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中国特色人口老龄化应对方略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

本国情。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我们必须基于我国的国情和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充分考虑

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政策的协调，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之路。

　　特征与态势

　　按照国际通用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

2019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达到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将超过20%。总体上看，人类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尚缺乏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对于我国

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更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制定科学系统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

　　分析起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未富先老仍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特征。根据相关数据综合分析，目前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而我国从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老龄化社

会，当时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标准，还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特

征。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均GDP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了跨越性的提高，但未富先老的特

征仍然明显。据预测，我国大约在2023年左右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届时的人均GDP水平将接近世

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不过，与其他经济体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的发展水平相比，我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比如，最早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德国，其在1972年的人均GDP已经

达到2万多美元，而据预测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仅达到其水平的一半左右。因此，未富先老

不仅依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所要着力解决的关

键问题。

　　其次，我国人口老龄化呈快速发展态势。由于我国人口转变进程的独特性，老龄化的速度比其

他许多国家要快很多。据相关测算，综合比较目前世界上最大的10个经济体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在2020年至2050年的变化，我国是其中老龄化进程变动最为迅速的国家，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重在未来30余年间将提高14.1个百分点左右。从更广范围的横向比较也可以看出，在未

来15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演进将成为具有典型特征和重大影响的现象。因此，我们不仅要

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影响，还需要特别关注这种快速老龄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形

成的叠加冲击。进一步看，快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及其他特征相互交叉，也容易

带来新的发展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往往很难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找到可循的先例。

　　再次，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76亿，占世界同年

龄组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这一比重未来还会上升。如果以1.76亿作为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计

算，这样的人口规模已经可以排在世界前几位。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形成了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

了我们必须依据自身发展条件和人口老龄化特点制定应对老龄化的相关战略。从世界范围看，应对

同样特点的人口老龄化是没有经验可供借鉴的，我们必须立足自身，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具有中

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路径。

　　影响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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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忽视的是，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快速的老龄化有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各种负面影响。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产出增长来源于两个部分，分别是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人均产

出水平（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又来源于资本产出比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

此，如果人口老龄化对上述任何一个因素产生影响，都将会对总体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是人口

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大量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劳动力市场规模萎缩；对资本产出比的负面影响虽不明显，但显著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二者都使

经济增长放缓。

　　进一步看，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时，它对经济增长则有可能产生更具冲击性的不利影

响。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快速老龄化引起有效劳动供给迅速减少，使传统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快速消失，而一旦不能顺利实现结构转型，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下

滑；其二，虽然人口老龄化进程将有利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进步，但从新技术的出现到其成为通用

型技术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此期间，有效劳动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如果不能被技术

替代抵消，亦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其三，快速老龄化将会使社会负担骤然增加，对整个宏

观经济结构的平衡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世界上122个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2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速度达到一

定阈值后，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更为明显的负面影响。考虑到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居

于世界前列，根据相应的估计参数和人口预测数据推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由于快速

的人口老龄化，就可能使未来5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

　　应对与路径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央为此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这是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综合考量，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形成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方式，这是老龄化社会保持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要看到，对于很多发达国家而言，人口转变过程是自然的、无须政策干预的，因此人口老龄化

也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的变化，依靠市场机制的

自发调节机制，就可以形成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我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

程，大大压缩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很容易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对经济发展形成冲击性影响，而

且难以通过自发的机制实现结构变化，必须辅之以经济发展政策的干预和诱导。具体来说，有以下

几个重点需要把握：

　　第一，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老龄化社会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冲击就是劳动力市场规模的

不断缩小，因此鼓励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在经济发展政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

是，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必须辅之以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再分配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提升劳动

生产率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的目的。否则，就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与老龄化相关的贫困加剧等不

利局面。

　　第二，形成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推动

形成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更广泛的就业，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有着积极的作用。这

一点已经被德国等很多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同时，还要针对女性劳动参与率

不断下降的情况，通过打击就业歧视、补贴生育、加强托幼公共服务等措施，加大力度鼓励女性的

劳动参与。

　　第三，尽快完善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延长退休年龄，既可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

率，也可以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在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建立养老金领取弹性制

度，即早领低水平、晚领高水平，既可以满足不同劳动者的个性化需求，也可以更充分地开发有就

业意愿的老年人力资源。而从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看，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提升

基本养老金待遇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可考虑将现有制度整合成个人缴费相关的养老金、单位补充

养老金、个人养老储蓄等多个层次叠加的老年收入保障体系。同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

次，不断提高养老资源使用效率，增强系统的可持续性，从而更好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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