够助力人们健康水平的

提高，从而提升康养产业的供给质量。因此本文选择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作为测

算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一个维度，并对于医药制造业选择企业数、利润总额和从

业人数作为测算的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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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养旅游发展水平维度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以及人们对于健康养老的不断追求，康养旅游逐渐兴

起并繁荣发展，成为了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康养旅游以旅游为方式，以森林、

海洋、温泉等生态资源为主题，进行康养服务的提供，使消费者获得身体的恢复

以及心灵上的放松。在当今社会，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

亚健康状态的中青年也对康养服务有了更大的需求，康养旅游成为人们自我调节、

提高自身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发展康养旅游业仅能够推动地区对自

然环境的保护，也能够有效推动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本文选择康

养旅游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一个维度，由于我国并没有康养旅

游的相关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用旅游发展水平作为二级指标，并选取旅游总人

数和旅游总收入作为三级指标测算康养产业发展水平服务水平。

（5）康养保险发展水平维度

康养保险是指为了满足我国居民健康保障与养老保障的人身保险，包括社会

保险和商业险。康养保险有助于减轻人们在医疗费用及老年生活方面的负担，对

于个人风险防范有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我国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养保险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保障居民的生活水平，

防范重大风险，进而提升对康养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将选择康养保险发展水平

作为衡量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一个维度，并选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作为衡量康养保险的发展水平的指标。

基于以上五个维度的分析，本文确定了测算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

系，共包括 5个二级指标和 12个三级指标。最终构建的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3.5所示。

表 3.5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

X1 养老服务水平
X11 每万老年人养老机构数

X12 每万老年人养老床位数

X2 医疗服务水平

X21 每万人医疗机构数

X22 每万人医疗床位数

X23 每万人卫生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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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X3 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

X31 医药制造业企业数

X32 医药制造业利润总额

X33 医药制造业从业人数

X4 康养旅游发展水平
X41 旅游总人数

X42 旅游总收入

X5 康养保险发展水平
X51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X52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3.1.2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基于表 3.5展示的指标体系，本文对 2015-2021年中国 31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康养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不包含在内）。

主要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各评价指标的具体权重，并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值进行加

权平均，计算得出我国康养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1）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运用 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而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

重。由于各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在数据分析前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处理公式如式（3-1）：

���' =
��� − min

1≤�≤�
���

max
1≤�≤�

��� − min
1≤�≤�

���

（3-1）

如果指标为负向的，则按照式（3-2）进行标准化处理：

���' =
max
1≤�≤�

��� − ���

max
1≤�≤�

��� − min
1≤�≤�

���

（3-2）

然后进行 KMO检验和 Bartlett球度检验，以此来确定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

行降维是否合理。KMO检验和 Bartlett检验结果如表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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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

KMO 值 0.730

近似卡方 2391.027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66

显著性 0.000

由上表可知，KMO值为 0.730，大于 0.7，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为 0.000，

因此适合运用主成分分析进行降维。本文共提取了 4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

为 81.795%（如表 3.7 所示），大于 80%，表明提取的主成分保留了原始数据中

的大部分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取得的效果较好。

表 3.7 解释度方差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5.225 43.539 43.539

2 1.991 16.590 60.129

3 1.779 14.823 74.952

4 0.821 6.843 81.795

确定了保留的 4个主成分后，通过计算各个指标在主成分表达式中的系数，

得到成分得分矩阵（见表 3.8），作为后续计算主成分得分的依据。

表 3.8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指标变量 主成分 1 主成分 2 主成分 3 主成分 4

�11 0.10281 0.30191 0.54956 -0.15341

�12 0.14437 0.09638 0.65677 -0.05187

�21 0.16362 -0.14670 0.30215 0.82552

�22 0.08968 0.60169 -0.05173 0.01876

�23 0.39067 -0.08646 -0.14995 -0.12692

�31 0.40642 -0.13536 0.02774 -0.1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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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8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指标变量 主成分 1 主成分 2 主成分 3 主成分 4

�32 0.35830 -0.21474 0.07198 -0.20307

�33 0.38979 -0.19985 0.04274 -0.25494

�41 0.37054 -0.03331 -0.14320 0.23287

�42 0.34955 0.02764 -0.24667 0.25825

�51 0.21786 0.41530 -0.05473 -0.04304

�52 0.16843 0.47837 -0.23917 0.10264

各主成分的表达式如式（3-3）、（3-4）、（3-5）、（3-6）所示：

�1=0.10281�11+0.14437�12+0.16362�21+0.08968�22+0.39067�23+0.40642�31+

0.35830�32+0.38979�33+0.37054�41+0.34955�42+0.21786�51+0.16843�52 （3-3）

�2=0.30191�11+0.09638�12 -0.14670�21+0.60169�22 -0.08646�23 -0.13536�31 -

0.21474�32-0.19985�33-0.03331�41+0.02764�42+0.41530�51+0.47837�52 （3-4）

�3=0.54956�11+0.65677�12+0.30215�21 -0.05173�22 -0.14995�23+0.02774�31+

0.07198�32+0.04274�33-0.14320�41-0.24667�42-0.05473�51-0.23917�52 （3-5）

�4=-0.15341�11-0.05187�12+0.82552�21+0.01876�22-0.12692�23-0.18762�31-

0.20307�32-0.25494�33+0.23287�41+0.25825�42-0.04304�51+0.10264�52 （3-6）

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可以计算得出综合得分表达式：

F=0.53229�1+0.20282�2+0.18122�3 +0.08366�4 （3-7）

根据主成分及综合得分表达式进一步计算出各指标在综合得分的系数矩阵

为：

D=[0.20272,0.21108,0.18116,0.16197,0.15262,0.17821,0.14322,0.15337,0.18401,

0.16857,0.18668,0.15192]

对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最终的指标权重矩阵为：

W=[0.09767,0.10170,0.08728,0.07804,0.07353,0.08586,0.06900,0.07389,0.08866,

0.08122,0.08994,0.07320]

（2）康养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后，本文根据式（3-7）计算了 2015-2021年中国 31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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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自治区的康养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具体结果如表 3.9所示。

��� = �=1
8 ����'��� （3-7）

其中，���为第 i个省（市、自治区）j年康养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为标准

化后的数据，��为指标对应的权重。

表 3.9 2015-2021 年各省（市、自治区）康养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地区 省份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东部

北京 0.50266 0.48967 0.51704 0.53827 0.52172 0.49441 0.46939

天津 0.33370 0.32635 0.33489 0.31538 0.29691 0.28404 0.27431

河北 0.43870 0.42005 0.45629 0.42948 0.40459 0.36634 0.35450

上海 0.44527 0.41721 0.44060 0.42873 0.41987 0.40802 0.39515

江苏 0.70787 0.66268 0.69984 0.67066 0.64720 0.62760 0.61088

浙江 0.53135 0.57561 0.58082 0.55591 0.53020 0.50364 0.48097

福建 0.38898 0.35956 0.37292 0.32822 0.30512 0.27865 0.25581

山东 0.65132 0.61023 0.62786 0.63547 0.62991 0.63569 0.61712

广东 0.51687 0.49828 0.56173 0.53777 0.49752 0.48630 0.46145

海南 0.24357 0.22625 0.20526 0.23108 0.19848 0.16998 0.19661

中部

山西 0.35827 0.32801 0.37360 0.35112 0.32639 0.29050 0.28931

内蒙古 0.32467 0.32970 0.35726 0.34909 0.34723 0.31581 0.30031

安徽 0.58194 0.55454 0.52395 0.48915 0.45811 0.40527 0.37347

江西 0.57113 0.53152 0.53624 0.49855 0.46984 0.44286 0.39329

河南 0.60020 0.54876 0.58522 0.51757 0.49428 0.48607 0.45116

湖北 0.57094 0.53461 0.52426 0.51881 0.51516 0.48519 0.47046

湖南 0.60348 0.55906 0.54101 0.48666 0.45440 0.41961 0.38073

西部

广西 0.42129 0.38553 0.36976 0.32517 0.28819 0.26382 0.22813

重庆 0.47724 0.42745 0.44445 0.41282 0.39172 0.37847 0.36007

四川 0.59754 0.55446 0.60308 0.57127 0.56090 0.51115 0.47567

贵州 0.45569 0.43645 0.50742 0.46301 0.40307 0.34750 0.28230

云南 0.45855 0.43660 0.46414 0.40670 0.36508 0.31205 0.2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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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9 2015-2021 年各省（市、自治区）康养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地区 省份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西部

西藏 0.23609 0.15637 0.13912 0.12984 0.10823 0.04095 0.10093

陕西 0.41868 0.40217 0.45829 0.42119 0.39768 0.35383 0.33374

甘肃 0.30987 0.28804 0.29677 0.26546 0.24031 0.21548 0.22841

青海 0.26080 0.25360 0.25214 0.23526 0.20077 0.19069 0.20464

宁夏 0.30204 0.27830 0.26563 0.23278 0.24372 0.22627 0.20553

新疆 0.32612 0.31174 0.34603 0.30870 0.28737 0.25871 0.28588

东北

辽宁 0.44681 0.42359 0.46377 0.45402 0.42274 0.39628 0.41972

吉林 0.49665 0.47659 0.48267 0.46999 0.43587 0.37527 0.36267

黑龙江 0.46518 0.43970 0.42756 0.39584 0.36118 0.31462 0.30343

平均值 0.45301 0.42718 0.44386 0.41852 0.39431 0.36403 0.34932

由表 3.9可得，2015-2021年间各省（市、自治区）康养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基本呈逐年上升态势。除 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产业发展水平稍有下降。

2021年，我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康养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平均为 0.45301，

较 2015年增长 29.68%，年均增长率达到 4.43%。从区域分布来看，康养产业发

展水平受到经济发展及自然资源的影响，东部地区康养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

其次是自然资源丰富的中部地区，东北地区排名第三，而西部地排名最后。各地

区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存在区域之间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2015年

到 2021年，我国东部、中部、东北部及西部康养产业平均发展水平分别为 0.47882、

0.42304、0.42067、0.33335，西部地区占东部地区水平的 69.61%。到 2021年，

西部地区康养产业平均发展水平为 0.38763，占东部地区的 77.23%，康养产业发

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如何提高康养产业发展进程、减少区间间康养

产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成为了我国推动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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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康养产业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支柱性产业,我国政府对相关领域的

财政投入规模越来越大,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支持效果备受关注。本

章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两个角度，通过回归分析考察

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以求为接下来的理论分析提供技术支撑。

4.1 变量选取及样本来源

4.1.1 模型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为更好的分析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第 3 章中对

2015-2021 年我国除港澳台外 31 个省市的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作为被

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对于康养产业发展是对于其中康养服务的财政支持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

资金主要来源于彩票公益金，资金支持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相关机构及

设施的建设性投资、政府购买服务和财政补贴等方面。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计

量性，本文参考吕洋（2019）的研究设计，选取社会服务事业费预算支出中的老

年人福利支出作为政府对康养产业财政支持的度量指标。根据各省公布的使用情

况公告，老年人福利支出一般用于老年人相关机构及其相关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提

升、对床位的补贴和适老化改造以及对于老年人的养老、照料服务等购买，该指

标能够充分反映财政如何补助老年人福利类项目的发展。

（3）其他控制变量

康养产业对于康养服务的提供，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也具有市场化的特点。

康养产业的发展还会受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人口结构和教育发展

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地区经济生产总值、城镇人口比重、老年人

口抚养比及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选取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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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变量选取说明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符号

被解释变量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 第3章测算出的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水平 Y

解释变量 财政支持 老年人福利支出 Budget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经济生产总值 Econ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比重 Urban

老年人口抚养比 65 岁以上人口数量/15-64 岁人口数量 Elder

教育水平 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 Educ

4.1.2 样本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年鉴》、各省（市、自

治区）统计年鉴及财政部、民政部、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官网数

据，样本为 31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5-2021 年。样本数

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 217 0.4072 0.1295 0.0410 0.7079

解释变量 财政支持(万元) 217 22831.08 11662.43 1488 67594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万元) 217 63642.62 30250.37 25946 187526

城镇化水平(%) 217 61.2685 11.7923 28.788 89.309

老年人口抚养比（%） 217 16.4295 4.37561 7.01 28.15

教育水平（%） 217 16.1111 7.8783 5.2548 50.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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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型构建与回归结果

4.2.1 实证模型的构建

根据第二章对其影响机制的分析，我国政府通过财政直接投资、财政补贴、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康养产业市场供给和需求关系造成影响。本文将进一步

展开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对于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通过借鉴吕洋（2019）和张薇

（2020）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lnYit = β₀ + β₁lnBudgetit + β₂lnEconit + β₃Urbanit + β₄Elderit + β₅Educit +

μit + ε� （4.1）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t=2015，2014，…2021，μit表示随机误差

项。为了数据平稳可靠，对财政支持（Budget）和经济发展水平（Econ）取自然

对数。

4.2.2 数据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可以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初步判断，本文运用 Stata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如表 4.3 所示，在 1%的显著水平下，解释变量

财政支持与被解释变量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财政支持对康

养产业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339。相关性分析可以初步验证解释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且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使下一步的实证

分析结果更加可靠。

表 4.3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Y lnBudget lnEcon urban elderly Educ

Y 1.000

lnBudget 0.339*** 1.000

lnEcon 0.469*** -0.188*** 1.000

urban 0.354*** -0.258*** 0.835*** 1.000

elder 0.653*** 0.076 0.365*** 0.35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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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Y lnBudget lnEcon urban elderly Educ

Educ 0.180*** -0.302*** 0.757*** 0.813*** 0.236*** 1.000

附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4.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分别进行

回归分析，并通过 F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确定最适合的模型。F检验的结果显示

P值为 0.0000，拒绝个体效应为 0的原假设，因此不应当使用混合回归模型。通

过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的结果 P 值为 0.0000，拒绝原假设，因此认为相比

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宜本研究。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作用影响，具体结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 混合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LNbudget
0.1184*** 0.1002*** 0.1044***

(3.10) (3.09) （2.93）

LNGDP
1.5882*** 1.3388*** 1.9233***

(24.54) (3.64) （6.43）

Urban
0.0768 0.0869*** 0.0270**

(1.07) (4.31) (1.98)

Elderly
0.1432*** 0.0094 0.0427***

10.61 (0.94) （3.59）

Educ
0.0440*** 0.0238* 0.0553***

(3.58) (1.81) (4.43)

_cons
-2.0288*** -1.6356*** -1.9342***

(-8.39) (-5.74) (-7.58)

R² 0.6392 0.7400 0.7093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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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归结果可得,该固定效应模型的决定系数 R²为 0.7400，表明该模型的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固定效应模型设定下，财政支持(budget)的回归系数为

0.195，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就

可以得到财政支持(budget)对康养产业发展水平(Y)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政

府的财政支持对于扩大康养产业规模、促进康养服务质量提升、保障老年人的健

康养老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应该继续稳步增加老年人福利支出，增强

对康养产业的财政政策支持，给予康养产业的发展更强的推动作用。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对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在 1%的显

著水平下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当地康

养产业的发展。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对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

正，说明城镇化越高的地区康养产业相应的越发达。老年抚养比对康养产业的发

展水平产生正效应，但不显著。一个地区的老年抚养比越高老龄化问题则越突出，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当地康养服务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教育水平也对康养

产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增加康养人才的

培养，从而对康养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及教育水平等相对稳定

的情况下，财政支持对康养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大

对康养产业的财税支持力度，特别是民政部门对于社会服务组织的预算支出，提

高老年人福利支出，保障老龄人口的健康与养老需求。同时，应当探索更公平高

效的财政支持政策，规范康养产业的专项资金安排，让财政资金能够覆盖更多康

养机构，使更多需要康养服务的老年人受益。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有限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老龄化程度及对康养产业的需求水平，确定合适的支出规

模，并通过设置财政引导资金、“PPP”模式、税收优惠等方式，发挥政府对社

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吸引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使更多的社会资金加入到康养产

业的发展中来，引入市场化机制保障康养资源的配置效率，切实提高康养产业的

发展水平。

4.3 分地区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的 31省（市、自治区）进行区域划分，分别对东部、中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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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 F检验、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 P值均为 0.0000，因

此分析东中西部财税政策对康养产业发展的影响均应采取固定效应回归。

4.3.1 分地区实证结果

表 4.5 分地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LNbudget
0.0332** 0.2356*** 0.1959*

(2.33) (3.12) （1.78）

LNGDP
0.1743*** 0.1557** 0.4994***

(4.34) (2.16) （5.41）

Urban
0.0467** 0.2835*** 0.1282**

(2.05) (6.42) (2.42)

Elderly
0.0304 0.0153** 0.0193

(1.39) (2.66) （0.72）

Educ
0.0216* 0.0143 0.0529**

(1.91) (0.44) (2.42)

_cons
-1.7873*** 0.3127 -4.3114***

(-5.32) (0.58) (-6.14)

R² 0.6789 0.8702 0.8067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性。

4.3.2 分地区结果分析

由于分地区后受到样本容量的限制,部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受到了

部分影响。根据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财政支持对康养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

正效应，东部、中部、西部的固定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 0.0332、0.2356、0.1959，

说明提高对于老年人群相关项目的财政支出能够推动康养产业的发展。分地区财

政支持的估计系数中部地区最高，其次为西部地区，说明财政支持对中部地区康

养产业的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其次。由于东部地区康养产业发展水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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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实现康养服务均衡发展，保障我国的老年群体可以平等的享受康养权益，

应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及税收优惠政策，在推动全国康养产业发展的

同时，逐步实现康养服务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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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内外先进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经验借鉴

在国外，由于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其相应的康养产业起步较早，在多年的发

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了成熟的配套政策。而在国内，

部分地区得益于充沛的先天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其康养行业的发展水平全国瞩

目，当地政府也出台了配套的财税政策支持康养产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一系列富

有地方特色的先进成果与经验。在研究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时，分析总

结先进产业及其配套财税政策的成功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5.1 国内经验借鉴

5.1.1 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

（1）攀枝花市康养产业发展现状

四川省攀枝花市，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确定“阳光康养”作为城市

定位，成为了国内最早发展康养产业的地区。2013年，随着《中国阳光康养旅

游城市发展规划（2012－2020年）》的发布，攀枝花康养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时

期。2014年，在攀枝花市设置了国家级康养试验区。经过多年的繁荣发展，攀

枝花市“阳光康养”理念深入人心，康养产业初具规模，建成了康养与旅游、医

疗、农业、休闲、健身等多产业融合的康养服务体系，形成“北有秦皇岛，南有

攀枝花”的国内康养格局，成为了极具影响力的城市品牌和国内以及国际知名的

康养目的地。2021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冲击，攀枝花康养产业逆势上

扬，实现增加值 144.7亿元，同比增长 11.2%，约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12.8%，

康养产业成为了攀枝花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攀枝花市康养产业相关财税政策现状

攀枝花市确定“阳光康养”这一城市定位以来，当地政府对康养产业的发展

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支撑文件，如《关于加快阳光康养产业发展的

政策意见》、《攀枝花市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

业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攀枝花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攀枝花市深

入推进康养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康养产业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

《攀枝花市东区“十四五”康养产业发展规划》等，全面鼓励引导当地康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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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发展。

（3）攀枝花市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经验总结

对于财政投资方面，攀枝花市康养产业投资基金重点用于扶持、孵化、培育

优势特色康养项目。规定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其中不低于 60%的部

分用于支持养老服务发展。设置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以贷款保证保险补偿和

贷款风险补偿方式，鼓励保险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贷款。同时，

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鼓励采用 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康养产业项目

建设，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促进多元主体对康养服务的提供。

在财政补贴的角度，设立了专项资金，发挥政府投资平台作用，采取投资补

贴、研发补助、设备补贴、租金补贴、人才奖励等多种方式，对引进的康养项目

给予扶持。对举办省级及以上的展览会、研讨会、年会、赛事、文旅等活动的行

业协会、社会团体，按承办单位投入的资金额度进行奖补，其中，省级补助 10%，

国家级补助 15%，国际级补助 20%。对规模大、影响大且连续举办三年以上的，

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确定奖补。同时，对老年人实行高龄补贴制度，保障老年

人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康养产业的平稳发展。

在税收优惠方面，攀枝花市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机构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

税；非营利性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此外，对

于营利性的康养机构，在其营业登记 3年内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除此之外，攀枝花市有着相对完善的全民健康保障和外地康养游客医疗报销

制度。当地政府设置试点为外来康养老人、养老机构购买政府公众责任险、康养

人群意外险和养老机构责任险，用以化解康养人群在攀枝花突发意外风险，构建

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5.1.2 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

（1）秦皇岛市康养产业发展现状

秦皇岛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气候宜人，光照充分，森林资源富集，自然环境

优越，其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都十分适宜康养。且作为环京津地区，周边有北

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带动，秦皇岛市的康养产业发展具有天然的基础优势，十分

适合“旅游+康养”的康养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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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在秦皇岛市北戴

河区建立，秦皇岛市的康养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秦皇岛市政府依托创新示

范区的积极政策，推动了医疗、养老、旅游、文化、体育等多产业融合，以优质

的养老及医疗资源，形成“医、药、养、健、游”五位一体的生命健康产业体系，

成为了中国北方众多老年人的生态康养目的地。以北戴河区为例，2022 年北戴

河区投入运营的康养床位数达 2778 张，康养客群约 2万人次，康养消费规模达

到 3500 万元。

（2）秦皇岛市康养产业相关财税政策现状

为了推动康养产业发展，河北省及秦皇岛市有针对性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撑

政策，如《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推进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秦皇

岛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推进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快速发展行

动计划》、《关于促进大健康新医疗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北戴河区 2022

年康养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促进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区发展支持政策》，在财政支持、税收奖补、

技术创新、人才吸引等多个层面设置了政策优惠。

（3）秦皇岛市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经验总结

在政府对于康养机构的直接投资方面，秦皇岛市加大了财政投资力度，以老

年人需求为出发点，建设多个特色日间照料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康复保健、文

化研学、康养理疗“一站式”服务，实现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此外，为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康养产业，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共建康养服务机构。同时，通过财政支持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

务，拓展康养产业的投融资渠道。

在财政补贴方面，秦皇岛市根据养老机构收住服务对象状况、星级评定、信

用状况、医疗服务能力等因素，建立了养老服务差异化奖补制度。符合条件的养

老项目在省级补贴基础上，市、县（区）财政再予以奖补。在对老年人的财政补

贴方面，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租赁康复辅助器具可以享受政府对于租赁费用 60%

的财政补贴，最高限额每人每年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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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国外经验借鉴

5.2.1 德国的森林康养产业及其财税政策

（1）德国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现状

德国是最早发展康养产业的国家之一，得益于其丰富的森林资源优势，德国

的森林康养产业成为了当地的特色产业。森林康养的发展与德国的生态保护具有

极强的一致性，不仅能够促进绿色生态发展，也能对旅游、住宿、餐饮等相关行

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的工业高速发展，推动了

城市化的进行，随之出现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和拥堵。社会承受力的

超载，使得人们逐渐产生对大自然和自身的身体健康的追求。在这一大环境下，

德国的森林康养产业开始兴起，并不断蓬勃发展，形成了成熟的森林康养产业模

式。

以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的黑森林康养基地为例，当地政府发挥了当地的自

然资源优势，对康养基地的建设进行了因地制宜的规划。通过康养人群消费层次

的划分，设计出差异化的康养项目和产品。为高消费的康养人群提供高端的住宿

餐饮及高尔夫等休闲服务，也为普通消费者提供平价化的民宿及特色餐饮，为康

养人群提供差异化的服务选择。同时，在森林康养基地周边有着多个医疗卫生诊

所，为康养人群提供配套的医疗设施也医疗卫生服务，使得森林康养产业与医疗

产业相互融合，满足康养人群全方位的健康需求。

（2）德国森林康养产业的财税政策经验总结

德国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森林康养与医疗的结合作用，将森林康养服务纳入了

其医疗保险制度的报销范围，保障居民康养权利的实现。根据统计数据表明，德

国每年约 30 万人依照医嘱进行森林康养，可进行医保报销的范围为每四年三个

星期的康养服务体验，涵盖了近 400 家康养基地。此外，德国国民对于康养的保

障水平主要依托德国先进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护理保险，完善的社会保险

体系为德国国民的康养需求的满足提供了保障。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政策

经验，将康养服务的消费纳入居民医保范围,进而减小我国居民对于康养服务的

消费压力，提高消费水平,促进康养产业高速发展。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促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50

5.2.3 新加坡医养结合模式及其财税政策

（1）新加坡医养结合产业发展现状

新加坡作为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康养产业发展十分成熟。为

了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健康与养老需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新加坡政府将

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分为了四个层次，注重发挥政府、社区、家庭与个人的合力，

强调传统的居家康养的基础性作用，机构康养则作为满足老年人康养需求的最后

保障。近年来，新加坡老年人口的增加导致了老年人对于康养床位需求激增，新

加坡政府向社会提出了就地康养的模式和理念。为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新加坡注重发展医养结合的模式，并通过出台社会健康救助计划，鼓励家庭医生

制度的落实，促进医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

（2）新加坡医养结合产业的财税政策经验总结

在政府投资方面，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全面保障全体公民的

养老与医疗，满足居民对于医疗、药品、住所及养老照料等多方面的需求。同时，

通过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建设老年之家，开展乐龄活动。并通过建立乐龄理事

会，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康养事业的供给，形成多元化的康养供给模式，开发满足

不同老年群体需要的针对性康养产品，提升老年群体晚年生活质量。此外，新加

坡成立了社区发展理事会，对社区康养进行专业化的建设与运营管理，由新加坡

财政为其提供大部分的建设资金和部分运营资金。

在对机构的财政补贴方面，政府为民营的康养机构提供运营补贴。在对个人

的财政补贴方面，新加坡政府建立了敬老保健金计划，对老年群体直接发放财政

补贴，并通过援助计划保障无收入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来源。同时，对在家照顾

老年父母的子女也提供一定的购房补贴。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对于建设护理型养老机构的企业，提供相

应的土地优惠政策。对于通过指定机构进行相关捐赠的企业，为其提供双倍退税

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新加坡也对个人设置了赡养老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子女

赡养共同居住的老年父母，可享受 5000 新元的税额扣除。同时，为隔辈老人补

充公积金账户的，也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

新加坡的医养结合模式也为我国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价值，我国应当

建立针对于老年人的家庭医生巡诊机制，满足高龄人群的医疗健康需求，鼓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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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区康养，提升社区的医疗、养老的服务能力，发展医养结合的康养产业。我

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在对于康养产业发展的宏观引导作用，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

惠，降低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康养成本，健全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合力的康养

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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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实证分析的结果和对国内外相对成熟的康养产业的经验借鉴，本文

从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两个角度，为促进我国康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关

财税政策建议。

6.1 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6.1.1 完善康养产业财政投入方式

（1）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

康养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财政支持对提升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具有正向

的作用。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投入

康养产业建设的资金比例。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形成稳健的康养产业资

金投入增长机制。设立专项资金，对引进的康养项目给予扶持，将政府投资基金

重点用于扶持培育优势特色康养项目，打造特色康养品牌，切实推动康养产业的

发展。加强对家庭康养、社区康养和机构康养的建设和运营中的财政投入水平，

保障老年人都能平等的享受到康养服务的供给。同时，加强对康养产业预算资金

的管理和规划，提升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水平，发挥好政府对康养产业的宏观调

控作用。

（2）发挥财政的引导作用

为提升康养产业的供给水平，应当充分发挥财政的引导作用，调动社会资本

发展康养产业的积极性，鼓励社会资本主动参与康养产业的供给。可以通过设立

康养产业引导性基金，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鼓励采用 PPP 模式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康养产业项目建设，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康养产业的

供给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康养市场准入要求，简化康养机构设置的审

批流程，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使得康养产业引导性基金能够对社会力量起到更

好的带动作用。此外，政府可以采用贴息、保费等手段拓展融资渠道，引导保险

资金参与康养产业投资建设，并通过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给予民办康养机构信贷优

惠，降低社会力量进入的融资成本，为民营康养机构提供资金来源。总而言之，

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激发康养产业的社会投资活力，让更多社会力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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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康养产业，共担康养产业建设发展的财政支出压力。

6.1.2 健全政府购买康养服务机制

（1）增强政府购买康养服务的透明度

政府对康养服务的购买，能够一定程度上的满足老年人的康养需求，增加老

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目前为止，对于政府购买服务仅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

缺少了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政策。因此，应当加强对于政府购买的相关法律制度建

设，使得政府对于康养服务的购买具有法律规范的操作和监督流程，保障政府购

买康养服务流程的规范化。明确多方主体相应的职责，从而约束各方主体行为，

保证康养服务的招投标过程的公开透明化，促进康养服务的高质量供给。

（2）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对于政府对康养服务的购买，应当健全监督机制，使得政府对康养服务的购

买行为处于多方的监督之下。可以设立单独的监管机构，监督政府购买康养服务

的资金划拨、审核企业资质、服务购买等全环节的进行。同时，可以引入第三方

机构对康养机构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价格、效率等众多因素进行评估，将享受康

养服务的老年人的切实体验作为评价参考的重要标准。使得评估结果与对康养企

业的补贴标准相联系，推动康养机构提升其康养产品及服务水平，从而推动康养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6.1.3 优化康养产业财政补贴形式

（1）制定个人补贴瞄准机制

为引导老年人适度消费，应当建立普惠性的财政补贴制度，针对贫困老人、

高龄老人、残疾老人等不同群体，建立瞄准机制，给予合适的财政补贴的倾斜政

策。同时对康养器械租赁等康养产品也可以提供部分财政补贴，提高财政支出水

平，同时又要有效使用资金。通过对于个人的财政补贴，减轻老年群体健康、养

老负担，提升其对康养服务消费的需求。

（2）优化康养机构的补贴形式

对于机构的财政补贴，我国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其

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程度、康养机构及设施情况等众多因素，制定适宜当地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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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产业机构的补贴机制。对于达到补贴标准的康养机构，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

达到规模要求、具备服务能力的康养机构都应当获得政府的补贴支持。同时，对

于老年人需求较多的护理型床位，可采用梯度补贴方式，促进床位数的增长。此

外，可以设置专项奖励政策，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于发展较好、在行业

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康养机构发放专项奖励，提高康养机构提升自身服务水平的

积极性，进而促进康养产业的发展。

6.1.4 完善康养产业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

康养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当对康养产业的发展进行调控，推

动康养产业有序发展。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对康养产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

影响。养老保险影响着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康养产业是否纳入医疗保险对康养

服务的消费也存在着巨大影响。通过健全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惠及

全体的养老保障，对其老年生活起到政策托底的作用，通过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

促进其对于康养服务的消费。在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的同时，政府还应当鼓励商业型养老保险的发展，从而为老年群体消费康养服务

打下经济基础，对康养产业的长远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康养服务消费纳入医疗保险的保险范围，完善区域

内全民健康保障和外地康养游客医疗报销制度。同时政府可以提供资金为外来康

养老人、康养机构购买政府公众责任险、康养人群意外险和康养机构责任险，化

解康养人群突发意外风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康养产业健康发展。

6.2 促进我国康养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6.2.1 完善康养产业税收政策体系

（1）制定针对于康养产业的政策性文件

对于康养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政策受益主体多是笼统的养老机构及社会福

利机构的，对受益主体的解释也纷乱不同，缺乏对于康养产业整体性、专门性的

政策规定。因此，应当完善我国康养产业的税收政策体系，做好已出台的相关政

策整理、规范工作，重新制定针对于康养产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明确康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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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税收优惠的主体和标准，增强税收政策的严谨性和对产业发展的引导性，提

高政策的执行效率。

（2）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衔接

对于康养产业的税收政策其出台政策的部门繁杂，国务院、民政部、财政部

及国家税务总局都有颁布相关文件。因此，要加强不同部门间的税收政策的衔接，

通过协调规范已出台的相关政策，确定统一的税收优惠门槛，使得不同部门对于

税收优惠涉及到的税种、优惠力度和优惠期限等内容相互统一，保证不同部门出

台的政策的一致性，促进康养产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执行。同时，还应当

加强中央与地方间的政策衔接。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主导，梳理央地的康养

产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剔除存在冲突的内容，提高中央与地方间税收优惠政

策的一致性及衔接的有效性，增强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及便利性，确保康养企业能

够切实享受到税收政策优惠。。

6.2.2 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

（1）将营利性康养机构纳入税收优惠主体范围

扩大税收优惠的覆盖范围，能够发挥税收对社会资本进入康养产业的激励作

用。要提高税收优惠的公平性，应当对康养机构一视同仁，不应把税收优惠的条

件限制在非盈利机构上。那些营利性康养机构对满足老年人的康养需求也有着不

可缺少的作用，所以，为促进康养产业的全面发展，税收优惠政策也理应覆盖到

营利性质的康养机构。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优惠政策应当惠及盈利性机构。对于

增值税，营利性康养机构在对于的康养产品供给中也应该享受到免征增值税的优

惠条款。此外，营利性康养机构在建设环节中也同样应当享受到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契税等税种的免税政策。为促进康养产业的发展，政策优惠本就不应

限制在非盈利性机构上，夸大税收优惠的范围，能够增加营利性康养机构发展的

积极性，提升其发展的政策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康养产业中来，

有效推动康养服务供给的增加，进而促进康养产业的整体发展。

（2）在康养服务供给的全方面给予适当税收优惠

康养产业是集合了养老、健康、医药、休闲、旅游于一身的产业综合体，满

足了与时俱进的养老服务需求。对于康养产业的发展，除了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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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提供外，对于同时康养企业同时提供的健康、旅游、休闲、健身等服务，

也应当设置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为促进康养人才的培养，也应为进行康养培训

和教育的企业设置税收优惠；对于研发康养专用器械与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应

当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其对于康养相关设备、器械进行设计、开发

的费用，应当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的加计扣除。

智慧康养作为我国未来康养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应当提供税收优惠。

目前我国智慧康养发展刚刚起步，需要较大的前期投入且回报期较长。为鼓励智

慧康养的发展，可以为其提供三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前三年的收入

免征，之后三年的收入减半进行征收，从而降低智慧康养企业的建设期及前期的

成本负担，推动康养产业的信息化发展。

（3）加强对康养产业间接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从康养产业的需求角度看，个人和家庭是康养服务的消费主体。因此增加对

于家庭和个人的税收优惠，能够提升其相对收入，进而增加对康养服务的消费。

因此，可以提高赡养父母的子女或其家庭的税收优惠，如提升个人所得税的专项

附加扣除的标准，进而增加赡养者或老年人及其家庭对康养产品及服务的支出水

平，助力康养产业的发展。

从康养产业的供给角度看，为提高康养产业的供给水平，对康养机构捐赠的

税收优惠不应存在是否是非盈利性机构的限制。这样能够提高社会组织和个人对

于捐赠康养产品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康养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水平。为保障民营康

养机构的资金来源，金融机构对康养机构提供的贷款服务可以设置增值税免税的

优惠政策。此外，为了鼓励更多专业人员进入康养产业，可以对从事康养服务的

个人实施个人所得税减免，促进康养人才的流入。

6.2.3 促进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

通过税收政策激励康养产业发展的重点是保障税收政策的落实，需要通过事

前、事中及事后加强宣传、管理及监管。

在事前服务方面，要想保障政策的落实，离不开各个部门对于康养产业税收

政策的宣传，使康养企业了解政策内容，及时享受到本应享有的税收优惠。税务

人员应当加强对康养服务提供企业的沟通和指导，使企业准确把握政策内容，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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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享受税收优惠，提升康养产业的税收环境，助力产业发展。

在事中管理方面，要想保障税收政策的落实，对康养企业对税收优惠申请要

简化流程，节约企业时间成本，提升办税效率。但也要加强对企业情况及资质的

审核，确保其符合税收优惠条件，防止企业偷税漏税的发生。

在事后监管方面，应当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加强对康养企业的监督，及时核

实企业相关资料，防止企业滥用税收优惠。及时反馈康养企业相关需求及问题，

为康养产业的税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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