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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出处:北京周报网 杜鹏    

   随着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政府和社会对中国

人口问题的关注开始从数量增长转向结构问题，其中的热点之一就是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的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近年来，中国老年人数持续增多，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06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

年人口总数为1.49亿，占总人口的11.3%，预计到201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1.73亿，之后中国将进入

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到2032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5%以上。 

   2004年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以依靠子女或其他亲属供给为主，离退休金已经上升到主

要生活来源的第二位。然而，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在主要生活来源上仍然存在巨

大的差异。中国农村老年人以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一直很低，2004年只有6.1%，与城市老

年人相比相差10倍，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要活到老干到老，70岁以后普遍依赖子女的经济供养。因

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增强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自立能力，尽早摆脱主要依靠

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方式，避免因年老多病而陷入贫困。 

   另外，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超过72岁，已经进入长寿时代,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

力和长期照料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首先会影响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没

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无法再参加生产劳动获得收入，如果没有退休金，在经济上只能依赖子女

或亲属的供给，最终导致老年贫困；在居住方式上，没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需要长期照料，他们往

往需要与子女住在一起，由配偶或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在医疗方面，因各种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老年人的增多往往也伴随着医疗保险费用和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大，相当一批人需要得到医疗救

助。2004年中国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占8.9%，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总量已经超过1200万人。随着

“十一五”期间老年人口的增多，老年照料需求与医疗救助的需求也会增大。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新形势，政府必须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在过去几十年里，人口老

龄化严重的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例如，调整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

发展以适应劳动力老化的趋势，推迟退休年龄以减轻社会保障的压力。其中，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

最早开始实施强制性长期照料保险的国家，以解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长期照料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挑战但更是一种机遇，在迎接这种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必然要加快完善社

会保障与医疗保障制度、大力发展社区服务、改善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代际关系、逐步放弃低端

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

化，中国政府必须着力积极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和老年产业、发展老年终生教育体系，促进老年消

费市场的繁荣，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国家。我们既要高度重视人

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同时也不必对此过于悲观。提到中国庞大的老年人数，有人认为这是社

会和家庭的负担，实际上中国90%以上的老年人是可以生活自理的，不需要别人的长期照料；70岁



以下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半数以上，这些人中的多数都身体健康，只要制度合理，这些老年人还

可以从事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志愿服务，在社区和家庭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让老年人生活得更好 

   在中国，传统上养老都是家庭的责任。然而，如果不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和长期照料服务，在

生育水平偏低、家庭日益小型化、独生子女不断增多、老年人照料负担加剧的情况下，家庭再沿用

传统的养老方式，必将形成极大的社会问题。 

   那么，在养老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呢？ 

   首先要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老年保健与福利制度和社区照料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

保障制度为老年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社区照料服务避免了大量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里，使

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生活在自己的家里，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

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建成“星光老年之家”3.2

万个，涵盖老年人入户服务、紧急援助、日间照料、保健康复和文体娱乐等多种功能，受益老年人

超过3000万。2005年底，中国城市社区服务设施达到19.5万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近8500个。 

   其次应该完善保护老年人的各项机制，逐步消除对老年人的歧视、虐待和暴力。特别是立法

保护老年人在就业、医疗、服务、教育等各方面的权益，例如美国国会于1967年通过了《禁止在雇

用中利用年龄歧视法案》，禁止仅仅从年龄上判断工作能力，有效地保护了年长劳动力和低龄老年

人不会因为年龄大而失去工作机会。建国以来，中国在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福利与服务、老年卫

生、老年文化教育和体育、老年人权益保障以及老龄产业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近二十

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老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达200余

件。 

   第三，为了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必须促进老年人更加积极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通

过推迟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通过终身教育使老年人生活充实，通过鼓励志愿者活动及老

年团体活动使老年人继续在社会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爱心助成长”志愿

服务计划，以健康低龄老年人为主体组成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德育行动、宣讲行动、监察行动、

护苗行动和关爱行动，帮助青少年解决学习、生活、心理等问题，目前该计划已在全国100多个城

市展开。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中国老教授协会、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老年法律工作者协会等全

国性老年社会团体已发展到13家，分会遍及全国各地。其中中国老教授协会和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的

个体会员数量超过65万人。 

   此外，还要注重建立更加和谐的代际关系，加强代际之间的团结。积极树立老年人的丰富多

彩的正面形象，转变老年人就是负担的过时观念，强调老年人与子女的互助关系。美国、英国、日

本经常在大学涉老专业学生中开展“体验老年”活动，学生通过穿上特殊服装和辅助手段模拟自己

70多岁时的老年状态，从而更加理解老年人的现实处境，更加尊重老年人和周到地为老年人服务。

中国政府一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优良传统，各地普遍设立老人节或敬老日，在每年中国

传统节日重阳节和本地敬老节日期间，积极组织大型宣传教育活动和敬老活动。中国还将敬老教育

内容纳入中小学教学课程，在青少年中开展“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把青少年作为宣传教

育的重点，弘扬敬老养老的社会风尚。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单靠政府来解决所有老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部门与私营机构、非

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老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中介服务机构购买

服务提供给老年人，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另一方面，鼓励私营和非营利机构建设适应多种老

年人需要的养老设施和提供社区上门服务。目前我国已有公办的养老机构近4万个，社会办的1700

多家，共有床位150万张左右。 

   通过积极准备和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完全能够承受住人口老龄化的考验，在人口

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村的养老保



障和医疗制度，使老年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威胁，过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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