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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

中青年遗嘱数七年增 倍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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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4日，我国
首款获批的延缓儿
童近视滴眼液有望
在互联网医院上通
过在线问诊开药的
形式开出。很多宝
妈奔走相告：再也不
用靠代购等形式为
孩子高价买药了！
被不少家长称为“近
视神药”的低浓度阿
托品再次成为关注
热点，它的效果如
何，真能成为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的一
味“解药”吗？近日，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
了相关专家，尝试找
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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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遗嘱数量七年增长24倍、遗嘱人户均资产达744万

元、遗产捐赠人数增加……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2023年
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华遗嘱库是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于2013
年共同启动的公益项目，11年来，已在北京、广东、江苏、上海等
地建立了遗嘱服务中心。

据统计，截至2023年 12月 31日，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数
量约47.9 万人次，遗嘱登记保管数量超31万份。白皮书在
对遗嘱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的基础上，还对虚拟财产遗嘱、
未婚人士遗嘱、遗嘱户均资产等进行解读。

据白皮书统计，从 2017 年
开始，每年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
管遗嘱的未婚、不婚人群呈增长
态势。截至2023年 12月 31日，
共有 2077 名未婚、不婚人士在
中华遗嘱库登记并保管遗嘱。
其中，从性别分布看，女性订立
遗嘱比例为 69.86%，男性占比
30.14%；从职业分布看，超过半
数为企业高管与专业技术人
员。其中，企业高管占比 33%，
律师、理财师、会计师、工程师等
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27%。数据

显示，未婚、不婚人群订立遗嘱
的主要原因中，有44.63%是照顾
父母，另有29.06%是防止财产下
落不明。

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项目办
主任陈凯认为，订立遗嘱的未
婚、不婚者中女性占比高，与女
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独立意识
不断增强有直接关系：“女性注
重自身财产的保护和传承，也更
青睐于通过订立遗嘱确保财产
得到合理处理与分配。对于高
学历者、企业高管等而言，他们

拥有的资产可能较多，法律意识
与风险意识也较强。他们希望
通过遗嘱这一方式，来确保自身
的意愿得以实现。”

白皮书还对遗产捐赠的相
关数据进行了统计。2021年起，
中华遗嘱库推出遗产捐赠服
务。截至2023年 12月 31日，共
有 381 人在遗嘱中决定将财产
进行慈善捐赠。在所有受赠对
象中，公益组织占比超过 80%，
其余的受赠对象还包括党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组织等。

近七成未婚立遗嘱人是女性

白皮书指出，订立遗嘱的人群
平均年龄持续下降。根据今年公
布的白皮书数据显示，遗嘱人平均
年龄已经从 2018 年所统计的
77.43岁，降低至2023年所统计的
67.82岁，遗嘱年轻化趋势明显。

与此同时，在中华遗嘱库订
立遗嘱的中青年人（60 岁以下）
的数量也越来越多。2017 年，
在中华遗嘱库进行遗嘱保管的
中青年人数量为279人；2023年
这一数量达到了7124人，7年间
增长了24.5倍。

从年龄维度看，2017 年 30

岁以下人群订立遗嘱的数量为
61 人，2023 年达到了 1030 人；
2017 年 30 至 39 岁人群订立遗
嘱的数量为 73 人，2023 年达到
了1623人。

此外，从 2017 年至 2023 年
间，“80 后”在中华遗嘱库订立
遗嘱的人数上涨了 21.5 倍；“90
后”订立遗嘱的人数上涨了11.2
倍；“00 后”订立遗嘱的人数也
在不断上升。据白皮书统计，
2023年共有167名“00后”在中
华 遗 嘱 库 订 立 遗 嘱 ，相 较 于
2020年时增长率达到24.62%。

立遗嘱人年轻化趋势明显A

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年
来，立遗嘱人的户均资产量呈明
显 增 长 态 势 ，已 由 2021 年 的
626.5 万 元 上 涨 到 2023 年 的
744.1万元，涨幅达18.8%。

与此同时，遗嘱中的财产类
型呈现多样化趋势。白皮书数
据显示，6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
财产类型主要包括不动产、银行
存款、公司股权、证券基金、理财
合同、名贵收藏品等。而在中青

年群体中，主要财产类型为不动
产、银行存款、公司股权、理财合
同、证券基金、保险单、车辆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越来
越多人将虚拟财产纳入遗嘱并进
行合理分配。据统计，从2017年
至2023年，中华遗嘱库一共收到
488份涉及虚拟财产的遗嘱。其
中，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数量最
多，分别达到了 162份、147 份、
129份，占到总数89%以上。

立遗嘱人户均资产量明显增长B

C

3月 21日下午，羊城晚报记
者来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附
近的一家户外用品门店。尽管是
工作日，店内仍非常热闹，快开式
帐篷、露营桌椅、野餐垫等户外露
营装备摆在显眼位置，不少消费
者正在挑选户外运动装备。“徒
步、骑行、露营相关产品是消费者
比较关注的。”门店工作人员介
绍，除了各种露营装备外，防晒
帽、防晒服、防晒霜等防晒用品的
销量最近也明显增加。

也有不少消费者选择通过
线上平台选购户外装备和运动
用品。天猫发布的《2024 春夏
淘宝天猫运动户外行业趋势白
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提
到，水上运动、徒步、骑行成为消
费者今年春夏季的首选运动。
京东消费观察的调研数据显示，

徒步/健身走、爬山是年轻人最
热衷的项目，这也带动消费者更
倾向于入手舒适跑鞋、运动服
装。

抖音电商户外露营商品持
续热销，3月以来的日均销量是
2月初的3倍以上。抖音电商数
据显示，2024年 2月-4月，最受
欢迎的户外商品包括户外休闲
家具、户外餐饮用品、户外照明
和帐篷（天幕）。

今年以来，快手平台户外运
动装备的销量也很可观。快手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 1月-
3月，户外冲锋衣裤同比去年增
长超 140%，户外防晒衣同比去
年增长超 160%，户外休闲衣裤
同比增长超 200%，羽毛球用品
同比增长超 270%，越野跑鞋同
比增长近10倍。

线上线下均呈消费热潮

户外运动引消费热潮
广东企业数全国居首

羊城晚报记者 杭莹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从“把酒言欢”“网游打怪”，到
在大自然中结伴骑行、垂钓、滑板，
不少年轻人逐步形成“请人吃饭不
如请人出汗”的社交理念，认为运
动社交不仅锻炼身体，也能让朋友
间的交流更深入、更默契。这也促
使户外运动更加火热。

日前，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
研究院发布的《运动社交消费观
察》显示，在35岁以下的年轻群
体中，有七成受访者表示愿意通
过运动结交新朋友，“运动局”
已成为年轻人社交新潮流。

从各大平台的数据来看，年
轻人正是这波户外运动潮的主
力军。天猫发布的白皮书数据
显示，18岁至 29岁人群是天猫
春夏运动户外市场的主流，占据
了约40%的市场份额，成为该市
场的主流力量。

白皮书还指出，90 后和 00
后在徒步、登山、骑行等户外运
动中的参与度最高，同时也对潜
水、漂流、攀岩、滑雪等运动项
目展现浓厚兴趣。进入 2024
年，从户外相关装备的消费增速
来看，一些曾经小众的户外项目

有望在今年春夏季节迎来爆发
式增长。这一趋势反映出，运动
装备市场正在逐步向“人群年轻
化”、“消费进阶化”和“运动场
景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户外运动的逐渐火热进一步
助推户外运动产业的发展，而广
东就是户外运动企业的集聚大
省。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我国拥有27.9万余家户
外运动相关企业。从地域分布上
看，广东、浙江（并列第一）、河南
以及山东户外运动相关企业数量
位居前列，分别拥有4.1万余家、
4.1万余家、1.7万余家以及1.6万
余家。2024年1月-2月，新增注
册相关企业 7000 余家，与 2023
年同期相比上涨3.9%。

抖音电商数据显示，来自广
州、揭阳、鹤山、东莞、中山、深
圳等地的户外餐饮具、帐篷、户
外照明设备均呈热销趋势。其
中，购买户外露营商品的广州消
费者中，男性占比 60%、女性占
比 40%，31 岁-35 岁年龄段最
为集中，消费者购买最多的户外
露营商品是户外休闲家具。

90后、00后成市场主流力量

随着天气转暖，户外游也逐渐升温，户外装备市场呈现热
销态势。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多家线下门店，结合各大
电商平台销售数据，发现更轻量化的“轻便露营”成为今年踏春
的主流，多种户外装备热卖。运动装备市场正逐步向“人群年
轻化”、“消费进阶化”和“运动场景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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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齐眼药的互联网医院开通

时间预计为3月24日，这意味着
家长今后要获得低浓度阿托品较
以前容易得多。“但该有的（用
药）步骤不能省略，使用前还是得
先去医院检查，以排除眼压过高
等使用阿托品的禁忌，然后在眼
科医生指导下使用。”黄仲委介
绍，由于低浓度阿托品仍可能造
成畏光、眼干、眼压异常增高等眼
部不良反应，因此，儿童在使用期

间最好每 3 个月到医院复查一
次，以确保安全以及评估效果。

那么，未来是否会有更多不同
浓度的阿托品获批，让医生和家人
有更多选择？卓业鸿解答，除了
0.01%浓度外，也有一些研究认
为，0.05%浓度的阿托品可以让患
者获益更多，能更好地延缓近视进
展、在未近视儿童群体中预防近视
发生：“因此，未来其他剂型也是有
可能获批的，但可能要走一段很长

时间的路，而且要看0.01%硫酸阿
托品在现实世界的效果。”

“家长们要注意，不要因为
依赖阿托品，就不注意孩子的每
日户外活动时间和用眼习惯。
后两者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的基石。”卓业鸿提醒，中山眼科
中心研究团队一项针对近 2000
名学生的研究显示，每天增加
40 分钟的户外活动，学生近视
率从39.5%降至30.4%。

获取药品后仍须遵医嘱使用

3月 1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官网发布消息称，沈阳兴齐
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0.01%
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已于3月5日
获批上市，用于延缓儿童青少年
近视的进展，临床适应证是 100
度至 400 度的近视、散光不超
150度，适应群体为6岁至 12岁
儿童。目前，国内尚无近视相关
适应证的同类产品上市。兴齐
眼药近日对媒体表示，其互联网
医院开通时间预计为3月24日，
届时患者可在网上医院在线问
诊开药。

“其实，0.01%硫酸阿托品滴
眼液是款‘老药’，在国外已上市

多年，国内许多医院的眼科早已
陆续开展相关临床应用。”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教授黄仲委介绍，此前，除参加
相关医学研究外，国内的家长大
多是各显神通自行购药，然后在
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中山眼科中心党委委员、广
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授卓业鸿介
绍，阿托品在医院眼科最早是用
于散瞳验光，不过多使用 1%的
高浓度。至于阿托品滴眼液能
否用于治疗近视、多大浓度合
适，相关的医学研究一直没有停
止。最终，0.01%的低浓度阿托

品被国内外医生所接受——这
个浓度不仅有效，而且副作用和
停药后的反弹都不明显。

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先后开
展了相关研究。中华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眼视光学组、中国医师
协会眼科分会眼视光专业委员
会也于 2022 年联合中国近百名
眼科专家，共同发布了《低浓度
阿托品滴眼液在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中的应用专家共识》。其
中明确，0.01%硫酸阿托品滴眼
液和安慰剂相比具有一定延缓
近视进展的作用，与更高浓度的
阿托品滴眼液相比，不良反应最
小、反弹效应最低。

“老药”上市引发新关注

近视防控形势严峻，低浓度阿
托品获批能否成为一剂“解药”？

据了解，澳大利亚是全球率
先批准低浓度阿托品制剂上市
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日本、印度
等地也陆续加入阵营。然而，低
浓度阿托品在欧美尚未获批。
美国一家公司在去年向FDA提
出了关于0.01%及 0.02%阿托品
的申请，但目前尚未获批。

“对于个体来说，（低浓度阿托
品）可能有用，但不能将其作用神
化。”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罗铭介绍，低浓度阿托品
并不像很多家长和孩子想象的可

以“逆转”近视，它只能够让近视不
进展或进展得慢一些，而且只是众
多近视防控手段中的一个。

“不建议单独使用（低浓度
阿托品），最好联合周边离焦眼
镜、角膜塑形镜（或称 OK 镜）等
共同使用。”罗铭在临床中观察
到，使用低浓度阿托品的效果
因人而异，对 50%至 60%的患
儿效果明显。张元也结合切身
感受表示：“两个孩子的近视发
展进程基本都控制了下来，但
效果仍有差异。女儿又额外增
加佩戴OK镜。”

卓业鸿介绍，该中心团队此

前开展了关于阿托品的研究，主
要是关于阿托品单用和联合OK
镜控制近视的 2 年随机对照试
验。结果显示，单用低浓度阿托
品是有效的，而联用OK镜后疗
效还会进一步提升。

“其实低浓度阿托品的疗效
在不同研究中还是有差异的。”
卓业鸿说，虽然大部分研究认为
它对控制近视进展是有效的，对
黄种人的效果要好于白种人，但
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它的效果
不明显，如果停药，疗效可能会
逐渐消失：“也就是说，阿托品不
是神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专家称该药品有用但别神化

正是有了这些国内外研究、共
识的背书，对于低浓度阿托品延缓
近视的功效，国内的眼科医生经历
了从“怀疑”到“比较放心”的过
程。部分眼科医生也会给自己的
孩子使用。眼科医生张元（化名）
的一儿一女目前均就读小学，张元
让两个孩子每天睡前都滴低浓度
阿托品，至今已有两年。

然而，一直以来，让国内眼
科医生苦恼的是，无药可开。据

媒体报道，在兴齐眼药的产品获
批前，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
曾作为院内制剂在各地医疗机
构投入使用，但“供应并不稳
定”；其通过互联网医院销售的
形式，也被国家药监局叫停。在
家长的社交媒体群组中，时不时
能看到代购低浓度阿托品的消
息，单盒费用达200元以上。通
过这种途径，孩子每年用药须花
费数千元甚至过万元，但仍有家

长不惜掷千金求“神药”。
国家疾控局发布的监测数据

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为51.9%。在已经近视
的学生中，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的总体近视率分别为 36.7%、
71.4%、81.2%，如不进行干预，有
部分孩子会发展为高度近视。

应当说，我国首款低浓度阿
托品获批，为医患双方，尤其是
家长解了燃眉之急。

一解国内家长燃眉之急

D
白皮书同时对北京、上海、

广东等地区数据进行分析。记
者了解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地区共有 66460 人
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占全
国 总 体 量 的 22.62% 。 从 2017
至 2023 年间，广东地区立遗嘱
人群年龄总体以 60 至 70 岁之
间为主，且比例逐年上升；中青
年订立遗嘱的数量为 5388 人，
约占全国中青年订立遗嘱总体
量的 29.04%，相较于北京地区
的 4117 人、上海地区的 4343 人
更高。

从财产分配方案上看，广东
地区配偶和子女是主要继承
人。其中，“配偶继承后由子女
继承”占比 35.19%，“子女直接
继承”占比 27.91%，“先子女继
承后孙辈继承”占比22.25%。

从遗嘱涉及的财产种类看，
从 2017 年至 2023 年，广东地区
立遗嘱人群主要处理的财产以
不动产为主，连续多年保持在

99%水平线以上，银行存款则仅
次于不动产。从 2018 年开始，
广东地区的遗嘱财产类型呈多
样化趋势，且在近六年中呈连续
增长态势。

中华遗嘱库广东中心主任
林锐表示，近年来，广东地区经
济持续高速发展，中青年的财
富积累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开
始注重对自我财产的保护，避
免财产下落不明，并希望通过
遗嘱确保财富能够按照自己的
意愿进行分配、传承。此外，随
着广东地区年轻人法律意识的
不断提升，他们越来越意识到
遗嘱是有效的法律工具。他们
希望通过订立遗嘱来确保自己
的财产得到合理合法分配。加
上社会观念转变，广东地处改
革开放前沿，这里的年轻人更
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也更加容
易接受遗嘱理念，订立遗嘱已
经成为他们表达关爱和责任感
的一种方式。

广东中青年立遗嘱占全国近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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