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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持久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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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口增长的衰减或停滞，这种趋势可能引起产业

结构的重大改变。人口增长对抵消引起经济危机的消费不足趋势曾经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已全面超越世界水平。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2006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

的峰值为3.58亿，比2010年增加2.39亿，老年人口数和老龄化程度均比2010年提高2倍。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

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而中国只用了27年，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都保持着很

高的递增速度。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持久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和结构老化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少子化趋势，直接改变了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有两

个变化趋势。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在2030年之后逐渐减少。2010年人口普查，劳动年龄人口为9.98

亿。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本上维持在10亿左右，但2045年将降到8.97亿，2050年进一步下

降到8.7亿。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化巨大，15—24岁的低龄劳动人口迅速萎缩，而高龄劳动人口增加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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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2010年人口普查，15—24岁人口为2.27亿，而45—64岁人口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由

1990年的22%增加到2010年的32.68%；中国0—14岁人口仅为2.22亿，低于第四次人口普查2.6亿的规模。这种

状况表明，即使在劳动力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仍将萎缩。根据联合国对中国的预测，

15—24岁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 2015年将减少到不足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

14.3%。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力资源由2005年的1.02亿增加到2010年的1.34亿， 2025年达到2.05亿。高龄劳动

人口的迅速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对劳动力供给量的不利影响可能大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 

此外，人口老龄化带来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劳动力增加。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在老年产业中就业，另一部分

是在家里和医院里照顾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需要年轻人特别照料和护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减少了从事

生产性活动的劳动供给。       

人口老龄化促动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       

我国近30年的高储蓄与劳动人口比例增加有密切关系，而发达国家的低储蓄率与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有密

切关系。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越来越高，而年轻人口比例将不断下降，其直接结果是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储

蓄是投资的基础，储蓄率下降会带来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较低，一个

重要原因是老龄化导致的低储蓄率。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由原来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负担急剧增加，如

养老金、医疗保健费用等快速增长。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06—2010年，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从

4897亿元升至14819亿元，增加2.03倍，平均每年增长50%。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进入退休期，养老金支出

将会以天文数字增加。世界银行预测，到2075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累计将达9.15万亿元。养老金

的急剧增加必然会导致投资率的下降。 

 人口老龄化影响耐用消费品市场需求       

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口增长的衰减或停滞，这种趋势可能引起产业结构的重大改变。人

口增长对抵消引起经济危机的消费不足趋势曾经是一个重要因素。伴随人口转变的完成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人口增长下降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减少和年龄结构的老化，使得以满足青少

年为主要对象的耐用消费品（如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等）市场日渐萎缩。 

 随着萎缩趋势的加剧，这种曾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柱产业就会逐渐衰落。与老年人有关的消费和服务

将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但这些产业与汽车、房地产相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小得多。这种情况在日本

已经发生，曾经辉煌的汽车、房地产等支柱产业由于人口老龄化日益找不到市场，成为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重

要原因。这是我国即将面临的现实，而且由于未富先老的特殊情况，甚至比日本更为严重。       

人口老龄化对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形成挑战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阶段，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消

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而老龄劳动者无论在身体素质、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

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者低得多，对新产业、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低得多。 

当然，年长劳动力在工作经验和工作阅历上具有一定优势，教育水平提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带

来的劳动力减少和老化压力，但从整体趋势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尤其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年轻劳动力缺乏，对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技术创

新，实现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转变，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是一种严酷的

挑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海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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