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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学毅 曹卫新 李乔宇
见习记者 张晓玉

安享幸福美满晚年，是每位老年人的期盼，
也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而中医作为我国医疗体系当中须臾不可
替代的存在，在提升老年群体健康保障水平方
面发挥着积极效用。

“中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具有
全周期、全链条的健康服务思维和模式，在养
老方面，有着诸多独特优势，体现在防、治、保、
康、健等方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国
际医疗部主任医师庞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谈道。

正是在此背景下，传统中医与现代养老的
结合在资本市场上也“碰撞”出了火花。据东
方财富Choice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30
日，A股养老概念上市公司共计102家，合计总
市值超2.76万亿元。此外，在布局医疗养老，打
造覆盖生命全周期的完整养老服务系统过程
中，部分上市公司还试水将“中医养生”纳入养
老服务体系，探索“中医+养老”特色“医养结
合”的服务模式。

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产业资本快速布局“银发经济”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医疗与养老
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而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
加剧，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
求，“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并
成为破解现代养老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与传统养老模式相比，“医养结合”在提供
传统养老服务基础上，增加疾病预防、治疗和
康复作为服务的重要内容，为老年人提供更加
专业化的医疗康复服务，处理好养老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全周
期、全链条。而在此过程中，“中医+养老”则是
其中重要一环。

“中医药在养老服务方面发挥成效自古有
之，其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起步非常早，最早
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典著作《内经》对人体寿
命、衰老原因、老化特征、老年生理、病因病机、
治法以及如何延缓衰老等均进行了较详细的
论述。此外，唐代的《千金方》、宋代的《养老奉
亲书》和清代的《老老恒言》等古籍，也为老年
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经验。”南京市
第二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门诊部博士
陈昱豪对《证券日报》记者称。

事实上，中医药在养老服务产业各环节已
有所建树。

北京盛世康来中药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
申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医药在养老
服务产业中已取得六方面成绩：一是治未病方
面，中成药具有治疗加调理的作用，能够针对

一些潜在老年疾病进行预治疗及调理；二是老
年康复方面，通过针灸等手段能够协助中风偏
瘫等病人更快恢复；三是护理方面，中医拥有
一些独特的方法；四是养生方面，实践证明，五
禽戏、八段锦及太极拳等气功对于体质调节能
够起到积极作用；五是药膳方面，当下大众对
于药膳的认可度与日俱增；六是康复医疗器械
方面，艾灸、眼贴膜、按摩电极片等广泛应用于
养老服务过程中。”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王岚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养老服务体
系规划中，以中医康养为特色的社区居家养老
模式深受欢迎，这也是中医药在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过程中创造性转化的具体体现。”

在此背景下，产业资本早已开启探索之旅。
老牌中药上市公司精华制药在江苏宜兴

投资了宜兴苏欣护理院、宜兴市苏欣养护院，
其二期扩建项目已竣工并投入运营，床位规模
逐步增加至800张，已投资运营苏欣门诊部和
苏欣体检中心，旨在打造集医疗与护理为一体
的医护、医养中心；正在发力大健康产业的长
江健康瞄准了消费者对传统滋补品的市场需
求，发力布局胶剂、注射剂、片剂、颗粒剂、胶囊
剂等多剂型中医药品，公司旗下华信制药以阿
胶为产业基础，重点围绕中药现代化、健康养
生需求，构建中药养护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地处连云港的康缘药业集团投
资建设了中医养生养老特色小镇——康缘养
生谷，创新引领“银发时代”优质养生养老生活
趋势。

6月初，《证券日报》记者探访康缘养生谷
时看到，3.6万平方米的养老综合体主体建筑已
经完工，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据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项目规划养老用地面积12.5万平方
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预算总投
资约9亿元。其中，一期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
米，已于2020年10月份全面动工。

“此项目主要依托康缘集团在中医药行业
的优势资源，将中医药养生文化宣传、中医体
质辨识、专家诊疗、中医非药物疗法、养生药
膳、传统功法等内容植入养老服务中，提升对
老人年日常生活和健康管理的中医药服务能
力和水平。”上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互联网+大数据”
助力“中医+养老”深度融合

在国家大力倡导中医药传承创新，推动中
医药与西医药互补协调发展背景下，“互联网+
中医药”成为其创新发展的重点之一，也为相
关产业带来了更多机遇。

其中，中医药与可穿戴智能设备的融合，
成为大数据助力中医养老的突破口之一。

“将可穿戴设备与中医药理论技术结合，
是中医药与智慧养老融合发展模式的最重要
环节。由于老年人的基础健康信息和中医四
诊（望、闻、问、切）信息的采集对医生经验有较
高要求，即使在有家庭医生的情况下，也无法
做到实时监控。因此，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实
现数据实时上传与共享，并提供持续而客观的
数据分析，以更加及时有效地掌握老年人的健
康状态，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健康指导
和疾病预防工作。”王岚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在一些中医诊疗设备和照料服务中，数字
化的应用更是为中医药的快速

发展插上了翅膀。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冬奥会中医药文化体
验馆负责人李天罡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在冬奥会的展示项目中有一些比较
成熟、可以推广和应用的产品，比如四诊仪，可
以实现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功能。该产品前
期在市场上已有一些推广和应用。随着‘中医
药+科技’的概念不断深入市场，其未来的应用
场景会有更多延伸。”

中医药智能养老机器人为老年人提供非
药物疗法及照料服务便是其中一种场景。据
悉，目前，中医药智能养老机器人正处于初始
研究阶段。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博士
徐天成领衔跨校科创团队研发的“数字经络智
能针灸机器人”，具有自动定位穴位、智能针灸
处方、模拟针刺手法等功能，并通过建立知识
图谱拓展其智能属性，为非药物疗法的智能化
应用提供新颖方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徐天成表示：“我们团队自2017年就开
始开展智能针灸机器人相关软硬件技术的研
究，在5G技术商用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取得
突破的背景下，针灸医学智能化与现代化迎来
了重要契机。另外，在用于针灸机器人知识图
谱方面，我们有原创理论和量化实验数据。”

面对“互联网+大数据”与中医药产业的融
合发展，嗅觉灵敏的产业资本更是各出奇招。

2020年4月份，京东健康与南开医院合作
搭建的“南开京东互联网医院”上线，成为京东
健康深入医疗院内场景、提升线下医院互联网
医院运营能力的标志性事件；2021年1月份，京
东健康携手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打
造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京东互联
网医院”正式上线，作为河南省首家中医互联
网医院，双方将京东健康的运营优势与中医诊
疗的特色进行了充分结合。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慢
病管理和健康预防需求激增的情况下，以数字
化、智能化推动“互联网+中医药”产业链融合
发展，必定大有可为。

在探索“医、康、养相结合”的“医药大健康
业务”方面，中关村科技旗下公司济和堂中医
门诊部一直在行动。2019年3月份，济和堂将
原门诊部升级改造为北京久久泰和中医医院
（简称：泰和中医院）；2020年2月份，泰和中医
院获卫健委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被
纳入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

随后，泰和中医院与曙光久久泰和养老照
料中心形成更加紧密的“医养结合”联合体，设
置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皮肤
科、中医康复科等科室，并以股骨头坏死诊疗
为特色，同时设有针对特定群体和特殊护理需
求的特色医疗养护服务等，成为北京市海淀区
政府指定的老年医养结合试点单位。作为泰
和整个养老体系的医疗后端支撑，泰和中医院
还是“医养结合”的实践基地与医疗人才培养
输出基地，对集团养老业务的发展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我们还会借力‘互联网+大数
据’，通过在线预约、线上咨询等方式为患者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就医渠道，更好地满足患
者的就医需求。”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构建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仍有难点和痛点待解决

在传承中医文化，守正创新构建特色养老
服务体系氛围正浓背景下，“医养结合”的前景
十分广阔，但也不可否认的是，让中医药康养
成为应对老龄化的一剂良方，实践中还存在一
些难点和痛点。

上市公司珍宝岛财务总监王磊对《证券日
报》记者坦言，身边不乏医药行业从业者运用
自身的医疗优势投身养老机构的案例，但“基
本都难逃亏损，有的已经陆续止损退出。”

“养老机构存在盈利的可能性，但也要注
意到，用户入园的收益远不及养老机构前期投
入、维护和宣传的成本，因此一家养老机构的
盈利周期可能会长达数十年。此外，当下我国

养老观念还处于过渡阶段，动辄高达每月万元
的费用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王磊表示。

同时，医学界也对当下构建特色养老服务
体系所面临的困境表示担忧。

在谈及目前投入养老服务的医疗资
源不足，投入该行业的中医医疗人员水
平也参差不齐时，陈昱豪建议，“应加
强相关部门协同作用，严格规范管
理，整合产业链突出重点，发展医养
结合的养老服务。同时，鼓励一、
二级医院或基层医疗单位向养老
服务机构转型，鼓励医疗整体水
平较强的三级医院设立养老服务
机构，并严格监管申办养老机构的
服务质量，培养并建立专业度较高
的养老服务团队。”

在庞博看来，目前中医药文化
的普及还不够深入民心，很多老年人
抗拒补药，存在“西药不该吃，中药白
花钱”的刻板印象，可见老年人的健康
意识尚不充分。另外，中医药技术人才
在养老服务方面还相对匮乏。

对此，庞博建议，“应当充分依靠行业协会
实现自治。例如，目前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已经
创立养生保健协会，目的是规范行业服务内容，
划清边界，净化养老学术氛围，建立相应的负面
清单以及吹哨人制度，形成创新激励机制，保障
中医药能够良好地投入到养老环节中。”

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医药行业的创新发
展，还是探索“特色中医+养老”现代养老模式，
更需要相关政策制度的扶持和呵护。

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下称《规划》）
明确，在保留《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
核心指标基础上，充分体现新时期中医药
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突出指标的科学
性、合理性、可行性。

《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中医药
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中医药高质量
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振兴
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
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地区相继
出台支持中医药发展创新的政策。《北京市
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要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与传承发展，
支持中医药企业与北京名老中医、中医药研究
机构、中医医疗机构共同开展古代经典名方中
药复方制剂的研究和应用。

今年6月份，江苏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中
医药管理局出台《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支持中医医疗机构
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将更多中医医疗服务项目
和中药纳入医保目录等19条具体举措，支持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
药的服务需求。同月，天津市医保局、市卫
生健康委、市药监局联合印发《关于医保
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措施》，明
确深化中药产品阳光采购、将符合条
件的中医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加
强中医药服务价格管理等工作部署，
提出加大对中医特色优势医疗服务
项目的倾斜力度。

“当下，中医药发展面临着良好
的窗口期，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建
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与此同时，
中医药在国外的认可度也在逐步提
升，很多国家均表达了希望与中国
在中医药方面开展合作的意愿。在
此背景下，行业内的公司也在积极
探索，以期抓住机遇，实现
发展。”某医药上市公
司高管表示。

传统中医传统中医““遇见遇见””现代养老现代养老 资本加快布局老龄化资本加快布局老龄化““消费医疗消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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