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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相关报告

光华人口论坛动态

预测21世纪的人口寿命 

罗伯特-福格尔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5月30日-6月1日在京举办。本次
论坛通过举办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中心的系列学术讲座和座谈等活动，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我国政府官
员、经济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提供一个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和务实对话的平台。下面是福格尔的主题演讲。 

罗伯特-福格尔：不难看到在很多机构预测未来21世纪人类寿命的时候，他们的数字都不一样。一般来
讲，一些政府机关，比如说美国的社会安全部门的人口调查部门还有其他的OECD国家的机构，他们都是很保守
的。美国这个机构预测，在2000—2080年之间，人类的预期寿命的增长每十年增加0.86岁，这包括男性和女性
的寿命。  
另外他们还说，每十年的增长率在2040年到2080年之间只是2000—2040年增长率的一半。为什么这么悲观
呢？为什么他们认为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在21世纪的最初的80年中增长的数字仅仅是在20世纪前80年增长的四
分之一呢？我想这种悲观的预计他们有他们一系列的理由。一个理由是统计学的理由，就是说在20世纪中我们
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是放慢的。在1900到2000年之间，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有
26.6岁，其中72%是在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实现，后半部只实现29%。所以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种增长速度的放
慢在未来也会如此。  
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加实质性的原因，就是他们分析了人类死因的原因和年龄的原因。死亡率的下降在
1900年到1950年之间主要是通过下面一些原因实现的。就是人们战胜了一些传染病，影响婴幼儿时期寿命的传
染病，比如腹泻、伤寒、麻疹等等，在20世纪后半叶，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战胜了一些威胁中老年人寿命
的长期的疾病而实现的。比如说冠心博心肌梗塞、糖尿病还有除了肺结核之外的呼吸系统的疾博  
还有一种人类演变方面生物学方面的理论来支持，人们身体构造上有先天的脆弱，慢慢身体功劳上出现的
障碍或者病症。人类的身体容许这些错误的存在，因为人类过了生殖的旺盛时期之后，就不能进行优胜劣汰的
选择。如果说年轻时候就生病就死亡，他们就没有机会行产生下一代，所以等于选择掉了。在另外一方面，如
果超过生育年龄之后，出现生理上的疾病和残疾，他们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传
染病的消失使脆弱人类的个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超过生殖年纪，就是产生了老年病，老年人有很多病症的存
在。  
我现在要谈一些为什么人类要有更乐观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世纪人类寿命的预期增长至少和上一个世纪
一样快，这也是根据实践中的数据，以及在人类健康和人类生理构造上的基础来说的。这些实践中的数据还显
示出有一个新的理论，技术生理演化的理论，它考虑到快速发展的技术水平和人类生理上的实质性的改变上存
在的相互关系。第一个发现就是说人类在20世纪初达到65岁的人，他们等于活过了19世纪30年代那些儿童时期
的疾病幸存下来，他们虽然逃过儿童时期的疾病，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比我的同龄人身体状况要差。
他们有很多人都感染了慢性的长期的病症。当那些人长到能够参加美国内战，参加联邦军队的时候，其中四分
之一的人却由于长期的慢性病而被军队拒绝了，他们在十几岁的有六分之一的人就有严重的残疾，而且到了将
近40岁的时候，一半的人就有这样的病症。而到了50岁的时候，他们有的还能再活24年，但是有更大的残疾病
症的可能性，比我的同龄人，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身体要差的多。  
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是慢性病的患病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下降是同是伴随出现的。虽然说，我的同龄
人没有经历优胜劣汰的淘汰过程，实际上感染慢性病的时间也更加晚，几率也更加低。他们感染慢性病的时间
延长了十年，我有二分之一的我同龄人在60岁还没有残疾的疾病，而且很多即使染上这些病症，由于有新的手
段治疗和干预也能够消除或者减轻这些病症。  
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改善，比如说供水质量的提高和牛奶供应质量清洁度的提
高，儿童疫苗的注射等等，这是在1940年前就实现的，他能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促成后来慢性病的避
免。比如那些导致老年人后来失聪失明行走困难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减轻和避免。老年人的健康由于这些方面的
原因得到改善。  
第四个实践中的发现，有一些人类生理上的改善。现在的成年人比过去更高，体重更重，儿子脊椎中电子
信号更加强大，比发育不良的人来说他们显得更加健壮。而且不必要的腹部脂肪比过去更好。这些发现表示存
在技术的生理演化的理论，就是说在技术发展和人类的生理改善方面，确实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关系，它是一种
人类的演化，是一种生物性的但是却不是基因性质的，是快速的，是文化上可以传播的，但是却不是非常稳定
的，这种过程在富裕过程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的，不像自然选择的基因理论。不像基因演化的理论它适用于
所有的地球上的生物所有的历史时期。我说的技术生理的演化只适用过去300年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上一个世
纪。那么对于人类寿命的增长，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看他的预期寿命最高值，在同一时期中人群最高的
预期寿命，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证据，最高的预期寿命和实际的预期寿命就是我们可以取得，最高预期寿命
从每十年2.24岁的速度增长，到2110年，人类预期寿命会增长24年，比现在要增加24岁，这就是比政府部门预
测的两倍还要多。一般来说人们能够超过100岁，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关于退休和保健方面的问
题。  
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存在，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负担呢？就是他们已经退出劳动力队伍，剩
下的劳动力的30%他们能不能有足够的劳动效率来支持整个社会的需要。这种生产力的增加能不能实现这一
点，请大家看第一个数据分析，我们看到第一个公式里字母代表人均收入，W代表人均的产出，在第二个等式
里也有同样的一些变量。就是说人均收入和人均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表1显示出劳动力队伍
中人的生产率是在一个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尽管劳动力的队伍会减少一半，甚至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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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提高值是1%，劳动力队伍所占的比例很小，我们看到人均收入的增长仍然比今天还要多35%，所以说我们
如果认为老龄化会造成不能支撑的结果是不可能存在的。谢谢。  

罗伯特-福格尔回答现场提问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5月30日-6月1日在京举办。
本次论坛通过举办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中心的系列学术讲座和座谈等活动，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我国政
府官员、经济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提供一个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和务实对话的平台。下面是罗伯特-福格尔回答现
场提问。 
提问：在中国今天已经处在老龄化之中，尽管中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繁荣，很多欧洲  
国家开始讨论延长退休的问题，中国尽管还没有达到完全繁荣，如果解决过早的老龄化问题，福格尔教授是不
是有什么建议。谢谢。  

罗伯特•福格尔：我想首先指出一些西欧国家他们在讨论将退休推迟，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国家变富
了以后，人们就想早点退休，他们想在劳动年龄的时候每周都少点工作时间，他们想早点退休，退休并不等于
懒惰，实际上退休的人实际上可能在生理上更加积极。比如说他们每天可以跑三四英里的路，而且参加其他的
运动，他们可以比坐在电脑前打字花费更多的体力，变得更加积极。所以我认为不大可能看到我们会把退休年
龄推迟。不管怎么样，政府做什么，用财力来支持，他们也不太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不会改变根本的方向。  
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变得更加富裕，而人们都想早点退休，想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必须
趁早准备好这点，因为你们将不会像外国那样，通过什么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是经济上的问题，短期上
还有一个关于养老基金的问题。所以说你们需要改变人们为养老而储蓄的这种方式，这也是已经开始的进程，
在美国和在西欧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有一种很困难的转变，就是说，从现收现付的基础到完全积累制的基
础，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外债，11万亿，人们必须把这个偿还，但我们谈的是富裕国家，怎么把债务的偿还在
不同的几代人之间进行均摊，这都是很重要的和很难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很大的动荡。但是我想
会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我想政府和经济学界会有很好的处理，我想他们会给中国提供一些好的例子。谢谢。 

蔡昉：由于时间有限，提问就到这里。我做一个很简短的小结，福格尔教授给我们描述非常乐观的前景，
更如他所指出，我们需要跨越人口问题本身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这样一个更长的寿命，
更多的闲暇。回答这个问题，涉及了对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制度问题的适应性的选择性问题，虽然说对21世纪人
口预测的工作是基于他说的技术生理演化理论，但是实际上它也是社会经济重要的选择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了
我们的公共政策和政府长期的政策考虑，例如包括人口增长问题，人口转变问题，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养老
保障体系的模式、成本选择问题，还有医疗保障问题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会影响到人们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中国在成功地实现了人口转变之后，也比较早得迎来老龄化的时代，作为人类进步现象预期寿命
的延长以及相应延长闲暇，同时提出诸多的挑战。福格尔教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值得我们深思。女
士们，先生们，请让我们再一次感谢福格尔先生的演讲。  

注：本站的一些文章属转载并注明了作者的，但有一些文章的作者和来源不详，如您认为本站侵犯您的著作
权，请发邮件到zhtaifu@gmail.com，我会立即作相关处理！如需转载本站独有的文章或信息，请注明出处，

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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