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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论坛

再论中国是否/未富先老0

5人口研究6编辑部

主持人:杜  鹏

背  景

2006年第 6期5人口研究6的/人口与发展论坛0题目是/中国未富先老了吗?0,李建民教授认为中

国是/即富即老0,认为问题的本质不是我们做的/蛋糕0是否够大,而是/蛋糕0分的是否合理。我和杨

慧在将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对

比后,提出/未富先老0仍是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现阶段特点的描述。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国仍然是

/未富先老0。两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我认为相关的问题虽然都提出来了,

但在三个方面仍然需要深入探讨、进一步澄清:首先, 中国现在是否仍然是/未富先老0? 其次, /未富

先老0的提法现在还有没有警示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性与急迫性的积极意义? 第三, 我国面临的人口

老龄化挑战到底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还是社会分配不够公正造成的? 之所以提出这三个问题

是因为在此前的讨论中对于中国是否/未富先老0并没有达到共识;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未富先老0

的提法在上个世纪末对引起政府和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关注有警示意义,但现在也产生一种

新的担心,即认为这样一种提法是否会成为阻碍老龄问题解决的不利因素, 成为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

保障等相关制度进展迟缓的理由? 会进一步掩盖社会分配不公?

基于上述考虑, 我们特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教授和南开大学李建民教授来进一步讨论中国

是否/未富先老0。两篇文章都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邬沧萍教授在我国最早提出了中国人口

老龄化/未富先老0的特点,他将当初为什么提出这一特点的来龙去脉做了回顾,并在三个层次明确了

/富0的涵义,再次强调了坚持这一提法的现实意义。李建民教授在深入探讨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分

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未备先老0的新提法,将对经济发展的/富0的讨论深化到社会分配的/公0上。

我们期待通过这次的论坛讨论能够深化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认识, 并能促进我国更好地应对人

口老龄化挑战。

/未富先老0命题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邬沧萍*  何 玲*  孙慧峰* * ( *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未富先老0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¹ ,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学界和社会大众普遍认同

¹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5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6 ,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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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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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¹
。关于/未富先老0问题,最近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乔虹, 2006) ,为此5人口研究62006

年第 6期刊发了李建民、杜鹏两位教授的文章, 对/未富先老0进行了专题讨论,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

发,也促使我们对/未富先老0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未富先老0是邬沧萍教授(下用邬教授)在 20世纪 80年代提出来的, 使用该表述,是鉴于当时人

口老龄化还鲜为人知,希望这一命题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我国经济还不发达与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这

一对矛盾所带来的复杂问题, 在当时属于大胆的探索。现在,随着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入认

识,我们觉得对/未富先老0这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进一步深化。为了更好地认识/未富先老0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提出/未富先老0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

1  /未富先老0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

1. 1  理论依据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U nited Nations, 1956)。舍弃人口迁移因素, 人口转变主要是

由死亡率和生育率的转变引起的, 死亡率的下降必然导致人口寿命的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前提, 而

生育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人口老龄化是个普遍规律,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迟或早都要发生,概莫能外。根据这一理论, 早在 20世纪 80 年

代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刚刚开始老化的时候, 我国的人口学家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并预见到随着我国死

亡率的下降和生育率的下降, 人口转变必然出现, 人口老龄化也将作为人口转变的必然后果而出现,

并开始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时间、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及其影响等进行研究。

1. 2  1980年代初我国的实际

1980年代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开始从底部老龄化。从 197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

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控制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到 1970年代末, 出生率已从 1970 年代初期的近

28j的高水平急剧下降到 18j左右的较低水平(邬沧萍等, 1999) ,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年轻人

口比重减少,人口年龄中位数提高, 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龄化。1980年, 5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

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6发表时,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2. 24,达到了较低生

育水平,人口加速老龄化成为中国的必然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 我国政府也开始关注应

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1982年维也纳第一次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召开之际,中国老龄问题全

国委员会也宣布成立。

在人口转变迅速发生同时,学术界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国际社会对此进

行了大量研究( United Nat ions, 1983) ,学者认为在低人均收入的国家中,中国预期寿命长和生育率低

都是突出的。通过国际对比, 人们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出现在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够发达的时期, 与

世界上已经人口老龄化的一些国家相比, /未富先老0已经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

¹  负责全国老龄工作的全国老龄办多次发文都强调中国/ 未富先老0的特点, 如回良玉副总理在 2006 年全国老龄委

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国老龄网htt p: / / ww w. cacn. org . cn 2006- 01- 19)。学术界对此也比较认同, 例如

田雪原、杜鹏、蔡昉等学界知名专家都曾就中国的/ 未富先老0从不同研究视角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在百度和

goog le上键入/ 未富先老0, 可分别搜索到相关研究和报道 64600 条和 80200 条, 这表明社会当前对/未富先老0的

广泛关注和接受程度。

1  乔虹. 中国会未富先老吗. 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系列第 138号, 2006- 02- 14

2  United Nat ions. The Ag ing of Population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1956

3  邬沧萍等. 社会老年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92~ 197

4  United Nat ions. The Wor ld Population at the T urn of the Century .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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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邬教授在 1986 出版的5漫谈人口老化6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未富先老0的观点(邬沧萍,

1986) ,此后, /未富先老0作为明确界定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的描述逐渐开始出现在我国老龄问题的

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当中。

1. 3  提出/未富先老0的初衷

鉴于上世纪 80年代,人口迅速底部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当时超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

度,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巨大压力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后日益显露。为了保证人口、经济、社会健康、有

序、和谐地发展,解决好庞大的、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的物质需求、照顾需求和精神需求,为了让全党

全民认识到老龄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为了让全社会未雨绸缪做好准备,邬教授提出了/ 未富先老0的

观点,当时初衷是为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快于经济发展这一现实矛盾,对我国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特

征进行鲜明、准确的定义,给全党全民敲响警钟。

/未富先老0提出后, 邬教授也多次撰文强调必须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应对老龄问题。人口老龄

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也将不断发展。为此, 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为人口老龄

化做好准备:在制度上,要为迅速增加的庞大的老年人口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 使之能够参与政

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在经济上, 要有必要而充分的物质积累,加强各项为老

基本建设,为规模庞大的老龄人口提供必要的经济和医疗保障;在思想意识上,要在全社会充分形成

应对老龄化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准备,发扬我国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在理论研究上, 要对人口老龄化

进行充分的研究,准确把握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形成应对人口

老龄化科学的理论指导, 同时开展对老年健康、教育、康复和护理等方面的研究;在人力资源上, 要为

人口老龄化储备必要的各种人才; 在人口素质上, 要不断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为形成健康老龄化打

好基础。当然, 我们只能兼顾而不能完全站在老年人的立场来认识老龄化。也就是说, 要优先解决

/未富0的问题, 再兼顾做好应对/先老0的各项准备,否则, /未富0没有解决, 应对/ 先老0的准备就成了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本末倒置。

2  /老0的概念是相对的

2. 1  /老0与/少0的标准是人定的

人口老龄化的数量界限, 即什么是人口"老"与"少"是人为确定的, 可以说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见仁见智在所难免。现在国内统计部门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沿用的是联合国约定俗成的标准, 即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全部人口 7%即为老年型人口( U nited Nations, 1956)。1975年美国商务部普

查局出版的5人口学方法与资料6中( U. S. , 2000) ,将 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 10%作

为人口老龄化的数量界限,这一比例低于 5%则人口是年轻型的。从这些公认的人口学权威文献中我

们不难看出,人口老龄化的数量界限只是一个人为划定的界限, 老年人口的规模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

不受这一数量界限变化的影响。我国普遍使用的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全部人口 10%视为老年

型人口是参照联合国文献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而普遍使用的。

2. 2  /未富先老0的/老0有两种涵义

/未富先老0的/老0, 在严格意义上说有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涵义: 一种含义是人口老龄化

( Ageing o f Populat ion或 Populat ion Ageing) , 它是指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或是一

个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即增龄的过程。另一种涵义是指人口进入老年型,即人口按某一个数量

1  邬沧萍. 漫谈人口老化.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36~ 37

2  United Nat ions. The Ag ing of Population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1956: 7

3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encus Bureau,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Demograph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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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达到老年型,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0%或者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7%等就视为老年

型人口( o ld populat ion或 aged populat ion)。第一种涵义中人口的/老0是一个时期指标, 说明一个过

程;第二种涵义中人口的/老0是一个时点指标, 说明一个时点的现象。把人口作为一个变量( v aria-

ble)来研究, 这两种区分是清楚的,也是必要的, 在外文的表述也是不同的。但作为描述一个社会状

态, /老龄社会0和/老龄化社会0就不必作严格的区分, 可以同时使用,在英文翻译上使用 Ageing Soc-i

ety 则更为准确、达意, 而 aged society 或 old society 的表述是非常罕见的。这是因为, /老( aged) 0、

/老化( old)0, 来描述一个社会或一种现象或事物, 带有衰老、老化或衰退等贬义的意思。而且, 一个

进入老龄型人口的社会, 由于人类寿命延长的趋势,必然继续老龄化和高龄化,称之为老龄化社会是

科学的,不宜称为老化社会以免引起误解。

3  对/富0的认识要与时俱进,中国应对老龄化/既患寡也患不均0

认为中国已非/未富先老0者认为今天老年人的困境是个分配不均问题,我们认为/既患寡也患不

均0, 本文只就人口老龄化所讲的/富0的内涵的三个层次作简要分析。

3. 1  /富0的第一重含义

最直接来说, /未富先老0的/富0就是钱的含义,一般理解就是收入和财产(或财富)。西方谈到养

老简明地概括为/三 M0( M oney, Medicar e, M ind或 Mental,就是钱、医疗和心情) ,排在首位的 M 就

是钱。从微观层面来讲, 就是指老年人有无收入和财产, 有无收入保障( Income Security) ; 从宏观层

面来讲,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保障老年人生活的经济实力, 具有代表性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 GDP。

从1979年到 2004年,我国的 GDP 年均增长率为 9. 6%, 1980年人均 GDP 为 400美元 ¹ , 2000年

为 840美元, 2005年,中国人均 GDP 为 1700美元。从纵向比较来看,我国的收入保障能力比过去是

大大提高了,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不够富裕。据世界银行对各国人均 GDP 的排位, 中国人均

GDP 的排名也在 100位左右, 我国仍然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差距。我

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我们讨论/未富先老0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对于这一点学

者都普遍比较认同。

事实上,使用 GDP 作为/富0的衡量指标还有许多缺点和局限性。GDP 是增量和流量的概念, 反

映的是 1年内新财富的增加量。我国 GDP 的快速增长, 反映的是我国财富的增长, 而作为应对人口

老龄化挑战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财富( W ealth) ,即多年资产的积累, 是存量的概念。老年人

已经退出生产第一线,靠工作时积累起来的财富支持晚年生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样的道理, 一

个社会缺乏社会保障的财富积累, 仅靠现收现付来养老,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中国在经济底子薄, 缺

少财富积累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只有几年的 GDP 快速增长远远不够。所以,人均 GDP 的/富0,

并不能代表每个老年人富, /国富民穷0或者说/国富老年人穷0仍是我国目前要极力避免的一个严峻

现实。

3. 2  /富0的第二重含义

/未富先老0的/富0的第二层含义是丰富和富裕,即 aff luence的意思,指的是一国养老物质资源的

数量与老年人口需求相比是否充足。社会经济层面的/富裕0与养老物质资源的/ 丰富0两个概念虽有

联系,但却有不同。一个国家经济层面的富裕并不必然意味着养老服务资源的丰富, 其中涉及到国家

全部资源在生产与消费, 以及各社会阶层,各年龄段公民之间的分配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 在养老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增加,但与我国快

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相比,我国养老资源和老年人的收入仍然严重不足。众所周知,我国近几年

¹ 重估 GDP 摸清家底有益于经济发展. 新浪财经网( ht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 新财经, 2004-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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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尼系数已经超过 0. 4,在收入分配贫富巨大差距中, 老年人处于弱势地位,在最低收入 10%和 20%

中都占很大比例。因此, 在我国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老年人寿命延长、存活率提高同收入相对较低仍

是/未富先老0的重要表现。

与收入不足相比,我国老年人财富短缺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老年人大多数财产

很少,根据 2000年普查资料, 老年人有财产收入的只有 0. 3%。农村老年人贫困不用多说,城市靠社

会保险生活的老年人也只占老年人的 1/ 3
¹
,并且同样面临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据估计, 目前我国

养老保险方面的隐性负债超过 6万亿元,到目前为止养老金储备只有 2700亿元
º
,差距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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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医疗资源严重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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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这些都是我国/未富先老0的重要表现。

3. 3  /富0的第三重含义

/未富先老0的/富0的第三层含义是发达程度高( developed)的意思。/富裕0和/丰富0反映的是经

济、物质资源方面的实力,相当于/硬件0。而/发达程度0强调的还有社会发展、文化环境,制度建设等

/软件0方面。发达国家不光经济实力比我们强,而且大都有一、二百年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制度的

历史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人口科学素质和健康水平普遍明显强于我国, 老年医学、社会老年学研究开

展得广泛深入, 虽然它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但它们应对起来比我们要从容得多。与之相比, 我

国在社会发展、保障制度、人力资源和思想观念准备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 市场经济发展不

够完善、各项政策制度不够健全、政府职能转换尚未完成、城乡二元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将长期存在,社会分配不公短期内难以解决, 各类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发展水平较低等等,这些都对我

国应对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难题有着明显的影响。概括而言, 我国将长期面临发展的压力与人口老龄

化的压力并存, 失业、剩余劳动力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并存, 寿命延长与/寿而不康0造成的医疗卫生

和护理压力并存等严峻挑战。

综合考虑以上三层含义的/富0,其实/富0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资源和能

力总和,既包括经济实力、自然资源、养老资源、制度、人才、思想准备等所有方面的内容,代表一个国

家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各种问题, 满足老年人各种需求的综合实力。我国的/未富0就集中体现在

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的严重不足上, 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必要强调的是, 我国人口多、

底子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国情,对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有我国的特殊困难。就养老而言, 我国是以

占世界 5%的 GDP要养活世界 1/ 5的老年人。对于中国/未富先老0的严峻性,国内外有识之士都高

度认同。欧洲经贸组织经济部主任科隆扎依指出: /中国将在今后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人口老

龄化最为突出, ,, 中国应及早做好应对准备0。»

4  农村老年人的相对贫困是/未富先老0的集中体现

在我国人口/未富先老0的情况下, 更需要重视的是老年人口多, 老年人口大都处于相对贫困甚至

绝对贫困状态的国情。我国现有老年人口 1. 45亿,其中 9000 多万在农村。根据全国老龄办的百年

预测(李本公, 2007) ,在今后半个世纪内,我国农村平均有 1亿以上的老年人口,此外还有大量进城农

民工中的老年人。可以说,这部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未富先老0状况变化的标尺。

目前, 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和不同年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几

¹ 、º  郑斯林等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答记者问. 北京日报, 2007- 03- 10

»  记者专访. 参考消息, 2005- 09- 29

1  李本公.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 北京 : 华龄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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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甚至几十倍, 财富之间的差距则更大,而处于最脆弱和最底层的就是农村贫困老年人。现在和今后

一个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制度的安排,当前农村贫困老人集机会贫困、健康贫困、经济贫困、知识

贫困、能力贫困于一身,其健康水平、文化教育科学素质都较低, 他们几乎都没有社会保险、土地保障,

家庭保障也远远不足,如果没有外力帮助,没有制度安排,他们是很难摆脱困境的。尽管进入 21世纪

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很快, /未富先老0的状态正在改变,但我们讲的/未富先老0

是就全国总体来说的,特别是针对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来说, 他们的处境改变不大, 这也是我

国/未富先老0不能很快改变的客观原因。

5  /未富先老0作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点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从上世纪 80年代直到今天, /未富先老0或者说/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0仍为大多数人所认

同。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特别是进入 21世纪后,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是/边富边老0或者说/富而未

老0等等。基于上文的分析,特别是考虑到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在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中需要较长过程才能逐步改变,我们认为, 我国摆脱/未富先老0尚不能一蹴而就。

5. 1  摆脱/未富先老0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 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已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 我们在接受它的同时,应提高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综合实力, 逐步改变/未富先老0的状况。

具体而言, 应该至少包括以下 6个方面的提升: ( 1)国家经济实力显著提高。( 2)社会保障体系更

加完善。( 3)老年人收入和财产的增加。老年人能在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基础上,实现多层次

补充养老,提高生活质量。( 4)养老基础设施和资源的充足。社区为老服务基础设施、服务队伍建设

等都要大大加强。( 5)中介组织和社会力量得到更好发挥。( 6)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作用发展老龄产业

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补充, 使老年人能得到更多物美价廉的老年用品和服务, 提升老年群体的

生活质量。我们认为,当我们在这 6个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时, 才能称得上摆脱了/未富先老0。

如果只是单纯的在一个方面取得突破, 例如, 仅仅 GDP 有所提高,不能说是/又富又老0。当然, 以上

六点只是必要条件, 其他诸如构建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各方面人才培养和老年人参与社会等充分条

件,还需要大力创造。

5. 2  坚持/未富先老0命题利大于弊

我们认为, 现阶段/未富先老0命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坚持/未富先老0有利于我们

认识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未富先老0准确简洁概括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经过 20多

年的宣传和努力,当前社会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未富先老0已有了一定认同

感,达到这样的效果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讲/未富先老0, 势必会造成认识和舆论上的混乱,

甚至认为我国已经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与我国主导思想和对基本国情的估计是相悖的,不利于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其次, 坚持/未富先老0有利于我们立足国情做好老龄事业,防止贪大求洋, 搞

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基础设施和养老

的/软实力0差距更大,这是/未富先老0的基本内涵,我们在制定老龄政策, 发展老龄事业时, 决不能忘

记这一基本国情,必须脚踏实地, 抓紧老年人养老、医疗、服务等最基本需求这几个重点不动摇。再

次,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 /未富先老0的判断有助于加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使各级政府

部门更好地为老年人管理和服务。最后,坚持/未富先老0能够得到老年群体的认同, 有利于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惠及老年弱势群体, 促进代际和社会和谐。老年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个体经济实力更加脆

弱, /未富0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现在用/边富边老0、/又富又老0、/老龄化与发展同步0等, 对

庞大的弱势老年人群是不公平的, 也不能得到他们认同。

总之,目前坚持沿用/未富先老0的命题, 利多弊少。讲/未富先老0决不会因此低估我国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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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的成就,而是帮助我们坚定地立足/未富先老0国情, 大力发展老龄事业,提高老年人生活质

量和福利,使老年人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继续发挥光和热。所以, 我们主张要与时俱进地

深入认识/未富先老0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我国实际国情和老年人基本状况出发,立足/未富先

老0, 同时努力创造条件使我国逐步摆脱/未富先老0,最终真正实现/又富又老0。

/未富先老0? 还是/未备先老0?

李建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天津 300071)

/未富先老0,是目前中国政府以及大多数研究老龄问题的学者对中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基本特

征的一致判断, 并视其为中国老龄化挑战或者老龄危机的根源(田雪原, 2004;于学军, 2003; 邬沧萍、

杜鹏, 2006;杜鹏、杨慧, 2006; 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2006)。笔者曾就中国是否/未富先老0的问题与

杜鹏教授在5人口研究62006年第 6期的论坛上做过讨论。但笔者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不能就

此止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未富先老0这一判断能否揭示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

涵义? 该判断的政策涵义是什么? 该判断能否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战略和政策的前提或者出发点?

1  /未富先老0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

笔者曾就中国是否/未富先老0议题阐述过这样的观点(李建民, 2006) : 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与老

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人口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

就进入了老龄社会。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相比, 老龄社会具有更多的社会规定性和更为复杂的社

会关系机理。只有当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时候, 我们

才能称其进入了老龄社会。从人口年龄结构总体特征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看,对在仍处于人

口黄金年龄结构的最佳时期的中国来说,还难以称其为/老0。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 Angus Maddison)的5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 1820~ 19926(中

文版, 1997)、5世界经济千年史6(中文版, 2004)和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5各

国的经济增长 )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6(中文版, 1985)中提供的数据, 如果把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达

到 10%或者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7%作为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下限标准的话,中国目前的

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其时的水平。而这些国家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中都获得了

很好的发展。因此, /未富先老0并不能概括和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对应关系的

性质。因为, 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 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 或者说, / 人口红

利0。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这个为期 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完

成现代化过程, 进入到一个比较富裕或者富裕的社会。中国目前也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市场经济为

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 在 1975~

2005年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9. 7%和 9. 6% ; 1990~ 2005 年分别达到

1  田雪原. / 未富先老0 :机遇与挑战. 人民日报, 2004- 11- 16

2  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0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1: 9~ 14

3  邬沧萍,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 变化与挑战.中国人口出版社 , 2006

4  杜鹏, 杨慧. / 未富先老0是现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人口研究, 2006; 6: 28~ 36

5  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2006

6  李建民. 中国真的/ 未富先老0了吗? 人口研究 2006; 6: 2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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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8%和 9. 7%。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 NDP)发表的5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6( UNDP, 2006) , 1975~

2004年期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 GDP 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达到了 8. 4%。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

础上,国家财力迅速积聚, 1975~ 2005年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以年平均 13. 1%的速度增长, 1990~ 2005

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 16. 7% , 1998~ 2005年更是高达 17. 6%。

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社会政策的缺陷,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在社会发

展意义上大大减色。与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发展方面,特别是

事关民生的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步履艰难。根据52006年人类发

展报告6, 2004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 0. 768,排在世界第 81位,在 82个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中位于第

18位。但是,从一些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看,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和问题: 2001

年中国的吉尼指数为 44. 7, 而人类发展高水平国家和人类发展中等水平国家大致同一时期的吉尼指

数分别为 35. 5和 42. 3; ¹ 2004年中国每 10万人医生数为 106人,人类发展高水平国家为 207 人, 人

类发展中等水平国家为 122 人; 2003 年中国卫生人均卫生支出为 278美元, 其中公共支出比例为

351 71%, 私人支出比例为 64. 2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卫生支出结构是

以公共支出为主; 2004 年中国能够获得卫生设施的人口( population w ith sustainable access to im-

proved sanitat ion)比例为 44%, 能够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 ( populat ion w ith sustainable access to

an improved w ater source) 比例为 77% ,人类发展高水平国家分别为 94%和97%,人类发展中等水平

国家分别为 63%和 81% ; 2002~ 2004年期间的年份中,上述两类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分

别为 5. 3%和 4. 4% , 2004年中国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内的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为 2. 8%。º 另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 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 188 位。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不公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差距大, 占总人口 30%的城市人口享有 80%的卫生资源配置, 占总人口

70%的农村人口仅享有 20%的卫生资源配置(丁元竹, 2005)。

上述情况表明, 中国社会方面的发展差距和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再主要是资源短缺的约束,而主要

是由于社会发展制度和政策安排的缺陷,即缺乏一个公平、公正、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使人民及时分

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过去是/万般皆因穷0,那么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对国情的认识也不能

再局限于此了。

要正确判断和理解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 我们必须跳出/未富先老0这一认识窠臼。就中

国当前的老龄问题和未来潜在的老龄危机而言,人口老龄化只是一枚硬币的一面;其还有另外一面,

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面: 处于迅速转型之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利益格

局重构的背景下,当公共资源分配还不合理甚至存在着不公平倾向的时候, 当具有社会基础性质的制

度安排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优良的社会道德观念被忘弃的时候,老龄危机就

已经植根其中了。人口老龄化只不过是使问题和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暴露了出来。

2  中国当前的老年人问题与/未富先老0无关

中国老年人目前面临的收入困境也不是/未富先老0所致,并不是因为/蛋糕0做得不够大,也不是

因为分/蛋糕0的人太多, 更不是因为做/蛋糕0的人数不足, 而是因为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转移支

¹  本文提到的人类发展高水平国家和中等水平国家的有关指标的平均值均为简单算术平均数。

º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 20066中的有关数据计算。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 NDP ) . 2006 年人类发展报告: 透视贫水 :权力、贫穷与全球水危机. http: / / hdr . undp. o rg ,

2006

2  丁元竹 2005 年社会发展回顾与 2006 年社会发展重点. 中国经济时报, 2005- 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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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制度不合理, 使得老年人难以及时和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在物质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老

年人口乃至整个人口增长的条件下, 老年人口中存在的各种贫困现象, 不是因为资源性短缺, 而是因

为制度性供给短缺。但是, /未富先老论0在逻辑上可能模糊我们对这一问题本质的认识。虽然与发

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但是,中国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也比较低。以我们现在

的国力当然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养活规模如此巨大的老年人,但是, 以我们现在的国力绝对

应该可以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好。

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当前面临困境也与人口老龄化无关, 因为社会保障体制内部的负担

比高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高负担比,如果这是一种危机的话,也只是体制内的危机;或者说, 是这一制

度安排本身的问题。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的52005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6, 2005年末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17487万人,比例为 63. 98% ,全国共有离退

休人员 5088万人,占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 35. 36%;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城镇就业人员与离退休人员比率为 3. 44B 1; 而如果按照城镇就业人员 27331 万人计算,该比例为

51 37 B1。中国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41855 万人,如果全部纳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那么, 与离退休

人员比率为 12. 16B1; 2005年中国从业人员 75825万人,与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比率为 5. 27B 1。

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 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我国现在的经

济发展水平高出很多,有一些国家甚至还低于我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德

国、丹麦、比利时、澳大利亚、奥地利和法国等,其 1913年时的人均 GDP 为 3465~ 5715国际美元。
¹
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 如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加拿大、挪威、芬兰等, 人均

GDP 一般来说不超过 5000国际美元。日本 1941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人均 GDP 为 2897国际美

元; 1959年颁布现行立法时,人均收入为 3556国际美元。二战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建立社会保

障制度的时候, 其人均 GDP 大都不到 3000国际美元。以非洲国家毛里求斯为例,它是目前发展中国

家社会保障程度最高的国家, 其社会养老保障覆盖范围包括了全体居民,并由政府负担全部费用, 而

其 1951年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人均 GDP 仅为 2540 国际美元, 1976 年开始现行制度时, 人均

GDP 为 4551国际美元(美国社会保障署, 1996;安格斯 #麦迪森, 2003)。1999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为

3259国际美元,按照人均 GDP 的增长指数计算, 2005年人均 GDP 为 5355 国际美元,已经超过了大

多数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

防范老年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是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 满足这种需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

权利。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制度和政策的基本方面, 享有社会保障是每一个公

民的基本权利。平等与普惠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首要原则, 而不能基于人的社会身份差别。我们

不能在努力消除/二元0社会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二元0结构。破解中国社会养老保

障制度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国民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建立国民社

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实力, 同时中国还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之中。

3  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

在 20世纪 80年代, 富有远见的人口学家提出中国可能会"未富先老"的预警, 其意在于警示社

会,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的条件下,生育率迅速转变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潜伏着危机, 其政策意

¹  除特别注明外,本文国际比较时所使用的都是 1990 年国际美元。

1  美国社会保障署. 全球社会保障 ) 1995(中文版 )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安格斯# 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

(中文版)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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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于警示政府应该及早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做好准备。遗憾的是,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政府并没有

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在过去的近 30年里,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是与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

但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相分离, 虽然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三者之间应该显现出更为紧密的关系。

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人口控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其相关的其他社会政策并没有及时跟进, 甚

至长期缺位。特别是,在制定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初就应该考虑同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社会

保障制度,但政府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没有这样做, 从而使得其中的一些因果关系或

协同关系出现了异化,使得社会发展滞后于生育率的转变。这就埋下了中国未来潜在的老龄危机。

而在现下的中国, /未富先老0论在政策层面上已经失去了其积极的意义,因为"未富先老"不是中

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也不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是: 能否在经

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

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 也不是老年人口的增长, 老龄化只是一根/ 导火

索0。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也不是因为我们无力支撑失衡的人口金字塔。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才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 而"未富先老"是无法将其涵盖在内的。

如果说在/ 银色0浪潮到来之际, 城镇地区已经基本构筑起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和公共

服务体系的话, 那么,在农村地区我们却几乎还未设防。人口迅速老龄化与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

来的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 使得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 而这一挑

战的本质是社会意义上的多方面挑战: 可能颠覆以社会身份分立、地区之间分隔为基本结构的现行社

会保障制度;要求改革公共资源分配的地区分割与分隔体制;可能终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

(其实,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本来也不应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 ; 社会代际关系趋于紧

张,进而威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4  中国的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

/力0和/制0是支撑未来失衡的中国人口金字塔的两个柱石,前者是经济发展,后者是社会制度安

排,其中的"制"更为重要。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比研究中, 人们更为关注的和更多

关注的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差距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制

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方面。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老年人口,但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是世界上

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年龄负担最轻的国家; 中国虽然处于经济发展水

平比较低的阶段,但也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比较高,但是物质财富

和政府财政收入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所以, 中国老龄化挑战的本质特征不是/未富先老0, 而是/未备

先老0,即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大幅度提高的/银色浪潮0即将到来之际, 我们在社会制度安

排、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道德培育等诸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政府制定一套

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有效的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国家战略。

中国政府领导人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注民生"的执政观, 这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创

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

财政资金的迅速积累,以及可以期望的未来 20年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完全有力量解决当前的老年

人问题和应对未来老龄化的挑战。我们有理由乐观, 中国的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近年来出台

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

杂费政策,以及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国

家制度层面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我们欢呼这一时刻的到来,尽管她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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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评论

两位教授的文章虽然在中国是否/未富先老0问题上各抒己见, 但其目标的共同点也非常明显, 那
就是如何表述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才更有利于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 老年人如何才能够得到自己本应

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

邬沧萍教授首先回顾了上世纪 80年代提出/未富先老0观点的初衷,是为了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

将快于经济发展这一现实矛盾,对我国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特征进行鲜明、准确的定义,给全党全民敲

响了警钟。此后他也多次撰文强调必须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应对老龄问题。提出在制度上要为迅速

增加的庞大的老年人口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他强调指出,要优先解决
/未富0的问题, 再兼顾做好应对/先老0的各项准备。他提出,对/富0的认识要与时俱进。/未富先老0
的/富0有三重含义: 最直接来说, /未富先老0的/富0的就是钱的含义,第二层含义是丰富和富裕,第三

层含义是发达程度高的意思。综合考虑以上三层含义的/ 富0, /富0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应对人口老
龄化挑战的资源和能力总和, 既包括经济实力、自然资源、养老资源、制度、人才、思想准备等所有方面

的内容,代表一个国家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各种问题, 满足老年人各种需求的综合实力。我国的

/未富0就集中体现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的严重不足,而农村老年人的相对贫困是/未富先老0的集
中体现。因此, 将/未富先老0作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点仍有它的现实意义,目前坚持沿用/未
富先老0的命题利多弊少。

李建民教授提出,要正确判断和理解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 我们必须跳出/未富先老0
这一认识窠臼。在物质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老年人口乃至整个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老年人口中存

在的各种贫困现象, 不是因为资源性短缺,而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制度和政策安排的缺陷, 即缺乏一

个公平、公正、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使人民及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过去是/万般皆因穷0, 那
么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对国情的认识也不能再局限于此了, 中国老龄化挑战的本质特征不是

/未富先老0,而是/未备先老0。中国老年人目前面临的收入困境和养老保障困境都不是/ 未富先老0
所致,而是因为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 以我们现在的国力绝对应该可以使老
年人生活得更好。因而他提出在现下的中国, /未富先老0 论在政策层面上已经失去了其积极的意义,

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是: 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

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

两篇文章虽然提出了/未富先老0和/未备先老0两种提法,但本质上都强调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应当在社会分配上要为迅速增加的庞大的老年人口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

果,他们都将对/未富先老0的讨论深入到社会分配制度上。虽然他们对中国经济总体上的/富0有不
同的看法,但都将视角关注到社会群体间的穷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上。表现出学者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 他们的创新观点对解决老龄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近 30年,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

了小康水平。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不协调现象也日益暴露出来,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社

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老年人的总体福利水平与老年人群内部的各方面差距也日益明

显。实践证明, 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统筹,及时完善相应的社会机

制,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和持续发展,真正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准备。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前提下,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已经具备了促进社会公平的基本条件, 有能力增强国家应对人口老

龄化挑战的资源和能力总和。同时,我认为/未富先老0的提法并不是为了解脱政府实现社会公平责
任、等待高度发达后再着手解决老龄问题提供理由,而更应当看作是急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加

紧完善社会分配制度,促进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

总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上,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 社会分

配和社会公平问题也已经到了必须统筹解决的阶段,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在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是既

患不富、也患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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