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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3年 7月 13 日

建议人：许春山 金陵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十四五”期间，预计全市 60岁
以上户籍人口将达 210.7万，占户籍人口的 26%，老龄人口总数和

增速都将大幅增长，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南京市康养服务和项

目的供需、运营能力方面的诸多矛盾与不足也不断加剧，政策配

套不完善、服务设施零散、数字化程度低、运行效率差、产业效

能弱、市民感受度不高等痛点难点问题不断涌现。

202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要求，

要在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在前列。健康养老产业与市民

密切相关，与民生保障紧密相连。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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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江苏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

五”规划》、《南京市“十四五” 养老服务发展规划》等文件精

神，瞄准康养行业和产业的难点痛点，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征和

南京特色的城市康养产业数字化转型之路，建议以数字化为核心

路径，以社区为主要节点，医养结合，贯通需求端和供给端，打

造数字康养细分场景的示范样板；推进康养产业“医、食、住、

行、康、养、护、询”服务的数字业务全覆盖，推动南京数字康

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速将南京市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品质康养数字化生活

之都。

一、建议方案如下：

1.组建国资控股康养运营公司

建议以市卫健委、市民政局为指导单位，梳理南京市康养国

有资产，组建南京市康养国资平台公司；再由南京市康养国资平

台公司、本地康养运营公司、数字康养技术平台公司共同合资成

立一家南京市数字康养运营公司，统一协调贯通康养设施、数字

平台、标准服务、产业配套等供需资源；负责南京市的康养建筑

物业的智能化改扩建、标准化服务运营。

由南京市康养运营公司建设和运营一家数字康养创新中心，

同时拥有数字康养产业创新展示与体验功能、智慧监管与客户服

务、业务评估和质量控制、服务培训与人才培育功能，载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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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2000平米（包含展厅）。

创新中心以“推动康养产业升级，引领行业高质量健康可持

续发展”为使命，构筑 “全场景、全链条、数智化”康养产业生

态；以数字康养、数字健康为主攻方向，联合南京高校，持续为

政府及行业提供创新发展的前沿解决方案；开展数字康养模式与

机制创新研究，力争成为数字康养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2.建设区级示范样板

通过梳理南京市域范围内的各区康养资源和条件，栖霞区、

秦淮区、鼓楼区老龄化程度较高，老城区康养资源供需失衡严重，

建议在这三个区里选择一个做数字康养平台的试点示范，取得效

果后全市进行推广。

数字康养平台试点建设的具体内容是：围绕民生需求的居家、

社区、机构等 3大场景，建成数字康养 15分钟服务圈；以建设 1
个智慧康养平台+3级服务网络为基础，通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社区家门口服务站、居家康护服务，实现在家中可获得专业康护

+24小时看护，在社区可获得日间康护、机构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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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套数字康养（医养）生态链产业

建议由市发改委牵头出台数字康养扶持相关政策，在示范过

程中培育生态企业，由全市各个产业园区负责生态企业在南京的

产业落地，立足南京，服务全国，发挥南京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

形成数字康养产业生态，培育南京数字康养产业特色产业。

实现数字康养服务试点示范和全域覆盖，配套“医、食、住、

行、康、养、护、询”等多方面产业。建议先从物联网、智能终

端、医疗设施等方面优先引入数字平台服务、智能硬件制造、数

字医疗等基础产业，同时结合南京本市已有的优势康养企业，加

强供给端的示范推广提升，一起将南京市的数字康养产业做大做

强。

4.成立康养（医养）产业投资基金

为了推动康养（医养）产业生态快速发展，建议由南京市政

府发起，与当地（母）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共同成立康养（医养）

产业投资基金。

目标是孵化培育数字康养（医养）领域专精特新企业，推动

企业成为独角兽，资本上市；通过资金引导，优化调整南京市康

养资源的结构，还可以服务对外部的康养（医养）产业高科技企

业招商。

5.整合完善康养行业产业政策包

为了实现南京市数字康养行业发展和产业快速增长，推动社

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能力不断提质升级，需要不断完善

市级康养服务支撑政策，建议成立市康养服务业综合改革领导小

组或市康养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由市领导挂帅，高位推动、部门

联动，不断推出完善康养产业政策法规，引导和规范康养行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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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康养服务和产业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

展。

二、预期成效

1.促进康养产业规模发展

搭建南京市数字康养产业平台，促进智能设备在本市养老产

业中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能发展一批在长三角乃至全球有较强影

响力的龙头企业，加快促进南京市的数字康养产业转型。数字康

养经济产业增加值能达千亿左右，规模以上康养企业数字化转型

比例达到 80%左右，还能引进和培育 100家以上数字康养领军企

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不断涌现数字康养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

断增强多元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数字康养经济新动能和经济贡献

度跃上新台阶。

2.带动关键技术突破提升

通过康养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带动智慧康养在物联网、机

器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集中突破

一批关键技术，在智能终端、智能康复机器人、智能照护等方面

培育一批重磅产品，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品供给能力的显

著提升。

3.加速康养人才聚合培养

立足智慧康养领域，通过行业和产业能锻炼提升相关人才的

职业技能、智能技术和行业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从业人

员素质，为南京市智慧康养行业培养高素质人才，保障康养行业

高质量发展。

主送：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

备案号：JB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