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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健康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健康老龄化理念的普及，抗衰老产业正呈现出巨大的创新
潜力和投资价值，驱动力不仅来自于希望延年益寿的年长一代，也来自于积极寻求预
防性解决方案的年轻一代。

当前，抗衰老产业涵盖了从预防到治疗的个人健康全过程，通过积极的干预措施，能
够避免、预防和延缓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生理功能下降和疾病的发生。从美容护肤、再
生医学到基因技术等，抗衰老的各种新概念、新机制层出不穷，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仍存在争议，对于抗衰老的科学认知也有待系统和全面的梳理。鉴于此，毕马威中国
与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深圳市中药协会，以及伏羲实验室联合开展抗衰老产业报
告系列研究，系统地分析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核心发展需求。

本次报告聚焦抗衰老的定义和范围，跨学科、兼顾供需两端，剖析了抗衰老的相关要
素。在自然科学领域，抗衰老研究已深入到分子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机体三个层面，
报告分析了衰老的机制及其与疾病的关联；社会学角度则关注抗衰老疗法与现有治疗
理念的异同，以及抗衰老与疾病预防的关系；产业角度则主要关注抗衰老市场与银发
健康市场的关系，以及抗衰老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展望未来，抗衰老产业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与融合。通过挖掘衰老的底层机制、识别
抗衰老的关键靶点，开发更加有效的抗衰老技术和产品；同时，跨学科合作将成为常
态，致力于推动生物技术、医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为抗衰老产业提供新
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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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四五”时期标志着中国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老年人口规模大、
老龄化进程快和边富边老等特征，将成为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重要国情。

据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达到2.03亿，
占全世界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25%。同时，中国也是未来十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预计2024-2034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复合年均增速为3.8%。

1.1.1

图： 2024年及2034年世界主要国家65岁以上人口数量及十年复合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研究团队分析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相交叠，呈现“边富边老”的特
点。一方面，个人应对老年阶段的财富积累有限。比较国际发展历程，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
会和中度老龄化阶段时，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的20~35%。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保障体
系在减轻养老负担方面有待发挥更大作用。虽然已初步建立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
助、养老服务、长期照护保险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框架，但支出能力仍
显不足。同时，中国在建立养老保险精算平衡机制、完善医保筹资机制、推动长护险实施全
国统一评估标准等方面的工作也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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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下，老年健康需求有望释放。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卫健委的统计年鉴数据，2003-
2023年，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增加了6.3岁，55岁以上人口数量从2.16亿人攀升至4.22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比重提高至近30%。

与此同时，年龄越长的老年人的患病率越高。根据年龄分布的患病率可以观察到，65岁及
以上人口患病率达54%，显著高于55-64岁人群39%的患病率，增长近乎1.5倍。规模越来越
大的高龄群体较高的患病率以及身体失能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老年人对社会和家庭扶养的依赖
性增加，激发了医疗市场需求。

1.1.2

图：

资料来源：2013-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研究团队分析

中国居民不同年龄段患病率情况、轻中重度失能的老年人口年均医疗支出
（单位：%，2022年；人民币，亿元，2013~20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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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支付压力是巨大的。失能老人、尤其是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群体数量
增加将导致个人医疗支出呈现跨越式增长，2023年，轻度失能老年人年均医疗支出达5,204
元，高出健康人群支出近80%1、2。而中度、重度失能老人年均医疗支出约为轻度失能群体
的三倍，给医疗资源、经济资源带来巨大负担。

对标老龄化程度相似的日本，我们发现尽管其经济发达且在老龄产业方面全球领先，但社会
保障支付的压力依然居高不下。高龄人群的康养需求往往得不到充分满足，导致许多老年人
在患病甚至失能的情况下，仍需依赖务工来维持生计。通过观察日本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社会财富储备的丰富程度如何，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大于机遇。随着老龄化进
程的加剧，银发经济中需求、供给、支付之间的关系将动态变化，老年人在社会经济中的角
色也在改变。

鉴于此洞察，我们认为发展备老经济可能是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的有效策略。通过在
未老阶段提前进行物质和财富储备、健康管理，包括通过抗衰老手段加强对慢性疾病和功能
衰退的预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老年人对社会保障的依赖。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缓解社
会整体的支付压力，还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在老龄化社会中实现更可持续的
发展。

1 2023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转移与医疗支出，人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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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政府采取了前瞻性的引领策略，通过发布宏观政策，积极实
施“随老而行”的国家战略，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分析，中国在老龄化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探索发展期（强调基础保障建设）、快速发展期（强调体系机
制建设）到如今的全面发展期（注重产业的发展）。政策的演变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老龄化问
题认识的深化和应对策略的逐步成熟。

1.2.1

表： 中国老龄化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十四五”健康老龄
化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研究团队分析

发展阶段 时间 阶段特点 代表性政策

探索发展期

2000-2011年

保基本：
• 保障基本医疗需求
• 建立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 积极推进老年人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
龄工作的决定》《中国老龄事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

快速发展期

2012-2018年

建体系：
•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支撑
•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服

务体系、健全健康支持体系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十三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
规划》

全面发展期
2019年至今

重产业：
• 发展银发经济
• 聚焦多样化需求培育潜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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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
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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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政策重心的转移，从以往的硬件建设到现在更加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和发展老龄产业，
银发经济的定义和业务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扩展。自202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后，2024
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这是中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明确了银发经济的基本内涵，也为
银发经济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导。

《意见》中对银发经济的定义涵盖了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所做的准
备工作等一系列经济活动。该文件进一步将银发经济的概念细分为“老年阶段的老龄经济”
和“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我们认为，对“备老经济”的强调有助于引导社会和个人在未
老阶段即开始基于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将疾病预防管理前置至中年阶段，从而为老年人在
晚年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在顶层政策的引领下，银发经济预计将朝着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的
方向发展。针对当前产业的短板和老年人群体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意见》明
确提出了培育银发经济潜力产业的七大方向。相关行业主体应积极响应，致力于培育高端精
密产品和提供优质服务模式，以抓住即将到来的行业机遇。

1.2.2

《意见》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支持抗衰老产业发展，体现对抗衰老产业的高度重视。文中强
调，要深化皮肤衰老机理、人体老化模型、人体毛发健康等研究，加强基因技术、再生医学、
激光射频等在抗衰老领域的研发应用。推动基因检测、分子诊断等生物技术与延缓老年病深
度融合，开发老年病早期筛查产品和服务。推进化妆品原料研发、配方和生产工艺设计开发。

通过深入分析《意见》中发展抗衰产业内容，我们识别出两大政策发力点。一方面，文件从
需求端着手，强调顺应市场趋势，精准把握消费者对于健康和美的根本诉求，以此作为推动
相关产业发展和实际应用落地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从供给端来看，政策对生物科技、基
因技术、纳米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通过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以丰富抗
衰老产品供给。在有效提高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同时，也拓宽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此外，我们注意到国家正在顺应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逐步增加对抗衰老产业的支持。通过
实施一系列措施，比如推动产业链的扩展、提高科技含量、强化品牌建设和深化国际合作，
这些努力将共同促进抗衰老产业的快速成长，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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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抗衰老产业有望成为推动银发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作为银发健康领域的关键组成部分，抗衰老产业覆盖了从预防到治疗的个人健康全过程，致
力于解决衰老机制带来的问题。通过积极的干预措施，该产业旨在避免、预防和延缓与年龄
增长相关的生理功能下降和疾病的发生。

根据中康数据统计与毕马威测算，2024年中国抗衰老产业市场规模约为0.6万亿人民币，占
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比例的9%。到2035年，预计这一数字将攀升至4.6万亿人民币，占据银
发经济市场规模比例的15%。

1.3.1

资料来源：《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艾媒咨询《2021年中国银发经济行业调研报告》，中康健康产品销售数据库，研
究团队分析

图： 未来十年，抗衰老产业在银发经济占比有望提高

（万亿，%占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比例)

银发经济 医疗健康 抗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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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 医疗健康 抗衰老

30.0

9.5
4.6

银发经济 医疗健康 抗衰老

2024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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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议题。虽然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8年将衰
老界定为一种可治疗的疾病，但对于衰老的进展过程、相关疾病的谱系以及其背后的具体机
制，我们的认识还远未完全。同时，抗衰老干预措施和技术的复杂性也显而易见。因此，尽
管市场上已经涌现了众多抗衰老产品和服务，抗衰老产业的具体范围和边界仍然没有得到清
晰的定义和规范。

本报告通过对供需关系的深入分析，旨在全面理解抗衰老产业，并绘制出一幅从衰老机制到
衰老相关疾病、从抗衰老技术手段到市场渠道的产业全景图。报告旨在为产业内的监管机构、
研究人员、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界定抗衰老涉及的服务范围，系统地梳理产业的发展趋势和
核心发展需求。

后续章节将详细阐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3.2

复杂而多因素的生物学过程，涉及细胞、组织、器官以及整体生理系统
的逐渐衰退

在衰老过程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人体各个系统逐渐出现的功能
衰退和易患疾病

广泛且不断发展的领域，包括从生活方式干预到临床治疗干预的多个方面

多渠道覆盖，包括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机构、科技企业和美容机构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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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抗衰老产业链全景图

资料来源：研究团队分析

中医机制
• 脾胃虚衰
• 肺气衰弱
• 心气虚衰
• 肝血不足

• 元气虚弱
• 肾气亏虚
• 精气衰竭
• 营养失调

西医机制

• 遗传物质不稳定
• 端粒缩短
• 表观遗传改变
• 线粒功能障碍
• 蛋白质平衡丧失

• 自噬受损
• 细胞簇群衰退
• 干细胞衰退
• 细胞间通讯改变
• 营养感应失调

皮肤 骨骼与骨代谢

感官

• 头发花白
• 褶皱色素沉着
• 脱发

神经 呼吸

• 骨关节炎
• 骨质疏松
• 失肌症

• 耳聋
• 嗅觉障碍
• 黄斑变性
• 老视

• 阿尔茨海
默病

• 帕金森

• 慢阻肺
• 间质性肺病

需求端 供给端

心血管 内分泌

泌尿

• 高血压
• 动脉粥样硬化
• 心衰

生殖 血液与免疫

• 糖尿病
•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 慢性肾病
• 夜尿症

• 围绝经期综
合症

• 前列腺失能

• 老年贫血
• 肿瘤

健康与美丽管理
• 生活方式干预
• 医疗美容
• 饮食与保健品

诊断与筛查
• 基因检测与分子诊断
• 生化与病理检测

预防与治疗
• 中药材与中成药
• 手术与医疗器械
• OTC与处方药
• 创新疗法与再生医学

居家 商超等日常消费

体检中心 美容机构与私立医院

基层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与医药电商

公立医院 康养机构

机制

手段

失能与
疾病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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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学科视角下
定义抗衰老，界
定产业范围

02

© 2025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
有，不得转载。

14抗衰老产业报告



15 抗衰老产业报告

© 2025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
有，不得转载。

2.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专家共识，抗衰老被定义为“基于衰老的机制，综合使用各种生物
技术、健康产品及药物延缓衰老进程的主动健康策略”。这一定义内涵丰富，揭示了抗衰老
是一个从需求理解到抗衰老手段的选择，再到供给匹配的全过程。

深入解构抗衰老的定义，我们认为理解抗衰老是一个横跨自然科学、社会学和产业角度的综
合概念和复杂命题。

涉及理解衰老机制及其引
发的机体失能和疾病结果，
认识抗衰老靶向通路

基于“三级预防概念”，
理解抗衰老系“主动健康
干预策略”

从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
方面圈定抗衰老产业范
围，评估产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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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衰老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层面
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分子和细胞损伤逐渐累积，导致身体和精神能力逐渐下降，
疾病风险增加，最终导致死亡。衰老的概念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理解：

2.2.1

这两种变化进一步揭示了两大类衰老机制：第一种，因“老”而导致的细胞内稳态丧失。另
一类，因“衰”而形成的组织细胞间功能障碍。因此我们理解“衰老”是指由细胞内的诸多
生物学过程的稳态调节变化引起的，而且这种变化可以被环境压力加速。

深入理解衰老的机制及其引发的机体功能衰退和疾病，对于认识衰老带来的抗衰老需求至关
重要。同时对于开发延缓衰老的干预措施和预防及治疗衰老相关疾病也具有重大意义。

“ ”

指的是由于时间推移和熵变导
致的细胞内分子结构变化，是

一个物理变化的过程。

老 “ ”衰

指的是由生理性或病理性因素
引起的人体适应性和抵抗力的
减退，是一个生物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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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间，科学届对衰老的研究已经从鉴定衰老表型延伸至探索表型背后的遗传途径。
研究者们发现了多个与衰老相关的基因和通路，涉及细胞衰老与死亡的分子基础、细胞衰老
的启动机制、遗传机制、线粒体损伤机制以及自由基与衰老的关系等多个细分领域，是一个
复杂的多层面过程。

我们从衰老机制出发，通过分子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机体三个层面理解衰老。

2.2.2

表： 三个层面理解衰老

层面 具体表现

分子细胞 衰老表现为细胞增殖的永久性停滞，全身衰老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干细胞老化；同时细胞
衰老持续累积DNA损伤，影响细胞代谢等功能。

组织器官 衰老相关的分子标记和驱动因素影响了身体各组织器官，每个器官和组织都有自己的衰老分
子驱动组合，同时也受到系统环境的影响。

机体 身体会出现认知，行为，外观和身体系统层面的衰老性功能障碍和疾病，根据衰老机制对于
身体组织器官的不同影响，定义出衰老相关的失能和疾病。

国际学术期刊《细胞》（《Cell》）发表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十个影响衰老的机制。机
制包括基因组不稳定、端粒功能障碍、表观遗传学改变、线粒体功能障碍、蛋白质平衡丧失、
自噬受损、细胞衰老、干细胞耗竭、细胞间通讯改变以及营养感应失调。

以上这些机制解释了衰老带来的微观变化，但这些变化缓慢而细微，不易察觉。只有当它们
积累到一定程度、对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并导致功能紊乱，个体方能有所感知。根据学界研究
和行业实践发现，我们观察到不同衰老通路机制往往与特定组织或器官的损伤存在较强关联，
对于其匹配关系的梳理有助于针对性地探索抗衰老技术转化方向。

资料来源：《衰老的全景》（The landscape of aging）， 中国科学（Science China），研究团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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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基因组
不稳定

端粒功
能障碍

表观遗
传改变

线粒体
功能
障碍

蛋白质
平衡
丧失

自噬
受损

细胞
衰老

干细胞
耗竭

细胞间
通讯
改变

营养感
应失调

诱因

DNA损
伤、
mtDN
A损伤、
核纤层
改变

端粒缩
短、端
粒酶活
性下降

DNA甲
基化、
组蛋白
修饰、
染色质
重塑、
非编码
RNA转
录改变

ROS氧
化反应、
线粒体
能量代
谢障碍、
线粒体
质量控
制失衡

UPR和
自噬系
统发生
紊乱

溶酶体
蛋白水
解功能
降低、
自噬功
能失调

复制衰
老、压
力诱导
早衰

干细胞
的自我
更新和
多线分
化能力
衰退

可溶因
子
SASP
释放

营养感
知信号
通路丧
失稳定、
微生物
群改变

与衰
老机
制相
关性
更高，
更多
衰老
机制
诱导
组织
器官
的变
化

心脑
血管

神经

呼吸

感官

骨骼与
骨代谢

内分泌

更多
因为
细胞
和系
统层
面的
衰老
机制
诱发
器官
组织
变化

皮肤

泌尿

生殖

肿瘤
免疫

表： 细胞内、外影响不同组织器官的衰老变化

注：“√”表示该列上方的机制对该行左侧的组织器官的衰老具有直接或较为显著的影响，未打“√”则表示无直接影响或影响较弱。

资料来源：《衰老标志：一个扩展的宇宙》（Hallmarks of aging: An expanding universe），细胞（Cell），研究团队分析

● 分子层面   ● 细胞层面   ● 系统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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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器官的衰老会进一步诱发相应机体层面的失能与疾病。器官衰老是增龄过程中渐进性的
器官功能下降，表现为生长增殖停滞、特异性分化功能丧失、衰老信号增强等。器官衰老引
起渐进性功能减退和相关疾病风险集聚增加，是众多老年慢性病的共同致病基础4。因此，
对应组织或器官的衰老表现，可以匹配出机体层面的32种由衰老导致的功能障碍或疾病。

表： 组织/器官衰老所引发的失能与疾病

资料来源：研究团队分析

4 中国器官衰老与器官退行性变化的机制研究进展，科学通报

组织/器官 衰老表现 引发的失能/疾病

血管由于长期的氧化还原应激反应导致DNA损伤积累和线粒体功能
障碍，共同诱导血管内皮细胞衰老，进而加剧了内皮生长因子和促
骨生成细胞因子高表达，导致血管钙化；
心脏由于线粒体功能障碍阻碍细胞能量代谢，加速心肌细胞衰老

高血压、动脉粥样硬
化、心衰

DNA损伤或直接诱导神经元细胞的衰老，同时影响相关细胞器功能
表达，具体反映在毒性蛋白的积累和细胞能量代谢障碍，进一步导
致脑部神经系统长期炎症反应，导致脑部神经病理性衰老

阿尔茨海默病、帕金
森综合征、路易氏体
型失智症

遗传物质损伤和变性诱导支气管肺泡液中巨噬细胞衰老和增殖，促
进组织炎症反应，肺祖细胞在增殖分化中耗竭，进一步加速肺部结
构重塑和肺纤维化

慢阻肺、间质性肺病

衰老的 RPE 细胞分泌SASP因子破坏外部视网膜屏障；
DNA损伤累积造成嗅球神经元功能丧失；
氧化应激破坏内耳中的蛋白质稳态，导致离子和水的稳态改变，老
年人听力损失

老年黄斑变性、白内
障、青光眼、老花眼、
嗅觉功能障碍、老年
性耳聋

氧化应激导致成骨细胞、造骨细胞衰老，衰老进一步推动炎症反应，
同时合成代谢途径(骨形成)下调，吸收途径(骨吸收)上调将最终引起
骨量减少

骨质疏松症、骨关节
炎、老年少肌症、牙
齿脱落

遗传物质表达和氧化应激共同推动β细胞的增殖、异常分泌并走向衰
老，损害体内葡萄糖稳态和脂质代谢的稳态，诱发机体胰岛素抵抗；
脂质积聚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和内质网的氧化应激，促进肝细胞增
殖、衰老、炎症和纤维化

糖尿病、非酒精性脂
肪肝和肝炎

呼
吸

心
脑
血
管

神
经

感
官

骨
骼
与
骨
代
谢

内
分
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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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总结，我们发现衰老的十大机制是现在大多数老年病的共同诱因，在疾病的发展过
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些机制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对于预防严重疾病的发生至关重要。在疾
病症状显现之前，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策略来识别和减缓这些衰老机制的影响。这种前置性、
系统性的干预方案能够更有效地延缓老年病的发展，从而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实现更优效果，
也能有效缓解患病带来的健康和社会负担。

资料来源：研究团队分析

表： 组织/器官衰老所引发的失能与疾病（续）

组织/器官 衰老表现 引发的失能/疾病

皮肤干细胞和成体细胞衰老，削弱组织修复，同时导致表皮皮肤萎
缩和老化、毛囊干细胞失去功能、真皮祖细胞消耗进而导致真皮受
损

皮肤褶皱、色素沉着、
脱发、头发花白

氧化应激造成细胞损伤和衰老，导致肾脏结构的改变，进而并发肾
小球硬化，肾纤维化等症状

老年慢性肾病、夜尿
症、尿失禁

生殖细胞衰老通过SASP因子诱导导致生殖周期变异性增加，生殖系
统的负反馈敏感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围绝经期综合征、迟
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
前列腺增生症

衰老细胞分泌的SASP因子，组织血管生成重塑因子以及促癌转移和
侵袭因子通过创造支持癌症生长的慢性炎症微环境，破坏细胞外间
质和促进组织血管重塑效应，驱动肿瘤发生

老年性贫血、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症、肿瘤

生
殖

皮
肤

泌
尿

肿
瘤
免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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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衰老干预的规范性指南，但从疾病的性质和症状差异来看，衰老与老年
病之间存在相似性。两者都表现出一系列特征，例如隐匿的起病、多样化的病种、复杂的病
情以及多病共存等。社会学视角下，应对老年病需要采取全面策略，包括疾病预防、筛查、
诊疗和康复，这与抗衰老干预策略不谋而合。然而，抗衰老与老年病防治之间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抗衰老的概念不仅包括了老年病的防治，而且在服务人群和目标范围上更为广泛，旨
在满足更多元化的发展需求。

根据疾病的自然发展历程，预防医学分为三级，从一级预防到三级预防，预防的主动性逐渐
递减。我们认为抗衰老是一种主动的健康策略，且集中在预防医学中的三级预防概念中的一、
二阶段（一级病因预防、二级三早预防、三级临床预防）5。

2.3.1

一级预防，即病因预防，是在疾病尚未发生时针对病因或危险因素采取措施，
降低有害暴露水平，增强个体对抗有害暴露的能力，预防或推迟疾病的发生。
主要措施包括社会和环境措施与个体的措施。在社会环境方面，可以通过政府
制定和执行各种与健康有关的法律及规章制度，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在个体
措施方面，可以通过培养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及时接种疫苗等方式，提高机
体抵抗力。

在此阶段，衰老的主要特征尚未出现，可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提升环境质量等
举措，有效减少或消除导致衰老加速或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从而延缓衰老过
程并预防老年疾病的发生。

二级预防即“三早”预防，是在疾病早期，症状体征尚未表现出来或难以察觉，
通过“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给予适当治疗，实
现减缓发展进程、甚至治愈或阻止疾病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降低疾病治疗难
度。

在二级预防阶段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关注身体变化、管理慢性病和进行心理干预。
首先，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发现异常应及时就医；其次，对已经存在的慢性病，
积极进行治疗和管理，控制病情的发展，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第三，心理健康
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
保持积极的心态和情绪。

5  《预防医学》，人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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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衰老特征已经开始显现，采取一定的措施，可以早期发现和治疗衰老相关的疾病
或症状，以延缓衰老进程并降低疾病及并发症的风险。

综上，在一、二级预防阶段，通过采取抗衰老的预防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
延缓衰老过程。

通过上述的三级预防理念，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抗衰老是一种基于主动健康管理的实践。它涉
及一系列积极的生活和治疗干预措施，旨在延缓或逆转人体衰老的进程，同时强调个体在健
康管理中的主动性和参与度。抗衰老的目标不仅仅是追求长生不老或永葆青春，更重要的是
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和管理策略来维持身体和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进而延长寿命。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抗衰老的议题不仅限于个体健康层面，它在社会层面上具有更深远的意
义，特别是在推动群体健康老龄化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有效的抗衰老策略，我们能够
显著减轻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负担。同时，这也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的
紧张，通过延长工作年限和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

2.3.2



23 抗衰老产业报告

© 2025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
有，不得转载。

2.4
从产业角度看，抗衰老市场范围涵盖因衰老机制直接引发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和“主动健康行
为”，主要包括为满足健康、高风险以及疾病发病早期人群主动避免、预防、延缓和逆转的
需求，而提供的生物技术、健康产品和药品等产品与服务。

抗衰老是银发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银发健康市场还涵盖了由非衰老机制引发的
治疗需求，例如由生活方式、环境等外部因素引起的慢性疾病。这两个领域虽然有所交集，
但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

首先，两者服务的目标人群有所区别。银发健康市场主要针对老年人群，旨在满足他们的基
本生活保障和医疗保健需求；而抗衰老市场则更侧重于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来延缓人体
衰老过程，满足消费者对保持年轻外貌和健康生活状态的追求。因此，抗衰老市场不仅包括
老年人群，还涵盖了中青年人群。

其次，两者的驱动因素不同。银发健康市场既包括由衰老原因直接引发的健康诉求，也包括
由非衰老引发的社会适应诉求，其中，非衰老机制诱发的机体失能和疾病需求主要源于老年
人生活环境的改变和身体机能的自然下降，更加关注老年人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
升；抗衰老市场则是由衰老过程本身引起的、衰老机制诱发的机体失能和疾病需求，涉及多
个生理系统和器官的功能衰退和疾病发生，更加关注通过理解衰老的复杂机制来预防和治疗
与衰老相关的疾病。

第三，两者应对衰老和疾病的主动性不同。银发健康市场覆盖主动预防与被动治疗阶段，在
主动预防阶段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当运动以及定期体检等手段，预防老年
人可能出现的各种健康问题；在疾病被动治疗阶段，疾病已经出现相应症状并确诊发生，患
者因此被动寻求医疗救治。抗衰老市场聚焦于通过科学手段主动避免、预防、延缓和逆转由
于衰老机制诱发的机体失能和疾病需求，因此主动性更强。

我们认为，银发健康市场与抗衰老市场相辅相成，老年人和中青年群体对健康和美的需求推
动了抗衰老市场的发展，而抗衰老市场的繁荣又进一步丰富了银发健康市场的内容和形式，
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健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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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报告第二章的梳理发现，衰老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的生理变化过程，衰老机制会作
用于10大组织器官诱导其发生变化，从而诱发相应机体层面上的32种功能障碍和相关疾病。
同时，行业研究表明，个体衰老过程是非线性的，不同衰老相关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风险存
在差异6，从而引发不同的抗衰老需求。第三章以10大组织器官及其对应的32种功能障碍和
疾病为细分赛道，分析其覆盖人群和经济负担，探讨抗衰老市场下最具需求潜力的细分领域。

6 Nonlinear dynamics of multi-omics profiles during human aging, Nat Aging
7 《2022-2023年全球与中国抗衰老行业发展及消费者需求研究报告》，艾媒咨询

3.1
抗衰老市场的人群规模庞大，涵盖了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态的消费者。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抗衰老行业的深入发展及抗衰老知识的普及应用，关注抗衰老的人群更
加多元化，具备抗衰老产品和服务需求的群体正不断扩大。行业调查显示，购买抗衰老产品
的消费者中女性占70.7%，男性占29.3%，56.6%的消费者年龄为19-35岁，37.8%消费者年
龄为36-50岁7。因此，在评估抗衰老细分赛道的潜力覆盖人群时，应综合考量基础人群规模、
功能障碍和疾病的不同类别、老年人群占比等因素。

基于此，本报告测算发现（详见下图），骨骼及骨代谢、皮肤、感官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失能
症状和疾病具备更大的人群覆盖能力。其中皮肤领域覆盖能力最广，其疾病覆盖潜力高达
4.6亿人。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主动健康理念的普及，我们认为，这四个赛道的抗
衰老产品和服务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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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器官 疾病覆盖潜力（亿人） 功能障碍/疾病（人群规模，老年人群占比）（万人）

心血管
动脉

粥样硬化
（ 20,130, 

61% ）

高血压
（ 24,464, 

61% ）

心衰
（ 1,551, 
62% ）

神经
阿尔茨
海默病

（ 1,387, 
79% ）

帕金森
综合征

（ 385, 93% ）

路易氏体型
失智症

（ 438, 50% ）

感官
老年

黄斑变性
（ 2,660, 
100% ）

白内障
（ 25,575, 

78% ）

老视
（ 39,000, 

51% ）

嗅觉
功能障碍
（ 3,383, 
70% ）

老年性耳聋
（ 12,598, 
100% ）

呼吸
慢性阻塞性

肺病
（ 9,667, 
40% ）

间质性肺病
（ 47, 81% ）

内分泌
糖尿病

（ 167,75, 
50% ）

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

（ 41,162, 
27% ）

泌尿
老年

慢性肾病
（ 11,559, 
100% ）

夜尿症
（ 34,819, 

49% ）

尿失禁
（ 15,770, 

62% ）

骨骼及
骨代谢

骨质疏松症
（ 9,000, 
75% ）

骨关节炎
（ 21,145, 

82% ）

牙齿脱落
（ 53,742, 

45%）

老年人
肌少症

（ 4,143,
100% ）

皮肤
真皮表层

皱纹
（ 92,869, 

53% ）

表皮色素
沉着/色斑
（ 88,809, 

55% ）

脱发
（ 25,000, 

37% ）

头发变白
（ 42,000, 

63% ）

生殖
围绝经期

综合症
（ 18,032, 

54% ）

迟发性性腺
功能减退症

（ 5,622, 
34% ）

前列腺
增生症

（ 13,414, 
18% ）

免疫
及血液

老年性贫血
（ 2,968, 
100% ）

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

（ 2, 60% ）
肿瘤

（ 419, 67% ）

图： 常见功能障碍和疾病的人群规模和覆盖潜力

100,000人以下 100,000人（含）至1,000,000人 1,000,000人（含）至10,000,000人

10,000,000人（含）至100,000,000人 100,000,000人（含）以上

3.1

0.1

4.4

1.0

3.6

1.9

4.4

4.6

3.1

0.3

资料来源：桌面研究，研究团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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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陈翔牵头制定《皮肤病流行病学研究专家共识》，红网
9 调查显示中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人民网
10 桌面研究，研究团队分析

守护美丽与健康。皮肤作为人体的最大器官，不仅是身体的保护屏障，也是美丽和健康
的重要标志。据我国2020年《皮肤病流行病学研究专家共识》指出，中国人群皮肤疾病
的患病率高达40%～70%，所致健康寿命损失在所有疾病中位列第48。真皮表层皱纹、
表皮色素沉着/色斑、脱发和头发变白是该领域最常见的功能障碍和疾病，其中真皮表层
皱纹覆盖潜力位列第一。

感官

骨骼及骨代谢
02

皮肤
01

03

赛
道

赛
道

赛
道 提升生活品质的“感知钥匙”。尽管感官领域的疾病覆盖潜力不及皮肤领域，但该领域

的功能障碍和疾病的老年人群占比都在70%以上10，因此在抗衰老市场中潜力巨大。随
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感官器官逐渐衰退，导致感官功能下降，会出现如老年黄斑变性、
白内障、老视、嗅觉功能障碍、老年性耳聋等感官功能障碍。这些功能障碍不仅影响生
活质量，还可能增加其患认知功能障碍疾病的风险，例如，嗅觉减退被认为是阿尔茨海
默病（AD）主要的早期临床症状之一，而听力损失则与认知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显著相
关，因此，对感官功能的检测和早期干预对于预防认知功能障碍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抗衰老的“固本之源”。骨骼健康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身体的支撑
和运动功能，还直接影响到体内矿物质的平衡。骨质疏松症是老年人中最为常见的骨骼
疾病之一，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上升，根据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
调查结果显示，骨质疏松症已经成为我国中老年人群的重要健康问题，50岁以上人群骨
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中老年女性骨质疏松问题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骨质疏松
症患病率为32.1%；65岁以上女性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更是达到51.6%9。

内分泌
04赛

道 平衡生命的“内在力量”。内分泌系统是人体调节代谢、生长发育、生殖等重要生理功
能的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肾上腺的功能逐渐衰退，激素分泌发生紊乱，可引起应激
反应受损、免疫功能下降、全身性炎症增加，从而引发一系列疾病，如糖尿病、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等；激素分泌的紊乱还会影响记忆、认知和睡眠周期，带来疲劳、心悸、
失眠等一系列复杂且常见的问题，因此，内分泌系统抗衰老市场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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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衰老及其伴随的失能症状和疾病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
疾病不仅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给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包括直接医疗费用、间接医疗费用、生产力损失和社会成本等多个方面。本报告测算发现
（详见下图），神经领域的失能症状和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最为显著，每人每年需花费近
10万元用于该领域功能障碍或疾病的诊治11。

为了规避未来因疾病导致的巨额医疗费用增加和生活质量下降，人们倾向于提前采取措施进
行抗衰老准备，以减少或延缓疾病的发生。因此，经济负担越大的疾病，往往意味着其抗衰
老市场潜力越大。从疾病经济负担角度看，神经、免疫及血液以及心脑血管系统等细分赛道
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11 桌面研究，研究团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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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常见功能障碍和疾病带来的疾病经济负担

组织器官 疾病经济负担
（万元/人/年） 功能障碍/疾病（每人/每年，人民币）

心血管
动脉

粥样硬化
（50,412）

高血压
（6,311）

心衰
（37,995）

神经
阿尔茨
海默病

（119,269）

帕金森
综合征

（23,130）

路易体
失智症

（153,282）

感官
老年

黄斑变性
（7,260）

白内障
（6,889）

老视
（17,757）

嗅觉功能
障碍

（500以下）
老年性耳聋
（1,529）

呼吸
慢性阻塞性

肺病
（14,594）

间质性肺病
（13,133）

内分泌 糖尿病
（12,204）

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
（16,339）

泌尿
老年

慢性肾病
（12,141）

夜尿症
（10,633）

尿失禁
（3,600）

骨骼及
骨代谢

骨质疏松症
（18,853）

骨关节炎
（13,791）

牙齿脱落
（2,150）

老年人
肌少症

（12,791）

皮肤
真皮表层

皱纹
（8,258）

表皮色素
沉着/色斑
（8,258）

脱发
（2,691）

头发变白
（500以下）

生殖
围绝经期

综合症
（1,200）

迟发性性腺
功能减退症
（2,938）

前列腺
增生症

（11,173）

免疫
及血液

老年性贫血
（10,233）

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

（150,541）
肿瘤

（68,000）

10,000元以下 10,000元（含）至50,000元 50,000元（含）至100,000元

100,000元（含）至150,000元 150,000元（含）以上

资料来源：桌面研究，研究团队分析

15,000

3,700

13,863

14,272

8,791

3,800

2,000

3,104

98,561

7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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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今后三十年痴呆症患者人数将增加两倍，世界卫生组织
13 桌面研究，团队分析
14 《中国心脑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发布，中国卒中学会
15 桌面研究，研究团队分析

守护记忆与活力的“智慧灯塔”。神经系统作为人体控制中心，其衰老和功能障碍往往
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其中阿尔茨海默病、路易体失智症是痴呆症的常见形式，
其带来的经济负担较其他领域最高。痴呆症不仅使患者失去自理能力，还会极大地增加
家庭和社会的照护成本。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治疗费用每年高
达8,180亿美元，且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加，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到2030年，总费用
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达到2万亿美元12，这可能会极大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使包括长
期护理系统在内的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系统承受巨大压力。

心脑血管

免疫及血液
02

神经
01

03

赛
道

赛
道

赛
道 维护生命的“动力源泉”。国家心脑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脑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3》指出，自1990年以来，我国在解决心脑血管病（CVD）“救治难”的问题上已经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我国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流行，有CVD危险因素的人群巨大，
加之人口老龄化加速，CVD仍是我国居民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14，其带来的经济负担已
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动脉粥样硬化为例，其治疗费用高达50,412元/每人每年15，
同时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常伴有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严重并发症，需要长期的治疗
和照护，进一步增加患者、家庭及社会的照护压力。

强化健康的“防御盾牌”。免疫血液系统的衰老和功能障碍同样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健
康问题，如老年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血液肿瘤等。其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不仅治疗难度大，且治疗费用极高，患者每人每年需花费的诊治金额高达15万元以
上13，不及时治疗将导致骨髓衰竭，会出现感染、出血等并发症，甚至进展为急性髓细
胞性白血病，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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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审视患者和消费者的抗衰老需求时，我们发现它们在严肃医疗和消费医疗领域表现出明显
的差异性。在严肃医疗领域，患者的需求集中在神经、心脑血管和内分泌系统等关键领域，
这些疾病因其广泛的患者基础、慢性病程和潜在的并发症风险而备受关注。患者对于这些疾
病的治疗期望高，追求高效、安全且便捷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
海默病，由于其高患病风险、有限的治疗选择和高昂的非直接医疗成本，早期筛查、预防和
延缓治疗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成为推动抗衰老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

相较之下，在消费医疗领域，皮肤健康和感官系统成为抗衰老市场的两大潜力领域。随着人
们对美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管理意识的提升，消费者对皮肤保养和抗衰老的需求日益增长，他
们不仅关注短期美容效果，更重视长期的皮肤健康管理。皮肤抗衰市场从护肤品创新到医美
技术突破，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消费需求。同时，感官系统的抗衰老，如听力和视力保
护，也是消费医疗领域不可忽视的方向。市场上对于改善和保护感官功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
求不断上升，这些领域的发展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为消费医疗市场带来新的增
长机遇。因此，不同领域的抗衰疗法在满足患者和消费者需求、提升治疗效果和降低社会医
疗成本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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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常见功能障碍和疾病的潜力覆盖人群和平均经济

高血压，
动脉粥
样硬化，
心衰

慢阻肺，
间质性
肺病

老年慢
性肾病，
夜尿症，
尿失禁

0.1

神经

0.4

4.4

感官

1.4

1.0

呼吸

1.4

3.6

内分泌

0.9

1.9

1.5
0.4

4.4

0.2

4.6

皮肤

0.3

3.1

生殖

7.6

0.3

免疫及血液

3.1

心血管

9.9

泌尿

平均经济负担（每人每年，万元）

潜力覆盖人群（亿人）

心血管 神经 感官 呼吸 内分泌 泌尿 骨骼
及骨代谢 皮肤 生殖 免疫

及血液

资料来源：桌面研究，研究团队分析

潜力覆盖人群规模及平均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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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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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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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于衰老诱因、衰老表型特征与遗传或获得性衰老相关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原理，供给端制
定了抗衰老策略，并形成了从内源到表观、从生活方式到诊疗的多层次干预手段。根据作用
机制和健康管理环节的不同，抗衰老手段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

4.1.1

美丽与健康管理手段

包括饮食与保健品、生活方式干预和医美等方法，
通过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的摄入、
适当运动等，发挥预防作用

1

筛查诊断手段

包括基因检测、生化检测、病理检测、AI诊断等
方法，通过生理指标的监测，预测和防治与衰老
相关的疾病

2

治疗手段

包括中药材与中成药、非处方药、基础处方药、
手术及医疗器械等方法，通过对衰老引发的失能
或疾病的及时干预，避免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3

康复手段

包括康养服务与辅助设备设施等，通过康复理疗、
智能设备等帮助患者恢复身体机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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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抗衰老手段在诊疗场景、专业技能和设备等方面的要求存在差异，因此其实施场景也呈
现多样性。典型抗衰老场景包括：

在精准医疗与个性化治疗发展趋势下，抗衰老过程中不同疾病专科的诊疗手段使用场景和目
标各有不同。例如，在皮肤科领域，抗衰老治疗可能侧重于使用激光、微针等物理手段改善
皮肤质地，或采用含有抗氧化成分的外用药物减少皱纹和色斑；而在内分泌科，则可能通过
调节激素水平，如使用生长激素释放肽或甲状腺激素替代疗法，以对抗因年龄增长导致的生
理机能下降。此外，遗传学的发展和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为预防遗传性早衰疾病提供了可
能，而营养与生活方式管理则是跨领域通用的基础抗衰老手段，强调均衡饮食、适量运动、
充足睡眠及减压的重要性。

居家与日常消费

专业性要求较低，适用
性最广，包括饮食、运
动等抗衰老手段

体检中心、基础医疗
机构、私人医院与美
容诊所

提供基础型的抗衰老检
测、咨询和治疗服务，
能够根据个人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抗衰老方案

公立医院

拥有多个科室的专家团
队，可以进行多学科协
作，部分公立医院还承
担抗衰老相关的科研和
教学任务，推动抗衰老
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发展

医药零售与电商

购买抗衰老产品和服务
的便捷渠道，平台还提
供了丰富的产品信息和
用户评价，能够辅助决
策

每种抗衰老手段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其适用人群均有所不同，因此在制定抗衰老方案时，必
须基于个人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年龄、健康状况、遗传背景及个人偏好，进行综合考
虑。多学科协作、个性化定制成为抗衰老诊疗的关键，其目标是根据诊疗对象的具体情况，
通过科学、合理的诊疗方法组合延缓衰老过程，提升生命质量。通过学术理论和市场实践的
经久验证，以下手段和产品在特定的抗衰老细分领域呈现出较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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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疾病领域下代表性诊疗手段和产品举例

以上总结从疾病分类到治疗需求的各个层面，全面汇总了不同抗衰老手段在各细分领域中的
应用情况。通过这一全局性的概览，我们旨在构建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以助于深入理解抗
衰老领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市场策略提供指导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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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桌面研究，IQVIA数据库，中康CHIS数据库，研究团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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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此基础上，转化医学是抗衰相关学科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基础研究将科学发现快速转化为
临床应用，以应对衰老及其相关疾病带来的挑战。在抗衰转化医学的发展过程中，靶点研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靶点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和应用价值，在不同的生物学过程
和疾病中扮演重要角色，共同推动着转化医学的发展。

目前，衰老相关转化医学研究的机构遍布全球，其中，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美
国罗切斯特大学等国外机构走在科技前沿。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团队致力于探索衰老的生物
学机制，开发有效的抗衰老策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NAD+水平调控人体衰老方面取
得了重要突破，为抗衰老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研究团队致力于探
索长寿机制，寻找延缓衰老的有效措施，通过深入研究长寿哺乳动物的生理特征，为制定科
学抗衰措施提供了重要建议。

全球转化医学研究的靶点众多，研究热点不断演变。近五年全球转化医学研究的靶点主要为
POU5F1、SOX2、KLF4和SIRT6等。相关研究发现如下：

4.2.1

时间 靶点 主要研究发现

2023年
POU5F1 • 研究发现新型内源性OCT4诱导剂具有抗衰老效果，能将人类细胞重新编程。

• 通过秀丽隐杆线虫和果蝇的试验，显示OCT4诱导化合物在再生医学和延年益寿
疗法中具有应用潜力。

2020年 SOX2、KLF4、
POU5F1

• OSK诱导的重编程在轴突再生和视力方面具有有益效果，在青光眼小鼠模型和老
年小鼠的试验中逆转了视力丧失。

2019年 SIRT6
• 长寿物种中SIRT6蛋白质负责更高效的DNA双链断裂修复。
• SIRT6蛋白质的能力促进双链断裂修复解释了短寿和长寿物种之间双链断裂修复

效率的差异。

2017年
FOXO4、p53 • 通过靶向凋亡老化细胞，可以恢复组织稳态，应对化疗毒性和衰老。

• FOXO4在老化细胞存活中起关键作用，设计了能干扰FOXO4与p53相互作用的
肽，能选择性诱导老化细胞凋亡。

2016年
SOX2、KLF4、
POU5F1、
c-Myc

• 短期周期性表达Oct4、Sox2、Klf4和c-Myc（OSKM）通过部分重编程改善老化
细胞和生理特征，有助于延长寿命。

• 细胞重编程中的表观遗传重塑改善了年龄相关表型，证明表观遗传失调是哺乳
动物衰老的驱动因素之一。

表： 衰老相关转化医学研究靶点

资料来源：全球新药竞争情报库，研究团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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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全球衰老相关的临床试验数量呈现持续波动上升态势。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主
动健康管理理念的普及和生物医药的技术突破，驱动了全球范围对衰老相关研究的持续关注
和投入。

分国别来看，美国在这一领域目前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至今共开展了122项衰老相关临床
试验。中国紧随其后，2019年至今临床试验公示数量达37项，位居世界第二，并且近三年
来呈上升趋势，从2022年的4项跃升至2024年的14项。

4.2.2

图： 2019年至今全球衰老相关临床试验公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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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慧芽新药情报库，团队分析

图： 2019年至今临床试验在各国/地区的开展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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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衰老临床试验用药中主要采用了“老药新用”的策略，即在新的适应症治疗中应用已
知药物进行研究，以期发现新的抗衰老机制。这主要是由于调节健康衰老和抑制年龄相关疾
病或者异常状态的药物研究受到伦理限制和规则约束，同时，评估药物抗衰老和延长寿命的
特性需要较长时间，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一个生命周期才能确定。此外，考虑到药物引发的
副作用，目前一些健康人终生服用的处方无法开展临床试验。因此，在长期使用中已呈现出
可靠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的药物，更有可能在初级预防研究中得到评估和应用，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从零开始研发”的药品引起的较高的临床试验失败率，降低研发成本并缩短开
发上市的时间。

全球衰老相关试验中药物类型以小分子化合物为主、合成多肽次之。小分子化合物由于其易
于合成、结构多样、易于通过生物屏障等特点，已成为药物研发中的主流选择。在衰老相关
的临床试验中，小分子化合物被广泛用于探索其对抗衰老、延长寿命或改善老年相关疾病的
潜力。

多肽是由多个氨基酸连接而成的化合物，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生物活性。在衰老研究中，合
成多肽被用于模拟或干预与衰老相关的生物过程，如细胞信号传导、蛋白质合成等。通过调
节这些生物过程，合成多肽有可能减缓衰老进程或改善老年疾病的症状。

图： 全球衰老相关的临床试验药物类型排名

资料来源：全球新药竞争情报库，研究团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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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衰老临床试验在小分子化合物等领域也卓有成效。以最新研究的盐酸二甲双胍为例，根
据2024年9月媒体报道[最新研究证实二甲双胍可延缓衰老，科技日报]，中国衰老标志物研
究联合体（ABC）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Cell》）发表的文章《二甲双胍减缓雄性猴
子的衰老进程》（Metformin decelerates aging clock in male monkey），长期服用二甲
双胍能有效减缓灵长类动物多器官衰老，减少牙周骨质流失和大脑皮层萎缩，显著提升老年
灵长类的认知能力。此外，二甲双胍还能够系统性地改善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全身多组织器
官的衰老特征，包括表观遗传变异、氧化损伤、衰老细胞积累、免疫细胞浸润、炎症环境形
成及组织纤维化。

同时我们认为，在“老药新用”的抗衰老研发道路上，中医药拥有的独特优势和机遇。中医
理论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与现代抗衰老研究中强调的多因素、多系统干预的理念相契
合。此外，中国拥有丰富的中药资源，这些中药经过千年的临床实践和验证，对于调节人体
机能、延缓衰老等具有显著效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药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掘其潜在
的抗衰老机制，为“老药新用”提供丰富的候选药物库。根据《延缓衰老药物干预研究中国
老年医学专家共识（2024）》，近年来经研究证实的中医中药有数种类型，一是延缓衰老
的方药，例如龟龄集，可通过清除氧自由基、提高端粒酶活性、平衡氧化应激和改善胆碱能
系统等机制来延缓衰老；二是单味中药延缓衰老，例如人参皂苷Rgl是人参延缓衰老的主要
活性成分，有延缓神经系统老化的作用。三七片中含有丰富的三七皂苷、黄酮类化合物、多
糖等抗氧化成分，这些成分能够清除机体内产生的自由基，降低脂质过氧化物（MDA）的
含量，从而减轻氧化应激，延缓衰老；三是将药物和食物结合制成药膳，根据个人体质和需
要，选择特定的食材和药材，合理搭配制作具有延缓衰老功效的药膳，从内而外滋养身体，
延缓衰老的进程。将传统中医学临床实践结合现代医学对衰老的认识和评估标准，采用中西
医结合的先进试验研究手段，进一步深入探索中药延缓衰老的作用机制，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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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05

本报告荟萃了政策解读、业界共识与研究成果等信息洞察，明确指出抗衰老是一个基于广泛科学认
知、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领域。我们从学术与产业的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在学术层面，报告深
入探讨了从分子到机体的生物衰老机制，并分析了衰老相关医学研究的趋势和最新发现；在产业角
度，报告以需求为导向，分析测算了抗衰老市场各细分赛道的发展潜力，并总结了不同领域下的代
表性干预与诊疗手段。

随着我们对抗衰老产业的深入研究，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一领域正在迅速崛起，逐渐成为银发健康
市场的新焦点。在商业层面，医美服务和保健食品凭借其消费属性特点，已经迅速捕获了公众关注，
并形成了可观的产业规模。在技术层面，我们洞察到抗衰老领域的研发路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
革。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抗衰老疗法的开发正重新聚焦于基础研究。通过挖掘衰老的底层机
制、识别抗衰老的关键靶点，旨在从根本上满足由衰老引发的需求。同时我们预见，未来的抗衰老
产品将更加多样化，并为患者与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报告呼吁政府、研究机构与企业三方携手并进，共同推进针对衰老与抗衰老的科学认知体系建设，
以创新驱动、规范引领，推动银发健康和抗衰老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政府层面，我们期待政府制定全面的抗衰老产业标准，以保障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建议实
施激励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以降低研发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此外，迫切需要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以规范行业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抗衰老产业营造一个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
环境。

研究机构作为科研创新的主体，应深化抗衰老领域的基础研究，包括但不限于生物衰老机制、新型
药物研发、基因编辑技术等，不断突破科学前沿，为抗衰老产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应用。

企业则需敏锐洞察市场趋势，在抗衰老产品和服务多个细分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包括但不限于健
康食品、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智能穿戴设备、医疗美容等，同时注重产品质量与安全，提升服务
品质，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抗衰老需求。

我们坚信，通过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实现抗衰老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为人
类健康和长寿贡献力量，共同迎接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银发时代。

© 2025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
有，不得转载。

42抗衰老产业报告



43抗衰老产业报告

© 2025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
有，不得转载。

43 抗衰老产业报告

© 2025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
有，不得转载。



kpmg.com/cn/socialmedia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
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
行事。

© 2025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
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为毕马威全球组织中的独立成员所经许可后使用的商标。

二零二五年四月出版

如需获取毕马威中国各办公室信息，请扫描二维码或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s://home.kpmg.com/cn/en/home/about/offices.html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前言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Slide Number 18
	Slide Number 19
	Slide Number 20
	Slide Number 21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Slide Number 24
	Slide Number 25
	Slide Number 26
	Slide Number 27
	Slide Number 28
	Slide Number 29
	Slide Number 30
	Slide Number 31
	Slide Number 32
	Slide Number 33
	Slide Number 34
	Slide Number 35
	Slide Number 36
	Slide Number 37
	Slide Number 38
	Slide Number 39
	Slide Number 40
	Slide Number 41
	Slide Number 42
	Slide Number 43
	Slide Number 44
	Slide Number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