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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趋势正在加速，如何保障好老年人生活、持续挖掘出各种类型的人口红利，
是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课题。

文  |  赵忠

老龄化来袭  需全面战略布局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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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下降。因此，在长寿和少子的双重变

动下，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速。

除了“速度更快”之外，我国老龄化还有

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未富先老。日本、韩国、美国、欧洲

等国家和地区在到达老龄社会时，经济发展已

经达到发达水平，养老所需的硬件和软件条件

也相对完善，而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这

些条件上还多有不足。

二是负担沉重。一方面老年人口抚养比逐

年上升，也就是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 15 ～ 64

周岁人口的比例，从 1953 年的 7.4% 增高到了

19.7%，即目前平均每 100 个劳动力需要抚养 19.7

个老年人。另一方面，养老在资金支出上的负担

也在加重。近年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占 GDP 的比重逐年加大，从 2005 年的 2.16% 提

高到了2019 年的4.85%，养老支出负担不断加重。

三是制度不完备。在制度设计上，我国养

老龄化趋势加速

我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社会，甚至超老龄

社会阶段。这会给养老负担、医疗负担、劳动

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造成不利的影响，需

要借助人口、社保、健康、经济等各方面的政

策应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13.50%。按照通行标准，如果一国 65 岁及以上

的人口占比达到 7%，该国被称为老龄化社会

（Aging society）；如果达到 14% 即是老龄社会

（Aged society）；达到 21% 则称为超老龄社会

（Hyper-aged society）。我国目前 13.5% 的比例

距离老龄社会的临界值 14% 只有 0.5 个百分点，

这距离 2000 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只过去了

21 年。

不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显著快

于国际平均水平。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从 5%

上涨到 10% 的时间，当前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

用了 35 年（1950~1985 年），第二严重的意大

利用了至少 100 年（1860~1960 年），而我国只

用了短短 30 年（1984~2014 年）。

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包括两

方面：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比以

前更加健康、长寿，预期寿命大幅增加；二是

出生率降低。后者往往被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这的确是我国较为独特的国情，但只是其中一

个因素。已有的人口学研究表明，在从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及城镇化的过程中，生育

率会自然下降；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教育水

平的提高也会导致这一结果；此外，人们晚婚、

晚育，代差年龄加大，养育孩子的成本提升，

更加注重提高孩子的人力资源质量，都会引发

在长寿和少子的
双重变动下，人
口结构老龄化趋
势日益加速。

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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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两种类型的人口红利。

第一类人口红利，是指由于出生率低导致在一

定时期内生产性人口（劳动人口）增长的速度

高于消费性人口（儿童与老人）的增长速度。

但是一段时间后，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

甚至慢于消费性人口的增长，这时第一类型的

人口红利就消失了。

为了延长第一类人口红利，可以从以下四

个方面入手。

一是推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这一政策之

所以受到很多人反对，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激励

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改革目

前僵化的退休制度，代之以灵活退休年龄制度，

把退休的选择权交到劳动者手中。通过对养老

保险制度等的设计，利用市场的力量，设计合

理的机制，鼓励劳动者自愿延长劳动年限。

二是纠正教育错配和过度教育，重视职业

教育。虽然我国国民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但高

发挥两类人口红利
老保险制度设计中有三个养老支柱。第一支柱

是国家负责的基础养老金；第二支柱是企业年

金和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的

积蓄。但直到现在，养老保险未达到当初制度

设计的目标：三支柱模式中第一支柱负担过重，

存在长期风险，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发展不尽如

人意。同时 2009 年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保障水平相对较低。长期护理保险等专

项制度尚不具备，难以覆盖日渐增加的老年人

所需的专业、持续的照料服务。

四是区域、城乡间失衡。就我国而言，迁

移的人群大多以工作为目的，年龄较低，缓解

了迁入地的人口老龄化。浙江、广东等省的老

龄人口比重增速明显更慢，这反而说明由于我

国人口内部迁移，将沿海省份的人口老龄化问

题转移到了内陆省份。同样道理，年轻劳动人

口的城乡迁移将这一问题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

对于内陆省份来说，留守的劳动人口对本省老

年人的抚养负担更重，这也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从而使得投资设厂的地点更可能转向东南沿海

省份，最终形成马太效应。

2000 年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口金字塔

城镇 农村

真实的人口金字塔

2

男性 女性 年龄段 女性男性

4 121 2 311.5 3 21.50.5 1 40.5

假设没有人口流动的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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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入低、储蓄低，难以依靠家庭养老。

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目标还是要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不超越经济发展

水平的前提下，关照好老年人也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我国还可以从社会保障、健康与照护、

经济和产业等方面发力。

从社会保障政策的角度看，提高养老金统

筹层次或将养老金进行省际调剂，都是缓解老

龄化问题的改革方向。从健康与照护政策看，

既然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公共政策就应该

关注如何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如何改善他

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如何完善健康服务的效率，

进而降低医疗成本。此外，充分利用市场、社

会资源完善养老体系，利用社区基础公共服务

体系缓解养老问题，都需要相应政策的出台。

从经济和产业政策考虑，人工成本上涨带来

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压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同时人口结构变化改

变了我国人口资源禀赋，需要改变产业结构与之

匹配；老年人比重大必然会改变商品需求结构，

为银色经济和养老产业发展提供潜在的契机。我

国应因势利导，使产业转化和升级符合我国人口

变化的特点，在经济新常态下找到新的增长点，

保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在当前老龄化的趋势下，如何改革

社会保障措施使老年人得到更好的支持，如何

改革医疗政策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

高，如何改革经济社会政策使得经济社会发展

和老龄化趋势相适应，如何利用好第一类和第

二类人口红利，都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

持续考虑的问题。

公共政策需综合应对

教育水平者的劳动供给和劳动力市场需求难言匹

配，存在着教育资源错配和过度教育的情况。为

克服教育错配，我国需要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足

够重视。我国当前的教育基本都是普通教育，让

年轻人按部就班从小学念到大学，没有充分意识

到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多元化。资料显示，熟练

技工工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大学生工资增长速

度，这就显示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三是增加女性和老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国家应该从公共政策角度，为女性提供更全面

的子女养教服务，使其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

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劳动力市场。这个政

策一方面可以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

面也能提高下一代的人口素质。这对于国家经

济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同时，也应制定相

应的政策鼓励老龄人口就业和创业。

四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利用农村人

力资源。农民工不能定居在城市，其原因在于

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与农村、外地与当地的分

割。这不仅会影响农民工的福利、家庭幸福和

子女养育，也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第二类人口红利，则是指成年人在工作的

过程中积累了资本和财富，到老年时开始消费。

由于老年人占有的资本和财富较高，老年人比

例提升会使人均资本和财富增加，而更高的人

均资本财富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为

更好地利用第二类人口红利，我国需要解决两

点困难。

一是改革养老金制度，大力发展养老金的

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我国现在的养老压力几

乎都落到了第一支柱上，其直接后果是现行养

老制度不堪重负，同时造成对个人储蓄的挤出。

因此，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二是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城乡二

元结构。我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第二类人口红利在农村难以实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第 二 类 人 口 红
利，是指成年人
在工作的过程中
积累了资本和财
富，到老年时开
始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