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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龄化指 标体系看我国养老保险的特点 问题和对策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朱庆芳 
 

一  我国老龄化趋势及特点 
 

70 年代实行计划生 育以来 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 生活质量的提高及  医疗条件的改善 使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

平均预期寿命已延长至 71 岁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 椐 2 0 0 0 年 11 月底第五次人口普  查 65 岁以上

老年人口已达 8811 万人 占总人口 6 . 9 6 % 60 岁以上人口达 1 .3 亿人 占总人口 1 0 . 2 % 以上比例按国际标准衡量 均已
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老龄化己成为 21 世纪不可逆 转的世界性趋势 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我国老龄化有以下特点  
(一 )  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老龄化速度 
据联合国预测 1990-2020 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 2.5% 而我国 65 岁老龄人口从 1990 年的 6310 万人增至 

2000 年的 8810 万人 近 10 年年均增长 3 . 4 % 预测到 2020 年 年均仍增长 3 . 4 % 快于同期世界老龄化 2 . 5 %的速度 发
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 至 100 年 而我国只用了二三十年就达到了老龄化的比例 详见下表  
                               1980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   7.6        8.5                 10.2      10.9      12.3 
65 岁 以 上 比 例%   4.9        5.5       6.1        7.0        7.6      8.2        10.9 

   
世界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                       6.6        6.9                 9.3  

 
(二 )  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 
由于老龄化的加速 老年抚养比由 1964 年的 6.4%上升到 2000 年 的 10.0% 城镇离退休人员由 1978 年的 314 万人 

增至 2000 年的 3876 万人 增长了 107 倍 与在岗职工之比由 1978 年的 31 人降为 2 .9 人 离退休金由 1978 年的 17 .3 亿
元增至 2694 亿元 增长了 155 倍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0 . 5 %上升至 3 . 0 % 瑞典 日本 英国 德国 法国等发达国  
家在进入老龄化时 人均 G N P 己达 1~3 万美元 在全球 72 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 人均 G N P 达一万美元的占 3 6 % 一 万  
至三千美 元 的占 2 8 % 而我国在 2000 年只有 855 美元 提前进入了老龄化 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

平时 老龄化程度却己进入了发 达 国 家  的 行 列  呈  现 了 先 老  后 富 的 特  征 而  且 我 国  人 口  的 绝  
对 量  占 世 界的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都 反 映 了 我  国 老 龄 化 的 加  速对 经 济  社  会 都 将 产 生  巨 大  
的 压 力   

(三 )  我 国  老 龄 化程度 地 区 之 间 差 别 较 大  
据第五次人 口  普查 按城乡分组 城镇老龄化比例为 7 . 3 % 高于农村 6 . 3 %的一个百分  点 按 地 区 分  老  龄 化   

以 上 海 最 高 达  1 1 . 5 %  其 他 进 入 7 % 以  上 的 地 区 是 江 苏  浙 江 均为 8 . 8 %  北 京 8 . 4 %  天 津  
8 . 3 %  山 东 8 . 0 %  重  庆  7 . 9 %  辽 宁  7 . 8 % 四 川   安 徽 7 . 5 % 湖 南 7 . 3 %  广 西 7 . 1 %  河  南 7 . 0 % 共  
13 个 省  市  总  人 口 达 6 . 7 亿 人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5 3 % 西 北 地  区 和 云 贵 藏  等 18 个 省 区  均 在  
7%以 下 呈 现 了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率 先 跨 入 了 老 龄 化 社 会   

在 岗  职 工 与 离  退 休 人 员  的 比 例  全 国 平 均  为 2 . 9 人 以 上 海 老  化 程 度 最  高    1.3 人

中 就  有 一 个 离  退 休 人 员    辽 宁 2 . 0 人   天 津   北 京   重 庆 为  2 . 1 - 2 .2 人  四 川 2 . 5 人   福 建   
山 西  河  南  西  藏 均 在 4 . 5 - 4.0 人 之 间   离 退  休 人 员 负  担 过 重 的  地 区 由 于  离 退 休 金  缺 口  
较 大 经 济 负 担 十 分 沉 重   



 2

 

二  我 国 社 会 养 老 保险 的 发 展 情 况  
 
党 和  国 家  对 老 龄  工 作 十 分  重 视  1996 年  10 月 颁  布 实 施 了 <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法 >  这  

是 第  一 卩 全 面  保 障 老 年  人 权 益 的  法 律  1997 年  7 月  国 务 院 颁  布 了 < 关 于  建 立 统 一  的 企  
业 职  工 养老  保 险 制 度  的  决 定 >  2000 年  8 月 又 发 出  了  < 关 于 加  强 老 龄 工 作  的 决 定>  这 些  
决 定的 实 施   对  于 发 展 老  龄 事 业  完 善社会养老 保  障 制 度  营 造  全 社 会 敬  老 养 老 的  氛 围
创 造 了 良 好 条 件   

养 老  保 险 是 社  会 保 险 中  占 比 例 最  大 的  保 险项 目 它  约 占 全 卩  社 会保  险 福 利 费  的 三  
分 之  二  据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卩  统 计  城  镇离 退  休 金 2000 年  比 1978 年  增  长 了 155 倍 快 于  
同 期 社 会  保  险  福 利 费 的  增  长  速 度  离 退  休  金  占 社 会 保  险  福  利 费 的 比 重  由  1978 年  的  
2 2 %上  升 至  7 0 % 左右 人 均 离 退  休 金 由 1978 年  的 551 元  增 至 2 0 0 0 年 的 7 1 9 0 元  扣  除 价 格 上  涨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1 . 7 倍  22 年  平 均 年 递 增  4 . 7 %  与 1990 年  比 较  年 均 递 增 6 . 6 %  均 略 慢  于 同  
期 职 工实 际  平 均 工 资 的 增 长 速 度   

农 村  养 老 保 险  改 革 从 1991 年 开 始 试  点 和 实 施  以 来  至 2000 年  己 有 6172 万  农 民 投 保   
养 老  保 险 覆 盖  率 为 1 3 . 2 %  己 积  累 养 老 金一 百 多   亿  元  2000  年 领 取 养  老 金 98 万 人  人 均  
养 老 金 418 元   

社 区  建 设 有 了  较 快 发 展   至  2000 年 底  城 镇  社 区 服 务  设 施 己 达  18 万  处 平 均 每  万 城  
镇 人  口 有 4 . 6 个    各 类  社 区 服 务  中 心 1 . 3 万 个  各 种 志 愿  者 组 织 6 . 6 万 个   农 村 有 社  会 保  
障 服  务 网 络 的  乡 镇 有 1 . 9 万 个  覆  盖 率 为 4 3 %  老  年 收 养 性  单 位 覆 盖  率 为 7 0 %  每 千  名 65
岁 以 上 老 人 平 均 拥 有 老 年 收 养 性 福 利 机 构 床 位 10 张  

  

三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中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   

               
(一 ) 劳动年龄人  口负担老年人口的系数上 升 社会养老压 力加 大 据笫五  次人 口 普查 劳动年龄人  口负  

担 老  年 人 口 的  系 数 2 0 0 0 年 为 1 0 . 2 %  比 1 982 年  的 8 . 0 % 上升了 2 .1 个百分 点 随着生活 水 平的提高 传
统的几代同堂已逐步解体 老少分住 家庭小型化已成为必然趋 势 据调查目前空巢家庭已占 2 5 % 京沪津大城市己达

3 0 %以上 丧偶的占 4 0 % 因此社会养老的压 力  加大 据调查 全国约有 1400 多万老 年  人 要求进入老年福利机构养

老 而目前各类福利院的床位只有 104 万张 远远满足不了老年人的需要 远低于发达国 家老人进福利院 5 - 7 %的社会供

养比例  
(二 ) 城镇离退休人员增长过速 企业负担过 重 养老金入不 敷 出 改革开 放以来 离退休人员  从 1978 年的 3 1 4   

万人增至 2 0 0 0 年的 3876 万  人 22 年平 均年 递 增   1 2 . 1 % 同期离退休金每年递增 2 5 . 8 % 扣除价格上 涨因素实际

年递增 5 . 6 % 2000 年离  退 休金和医疗费 生活补贴费共为 3040 亿 元 占 G D P 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0 . 5 %提高到 3 . 4 %
目前 3.5 个职工中就有一个离 退 休 人  员  按 在 岗 职  工 计 算 为  2.9  人 由于养老保险金在文革后没有按规定

预留 中断了养老保险金的提取和积累 近年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使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完 善 己由市级统筹过

渡到省级统筹 但养老保险的隐含负债的补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据各方面专家的估算缺口高达 3~10 万亿元 一 些效  
益 差的企  业 欠交保险费的现象很普遍 据统计全国养老金的收缴率由 1992 年的 9 4 %降到近几年的 8 0 %左  右 累计欠

交 373 亿 元 个  人 帐户空帐运 行  空帐户已达 1900 亿元 致使养老金入  不 敷出 只 好寅 吃卯粮或减 发停发退

休金 虽然国务 院连续发出通  知 要  补  发拖 欠的养老金 但据总工  会统计 2000 年底全国被拖欠养老金的人数仍

有 388 万人 占全部人数的 14 .3 % 拖欠金额达 71 .7 亿 元  人 均 1847 元 被拖欠人数最多 的 是辽宁达 119 万 人  
其 次  是湖南 黑龙 江达 37 万和 30 万人 拖欠金额最多的是湖南达 7.9 亿 元 河南 6 .8 亿 元  人 均 拖欠最多的地
区是重庆 内蒙 河南 都在五千元 以 上 另据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 2 0 0 1 年初对 1080 退休人员的调查 约有 1 8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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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被拖欠养老金 约有 20%的人入不敷出  
还应指出的是离退休金虽然有  了  较  大  增长 但增长速度慢于城镇居民人收 入和职工平均工  资的增幅 如

1979 - 2 0 0 0 年 2 2 年平均 人  均 离 退 休金扣除价格上 涨因素 实际增长 4 . 7 % 慢于同 期 城镇居 民人 均 收入增长
6 . 3 % 平 均  工资增长 5 . 0 %的增幅 1978 年人 均离 退 休金相 当  于 平均工资的比例为 8 9 . 5 % 降到 2000 年的 7 6 . 7 %
尤其是早  退 体的职工退休金很低 有一部分已成 为贫困 户 而且企业与机关事业单 位的人均离退休金差距较大 据

统计前者约比后者低三分之一  
(三 )  医疗保险覆盖率低 费用过高 老年人是疾病的高发人群 卫生部的调查资料表明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患病率   

为 5 2 % 比 5 - 54 岁高出 3 .6 倍 老年人的住院率比年轻人高出 2 倍 另据国家” 九五” 攻关项  目调查证实  全国 65
上老人痴呆患者有 500 万人 占老人总数 5 . 2 % 在 老 年 人  口 中 生 活  不 能 自 理 的  约 有 1100 万  人   据北  
京 市调查 老  年  人 中 患 慢性 病 的 高  达  7 1 % 是 普 通人 群的  3 . 2 倍 患心脑血管 高血脂 高血压等疾病

的人群大多为老年人 据中国社科院对全院职工的调查 60 岁以 上 患三高症 心血管 动脉硬化的高达 8 4 % 摇中国

社会保障杂志社的调查 退休人员身体健康的只占 1 4 % 一般和较差的占 8 4 % 最担心医疗费不能报销 怕得大病的占

6 4 % 加上空巢家庭和丧偶独居老人增多 这些都反映了老年人对医疗保障的迫切需求 医疗保障是关系到老年人生活质 
量的关键 也是老年人最关注的问题 据零点调查机构对十城市的调查 居民最关心的十 大  生活问题 居首位的是医疗

保障 提及率为 4 3 % 健康居第四位 提及率为 3 1 % 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十城市调查 生活中最担忧的是家人身体健 康
状况 居第一位 当前对医疗的高需求与医疔改革迟缓形成了较大反差 首先是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很低 2 0 0 0 年底只占

4 8 % 其次是医疗费用过高 据卫生部统计 2000 年每一门诊的诊疗费为 86 元 住院的费用为 3084 元 分别比 1990 年

增长了 7 倍和 6 倍 大大超过了患者的承受能力 2000 年离退休人员的人均医疗费仅为 913 元 辽 吉 黑 山西 内
蒙地区人均医疗费只有 500 元左右 由于医疗费用过高 有许多享受公费的因不能报销而变成自费 据卫生部统计在城市

中自费医疗占一 半  左右 因离退休金偏低 致使一部分退休人 员  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治疗的占 3 9 % 因经济困难自己要

求出院的占 56%  
  农村疗资源占有少 还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缺医少药的状况 每千人  口 的医  生 只有 1 .1 人 比城市少一半  还

有 1 0 %的村无医 疗  点 也没有医疗保险 基本上 是  自费 而农民收  入 低 患病率又高 对高昂的医疗费一 般 都承
受 不  了 有病不治和因病致贫的情况就较为普遍 据抽样调 查 应住院而因贫而不能住院的达 6 0 % 农村的死亡率高

于城市 生活质量低于城市 由此可见 农村的医疗改革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四 ) 农村养老保险参保比例小 水平低 2000 年农村 65 岁以上老年人有 5900 万人 占农村人  口 6 . 3 %  老龄 化

程度虽低于城镇 据专家预测 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转移到城镇 到 2020 年农村老龄化速度将高于城镇 3~6 个分点 近 
年来在农村开展的养老保险尚 处于起步阶段 至 2000 年底参保的农民虽己  有 6172 万  人  占农村从业人员 1 3 % 但只
有沪 江 浙 辽 鲁等部分地区开展较好 大部分地区基本未开展 2000 年领取养老金的只有 98 万人 4 .09 亿元 人

均仅 418 元 水平很低 农村敬老院覆盖率只有 1 3 % 农村五保户得到集体供养的有 208 万人 供养率为 6 6 % 还有三分  
之 一  的弧寡老残未得到五保 加 上  福利院 光荣院等供 养  的老人 由 社 会供 养 的老人总共只有 300 多万 人  
仅 占  农 村老人 的 5 % 有 9 5 %的老人需依靠自  我 养老和家庭养老 随着农村家庭小型化和家中主要劳 力外  出 打
工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约有半数以上的农户外出打工 农村老人要担负劳务和家务的双重劳动 而且在丧失劳动能力
后无固 定的收入 生活风险和 困  难程度均高于城镇老人 他们主要靠养 几 防  老 如遇到子女不孝 生活便陷入困 境
农村老人的赡养纠纷案件很多 在民事案件中居首位 因此开展农村养老保险 健全法制 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对提

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至关 重 要的  
 

四 养老保险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地区差距呈扩大趋 势  
 

为了  综合反映各地区的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水平 笔者选择了 15 个主要指标组成养老保险的指标体系 用

综合评分法评出 了 各地区的综合分 从中可反映各地区的差距和问题 以便推动养老保险和老龄事业的发展  
2000 年评价的结果是 综合得分最高的是上海为 81 .3 分 居 2 - 10 位的是北京 江苏 天津 浙江 广东 辽宁

山东 云南 河北 得分在 73 .5 — 5 7 . 9 分之间 居 1 1 ~ 2 0 位的是吉林 河南 黑龙 江 新疆 青海 内蒙古 广西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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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湖北 宁夏 得分在 5 4 . 4 ~ 5 0 . 3 分之间 居 2 1 ~ 3 1 位的 是 福建 陕西 江西 四 川 西藏 海南 山西 甘肃 重

庆 贵州 湖南 得分在 4 7 . 9 ~ 3 5 . 7 分之间 居前的大多为沿海地 区 居后的为中西部地区 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湖南相

差 2.3 倍  
分子系统看 城镇养老保险由离退休人员比例 人均离退休金 被拖欠离退休金和被拖欠比例及企业养老保险覆盖

率五个指标组成 全国平均为 19 .2 分 得分最高的是西藏为 26 .8 分 广东 上海 浙江 河北 山东 北京 新疆也都

在 23 分以 上 得分较低的是贵州 山  西 重庆 湖南 居前的地区主要是人均离退休金较高 西藏 新疆达 1 .4 万

和 1 .1 万元 北京 云南 青海 甘肃 山东 浙江  河北 江苏 上海 广东 9 7 0 0 ~ 7 4 0 0 元之间 海南只有 4614 元

江西 重庆 辽宁均不足 6000 元 离退休人员为在岗职工的比例 最高为上海 每 1 .3 人中就有一个离退休人员 其次 为
辽宁 天津 北京 重庆在 2~2.2 人 被拖欠的退休金以重庆 内蒙古 河南 贵州 山东为最多 均在 4000 元以上  

农村养老保险由敬老院覆盖率 养老保险覆盖率 五保户供养率 社保网络覆盖率 人均养老保险金五个指标组成

全国平均为 15 .6 分 最高为上海 辽宁 北京 江苏 浙江 山东在 26 .4~20 分之间 西部地区均较低 如陕西 云南

湖南 贵州 新疆 甘肃 西藏在 9 .6~3 分之间 敬老院覆盖率以京 沪 津 辽为最高 达 8 9 ~ 5 4 %之间 广西  海南

河北 福建 湖南 川 贵 云 藏 陕 甘 新均不足 1 0 % 五保户供养率以天津为最高达 9 7 % 上海为 8 5 % 重庆
为 8 3 % 在 7 0 %以上的还有辽宁 江苏 安徽 四川 河南 贵州 山东 广东 吉林 北京 养老保险覆盖率以上海

黑龙 江 山东 浙江 江苏为最高 在 4 8 ~ 2 8 %之间 辽宁 北京 山西也在 2 0 %以上 天津 吉林 河南 广东和西

部地区基本未开展  
医疗保障由每千人口医生 每村乡村医生 无医疗点村比例 城镇离退休人员人均医疗费 足额支付医疗费单位比

例五个指标组成 全国平均为 20 .1 分 最高为上海达 31 .1 分 天津 云南 北京 江苏也在 2 8 . 6 ~ 2 4 . 7 分之间 最低是湖
北和湖南均不足 15 分 每千人  口 医生以京沪津最多达 4 .6~3 .3 人 山西 辽  宁 内蒙 吉林 黑龙 江 新疆 西藏

均在 2 人以 上  最低是安徽 贵州 广西 只有 1 .1~1 .3 人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每村也只有 1 .8 人 除沿海 和东北地区

在 2 人左右外 西部地区大多均不足 2 人 农村还有 1 0 . 2 %的村无医疗点 无医疗点村的比例以辽宁 上海 云南 广西

为最低均在 2 %左右 最高是西藏 浙江为 4 8 %和 3 5 % 北京 海南 四川 贵州也在 2 0 ~ 1 6 %之间 离退休人员的人均

医疗费平均为 913 元 最高为北京达 1961 元 其次是浙江为 1643 元 天津 上海 云南 广东 西藏均在 1 4 5 0 ~ 1 3 6 7 元
之间 最低是海南和黑龙 江 为 351 元 377 元 内蒙 辽宁 山西 吉林也较低 在 503~551 元之间  

从上述分析看 地区差距较大 总的情况是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分项看 城镇养老保险差距较小 农村养老保

险差距较大 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 西藏相差 5~9 倍   比 1997 年的 2 倍多扩大了  1 倍多 医疔保障的城乡和东西

部差别也有所扩大 实际是城乡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所致 造成差别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 一般而言

经济发达地区养老水平高 反之则低 但也有部分地区经济较发达 居全国前列而养老水平居后 如福建 重庆 四川
湖南 海南等地区出现了养老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反常现象  

五 几点建议 

一 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资金问题 
在离退休人员快速增长 养老金没有积累的情况下 出现了个人帐户空帐运行 拖欠养老金 是当前养老保险中的一大难
题 根据我国国情 应从开源节 流 两方 面着手  从资金来 源方面 一是扩大养老保险覆盖率 把城镇所有劳动者均

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 可为社会保  险基金建立更广阔的资金来源 二是可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 发行养老保险债

券 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 三是强化社会保险税的征收力度 逐步向社会保险税过渡  从节流方面 要切实降低退休金

替代率 目我国退休金相当于工资的比例高于世界各国 替代率过高 就会导致基本养老金出现赤字 超出了养老金积累

的 承受力 随着多层次养老体系的建立 替代率应从目前 8 0 ~ 1 0 0 %降至 6 0 %左右 此外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 应根据行
业特点 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扼制提前退休现象 以减轻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农村养老保险应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 在发达地区可实行储蓄 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

度 实际上是农民自我 保障制度 不发达地区则可建 立 以家庭养老为主 自我保障为辅  或 以家庭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核心 自我保障为补充  等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二 加快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这是老年人最为关注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首先应扩大参保覆盖率 从目前的 4 8 %扩大到 8 0 %左右 其次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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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医疗费足额发放 由于医疗费也是退休人员的 活命钱 因此解决医疗费拖欠的力度要像解决拖欠养老金那样为各级

领 导所重视 加快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卫生体制 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加革 三改 的核心是整顿药品市场秩序

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 要打破垄断 鼓励医药卫生领域的竞争机制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必须调整和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
对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居民要通过卫生费用的资助和补贴等手段 使每个居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要大力发

展社区医疗网 以方便居民和老人就地就诊 在农村要发展由政府引导 个人集资为主 集体扶持的农村合作医疗 总的

目标是 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提供较优质的医疗服务 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三 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福利服务体系 

根据当前家庭小型化 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的增加趋势 家庭赡养功能弱化的特点 最贴近老年人生活需求                                                        
医疗保健的是社区福 利服务机构中最迫切的需求 而且需求不断增加 民政部实施的 星光计划  是推进社区福利建

设的有效形式 各地应采取有力措 施 落实资金 加快实施 据调查老年人中约有 1100 万人生活不能自理 急需社区和                                                         
福利机构提供服务 而福利机构只有 100 多万张床位 因此 应建设一 批老年福利服务设施 健全社区老年福利服务网

络 如社区医疗保健站 托老所 养老院 护理院 照料中心 文 化 活动中 心等 要把老年社区福利服务网络建设纳

入社区建设中 并列为  重 点 以满足不 同 层  次老 年  人 的各种需求 有 条 件 的  大中城  市 应建 立空  巢  弧  
寡 老  人 的 社 会  照 料 系 统   对 行 动  不 便 的 老  人 提 供 上  门 服 务  组 织 志 愿  者 为 老 人  看 护  
和 日  常 服 务  发 展 以 社  区 为 中 心  的 老 年 服  务 体 系  逐  步 走 社 会  化  产 业  化 的 道 路   
不 仅 可 以  介 决 老 年 人 及 其 家 属 的 实际 困 难  而 且 还 可 以 提 供 上 千万人 的 就 业 岗 位   
     在 农 村  仍 要 坚 持 以家 庭 养 老 主 但近年来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也呈弱化趋势 需 加强 社会养老功

能 应 把  有 条 件 的  敬 老 院 建  成 综合性  多  功 能  面  向 农 村 老  人 的 社 会  福 利 服 务  中  心  
并 完  善 社 会 救  济 和 五 保  户 的 供 养  制 度  倡 导  村 民 互 助  教  育 年 轻 人  要 孝 敬 老  人  加  
强 法  制 观 念  对   农  村弧 寡  老 人使  他 们 都  能 过  上 有 吃 有  穿 有 住 有  医 有 葬 的  五 保 生 活   
对 贫 困 老 人 应 通 过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线 获 得 救 助                                                                                                                                                                                        

  四 发展老龄产业 
       长期以来 老年人需要的商品奇缺 精神文化生活单调贫乏 目前老龄人口己占 7 % 而消费额占的比例却  很小
据有关部门估算 城市老年人的人均消费额约为 4 0 0 0 元 消费总额仅为 1160 亿元 占城市消费额 6 %左右 发达国家老

龄产业已成功地走向市场 老年人的公共支出是年轻人的三倍 己成为占第三产业比重很大的产 业 相比而 言 我国

尚处于创建阶段 发展的空间和潜力是很大的 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消费群体 有关部门应对

发展老龄产业高度重视 把它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制订发展老龄产业的优惠政策 鼓励和扶持老龄产业 要根

据老年人的特点和需要提供专用商品及精神文化用品 保健用品 老年咨询业及旅游业等 都是大有发展潜力的  
五 充分利 用老年人才 

据调查 我国现有离退休人员中科技人员约有 500 多万人 占全部科技人才的 五分 之 一 其中有高级职 称的

约百万余人 在这些高级人 才 中 表示愿发挥余热的约占 7 0 % 这是一 笔巨 大 的  人才资源 他们儿 十  年 知识的

积累 有扎实的知识功底 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 目前我国高级人才缺口很大 在世界人才竞争激烈 人才严重不足的情

况下 应充分利用现有老年人才资源 不仅可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也可为老年人增加收入 提高生活质  量 建议对老
年人 才  举办各种招聘会吸纳外 还应根据行业特点 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或进行返聘等多种办法吸纳老年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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