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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出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

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

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

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

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

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

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

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

（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

（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

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

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

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

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

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

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

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

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

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

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

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

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

尤为严峻。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

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

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二、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

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

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

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

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

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

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

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

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

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

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

平台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

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

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

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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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

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

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

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

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

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

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

峰值，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本稳定在1700-1900万人。需要指出

的是，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中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  

 

  六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



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

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

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

实力还比较薄弱。  

 

  根据此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开始，老年人口数量不

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

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一方面，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和

老龄化水平都将迅速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迎来老年人口规模的高峰。另一方面，2030年以

后，人口总抚养比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有利于发展经济

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将于2033年结束。总的来看，2030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

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70%和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经过5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到21世纪下半叶，中

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以及高龄化程度都将在较高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老年人口总量虽有

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亿以上，老龄化程度为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

8000-9000万，高龄化水平为25-30%，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  

 

  （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总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由

于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目前人口总规模仍然高达13亿，

预计到2030年达到最大人口规模14.65亿，总人口过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

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

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

战。  

 

  三、问题和建议  

 

  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

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等产生冲

击。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家庭构成以及生活安排、住房和迁移。

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国家的行

列，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相对落后，实现现代化还有许多

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基本国情下，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

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

置，增加为老服务设施，健全为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解决庞大老年人群

和劳动年龄人群利益冲突的压力巨大；在协调城乡和谐发展方面，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特别是中西

部和老少边穷地区老龄问题的压力巨大。同时，中国政府和社会还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

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2050年以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迅速

发展的严峻挑战。2020年，2.48亿老年人能否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目前还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

决；2050年，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能否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各种需求的巨大压力，更是

一个严峻的课题。总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

顺利实现，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鉴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自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以来，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老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的战略和对策。2002年，联合国召开第二届世界老龄大

会，敦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战略和对策，否则，将

会丧失战略机遇，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并将很快进入2030年到2050年的最严峻时期。从时间表上

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5年。正如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的：人口现象是一个长

周期事件，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

等各种准备还不足。在未来的25年时间里，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不仅时间

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1．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

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

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

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2．要充分利用25年战略机遇期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从现在开始的未来25年，是应

对老龄社会的关键准备期，也是仅有的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重要。各级政府要充分认

识和把握老龄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做好应对老

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制定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中长远战略规划。要立足当前，在完善政策、加大

投入、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同时，健全和完善适应世界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这一国情的老龄工作机

制。  

 

  3．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

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

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

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

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

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

解决。  

 

  4．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社会、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制定老年服务业发展规划，实施国家对老年服务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

立老年服务业发展管理体制。立足城乡社区发展为老服务业，培育老年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

的为老社会服务队伍，在2030年以前，使老年服务业有较大的发展。同时，大力研制开发老年消费

品，培育老年用品市场。  

 

  5．加强对老龄社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老龄社会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还没有成功的经验

可借鉴。因此，必须要加强对老龄社会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加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老龄事业的研

究。创造条件，建立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机构，组织相关学科研究人员，把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作

为国家的重大宏观战略课题，立项进行攻关研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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