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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文/杨于泽

当前，党和国家正高度重视

发展银发经济。2019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实现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要 保 障 。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

见》印发，提出积极培育银发经

济，发展适老产业，大力发展养

老相关产业融合的新模式新业

态。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强调

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

发经济。

与重视同步而行的，是日

益加快的老龄化步伐。2021 年

末，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首次

突破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14%，从2000年的轻度老龄化社

会转为中度老龄化社会。同

时，2021 年末全国人口数较上

年末增加仅 48 万人，创 1962 年

以来新低。中国已经进入“零

人口增长波动期”，即将开始人

口负增长。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老龄化

有明显的地方差异。根据“七

普”数据，按60岁以上人口占比

计算，2020 年末全国为 18.7%。

具体到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超过20%，共10

地，依次为：辽宁 25.72%、上海

23.38% 、黑 龙 江 23.22% 、吉 林

23.06% 、重 庆 21.87% 、江 苏

21.84% 、四 川 21.71% 、天 津

21.66% 、山 东 20.90% 、湖 北

20.42%。

第二层次为 15%～20%，共

14地，依次为：湖南19.88%、河北

19.85% 、内 蒙 古 19.78% 、北 京

19.63% 、陕 西 19.2% 、山 西

18.92% 、安 徽 18.79% 、浙 江

18.7% 、河 南 18.08% 、甘 肃

17.03% 、江 西 16.87% 、广 西

16.69% 、福 建 15.98% 、贵 州

15.38%。

第三层次为10%～15%，共6

地，依次为：云南 14.91%、海南

14.65% 、宁 夏 13.52% 、广 东

12.35% 、青 海 12.14% 、新 疆

11.28%。

第四层次为 10%以下，共 1

地：西藏8.52%。

不同的老龄化进程，意味着

各地推动银发经济的方向也不

相同。

第一类情况，如北京、上海、

江苏、浙江等地，经济基础好，有

能力实现比较好的社会保障，发

展银发经济的重点是探寻老龄

社会下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的

长期性、全局性解决方案。例

如，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经济

发展新动能的形成、发展战略的

调整、商业模式的转换等一系列

重大课题。

第二类情况，如重庆、山东、

湖南等地，近年来经济发展快

速，虽然老龄化程度加深，但少

子化不明显，发展银发经济的重

点是催生新人群、新职业和新组

织的主体创新；促进新技术、新

主体、新联接交换的关系创新；

发展面向全龄群体的产品和服

务创新。目的是助推地方经济

发展。

第三类情况，如辽宁、吉林、

黑龙江等地，经济发展一般，人

口流失严重，老龄化与少子化同

步加深，需要中央在社会保障等

各个方面大力扶持。发展银发

经济的重点是构建多元化、多层

次养老保障体系，推动老龄事业

与产业、基本公共服务与多样化

服务的协调发展。

但是，很多地方在推动银

发经济发展时，认知往往还停

留在健康产业、养老产业的层

面上，甚至局限于单一的养老

服务行业，严重束缚了自己的

头脑和手脚。例如投入大量土

地和税收优惠，推动以养老为

主题的“养老小镇”或以健康为

主题的“健康小镇”，引进国外

养老集团入驻成立高档养老社

区，建设以养老或医养结合为

主题的产业园区。

实际上，地方在推动银发

经济发展时，一定要结合当地

老龄化特点，理清思路，科学施

策。这个“科学”非常重要。对

企业来说，地方提供的土地和

税收优惠固然重要，但这些举

措都只是“节流”，还算不上“开

源”。特别是银发经济刚刚兴

起，还没有形成很好的商业模

式，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需要大

量的尝试和创新。为此，地方

一是需要为企业提供全面完整

的人口数据，如各年龄群体的分

布情况、收入水平、家庭状况、需

求特征等。二是可以参照无人

驾驶试点区域，为企业进行产品

和服务创新提供重要的环境和

政策支持。例如，通过建设适老

化试点街道，为构建适老化社会

提供试点；通过实施养老服务负

面清单制，尝试多样化养老产品

与服务；通过设立免费 WiFi 覆

盖区域，推动智能化与老龄化的

融合发展之路。

更重要的是，地方在构建银

发经济产业链时，一定要跳出

“养老企业”的小圈子，找到能够

在推动银发经济发展中催生“化

学反应”的“关键企业”。举例来

说，一是从事新材料研发的企

业，推动研发成人纸尿裤、护理

垫、护理湿巾的新材料，老人衣

服鞋帽的新材料等。二是从事

人工智能企业，推动研发智能穿

戴、智能家居、智能传感、智能监

测、智能评估等新技术。三是新

型人力资源企业，推动老龄人才

开发、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培训等

新职业。四是平台企业，推动建

立在适老化基础设施上的创新

型政务和社会支撑平台，为全龄

群体提供全面的管理和政务服

务产品，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分

工，形成新的生态结构。五是新

型技术评价或适用性评估实验

室，推动环境无障碍产品、社会

适老化产品的质量提升和市场

普及。

从国家到地方，银发经济肩

负顺应老龄社会新需求和推动

经济社会新发展的双重任务，空

间无限，机遇重重。全国老龄工

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

发展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

老龄人口的消费潜力将增长到

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

将增长至33%，成为全球老龄产

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地方推动银发经济，关键是

要立足当地特点，搭建起一个具

备持续性、协同性、集聚性的示

范体系，引导关键企业进入其

中。只有这样，才能培育一个多

行业、多领域相融合的新兴银发

产业，形成充满活力、可持续发

展的新型银发经济。

推动银发经济 地方要立足自身特点

养老中国

文 / 李佳

作者为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张系统

后台图片显示，在行为感知系统

内，公司可查看有离职倾向员工

的详细情况，一名员工访问求职

网站23次，投递简历9次，含关键

词的聊天记录254条。这个能监

控员工离职倾向的系统立刻引起

外界广泛关注与争议。据网上流

传的一份内部资料，该系统可以

解决企业的众多业务难题，包括

且不限于泄密追踪分析、工作效

率分析、离职倾向分析等。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条

新闻出来后，近几年来互联网上

陆续曝光的“员工一更新简历就

被公司HR（人力资源）约谈”的

怪现象终于破案了。原来，只要

安装一个专门的系统，企业就能

够将员工的所有可能和离职相

关的行为“一网打尽”。值得注

意的一个数据是，开发该系统的

企业官网显示，目前有超过10万

家企业级用户正在使用这一产

品。这意味着，现实中正在使用

该系统“监控”员工的企业，或远

比大家想象中的多。每个“打工

人”可能都得有所警惕了。

及时了解员工包括离职倾

向在内的动向和想法，确实是企

业人力管理的一个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了解的方式和方法应

该是有边界的。比如，主动的谈

话关心，或是问卷调查，都是可

以接受的方式。而借助一个专

门的系统对员工偷偷进行“监

控”，这显然逾越了正常的边界，

超出了多数人对于企业合理管

理的接受范围。

有专业人士指出，这种做法

是否涉嫌侵犯员工个人隐私，关

键在于公司安装这套系统、监管

员工行为之前是否有明确告知

员工并经过其同意，如果未经员

工同意，就涉嫌侵犯员工的个人

信息及隐私权。其实，现实中这

一前提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

若事先告知，监控基本上就是失

效的，毕竟谁也不愿意在“第三

只眼睛”的精密监控下工作，企

业也未必能理直气壮地向员工

告知这种做法。所以，绝大多数

情况下，它始终都是一种拿不上

台面的“灰色”行为。

并且，这套系统的应用范

围，可不仅仅是限于对员工离职

倾向的分析，还包括可以让使用

者详细查看员工的工作情况。

如可以通过后台查看员工的上

网记录，直观从数据上了解不同

员工在什么时间段做了什么，聊

天、看视频、购物、炒股等，以及

怠工的时长，都可以被系统精确

记录并形成分析报告。据此就

说明一点，这种监控本身就是无

边界的。甚至于，在“需要”的情

况下，企业可以连员工的聊天记

录都全部掌握。显然，对于这种

近乎“全知全能”的监控系统，每

个人都应有足够警惕。

事实上，这些年，一些类似的

发明创新可谓屡见不鲜。如此前

杭州某公司就给员工配备了一款

智能坐垫，美其名曰是为员工健

康着想，用以检测心跳、呼吸、坐

姿等，但有员工某一时段离开工

位就遭遇企业HR的询问，不得

不让人怀疑这是对员工的“监视

器”。甚至还有企业安装厕所坑

位计时器，以控制员工上厕所时

间。这类对员工上班状态密切监

控的行为，无论是巧妙伪装下的

偷偷进行，还是心照不宣地直接

操作，最大的“槽点”其实还不是

对员工隐私的侵犯，而是体现了

一种把员工当作机器的管理倾

向，它在根本上威胁的是劳动者

的人格意识、尊严感。

英国哲学家边沁曾提出一

个著名的圆形监狱理论，意指可

以通过一种特别的设计，让监视

者对犯人的监视效率最大化。

而在各类监控“系统”层出不穷

的今天，我们在事实上其实正在

步入一种“数码圆形监狱”的处

境之中。并且，相比传统监控，

以数码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监控

的严密程度，对于被监控者的掌

控程度均大大提升，它不只是可

以记录人的一举一动，甚至可以

通过人的上网活动和记录窥视

人的想法。当个人隐私、内心世

界，被这种全景式监控予取予

夺，实际也就是坐实了“工具人”

的属性。因此，警惕这种日益强

大的数码监控手段，权衡好相关

技术“进步”的利弊，置于更大的

背景下来看，在根本上捍卫的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可剥夺的一

面。这也是人工智能、人脸识别

等技术应用在现实中遭遇伦理

争议的原因所在。

各种新技术、新系统，对包

括企业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的

改造，对于管理方式的重塑，这

种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但是，在欣喜于其带来的效

率提升，享受其带来的进步的同

时，我们绝不能对其相伴的风险

及对人本身价值的侵犯视而不

见。就拿可以监控员工离职倾

向的这套强大的系统来说，它在

确保员工更“听话”的同时，是不

是也同时削弱了员工的能动性、

创造性？由此带来的利弊，到底

该如何权衡？

退一步言之，HR 利用它可

以更方便地掌握员工的动态，但

在理论上，未来是不是企业只要

借助这套系统就可以完成所有

对员工的管理工作，而无需再借

助专门的 HR？甚至，人力资源

管理这门学科也可以被机器分

析所取代？颇为讽刺的是，当企

业 HR 在醉心于使用这一系统

时，殊不知，其也在同时把自身

价值和主体性的一部分，交给了

系统。这到底是福还是祸，不能

不有严肃审视。这或也是我们

面对形形色色的数码监控系统

时，都应该有的审慎态度。

有专家分析称，随着劳动者

人格意识的增强，以及《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出

台，司法机构愈发倾向于限制用

人单位收集劳动者个人信息的权

利。因此，用人单位出于劳动管

理的目的收集处理员工个人信息

时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避免对员工信息的过度收集。而

这样的监控系统的创新必要性和

技术伦理，都显得可疑。

“神奇系统”监控员工离职倾向，一种技术伦理可疑的创新

自由谈

文/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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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残酷的战役，防

御是从北边开始的，战线逐步后

移，到了中部的时候，我们还想

抵抗一下，可是没守住，现在连

南边都寸草不生了。”这是某综

艺节目喜剧作品《三毛保卫战》

里的一段台词，表面上幽默，实

则是脱发者倾诉心内之苦，等于

给植发行业打了个广告。

事实上植发在中国早已成

为一项新兴产业，也是资本逐鹿

之地。电梯里、网页上、手机弹

窗，到处都是植发企业在王婆卖

瓜、毛遂自荐，显示了这个行业

的欣欣向荣。脱发之后可以植

发，“衰男”变帅哥从此有通途，

供给对接需求，脱发者与植发企

业相见欢。但知乎上热议着植

发者如何维权，央视也报道过植

发行业种种乱象，这也在显示着

喜剧有可能变闹剧。

应当说，植发产业也是呼应

了时代“召唤”，可谓应运而生。

此前，有机构发布报告显示，中

国脱发人群超过2.5亿人。随着

经济迅猛发展，压力过大、睡眠

不足、饮食不规律等成为中青年

人的日常，其脱发问题据说比前

辈们提早了20年。有数据显示，

所有脱发的群体中，30岁以下的

青 年 男 女 占 比 最 高 ，达 到

69.8%。脱发主力正处于爱美、

注重外在形象的年龄，植发需求

是普遍存在的。

植发产业顺理成章成为一

座大金矿，“干事”创业的人纷纷

涌入，植发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

出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

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植发企

业注册量同比增加77%，此后的

2016 年～2020 年五年间年均注

册量突破 159 家。2021 年前 11

个月共新增 105 家植发相关企

业，同比增长11%。

但这不是简单的企业数量

增长，而是资本正在涌入，跑马

圈地。2017年与2018年，中信产

业基金、华盖资本先后向两家头

部植发企业注资 3 亿元、5 亿

元。目前国内植发行业有4家公

认头部企业，其中有企业2020年

植发医疗服务收入 14.13 亿元，

国内拥有连锁机构数十家，2021

年已经成功上市；接下来的3家

连锁机构，2020年营收分别达到

7.1亿元、6亿元、4.85亿元，最终

目标都是上市。

作为新兴服务行业，植发行

业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容纳就业，增加政府税收，可谓

好处多多。但资本入局之后，植

发不再是有执业资格者谋生的

边缘行当，而是不断有“巨头”崛

起的“美容医疗”新兴产业，利

润、规模成为资本和局内人关注

的焦点，上市套现成为经营者当

务之急。这种资本的逐利性正

在改变很多。

资本和创业者进入植发行

业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有 2.5

亿人受脱发问题困扰，其中需要

植发的大约是7000多万人，乍看

目标客户存量庞大、市场广阔；

二是植发按植入毛囊数收费，一

般每个毛囊价格约10～12元，最

贵可达到单个50元，一台植发手

术需花费几千至几万元、上十万

元，公立医院植发科利润率高达

60%～70%，这种高利润率是各

路资本的吸铁石。

问题是，植发是一种特殊

的市场需求与医美服务，7000

多万名目标客户并不是 7000 多

万名释放真实需求的客户，植

发不是“刚需”，而是一种“非必

需性消费”。虽然年轻人讲究

形象，也敢消费，但植发不是涂

脂抹粉洒香水，而是在头皮上

做手术，江湖一直有“植发很痛

苦”的谆谆告诫，植发效果也一

直存疑。

分析一下植发企业的实际

利润率、经营成本，可以发现，植

发企业的钱大部分花在了广告

上。近两三年来，中国城里人大

概都躲不过各种植发企业广告

的狂轰滥炸。以某头部植发企

业为例，前五大供应商多为广告

公司，其 2020 年医疗“获客成

本”占总营收 47.6%，接近一半，

这是其毛利率连续三年维持在

75%左右、但净利率却低于 10%

的根源。

就是说，现在的植发服务吸

引客户不是靠技术、体验和医美

疗效，而是靠诱惑与劝导制造消

费冲动。“相亲失败？形象欠

佳？你离成功就差一个发际

线！”一些植发企业一边丑化脱

发者、制造脱发心理危机，一边

作出“衰男”变帅哥、“植发成活

率 95%”的许诺，而手术结果却

出现各种负面反馈：一是很多接

受服务者认为植发成活率不达

标，二是很大比例接受服务者认

为植发并未提升自身形象，三是

普遍觉得手术痛且植发后掉发，

等于花钱买罪受。

据央视2021年底报道，已有

超过640家植发企业产生过法律

诉讼，遭行政处罚的480余家，严

重违法的100多家。作为医美的

一个细分行业，植发弄出如此多

的问题，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年轻人满怀期待去植发，而

随着植发服务的普及，社会上对

植发作为脱发的一个修复方案

的质疑与疑虑在日积月累。资

本介入植发行业本来给人两个

好的预期，一是通过规模化经营

加快技术研发，二是提升植发医

疗服务质量。但植发企业的主

要资金投入方向差不多一直都

是广告，研发投入几可忽略不

计，植发服务只在低水平上重

复。公众疑虑日深，将使企业

“获客”更难，广告投入压力加

大，对研发的挤压持续加大，由

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反噬

整个植发服务业。

不是说资本就不该介入植发

服务市场，而是说，资本介入应以

提升植发技术与服务质量为前

提，做到普及与提质兼而有之，使

规模化的植发服务优于“小而散”

状况。否则如果没有研发使植发

技术更可靠，仅仅靠广告营销把

很多“非必需性消费者”成功拉上

手术台，其本质只是一种企业自

利行为，根本没有增加社会福祉，

也只能图利于一时。

植发业狂轰滥炸式“获客”模式或反噬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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