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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宏利亚洲与中国

人口结构“新常态” 健康养老“新理念” 中国养老“新观念”



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观点一：目前中国人口结构呈现“新常态”：老龄化、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和独居化趋势，养老问题已经
摆在了全社会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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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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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老龄化社会

出生人口创新低

家庭结构小型化

家庭结构独居化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2.17亿
人，占全国人口15.4%，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14%）。

2023年出生人口以902万创下新低，比2016年下降了49.5%。

单个家庭人口结构从2000年的3.46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
一代户的比例从21.7%攀升至49.5%，二代户的比例从59.32%下降至
36.72%。

老年人家庭户在2020年达1.74亿户。其中，独居老人户和空巢老夫妇家
庭户占比超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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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利亚洲与中国 - 人口结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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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观点二：健康养老生活需要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及财务健康三方面协调发展。
2022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健康老年人定义：健康老年人指60周岁及以上生活自
理或基本自理的老年人，躯体、心理、社会三方面都趋于相互协调与和谐状态。

健康养老
“新理念”

躯体 心理身体
健康

社会
心理
健康

财务
健康

1. 宏利亚洲与中国 - 健康养老“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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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1. 宏利亚洲与中国 - 中国养老“新观念”

观点三：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程度深、速度快现状，中国内地的人们对于未来养老生活更乐观，
“养儿防老”意识正在转变。

宏利亚洲发布的2024宏利亚洲关

怀调查（《Manulife Asia Care 

Survey 2024》）聚焦到人们的身体、

财务和心理健康三维度，从财富健康、

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系统全面地评价

老年群体生活幸福度。

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
地区人们：

对于当前生活的幸福度评价更高；√

对于未来生活的期待值更高。√

亚洲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 菲律宾 越南

身体健康 72 75 70 59 69 72 80 75 74

心理健康 73 77 71 57 71 73 81 78 76

财务健康 67 74 69 51 65 63 73 65 72

亚洲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 菲律宾 越南

身体健康 86 88 86 75 84 87 89 91 88

心理健康 87 89 85 76 84 88 90 91 89

财务健康 86 88 85 74 83 86 89 91 88

表1 宏利亚洲：亚洲各国家及地区当前生活幸福度

表2  宏利亚洲：亚洲各国家及地区未来生活期待值

数据来源：2024宏利亚洲关怀调查
注：1.幸福度、期待值满分100，为非常好。    2.宏利亚洲发布的2024宏利亚洲关怀调查（《Manulife Asia Care Survey 2024》），于2020年启动，目前已连续开展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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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1. 宏利亚洲与中国 - 中国养老“新观念”

观点三：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程度深、速度快现状，中国内地的人们却对于未来养老生活更乐观，
“养儿防老”意识正在转变。

在生育方面，中国内地孕育下一代的人数计划在亚洲各国家
与地区中是最少的。

1.6

1.1
1.3

1.6 1.5

1.9 2
1.8 1.9

总体 中国
内地

中国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马来
西亚

印度 菲律宾 越南

图1 宏利亚洲：亚洲各国家及地区生育意愿
数据来源：2024宏利亚洲关怀调查

生育计划
中国内地对于“养儿防老”意识正在转变，更倾向通过财富规
划等手段实现自主养老。

养老意识

33%
图2  宏利亚洲：中国内地“养儿防老”意识消退情况
数据来源：2024宏利亚洲关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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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宏保险，延续2023年中

宏复旦报告《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财富新规划》

所关注的精智人群，结合长寿时代背景，以身体

健康、心理健康和财务健康三个维度，聚焦精智

人群的精智养老生活规划，为该人群如何在新经

济时代做好养老保障规划提供启示和建议。



02 精智人群

九高特征 研究数据来源 样本基本特征



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2. 精智人群九高特征

高充足的养老保障

高稳定的家庭收入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高层次的子女教育

高度的家庭责任感

高性能的财务规划

高度的自驱力

高度的保险需求

高品质的生活

精智人群

9



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本报告的数据是基于宏利亚洲《Manulife Asia Care Survey 2024》的调研数据，通过随机
抽样的方式覆盖亚洲八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菲律宾和越南），调研共收集到8400个样本数据，其中，中国内地共1052个样本数据。

在1052个样本数据中，中国内地精智人群的样本数量为293个，数据分别来自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天津、杭州、沈阳、武汉、南京、重庆、长沙、深圳等中国13个核心城
市，主要覆盖了中国经济发展核心城市群。数据主要统计了群体的个人特征、健康养老三
维度特征及金融资产配置等。

2. 研究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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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2. 精智人群样本基本特征

293

十三个核心城市

48/52

女性48%/男性52%

25-60

各年龄段分布均衡

全国前1%

高收入人群

家庭年收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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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精智人群九高特征新发现



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3. 精智人群九高特征新发现

观点四：精智人群在健康养老三维度上展现出更高的自驱力。

A.关注健康管理和体检服务；B.倾向于多运动和调整饮食保证健康；01 身体健康

多运动以保持健康（48.8%）NO.1

更小心我的饮食以保持健康（33.5%）NO.2

从网上药店购买药品（30.4%）NO.3

选择保费更高、保障范围和保障更多
的医疗保险计划（25.9%）

NO.4

图4   精智人群对于医疗费用上升采取行动排序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药物（非处方和处方）

• 精智人群 25.3%

• 总体人群 26.9%

健康管理与体检服务 

• 精智人群 21.8%

• 总体人群 16.5%

图3   精智人群与总体人群认为药物（非处方与处方）、
健康管理与体检服务受医疗保健费用上升的影响程度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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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C.长期财务目标担忧指数4.5分；D.资产配置行为 - 投资市场波动高担忧；02 财务健康
注：长期财务目标的担忧指数为人们对于长期财务目标实现可能存在的所有担忧事件评分的加权平均数；
打分区间为[1,7]，其中，1分为一点也不担心，7分为非常担心。

E.在心理健康层面有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追求。03 心理健康

3. 精智人群九高特征新发现

投资市场波动 

• 精智人群 第2名
• 总体人群 第5名

经济放缓/衰退   

• 精智人群 第5名
• 总体人群 第4名

图5 精智人群、总体人群对于影响长期财务规划因素（部分）名次

28%
否

72%
是

睡眠障碍（44.4%）NO.1

压力/倦怠（39.3%）NO.2

焦虑（20.1%）NO.3

孤独（19.1%）NO.4

图6  精智人群认为十年后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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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身体健康 财务健康 心理健康



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观点五：与亚洲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群体相比，中国内地精智人群对财务健康和心理健康关注度相对不足。

图7  宏利亚洲精神健康和财务健康维度重要程度评价
数据来源：2024宏利亚洲关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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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总体

29%

32%

中国香港

28%

30%

日本

27%

37%

新加坡

30%
32%

马来西亚

30%

34%

印度

31%
33%

菲律宾

30%
32%

越南

32%
30%

32%

中国内地
精智人群

28%

30%

宏利亚洲财务健康宏利亚洲精神健康

NO.6
28%

平均
29%

< NO.6
30%

平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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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身体健康

观点六：在身体健康方面，精智人群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现状有着较高的评价，但对于未来身体健康依然存
在高度担忧，逐渐表现出对长期慢性病和高健康服务费用的担忧。

非常好 = 37.5% 好 = 60.8% 差 = 1.7%精智人群身体健康评价 ｜

01 超四分之三（75.1%）的精智人群担忧十年后身体有潜在疾病，最担忧的潜在疾病为长期慢性的糖尿病，
47.7%的精智人群担忧自己存在三种及以上潜在疾病。

15.36%
11.26% 10.58%

9.22% 8.87% 8.53%
6.14%

2.73% 2.39%

糖尿病 流感和
肺炎

心脏病 体重
过高

癌症 慢性下
呼吸道
疾病

中风 肝病 肾病

图8精智人群对于10年后身体健康担心的潜在疾病排序

25.45% 26.82%

47.73%

担心1种潜在疾病 担心2种潜在疾病 担心3种及以上潜在疾病

图9精智人群对于10年后身体健康担心潜在疾病的数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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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精智人群对于不断上涨的医疗保健费用展现出较高担忧程度，平均影响评分为4.8分（1-7分，7分为非常担
忧），其中71.0%评分为5-7分。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身体健康

02

11.6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37.88%

23.55%

9.56%

4.10% 3.75%

9.56%

71.0%

图10 精智人群对于医疗保健费用上升的影响程度分布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18



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身体健康

在医疗保健费用上升的影响方面，精智人群

认为最受影响的是药物（非处方和处方），

除此之外，健康管理和体检服务的受影响程

度排名第二，相当部分的精智人群认为医疗

费用上升会影响健康管理和体检服务，

21.8%则认为健康管理和体检服务

03

受影响程度最大。

药物（非处方和处方）（25.3%）NO.1

健康管理与体检服务（21.8%）NO.2

住院（14.3%）NO.3

预防性保健（例如定期健康检查、
疫苗接种）（12.6%）NO.4

门诊服务（9.9%）NO.5

长者护理（5.5%）NO.6

图11 精智人群对于医疗保健费用上升最受影响的因素排序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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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身体健康

观点七：仍有部分精智人群在身体健康上存在担忧意识和行动不匹配的问题，具有较高的身体健康保障缺口。

超半数精智人群并未将对医疗费用上涨的担忧转化为有效的规划与行动

精智人群中61.8%的人认为在过去12个月医疗保健费
用上涨超过10%，27.3%则认为超过20%。

针对预期的医疗费用上涨，14.7%的人在过去12个月
未采取过任何行动；35.8%的人选择延迟或不做健康
检查、治疗等消极方式。

38.23%

1%-10%

34.47%

11%-20%

13.65%

21%-30% 31%以上

13.65%

61.8%

图12精智人群认为过去12个月医疗保健费用上升的涨幅分布情况

其他
49.5%

未采取行动
14.7%

消极行动
35.8%

图13 精智人群对于医疗费用上升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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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财务健康

观点八：精智人群对其财务健康有高度的信心预期，但也存在高度的财务健康担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10年后的财务状况存在储蓄不足等问题，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用上升。

精智人群对于财务健康展现出了高度的信心预期，

信心值均在5.5分以上（1-7分，7分为十分有信

心），且18.8%的人对实现第一目标的信心为7分；

针对未来10年的第一长期财务目标，前三位分别是

有足够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有足够的储蓄用于子

女的高等教育、退休后无需工作仍可继续有收入。

01

有足够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
（即紧急情况）NO.1

有足够的储蓄用于子女的高等
教育

NO.2

退休后无需工作仍可继续有收
入（例如金融产品的被动收入）NO.3

未来10年 长期财务目标第一

图15  精智人群未来10年的第一长期财务目标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实现第一目标 实现第二目标 实现第三目标

5.66
5.58 5.61

图14 精智人群实现长期财务目标的信心值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注：打分区间为[1,7]，其中，1分为完全没有信心，7分为十分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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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财务健康

精智人群对于10年后财务健康也同样展现出了多方面的担忧，主要聚焦于储蓄不足与通货膨胀。02

储蓄不足

1. 71.0%的精智人群认为10年后的财务状况中会存在储蓄不足等潜在问题；

2. 其中，有41.4%的精智人群担忧会存在三种及以上问题，6.3%的人存在五种及以上问题。

27.88%
30.77%

25.48%

9.62%

6.25%

1种 2种 3种 4种 5种以上

图16 精智人群对于10年后的财务状况存在问题的个数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41.4% 以财务状况存在4种问题为例：

NO.1 意料之外的医疗费用

NO.2 投资损失

NO.3 完全没有收入/收入减少

NO.4 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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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财务健康

精智人群对于10年后财务健康也同样展现出了多方面的担忧，主要聚焦于储蓄不足与通货膨胀。02

33.79%

24.57%

9.56%

15.02%

5.46%6.83%
4.78%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67.9%

图17通货膨胀/生活费用上升对于精智人群生活的影响程度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1.通货膨胀/生活费用上升对于精智人群现在的生活平均影响程度为4.8分，且67.9%评分在5-7分（1-7分，
7分为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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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观点九：医疗费用上升成为精智人群实现长期财务目标的第一担忧，也是该人群认为最受通货膨胀/生活费
用上升影响的方面。其中，超六成（63.8%）的精智人群展现出对于医疗费用的高度担忧。

医疗费用上升 4.84

投资市场波动 4.68

通货膨胀，例如物价/生活费用上升 4.65

我的健康逐渐变差 4.62

经济放缓/衰退 4.60

大规模裁员 4.52

收入削减 4.50

利率上升 4.37

家庭计划（例如结婚、生儿育女/不生孩子） 4.27

思考能力 4.23

由于人工智能而失去工作 4.18

图18 精智人群对于实现长期财务目标的担忧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长期财务目标第一担忧：医疗费用上升

注：打分区间为[1,7]，其中，1分为一点也不担心，7分为非常担心。

通货膨胀/生活费用上升第一影响：医疗

医疗（32.4%）NO.1

食物与日常用品（23.6%）NO.2

子女教育（10.9%）NO.3

外出用餐（7.2%）NO.4

图19 精智人群感受到通货膨胀/生活费用上升最受影响的方面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财务健康

24



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财务健康

观点十：精智人群存在显著的风险与保障错配，在财务健康方面存在保障缺口。

精智人群中存在显著的风险与保障错配

• 面对通货膨胀/生活费用上升带来的压力，超六成（65.9%）
的精智人群进行了财务调整，主要调整手段是减少消费；

• 在目前拥有的金融产品调查中，有26.3%的精智人群完全没有
配置任何保险产品。

• 在担忧意料之外的医疗费用的精智人群中仅有29.9%的人配置
了健康保险（非住院），19.5%配置了住院保险；超过50%的
人群没有根据自己的医疗担忧配置相应保险保障。

否
26.3%

是
73.7%

图20 精智人群保险配置情况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减少非必需品支出（28.0%)NO.1

减少外出吃饭/就餐开支（27.0%）NO.2

降低奢侈品或服务的消费（25.3%)NO.3

29.9%

19.5%

健康保险（非住院） 住院保险

图21  担忧意料之外的医疗费用精智人群中购买医疗保险的情况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精智人群对于通货膨胀的财务调整手段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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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 – 心理健康

观点十一：在心理健康方面，精智人群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在心理健康层面有着更高的追求。

1. 38.2%则担忧自己十年后存在三种及以上的潜在心理问题；

2.对于10年后未来心理健康担心的潜在问题，精智人群最担心睡眠障碍的问题。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1种 2种 3种及以上

28.99%

32.85%

38.16%

图22  精智人群对于10年后未来心理健康潜在问题的担忧数量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睡眠障碍（44.3%）

NO.1

压力/倦怠（39.3%）
NO.2

认知障碍（29.4%）

NO.3

抑郁症（15.4%）

NO.6

孤独 （19.1%）

NO.5

焦虑 （20.1%）

NO.4

图23 精智人群对于10年后未来心理健康担心的潜在问题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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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智人群财富规划特征

观点十二：精智人群具有稳健且多元的财富配置风格。

精智人群财富配置风格偏好稳健，65.9%的人群配
置了定期存款账户;在投资型金融产品上,精智人群更
偏好黄金（31.7%）、固定收益（21.5%）等稳健资
产；在保险方面，除汽车保险外，意外保险
（41.5%)、人寿保险(32.1%)最受精智人群青睐。

稳健 • 精智人群配置手段更加多元，善于运用丰富的金
融工具。在现金储蓄和银行存款之外，该人群亦
倾向于配置投资属性更强的金融资产。

• 同时，在长期投资手段中，股票、债券、保险等
金融产品也进入精智人群选择目录。

多元

定期存款账户 65.87%

17.06%外币银行账户
44.37%本地货币银行账户

21.50%固定收益相关投资

31.74%黄金

16.38%债券

图24 精智人群目前拥有的金融产品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实现长期财务目标投资手段

NO.1 现金储蓄或银行存款（39.6%)

NO.2 投资于股票、债券和其他类似的
金融产品（24.2%）

NO.3 储蓄或储蓄人寿保险（20.5%)

第一选择

41.64%意外保险

47.78%汽车保险

32.08%人寿保险保障

银行产品

投资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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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智人群财富规划特征

观点十三：精智人群的保险配置正在经历转型，重视度逐渐提升，且对创新功能关注度有所上升。

否
13.3%

是
86.7%

86.7%的精智人群将在未来24个月增配个人保险，且平均打算每
年支付¥19,722元保险费，甚至有7.85%的人群将每年支付五万
及以上保费。

01

为了应对医疗费用上升，25.9%的精智人群将通过选择保费更高、
保障范围和保障更多的医疗保险计划来缓解担忧。

02

精智人群已经将保险作为重要的投资手段，79.9%的该人群在投
资手段的前三个选择中考虑了保险。

03

图25 精智人群未来24个月增配个人保险的意愿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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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智人群财富规划特征

精智人群对于保险产品创新功能的认知正在提升，长期财务目标更高的精智人群配置财富规划属性更强的保险产品
比例更高，其中，37.6%配置年金保险，6.5%配置投资连结保险，18.3%配置具有储蓄功能的人身保险，以上比例
都相对总群体更高。

04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年金 人寿保险 教育金保险产品计划 投资连接保险 具有储蓄功能人身保险

第一目标为退休后财富自由及以上的群体 总群体

37.60%

32.10%

17.20%
14.70% 14.00% 13.30%

6.50% 5.50%

18.30%
14.00%

图26 精智人群中第一目标为退休后财富自由及以上的群体与总群体保险产品配置情况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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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启示 - 精智人群

前置养老规划，做健康养老“行动派”

前置身体健康规划 结合政策、宏观经济、家庭需求环境制定合适商业健康险配置计划

前置财富健康规划 合理优化财务配置，提升财富配置的抗经济周期性

配套高品质健康医疗保障服务，做健康养老“实干派”

前置健康管理规划 健康指导

前置医疗保障规划

全周期健康管理 广泛外部资源

健康保险        医疗费用 长期护理险         失能风险

考虑养老资产配置的长期安全、稳健增值和灵活领取，做健康养老“稳健派”

前置养老消费规划 长期安全、灵活领取 养老保险产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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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健康养老，适配多元化养老需求

ü 细分健康养老需求：健康管理、社交娱乐、旅行游玩、生活辅助、财务规划......

政策与启示 - 保险机构

保险机构应持续推动养老保险产品及服务升级，构造全生命周期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ü 产品与服务升级：多资源支持，兼顾养老刚需，提供多样化专业养老选择

ü 全生命周期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

保险机构建设高素质的养老规划服务团队，提供专业化的健康养老规划服务

ü 健康养老规划服务：保险规划、理财规划、医疗规划、健康规划、心理咨询......

个性化 专业化 私人化

33



版权声明

《新经济时代精智人群养老新洞察》报告所有文字内容、图表及表格的版权归复旦发展研究院与中宏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共同所有，受中国法律知识产权相关条例的版权保护。未经复旦发展研究院与中宏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本报告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商业目的。如
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专项调研及公开资料。本报告的观点及结论基于对以上数据的洞察和分析，
对读者基于报告信息做出的金融和财务行为，复旦发展研究院与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如有涉及版权纠纷问题，请及时联系复旦发展研究院与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谢谢！

课题组
主编：许闲

编辑组：陈格/高一帆/杨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