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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 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PRCGEM)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

进行量化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

低增长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人均物质生活水平仍然会继续增长, 但是增长的速度会不断下

降。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一般均衡分析

作者简介 彭秀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劳动研究所副研究员。

1 引言

中国自 197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

化。根据联合国人口中方案预测, 中国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从 2000年的 6. 96% 增长到 2010年

的8. 1%, 2030年的 15. 7%以及 2050年的 22. 7%。人口迅速老龄化将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什么

影响? 本文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model) 对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量化分析。

国际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但是大多数的研究是针

对于发达国家的,特别是 OECD国家。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 Masson 和 Tryan ( 1990)第一

个试图应用模型对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量化分析。来自 OECD 的 Turner 以及其同事

( 1998) 和代表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的 McMorrow 和 Roager ( 1999)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人

口老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作了更为突出的努力。国际著名的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e 的 Bryant 以及其

同事在这一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所有这些国际机构和研究所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发现, 那就

是人口老龄化将减慢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别是在 2025年以后。人均收入水平虽然会不断

提高,但是与现在相比,提高的速度会大为降低。不断上升的抚养比是导致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缓慢的

主要原因。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吸引了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

是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些方面, 比如,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体制的影响,中

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 老年人照料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及社会学后果等。而对中国人口的迅速

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系统研究, 尤其是量化研究非常少。笔者仅发现了两篇此方面的文献。

一是于学军 ( 1995 )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影响的研究, 但是此研究缺乏系统的量化分析; 二是 Cheng

( 2003)应用迭代模型探讨不同生育水平对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但是 Cheng的研究忽

略了生产力的变化。

本文试图填补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别于以往的文献: 首先, 运用中

例如, Bryant和 McKibbin ( 1998, 2003) , Bryant, Faruqee和Velculescu ( 2002) , Bryant et al. ( 2003) 和Bosworth, Bryant

和 Burtless ( 2004) .

CGE 模型是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模型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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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 而不是迭代模型( OLG) , 模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

响。 其次, 运用动态模型而不是静态模型探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最后,运用的是开放模型而

不是封闭模型。此模型不仅模拟人口老龄化对投资,储蓄以及总的和人均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探索

跨国界影响,比如,人口老龄化对汇率, 目前账户平衡以及净对外负债等的影响。

2 模型框架以及关键参数的假设

本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的量化分析建立在人口负增长战略的基础上,所运用的人口

预测来自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金塘和林富德( 2000)所作的人口预测的低方案。 此方案假

定,总和生育率(TFR)从 2000年的 1. 8 下降到 2005年的 1. 62,然后维持在此水平一直到 2100年。根

据该人口预测方案, 劳动力人口大约在 2020年左右开始负增长,到本世纪末, 劳动年龄人口将会下降

到不到现有劳动力的一半。总人口将在 2030年左右出现负增长, 并将进一步下降到 2100年的 8亿

(相当于 2000年的 60%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长迅速,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由 2000年的 6. 9%

上升到2100年的 27%。

本文应用的模型是经过扩展的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PRCGEM) (见图 1)。 由于将对人口老

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长期分析( 2000~ 2100年) , 模型假定资本收益率和就业水平是外生变量。

资本可以在国际和国内自由流动, 中国的资本收益率取决于国际资本市场并与国际资本市场相等。

总的就业水平由劳动力人口的增长以及劳动参与率决定。工资水平可以自由变化以确保劳动力市场

处于均衡状态。同时工资水平受到资本收益率以及总要素生产力的影响。资本, 劳动力以及总要素

生产力共同决定 GDP 的增长率。储蓄和投资的变化通过影响净对外负债( NFL)对 GNP产生影响。消

费水平的变化受到 GDP以及GDP 增长的影响。

在分析模型运行的结果之前, 笔者将对一些关键变量以及系数的假设进行介绍。

2. 1 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在模型中总要素生产力是外生变量。对其增长速度的假设是建立在经验研究以及应用 PRCGEM

进行的历史模拟分析的基础上的。

扬戈(Young, 2000)对中国从1978~ 1998年的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进行了测算。如果应用中

国官方公布的 GDP增长率,杨戈发现总要素生产力的年增长率为 3. 0%。但是应用经过调整的 GDP

增长率, 则总要素生产力的年增长率为 1. 4%。Wang 和Yao ( 2003) 的经验研究发现,在1952~ 1977年

期间, 中国总要素生产力的年增长率为- 1. 56%, 但是在 1978~ 1999年期间, 总要素生产力的年增长

率上升为 2. 8%。本文应用 PRCGEM对中国从 1992~ 2000 年期间的总要素生产力进行了测算, 结果

发现总要素生产力的年增长率为 4. 5%。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活动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市场。全

球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会刺激中国总要素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基于

以上经验分析以及中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 模型假定在未来的 100年内总要素生产力将会继续其

历史趋势并以年均 3%的速度增长。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Zheng 和 Fan( 1999) , Mai, Horridge 和 Perkins( 2003)对 PRCGEM 的核心模型以及 Peng ( 2005a)对

PRCGEM 模型扩展的详细介绍。PRCGEM是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的缩写。

在刘和林( 2000)所作的人口预测的中方案中, TFR假定为 1. 8,在高方案中, TFR 为 2. 1。由于对中国未来人口政策

的调整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在本世纪初将TFR提高到更替水平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众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生

育水平已经低于 1. 8,所以在本文中, 作者选用了人口预测的低方案。

与迭代模型相比,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有更多的优势。它包含了更复杂的详细的经济结构 ,而且它能计算人口因

素(比如, 总人口, 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 )以及宏观经济变量(比如 GDP,消费 ,投资 ,贸易平衡, 工资率, 利率, 汇

率)之间的交互作用。它也能探讨人口老龄化对各个工业部门以及不同经济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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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型的主要框架结构

注释:长方形中的变量代表外生变量, 椭圆形中的变量是内生变量。Ib/ f是模型预测的基年( base year)和终年( final year)

期间由于资本存量变化产生的投资变化。Sb/ f是模型预测的基年和终年期间由于 GNP 变化产生的储蓄变化。所有其

他变量都是终年的值。U 惯性是指在 GNP和资本存量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 净对外负债( NFL)的变化。

2. 2 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取决于法定的退休年龄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男 60

岁,女 55岁。如果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延长退休年龄, 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条件下, 总劳动参与率则会

相应提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城市化水平的提

高,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都会促使劳动参与率下降。同时教育的发展也是影响劳动参与率的

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年龄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低年龄组劳动人

口尤其是 15~ 24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同时提高未来高年龄组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以上分

析表明劳动参与率的未来变化是不确定的。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目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已经

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计算中国2000年的劳动参与率是 82. 4%)。因此,模型中假

定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将维持在 2000年的水平并保持不变。

2. 3 储蓄率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 人口老化将会引起储蓄率的下降。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研究发现,储蓄的年

龄结构变化大致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本文假设在人口老化的背景下中国储蓄率的变化遵循生命周

期假说。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将会引起国内储蓄率的下降。在本模型中对储蓄率下降速度的假设

建立在Heller和 Symansky( 1998) ,Horioka ( 1991) , Ling 和 Peng ( 1996)以及Weil ( 1994)的经验研究的基

础上。根据这些学者的预测,从 2000~ 2020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将会从 43%下降到 33%。从 2021

~ 2050年,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到 20%。到 2100年,中国的储蓄率将为 12%。

2. 4 成本中性的资本- 劳动比的变化 ( twistlab)

由于文章篇幅所限, 对中国储蓄率在 21世纪的变化的详细讨论请参考 Peng( 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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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 资本- 劳动比会自动以每年 1%的速度不断增长。这一变化在模型中用系数 twistlab

来表示。这一假设的含义是中国工业中资本密集型生产的趋势在增加, 也就是说工业生产中将会越

来越多地使用资本, 越来越少地使用劳动。这一假设是建立在根据 CGE模型对中国经济所作的历史

分析的基础上的(Mai, 200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模型中成本中性的资本- 劳动比的自动变化有

别于由于生产要素价格影响引发的资本- 劳动比的变化。也就是说, 成本中性的资本- 劳动比的变

化并不是生产要素价格变化的结果。

2. 5 对中国出口的世界需求

模型假定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会以每年 2%的速度增加。这一假定的含义是中国主

要的贸易伙伴,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其经济会每年以大约 2%的速度增长。

建立在以上假设以及人口预测的基础上,将所有有关变量纳入模型(见表 1)。

表 1 纳入模型的有关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1992~

20001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2030~

2040

2040~

2050

2050~

2060

2060~

2070

2070~

2080

2080~

2090

2090~

2100

总人口 0. 97 0. 58 0. 37 0. 02 - 0. 32 - 0. 59 - 0. 82 - 0. 86 - 0. 95 - 0. 91 - 0. 9

劳动力供给 1. 34 0. 99 - 0. 01 - 0. 91 - 0. 66 - 1. 16 - 1. 04 - 0. 9 - 1. 03 - 0. 92 - 0. 96

总要素生产力 3. 00 3. 00 3. 00 3. 00 3. 00 3. 00 3. 00 3. 00 3. 00 3. 00

储蓄率 - 1. 50 - 1. 00 - 1. 4 - 1. 4 - 1. 4 - 1. 4 - 1. 4 - 1. 4 - 1. 4 - 1. 4

Omega2 - 3. 00 - 2. 50 - 2. 00 - 1. 00 0 0 0 0 0 0

Twistlab3 - 1. 00 - 1. 00 - 1. 00 - 1. 00 - 1. 00 - 1. 00 - 1. 00 - 1. 00 - 1. 00 - 1. 00

物质资本 15. 73

投资 19. 77

私人消费 11. 19

出口 14. 77

进口 12. 56

GDP 13. 80

Term of trade - 0. 19

出口需求 2. 00 2. 00 2. 00 2. 00 2. 00 2. 00 2. 00 2. 00 2. 00 2. 00

净对外负债

(变化量) * * 3

投资/资本比 2. 23 - 1. 55 - 1. 02 - 0. 66 - 0. 58 - 0. 38 0. 09 0 0 0. 03 0

汇率* * * 5. 2 0 0 0 0 0 0 0 0 0 0

* 指每十年之内的年平均增长率。

* * 单位是亿美元。

* * * 名义汇率 ( RMB/ US$ ) 从 1992 的 5. 5 增长到 2000年的 8. 3, 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 5. 2%。在预测分析中,

名义汇率作为货币汇率本位是外生变量。

变量的增长率是由模型内生决定的。

1 此列所列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中国的对外贸易账户。
2Omega 是与资本投资风险相关的一个系数。其不断下降意味着在中国投资的风险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

3Twistlab 负增长的含义是工业生产中将会越来越少地使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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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PRCGEM的数据库是以 1992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的。所以,首先利用模型进行历史

模拟分析( historical simulation)将数据库更新到 2000年,并对相关的系数进行估算; 然后利用模型进

行预测分析,从 2001年运行到 2100年, 但是以 10年为一个阶段进行模拟分析。

3 模型预测结果: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

本节将根据模型模拟结果详细分析人口年龄结构演化以及总人口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

影响。

3. 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以及生产要素的增长路径

中国经济在 21世纪的增长路径显示:在 2001~ 2010年期间, 实际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是7. 9%。

但是 2010年以后 GDP的增长速度将会逐渐减慢,到 2050年,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3. 1%。在 21

世纪的后半叶, 中国 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将会在 3. 3%左右波动(见表 2)。根据生产函数, GDP 的增

长速度是劳动力供给变化, 物质资本存量以及总要素生产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表 2还显示经过 21世

纪头 20年的增长, 在剩下的 80年期间劳动力供给将会持续下降, 这是人口老龄化以及长期低生育率

的结果。由于劳动力供给的负增长,中国将不得不依靠物质资本以及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来维持其

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 模型显示, 物质资本的增长不容乐观。物质资本的增长率将会从每年的

8. 4%( 2000~ 2010年)下降到 5. 6%( 2010~ 2020年) ,进一步快速下降到 3. 0% ( 2030~ 2040年)。在

21世纪的最后 60年里,物质资本的年增长速度将会在 2. 0%左右徘徊。物质资本的低速增长意味着

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中国将只能依靠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维持其经济发展。

表 2 实际 GDP和生产要素的年平均增长率 %

年份
实际 GDP

总和 人均
劳动力 物质资本存量 总要素生产力

2001~ 2010 7. 9 7. 0 1. 0 8. 4 3. 0

2010~ 2020 5. 5 5. 0 0. 0 5. 6 3. 0

2020~ 2030 3. 9 3. 8 - 0. 9 3. 6 3. 0

2030~ 2040 3. 9 4. 4 - 0. 7 3. 0 3. 0

2040~ 2050 3. 1 3. 9 - 1. 2 1. 8 3. 0

2050~ 2060 3. 3 4. 4 - 1. 0 1. 9 3. 0

2060~ 2070 3. 4 4. 6 - 0. 9 2. 0 3. 0

2070~ 2080 3. 2 4. 6 - 1. 0 1. 9 3. 0

2080~ 2090 3. 3 4. 6 - 0. 9 2. 1 3. 0

2090~ 2100 3. 3 4. 6 - 1. 0 2. 0 3. 0

资料来源: PRCGEM模拟结果

物质资本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新古典增长模型显示物质资本和劳动力

供给之间存在着正的依存关系。生产力的改进以及不断提高的资本- 劳动比促使物质资本的增长速

度加快。然而, 劳动力供给的负增长则导致物质资本增长速度下降。表 2显示的物质资本的年平均

增长率是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于模型假定, 在 21世纪中国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速度(年均 3% )以及资本- 劳动比的增长速度(年均 1% )不变,所以,不断下降的物质资本增长率是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负增长的结果。

经济学者经常使用 BOTE 模型( Back of the Envelope Models)检验 CGE 模型模拟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所报告的运算

结果是基于运用 BOTE 模型进行的详细计算。

本文的预测分析是以 10 年为一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预测阶段是 2001~ 2010 年,因此笔者将模型的数据库只更

新到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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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 在总要素生产力以不变的速度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

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物质资本增长速度的下降,将会减慢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模型结果显示,

与21世纪的第一个 10年相比,在 2010~ 2020年期间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人口的负增长将会导致实际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下降2. 4个百分点,在 2020~ 2040年期间, 实际GDP 的增长速度将下降 4个百分

点,在 2040~ 2050年期间,将下降 4. 8个百分点。

然而, 与总量GDP 的增长率相比,人口老龄化对人均实际 GDP 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根据人

口预测,中国的总人口将会在 2030年左右开始负增长。总人口的下降将会弱化人口老龄化对人均

GDP 的负面影响。表2显示,与 2000~ 2010年相比, 在 2010~ 2020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人均

GDP 的年增长速度下降两个百分点,在 2020~ 2030年期间下降 3. 2个百分点, 2040~ 2050年下降 3. 1

个百分点。在 21世纪的后 50年,人均实际 GDP 将以 4. 6%的速度增长。

3. 2 国内投资需求的增长轨迹

图 2 国内投资需求的年平均增长率

国内投资需求的增长与物质资本的增长以及

投资/资本比相一致。国内投资需求的年增长率将

会从 2000~ 2010年期间的 6. 2%下降到 21世纪 60

年代的2% (见图 2)。在21世纪剩余的40年里,国

内投资需求的年增长率将在 2% 左右波动。在总

要素生产力以不变的速度增长的前提下, 人口年龄

结构老龄化以及总人口规模的下降将导致物质资

本存量以及国内投资需求的低增长。模型的这一

模拟结果与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相吻合: 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人口的负增长引发的劳动力供给的下

降会降低国内投资需求。投资需求的下降会部分或全部抵消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国内储蓄的下降。

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 如果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导致国内投资率降低,那么富裕

的工业化国家将不用过分担心如何处理人口老龄化引起的总的私人储蓄率下降的问题 ( Bosworth,

Bryant and Burtless, 2004)。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尚不富裕的中国。

图 3 每年净对外负债的变化

3. 3 净对外负债( Net Foreign Liability)

对中国而言,在 21世纪前 80年中国的净对外

负债变化为负数,其每年的变化量大约相当于当年

GDP的 2. 5%。从 21世纪 80年代开始, 净对外负

债的变化开始变为正数, 其每年的变化量相当于当

年GDP 的 1%(见图 3)。

人口老龄化将引起私人储蓄率的下降, 因此人们普遍担心下降的储蓄率将无法满足国内投资需求, 政府将不得不

依靠国际市场引进资本( Heller and Symansky, 1998)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老龄化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迅速

的老龄化将会引起全球储蓄率下降 ,导致全球利率上升 ,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Masson and Tryon, 1990;

OECD, 1998)。这是人们担忧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根据 OECD的量化研究, 到 2050 年, 由于储蓄

率下降引起的储蓄- 投资账户的不平衡将导致全球利率上升 0. 5 个百分点( England, 2002)。人口老龄化引起的

利率上升将导致很多国家(包括日本)的债务水平上升到的 GDP的200% ( OECD, 1998)。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对以上

结论提出异议。Williamson and Higgins ( 2001)指出, 以上研究并没有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投资需求的影

响。他们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的历史及预测研究发

现,人口老龄化并不会削弱日本在 21世纪对外出口资本的能力, 虽然其资本将不会象 20 世纪后 30 年那样主要流

向其他的亚洲国家,因为很多亚洲国家也将成为资本的净出口者。原因是 人口老龄化虽然会降低储蓄率, 但是

它同样会降低投资率, 而且投资率会降低得更多 ( Williamson and Higgin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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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净对外负债存量的变化轨迹

净对外负债的负增长意味着中国的净对外资

产存量在不断增加。21世纪净对外负债存量的变

化轨迹表明,到 21世纪末,中国将拥有大约 54, 000

亿美元的净对外资产(见图 4) ,这一数量相当于当

年GDP 的 19%。

净对外资产存量的变化意味着国民储蓄和投

资之间的不平衡。如果净对外资产存量下降为负

数,则意味着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国内投资需求

(储蓄> 投资) , 中国需要净的资本流入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然而模型显示的情况是在 2000~

2080年期间中国的净对外资产存量将会不断增加,虽然在 21世纪的最后 20年,净对外资产存量开始

下降, 但是,其总量仍保持正数。这表明虽然模型假设国内储蓄率从本世纪初的 43%下降到本世纪末

的12% ,但是国内储蓄仍然大于国内投资需求,中国将会出现净的资本外流。私人储蓄的下降以及由

此引发的储蓄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政府以及学术界最担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之一。然而模型运

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投资需求的下降将会超过储蓄率的下降, 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 国内

储蓄仍足以满足国内投资需求。这一模拟结果与很多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相一致: 人口老龄化导致

的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会减少投资需求。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某个阶段,下降的投资需求将会超

过储蓄率( Bosworth, Bryant and Burtless, 2004)。

图 5 实际 GNP和 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的比较

3. 4 实际 GNP 的增长轨迹

实际 GNP的增长率取决于实际 GDP 的增长率

和净对外负债( NFL)的变化(参见图 1)。在 2000~

2080年期间由于每年净对外负债( NFL)的变化为

负数, 所以 GNP 的增长率超过了实际 GDP 的增长

率。在 2080~ 2100年期间, 由于净对外负债的变

化变为正数,所以 GNP 的增长率开始小于 GDP 的

增长率(见图 5)。由于NFL 每年的变化比较小, 所

以GNP 和GDP 之间增长率的差别也比较小。

图 6 平均消费倾向的年增长率

3. 5 私人消费及进出口的增长轨迹

表3展示了中国宏观经济在 21世纪的增长轨

迹,包括实际 GDP、投资、私人消费、出口和进口。

由于在 3. 1节和 3. 2节已经对实际 GDP 和投资的

增长轨迹进行了详细分析,本节只分析私人消费及

出口和进口的变化轨迹。

关于私人消费, 比较表 3中私人消费和实际

GDP 的年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私人消费的年增长

率高于实际GDP 的增长率。私人消费的增长率取决于平均消费倾向以及 GNP 增长率。人口老龄化

引发的储蓄率的下降导致平均消费倾向提高(见图 6) ,同时每年净对外负债( NFL)的负增长导致 GNP

的增长率大于 GDP的增长率(见图 5)。结果是私人消费的增长率超过了GDP 增长率。

关于对外贸易平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对外贸易在 2000年处于顺差(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

值)。模型预测的结果显示,在 2000~ 2070年期间,出口的年增长率略小于进口,这种状况会促使对外

贸易账户不断走向逆差。但是在 2000~ 2040期间,由于出口总值一直保持大于进口总值(虽然出口年

平均增长率小于进口年平均增长率) ,所以对外贸易账户仍然维持顺差。对外贸易账户保持盈余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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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部分讨论的储蓄- 投资账户的不平衡(储蓄> 投资)以及每年净对外负债( NFL)的负增长相一致。

直到 2040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才开始出现逆差。逆差数量的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在 21世纪的后 20

年净对外负债( NFL)开始增长(参见图 3)。

表 3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轨迹 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实际GDP 投资 消费 出口 进口

2000~ 2010 7. 9 6. 2 9. 2 7. 3 7. 8

2010~ 2020 5. 5 4. 4 6. 1 5. 5 5. 8

2020~ 2030 3. 9 3. 0 4. 7 3. 1 4. 7

2030~ 2040 3. 9 2. 5 4. 5 3. 6 4. 2

2040~ 2050 3. 1 1. 5 3. 7 2. 9 3. 3

2050~ 2060 3. 3 2. 1 3. 7 2. 7 3. 6

2060~ 2070 3. 4 2. 2 3. 7 3. 3 3. 5

2070~ 2080 3. 2 2. 1 3. 4 3. 3 3. 3

2080~ 2090 3. 3 2. 2 3. 5 3. 6 3. 3

2090~ 2100 3. 3 2. 1 3. 3 3. 7 3. 2

资料来源: PRCGEM模拟结果

4 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4. 1 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PRCGEM)对在21世纪期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宏观经

济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模型的主要发现包括: ( 1)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低增长及随后的负

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慢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一结果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

论相吻合。在总要素生产力以每年 3%的速度增长的前提下, 与 21世纪的第一个 10年相比, 到本世

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实际 GDP 的年增长率下降 4个百分点, 到本世纪末, 下降 4. 6 个百分点。

( 2)总人口的负增长将会减缓人口老龄化对人均实际 GDP 的负作用。于本世纪的第一个 10年相比,

到本世纪末,人均实际GDP 的增长率将下降 2. 4个百分点。( 3)储蓄率的变化遵循生命周期假说。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中国的储蓄率将不断下降。但是下降的储蓄率仍然可以满足中国国内的投资

需求。中国在 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将不会被储蓄不足的问题所困扰。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

投资需求的下降将超过储蓄率的下降。( 4)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国内投资需求的下降。下降的投资需

求将抵消储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同时储蓄- 投资的不平衡(储蓄> 投资)将会导致中国的

资本外流。( 5)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平均消费倾向不断提高。同时中国对外净资

产的增加将促使 GNP 的增长率超过 GDP 的增长率。这两个因素相结合将使得中国人均实际消费水

平的增长超过人均实际 GDP的增长。( 6)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 人均物质生活水平(以人均实际消

费水平作为衡量指标)仍将不断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将不断下降。( 7)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

面影响主要是来自于劳动供给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 8)在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总要素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

以上发现是基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模型假定在整个 21世纪期间中国

的劳动参与率将维持在 2000年的 82. 4%的水平上)。但是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市人

口的劳动参与率普遍低于农村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参见 Banks, 2005) ) ,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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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都会促使劳动参与率不断降低。 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将会直接

降低劳动参与率。笔者在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一文中详细记算了人口老龄化对

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笔者发现在中国的退休年龄不变的前提下,到 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本身的

变化将直接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 5个百分点 ( Peng, 2005)。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会进一步减少未来的

劳动力供给,导致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减慢。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不会讨论如何降低劳动参与

率以减缓就业压力。就像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将会讨论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 比如通过延

长退休年龄,鼓励退休的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采取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等措施, 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本文并没有将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养老保险支出,以及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老年人照料, 医疗

保健费用等的变化对政府财政支出, 以及由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纳入模型体系。根据一些国际机构

对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所作的量化分析, 人口老龄化将对西方国家的政府财政造成

沉重负担,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Group of Ten, 1998; McMorrow and Roeger, 1999)。因此,如果

将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健及老年照料等支出纳入模型,则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增

长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4. 2 政策建议

由于人口老龄化将减慢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以及人均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政府应积极采取

措施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提高总和生育率,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从而降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国内

外学者讨论的应对人口老化的政策措施之一。但是, 通过应用同样模型所作的在中国不同生育率方

案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比较研究发现, 生育率的提高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

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是生育率的提高带来的总人口的增长会抵消这些积极影响并导致人均物质生

活水平的下降。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的模拟研究发现,通过提高生育率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对

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 2000~ 2045年, 生育率的提高将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澳大利亚的

总抚养比。而且生育率提高带来的教育支出,家庭补贴以及幼儿照料的增加对 GDP 以及政府财政的

影响将会超过由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健康和老年人照料等支出对 GDP 的影响( Productivity Commis

sion, 2005)。 解决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最适合的公共政策并不是那些会带来另外问题的政策。当人

口老龄化已经而且不断对政府钱包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时, 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提高生

育率从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另一端对公共财政产生额外需求 ( Onselen and Errington, 2004)。

西方人口及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刺激技术进步, 提高生产力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

长负面影响的根本途径。本模型运行的结果也发现, 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 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 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其

中积极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是重中之重。大幅度提高公共教育投资在 GDP中的比重, 扩大妇

女特别是落后地区女性受教育的机会等都将有力地提高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 尽管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口会不断缩减,但是人

教育的发展也是影响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的发展会降低低龄劳动力人口特别是 15~ 25岁年龄人口

的劳动参与率,但是教育的发展又会提高这些人口,特别是妇女在未来(大约 45 岁以后)的劳动参与率。因此, 在

西方国家,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总的劳动参与率。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

平(例如, 在 1995 年, 35~ 39 岁, 40~ 44 岁以及 45~ 49 岁年龄组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分别达到了 91. 3% , 89. 8%和

82. 4%。而在澳大利亚, 34~ 44岁和 45~ 54 岁年龄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 2000年分别为 71. 2% 和 70. 6% ) ,在未

来继续提高这些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的空间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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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使得这些劳动力更聪明, 更具生产力, 由此等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 ( Day and

Dowric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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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China: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Abstract:The paper explores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opulation ageing over the period of 2000 to 2100 in China using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 CGE) model. The simulation exercise shows that the main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ing is to deceler

ate aggregat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negative growth of labour supply and reduction in the rate of physical capital formation. Sec

ondly,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keep improving but at a declining rate. Finally,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s the main force that sus

tains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opulation age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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