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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积极关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投资机会 
 

行业动态 

2024 年 8 月 5 日，国家医保局公布 2024 年 1-6 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和生育保险主要指标。2024 年 1-6 月，我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收入 13884.28
亿元，同比增加 3.23%；同期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出 11735.75 亿元，同比增
加 16.76%。 

市场观察 

近期整体医药板块行情分化，上周（8 月 5 日-8 月 9 日）医药板块下跌 0.41%

（排名10/31），年初至今（1 月 1日-8 月9 日）板块下跌21.12%（排名24/31）。 

投资思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末全国人口 140967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208
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6—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86481 万人，占全国人口
的比重为 61.3%；60 岁及以上人口 29697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1676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4%。2011 年至 2023 年，十
几年间中国老龄化趋势越发明显，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 13.70%
持续提升至 21.10%。据北大国发院 2021 年预测，预计到 2030 年 65 岁以上
人口比例约 19%，至 205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将达到 29%。我
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显现，未来老龄化趋势或将更加明显。 

根据《美年健康 2023 年度健康体检大数据蓝皮书》相关数据，高血压、糖
尿病、颈动脉斑块、冠状动脉钙化、进展期肝纤维化等疾病均呈现出随年龄
段增加、检出率不断提升的趋势。基于以上疾病检出率与年龄的关系，我们
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包括这些疾病在内的诸多疾病相关的医疗需求的稳
健增长，有望带来相关医药板块公司的投资机会。 

我们建议沿人口老龄化主线关注相关板块与个股： 
1）突出品类—老人具备主动购买意愿的产品：贴膏剂（羚锐制药）等； 
 
2）稳健品类—较为刚需的产品或服务：心脏手术（乐普医疗）、白内障（爱
尔眼科、爱博医疗）、骨科中药口服制剂（方盛制药、盘龙药业）等； 
 
3）常规品类—具有一定可选属性的产品：氨糖（诚意药业）、关节置换（春
立医疗、爱康医疗）、呼吸机（鱼跃医疗）、带疱疫苗（智飞生物、百克生物）、
胃镜检查（开立医疗、澳华内镜）、种植牙（通策医疗）、高血脂+高血压+
高血糖等疾病常用药物和相关公司等。 
 
风险提示：市场震荡风险，行业政策变动风险，产品销售不及预期风险，国
际关系进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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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动态 

2024 年 8 月 5 日，国家医保局公布 2024 年 1-6 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生育保险主要

指标。2024 年 1-6 月，我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收入 13884.28 亿元，同比增加 3.23%；同期
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出 11735.75 亿元，同比增加 16.76%。 

2. 市场观察 

近期整体医药板块行情分化，上周（8 月 5 日-8 月 9 日）医药板块下跌 0.41%（排名 10/31），

年初至今（1 月 1 日-8 月 9 日）板块下跌 21.12%（排名 24/31）。 

3. 投资思考 

3.1. 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关键变化，人口老龄化是未来相对确定性趋势 

新生儿数量近年来持续下降 

根据 Wind 数据，自 2016 年新生儿数量达到小幅反弹高峰的 1786 万以来，新生儿人口数

量持续下滑。2023 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为 902 万，较 2022 年的 956 万减少了 54 万。 

 

图 1：1949-2023年中国新生人口数量（万人/年）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人口老龄化趋势显现 

当前老龄化趋势已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末全国人口 140967 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 208 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6—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86481 万人，占全国
人口的比重为 61.3%；60 岁及以上人口 29697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其中 65 岁及

以上人口 21676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4%。2011 年至 2023 年，十几年间中国老龄化

趋势越发明显，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 13.70%持续提升至 21.10%。 

据北大国发院 2021 年预测，预计到 2030 年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约 19%，至 205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将达到 29%。结合相关数据，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

势已显现，未来老龄化趋势或将更加明显。 

 

 

 

 

 

 

 

 

图 2：2011-2023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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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2020-2050年中国 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比例预测（%） 

 

资料来源：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人口老龄化带来疾病发病率提升，相关医疗需求长周期增加 

根据《美年健康 2023 年度健康体检大数据蓝皮书》相关数据，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较多
相关疾病检出率呈逐渐提升的趋势。比如，在 18-24岁样本人群中，高血压的检出率为7%，

随着年龄增长，检出率增加较为明显，在 70 岁及以上样本人群中高血压检出率为 66%。

其他如糖尿病、颈动脉斑块、冠状动脉钙化、进展期肝纤维化等疾病均呈现出随年龄段增
加、检出率不断提升的趋势。基于以上疾病检出率与年龄的关系，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会

带来包括这些疾病在内的诸多疾病相关的医疗需求的稳健增长，有望带来相关医药板块公

司的投资机会。 

 

表 1：各疾病检出率随年龄变化情况（%） 

总体检出

率(%) 

18-24

岁 

25-29

岁 

30-34

岁 

35-39

岁 

40-44

岁 

45-49

岁 

50-54

岁 

55-59

岁 

60-64

岁 

65-69

岁 

70 岁及

以上 

高血压 7.0 7.6 10.1 13.6 18.8 25.6 33.1 40.1 47.2 54.7 66 

血脂异常 16.1 21.2 27.1 30 32.5 35 38 39.1 38.5 35.5 32.1 

颈动脉斑

块 

1.6 2.2 3.7 6.3 11.2 19.2 29.8 41.7 52.7 66.6 80.7 

冠状动脉

钙化 

1.3 1.4 1.9 3.4 6.6 11.9 19.8 29.0  38.1 50.8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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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1.4 1.9 3.2 5.0  7.8 11.0  14.6 18.2 22.3 24.2 29.2 

甲状腺结

节 

37.0  34.2 32.3 37.1 44.6 51.0  56.2 61.1 67.7 72.2 77.0  

肺结节 40.0  43.2 47.0  50.3 54.3 57.5 60.4 62.6 64.2 67.1 68.6 

肺磨玻璃

结节 

6.2 6.4 6.5 6.8 7.1 7.5 7.8 7.8 8.1 8.2 8.4 

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 

25.0  25.5 27.7 28.8 29.7 30.9 32.1 32.8 32.7 32.3 32.6 

进展期肝

纤维化 

1.9 1.9 2.1 2.3 2.5 2.7 2.8 3.0  3.2 3.3 4.5 

肝硬化 0.6 0.5 0.6 0.6 0.7 0.7 0.8 0.8 0.8 0.9 1.2 

资料来源：《美年健康 2023 年度健康体检大数据蓝皮书》，上海美年大健康微信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3.3. 政策支持老龄化事业发展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到推进老年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政策，使老年人更便捷获得基本药物；2021 年 12 月进一步出台《“十
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文件提到推动养老服务供给不断扩大，

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优质规范发展。政策持续支持我国人口老龄化事业的发展。 

 

表 2：部分老年医疗卫生产业支持政策文件（截至 20240715）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内容摘要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 

2016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推进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推

进中医药与养老融合发展，推动医养结合。促进慢性病全程防治管理服务同居

家、社区、机构养老紧密结合。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加强老年常

见病、慢性病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强化老年人健康管理。进一步完善政策，

使老年人更便捷获得基本药物。 

《关于推进养老

服务发展的意

见》 

2019 年 4月 国务院办公厅 破除发展障碍，健全市场机制，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

系，强化信用为核心、质量为保障、放权与监管并重的服务管理体系，大力推

动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不断优化、社会有效投资明显扩大、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改

善、养老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确保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

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关于完善建立

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的指导意见》 

2019 年 11 月 卫生健康委、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民政

部、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家

医保局、国家中医药

局 

完善老年医疗资源布局，加大老年医院建设力度。重视老年人综合评估和老年

综合征诊治。强化老年人用药保障，开展老年人用药使用监测，加强老年人用

药指导。开展社区和居家中医药健康服务，促进优质中医药资源向社区、家庭

延伸。构建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

疗护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十四五”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工程和托育建设

实施方案》 

2021 年 6月 发展改革委、民政部、

卫生健康委 

一是建设连锁化、标准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提供失能照护以及助餐助

浴助洁助医助行等服务。二是新建或改扩建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提升公办养老

服务机构护理能力和消防安全能力，强化对失能失智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

三是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支持培训疗养机构改革转型发展养老，支持医

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十四五”国家

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 

2021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养老服务供给不断扩大，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优质规范发展。老年健康支撑

体系更加健全，老年健康服务资源供给不断增加，配置更加合理，人才队伍不

断扩大。为老服务多业态创新融合发展，老年人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健身休

闲、金融支持等服务不断丰富。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老年用品关键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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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发、成果转化、服务创新及应用推广，促进产业创新。 

《“十四五”健康

老龄化规划》 

2022 年 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普及营养膳食、运动健身、心理健康、疾病预防、合理用药、康复护理、生命

教育、应急救助等老年健康知识，不断提高老年人健康核心信息知晓率和健康

素养水平。提升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水平，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健康管理在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中的独特优势，积极推进面向老年人的中医药健康管

理服务项目。 

《关于开展老年

痴呆防治促进行

动(2023-2025

年)的通知》 

2023 年 6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泛开展老年痴呆防治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积极预防老年痴呆的社会氛

围。指导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开展老年人认知功能筛查、转诊和干预服务，

减少或延缓老年痴呆发生。推广老年痴呆照护辅导技术，提升老年痴呆照护技

能，减轻老年痴呆照护负担。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卫健委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3.4. 医药板块重点关注 

我们建议沿人口老龄化主线关注相关板块与个股： 

1）突出品类—老人具备主动购买意愿的产品：贴膏剂（羚锐制药）等； 

2）稳健品类—较为刚需的产品或服务：心脏手术（乐普医疗）、白内障（爱尔眼科、爱博

医疗）、骨科中药口服制剂（方盛制药、盘龙药业）等； 

3）常规品类—具有一定可选属性的产品：氨糖（诚意药业）、关节置换（春立医疗、爱康

医疗）、呼吸机（鱼跃医疗）、带疱疫苗（智飞生物、百克生物）、胃镜检查（开立医疗、

澳华内镜）、种植牙（通策医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疾病常用药物和相关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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