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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看待人口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

发布时间：2024-05-09 作者：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 巴曙松

　　从全球视野看人口老龄化。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加深，它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也

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家经济越来越发达，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人均预期寿命会逐渐提升，这是人口

老龄化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全球范围内，年龄结构也存在着分化现象，比如有的地区人口

结构老龄化，有的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化。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分布特征客观上为全球的产业格局重塑提供了

重要契机，比如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链，都要根据全球新的人口结构来做好布局和优化。

 

　　在过去的经济环境下，要不要做国际化布局，可能还是一个备选项；现在，做国际化布局是一个必选

项，在这样一个分化，甚至部分割裂的市场上，只有横跨不同的市场，享受不同市场之间的红利，其中当

然就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差异，才能培育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要意识到新的、正在发生

的产业经济变化，这会倒逼一部分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企业或者跨国公司，这也是新的产业变革机会。

 

　　与此相对应，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在包括人口老龄化等趋势共同推

动下，境内金融资产回报水平会慢慢下降，就要开始考虑全球配置资源，而中国目前为止海外配置资源的

比例非常低，有很大的海外资产配置空间。中国居民在高速增长期积累的财富，如何才能在进入老龄化阶

段之后仍能取得比较满意的回报，这既是老年人群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内在需求，也是金融机构生

存的需求。

 

　　从产业发展结构看人口老龄化。我们对比不同国家的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表现，也对比中国不同的

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人口结构发挥其优势，实现人口的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转

变，这个现实问题意义深远。

 

　　在农业文明时期，在低端的制造业时期，劳动力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高端制造、服务

业、信息技术的发展阶段，人口的质量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不能简单悲观地说，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下滑

这种静态的分析，特别是不能忽视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影响。例如，ChatGPT的发展，实际上非常有可能

会极大地替代中低端劳动力，如果这样的趋势广泛发生，在产业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仅仅依靠人口结构年

轻是否有持续的优势？

 

　　结合特定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结合主要的发展动力来源、全球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人口年龄结

构年轻并不一定是高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发展历程、全球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人工

智能时代，在高端服务业时代，增强教育的普及程度，激励更多的人主动保持持续开放的学习能力，将变

得更为重要。在中国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后，我们有条件用富有活力的经济制度激发人们的创造

力，发挥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持续为社会贡献的能力。

 

　　从银发经济看人口老龄化。银发经济本身就有巨大的需求，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是中国的

第二波婴儿潮，大概有3亿人口出生。当这一人群相继步入老年阶段，伴随其丰富的经验、健康的身体、

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多的财富积累，我国将迎来非常庞大的消费人群，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这

类人群的需求很多，但整个经济学界针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尚处初步，需要进一步深入。

 

　　从日本消费走过的历程看，日本早期是农产品的消费、工业化大批量的消费再到发达社会之后开始强

调个性化，再往后30年低迷期有一部分消费降级，有一部分强调个人感受，包括心理治疗这些方面的需求

上升，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变得有价值，到了人口老龄化更深化之后，连接交流的需求在上升，等等。这些

研究对于把握日本在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消费需求变迁非常深入。我们要做非常细致的研究，真正把握这一

人群的独特需求。

 

　　把银发经济放到整个经济结构中来看其影响，我们怎么帮助年轻人构建一种安全网，帮助整个社会的

稳定性提升，这实际上也是老龄社会需要研究和关注的课题之一，不能仅仅就老龄社会谈老年社会，可以

从这一方面进行讨论和研究。从全球视野、产业发展阶段和银发经济三个维度来观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

影响，这个过程中会有新特点、新挑战，当然也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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