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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The situation of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及衡量标准
(Measurement of Aging Population)

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0-14岁人口/总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0岁及以上/总人口 5%以下 5%-10% 10%以上

65岁及以上/总人口 4%以下 4%-7% 7%以上

65岁及以上/0-14岁 15%以下 15%-30% 30%以上

人口年龄中位数 20岁及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人口老龄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所占比

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衡量标准

通常标准：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

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

其他标准：

少年人口占比；老少比；人口年

龄中位数等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特征

1. The aging increasing fast, and th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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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源于出生

率和死亡率的变化。从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老

年人口数量和比例都迅速发展，由1953年60岁及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32%上升到2010年的13.26%，65岁

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4.41%上升到8.87%.

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规模和发展

速度依然增加很快。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为0.8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未6.96%，到2014年底，65岁及

以上人口的数量达到了1.3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

10.06%。

数据来源：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整理。



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
老年抚养系数的变化，根据历次
人口普查数据，按15-64岁劳动

年龄人口抚养比计算，我国老年
抚养系数已由1953年的7.44%上
升到2010年的12.62%，统计局年
度统计数据显示，到2014年这一
数字达到13.7%。这也就意味

着，随着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
高，劳动力的老年抚养负担也会
越老越重，养老压力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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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2. The bottom of the population pyramid is shrinking, th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s becoming older and 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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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2010年我国进行的六次人口普查反映的人口年龄金

字塔来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

出标准的金字塔形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之后随着

生育率的急速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

年轻化，但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开始实施，生育

率急剧下降，出生人口迅速减少，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

逐步加快，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中部、顶部膨胀。

数据来源：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3. The life expectancy is becoming longer，the median age population is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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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逐步完

善，我国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已经由20世纪50

年代43.39岁上升到目前的75.43岁。人均预期寿命的延

长是老年人口数量上涨的因素之一。

人口年龄中位数也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关键变量，年龄

中位数向上移动的轨迹，反映了人口总体逐渐老化的过

程。目前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已经由建国初的23.7岁增加到

目前的37.0岁。



4. The proportion of advanced ages and disabled elders i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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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化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显著特征。1953年一普时

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仅为

4.37%，到2010年六普时上升到11.68%，每10位60岁以上

老人中就有超过1位80岁以上的高龄者，并且高龄化程度将

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截止201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

总人口的比例15.5%，2.1亿的人里有将近4000

万人是失能（智）、半失能（智）的老人。据有

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

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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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根据民政部新闻发布会数据整理。



5. The differences of aging among differ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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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五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分布符合 “黑

河—腾冲”人口地理分布线，地域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不

平衡，其中长三角地区省份和几个直辖市人口老龄化尤为突

出，西部大部分省份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0年六普

查数据显示，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除西藏、青

海、宁夏、新疆外，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是重庆、

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越居老龄化程度前列。

与老龄化的地区差异类似，进入21世纪后，

大部分地区高龄化发展趋势显著，特别是部
分西部地区后来居上，除上海、江苏外，重
庆、四川的高龄化程度也位居前列。

本页数据来源：根据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三）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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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初期，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

群体占比在较长一段时间依然处于上升的人口红利

期，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较好的环境。2010年

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尽管数量保持上升，但总

体占比开始下降，到2014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的趋势。
（使用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一是由于大多数劳动力在60岁退休后依然在工作，

二是15-60岁阶段人口缺乏统计数据，三是为了同世界标准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

长速度，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状况都有了极大

的提升，但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加大以及人口老龄

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

缓，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目前我国经

济增长速度逐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1. Owed to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economics increased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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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据整理



2. The social security developed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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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覆盖城镇职工群体，

截止到2008年底有2.19亿中国人有基本养老保险；2009年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2011年城镇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基本上实现了制度上的全

覆盖。中国的养老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截止到2014年

底，中国的养老保险参保人群已超过8.4亿。

2003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只覆盖城镇职工群

体，截止2002年底，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人数仅为

1.09亿；到2003年开始国家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2007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试点实施，基本医

疗保险基本上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截止2014年底，中

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人群超过13.3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据



3. China was not wealthy when it entered an aging society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国家和地区
（年份）

人均GDP（美元）
（购买力评价）

老龄化程度（%）

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世界（2000） 7446 10.0 6.9

中国（2000） 3976 10.1 6.8

美国（1950） 10645 12.5 8.3

日本（1970） 11579 10.6 7.1

以色列（1975） 12270 11.8 7.8

韩国（2000） 17380 11.0 7.1

新加坡（2000） 23356 10.5 7.2

数据来源：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

同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2000

年中国同全世界总体同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是中国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时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同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

距。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在进入人口老龄化时，

人均GDP均超过10000美元，中国在200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近

3976美元，低于世界7446美元的平均水平。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预测
The trend of the aging in China



（一）The trend of aging

年份
曾毅 郭志刚等 杜鹏等 李建新 联合国（中方案）

总人口 65+占比 总人口 65+占比 总人口 65+占比 总人口 65+占比 总人口 65+占比

2000 12.71 6.8 12.69 7.1 12.74 6.9 12.88 7.0 12.70 6.8

2010 13.56 8.4 13.35 8.4 13.61 8.5 13.76 8.4 13.52 8.4

2020 14.40 12.9 14.33 11.6 14.33 11.9 14.50 11.9 14.21 11.9

2030 14.77 16.4 14.66 15.6 14.44 16.3 14.86 16.1 14.59 16.2

2040 14.81 22.4 14.62 20.4 14.29 21.9 14.70 22.0 14.48 22.2

2050 14.60 24.1 14.45 20.6 13.38 23.2 14.27 23.8 14.09 23.7

数据来源：李建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P33

就学者关于未来我国人口数量与结构的预测，总体趋势一致，并且对具体的老龄化程度

预测差异也不大，各学者预测人口峰值均在21世纪30-40年代出现，而且老龄化速度将在

未来三四十年明显加快，特别是到2040年前后，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

超过20%，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继续加大，达到20%-24%。



（二）The forecas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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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人口开发署的预测，在未来的30-40年内，我国

人口年龄金字塔形状将进一步改变，金字塔底部持续收

缩，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受1953-1957年和1962-1973年

两次生育高潮的影响，大量人口在2013-2017年和2022-

2033年陆续达到60岁，而受到第二次人口生育高潮的惯性

作用引起的1985-1991年左右形成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

潮，将在2045-2050年前后进入老年期，从而导致老年人

口和老龄化水平达到峰值。之后老龄化程度开始逐步减

轻，但仍然可能是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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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custom data acquired via website.



（三）The forecast of th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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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65+/15-64）变化预测 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加，是老年人口

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综合作用的

结果，是人口老龄化的典型体现。当

前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在13%左右，

根据根据联合国人口开发署的预测，

我国在未来几十年内老年人口抚养系

数将会进一步上升，到2050年将达到

47%，也就意味着将近两位劳动年龄

人口需要供养一位老年人口，代际压

力巨大。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custom data acquired via website.



（四）The forecast of the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

年份 人均预期寿命（岁） 年份 人均预期寿命（岁）

2015 - 2020 76.50 2035 - 2040 80.55

2020 - 2025 77.54 2040 - 2045 81.53

2025 - 2030 78.60 2045 - 2050 82.52

2030 - 2035 79.55

2015-205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变化预测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custom data 

acquired via website.

人均预期寿命作为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水平的进

步将进一步提升。根据联合国人口开发署的预测，在未来30-40年间，我国人口预期

寿命将从现在的76.5岁提升到2050年82.5岁左右，提升大概6岁。人均预期寿命的提

高，将使老年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五）The forecast of the advanced ages(80+) in China.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80岁及以上高

龄老年人的数量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联合国

人口开发署预测数据显示，在未来几十年内，

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在数量上将超过

1.2亿，且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要超过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德增长速度，到2050年8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

达到24.53%，也就意味着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

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2050年后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但8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比则依然呈现上升趋势，到2100年8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65亿，占60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为41.69%。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custom data acquired via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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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The comparative of the trend of aging in the whole world.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化趋势预测的国际比较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但进入人口老龄化

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发展很快，并将在2030年左后接近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

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超过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且远远高于发展中

国家和世界平均的老龄化程度。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custom data acquired via website.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中国
China

总人口 12.70 13.41 14.03 14.16 13.95 13.48

65+人口 0.84 1.11 1.70 2.43 3.43 3.71

65+/总人口 6.65% 8.25% 12.09% 17.18% 24.59% 27.55%

世界
World

总人口 61.27 69.30 77.58 85.01 91.57 97.25

65+人口 4.19 5.29 7.25 9.95 12.99 15.59

65+/总人口 6.84% 7.63% 9.35% 11.70% 14.19% 16.03%

发达国家
Developed

总人口 11.89 12.33 12.66 12.84 12.88 12.86

65+人口 1.70 1.98 2.46 2.96 3.25 3.41

65+/总人口 14.30% 16.08% 19.40% 23.02% 25.24% 26.50%

发展中国
家

Developing

总人口 49.38 56.96 64.92 72.17 78.69 84.39

65+人口 2.49 3.31 4.79 6.99 9.74 12.18

65+/总人口 5.04% 5.81% 7.38% 9.69% 12.38% 14.43%



（七）The forecast of the median age in the whole world.

中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美国 世界

1950 23.7 22.3 34.9 35.3 30.0 23.5

1960 21.1 25.5 35.6 34.7 29.6 22.6

1970 19.2 28.9 34.2 34.1 28.3 21.5

1980 21.7 32.6 34.4 36.4 30.0 22.5

1990 24.7 37.4 35.8 37.6 32.8 24.0

2000 29.8 41.3 37.6 40.1 35.3 26.3

2010 35.2 44.9 39.4 44.3 37.2 28.5

2020 38.7 48.3 40.4 47.4 38.6 30.9

2030 43.2 51.5 41.9 48.6 40.0 33.1

2040 47.7 53.0 43.2 50.6 41.2 34.6

2050 49.6 53.3 43.3 51.4 41.7 36.1

世界各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变化预测

总体来看，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将不断提高，逐步接近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
为严重的国家，并将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
化。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custom data acquired via website.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经济、社
会的影响

The influences on the economics and 
society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一）The influences on the economics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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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占比下降，人工成本提高

国民储蓄率不足，制约资本积累

劳动力老化严重，限制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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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proportion of the labor is decreasing, and the labor cost i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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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labor(15-

64) from 2020 to 2050

15-64岁劳动力人口数（千人） 占总人口比重

“十二五”期间（2011-2015 年），我国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

出现由升转降的拐点，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

失。根据联合国人口开发署的预测，中国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持

续下降，预计到2050 年，中国15-64 岁劳

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95 亿人，比2010 年

减少约2.04 亿人。如果技术或资本不能有

效替代劳动力，那么，将可能带来劳动力严

重不足，且人工成本不断上升。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custom data acquired via website.



2. The pressure of redistribution is increasing and the economic burden will 

be he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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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亿元） 医疗费用（亿元） 照料和服务设施（亿元） 老年经济负担占GDP的比例

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现状，国家应对人口

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养老和医疗相对较

低的保障水平假定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经

济社会成本依然逐年加大，用于养老、医

疗、照护和服务的费用占GDP的比重将由

2015年的6.97%增长到2050年的21.77%，

增加了14.8个百分点，接近甚至超过许多发

达国家的水平。未来人口老龄化而增加的支

出不仅会挤占年轻人的消费支出，也会减少

资本积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总体来看，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负担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都比较重。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李军等，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

续发展研究[M].华龄出版社2014年3月的相关数据整理。



3. National saving rate will decline
4.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cal 

will be getting slowly

★ 资本积累源于投资，而投资源于储蓄。国民储

蓄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储蓄水平和投资增长

潜力的重要指标。人口老龄化客观要求提高产出

或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支出比例，如果养老水

平一定，即意味着老年人口比重越高，需要的养

老产出的比例也越高，而产出中可用于生产投资

的比例就相对越低。

★ 劳动年龄人口是“投资需求型”人口，老年人

口是“消费需求型”人口，人口老龄化对应着老

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即经

济中消费比例上升、投资比例下降的倾向增强。

★ 国际经验表明，老龄化进程中一般伴随着国民

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

首先，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国民收入中消费比

例的提高，从而增加经济社会资源的占用，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挤压技术相关投入

的增加；

其次，对于技术研发而言，劳动力老龄化不

容易适应未来技术更新加快和技术强度提升

的趋势，这类工作对从业人员的年龄有相对

年轻化的要求，而人口老龄化则减少了年轻

劳动力的攻击，从而成为技术进步的制约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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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The GDP growth rate  will decrease.

数据来源：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李军等，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

续发展研究[M].华龄出版社2014年3月：230页

测算方法：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下，考虑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和技术进

步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效应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情况。

★ 根据王德文等（2004）的研究，当人口抚养比

上升1个百分点时，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约0.1个

百分点。

★ 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预

测，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下，同时假定未来中

国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都大体保持在0.5

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的

前提下，考虑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未来中国经

济增长率情况是：“十二五”期间中国GDP年均

增长率在8.8%左右，随后不断下降，到2050年前

后，中国的可能经济增长率水平在2%左右，而如

果不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2050年前后中

国的可能经济增长率大约为4%左右。



（二）The influences on the society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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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family structure is shrinking

我国平均家庭规模目前已从1953年一普时的4.33人下降到2010

年六普时的3.10人，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的预测，我国的平均家庭规模将进一步缩小到2030年到2.61人

和2050的2.51人，家庭小型化、少子化将持续存在。

 老年风险家庭增加。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

老年人家庭、独居和空巢家庭急速增加，2030年中国空巢老

人数将增加到两亿多，占老人总数的90%；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老年人增多，年轻人减少不利于传

统养老功能的实现；

 代际负担逐步加大。随着老龄化加快，4-2-1家庭增多，家

庭养老负担显著增加，年轻的家庭成员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老龄化伴生的大家庭解体和居住方式改

变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传统孝文化所依赖的载体。

数据来源：1950-2010年数据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2010年以后数据

参考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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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决定家庭功能，家庭小型化、少子

化将大大削弱家庭的养老功能。



2. The spending of the pension is increasing quickly.

15148 19173 23479 28850 35317 89444 200832
386817

660122

1005987

1490928

2230525

3.29% 3.63% 3.89% 4.20% 4.52%

6.23%

8.45%

10.54%

12.20%
12.98%

13.69%

14.83%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The number of the pension payment and the proportion to 

the GDP

养老金支出（亿元） 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李军等，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M].华龄出版社2014年3月

说明：这里的养老金支出不仅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还包括商业寿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等总体支

出。

我国的老年人一般主要通过社会基本养老

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

老保险以及家庭内部的转移支付等来保障

基本生活。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研究课题组的预测数据，目前我国养老金

的总体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在4.5%左

右，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我国养老金支出数额及占GDP的比重也会

进一步增加，到2050年我国养老金总体支

出占GDP的比重将接近15%，养老金支出

压力巨大。



3. The cost of the medical i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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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里的医疗费用支出支出不仅包括政府预算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商

业健康险），还包括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

们的医疗健康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医疗

费用快速上涨。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医疗

费用上涨还有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二是老年人均医疗

费用快速增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65岁

及以上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大约是年

轻人的3-5倍，特别是7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医

疗费用增长速度更快。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

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预测，目前我国医疗

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2%，之后将持续

上升，到2050年将超过5%，医疗费用支出压

力进一步加大。



4. The cost of long term care i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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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老龄化、高龄化现象逐步加深，失

能化也是老龄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别

是在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的情况

下，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需求

将逐步扩大，亟需专业机构和专业的人员

进行护理，从而导致护理服务及相关的费

用开始上涨。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研究课题组的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生

活照里和服务设施建设支出占GDP的比

重仅0.6%左右，到2050年将上升到1.6%

左右，老年人照护服务压力进一步加大。



（三）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aging in China 

人口
均衡
发展
和提
高人
力资
源质
量的
机遇

人口快速增长得到遏制，有利
于缓解人口数量和资源环境的
紧张关系；

低龄健康老年人大量增加，可
以进一步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形成二次人口红利；

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带来人力
资本折旧率降低，有利于挖掘
人力资本存量。

促进
产业
结构
升级
和老
年产
业发
展的
机遇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成本
提升，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替代
需求加大，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由
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技术/资本密
集型；

伴随着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老
年人群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迅速
加大，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空间。



养老
保险
体系
完善
和资
本市
场发
展的
机遇

单一养老金体系难以满足多元
化的养老需求，有助于促进多
支柱养老金体系发展；

随着养老金体系的健全，养老
基金将不断壮大，其资本运作
可以带来稳定的资本来源；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对金融财富
管理的需求，为养老金融的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

有效
促进
经济
社会
发展
和文
化发
展的
机遇

老年人口是“消费需求型”人口，
可以有效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老年群体的增加，可以有效对动
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相关服务
体系完善；

老年人作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主
体，形成的文化消费需求可以成
为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际经验
Experiences of dealing with aging 

popul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一）The phenomenon of aging in global

进入工业化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生率逐步降低，死

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成为世界性、全球性问

题。2002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研究报告显示：

（1）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

过类似情况，到2050年，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在历史上超过

年轻人数量，且1998年发达国家已经发生这种年轻人和老年人

相对比中的历史性扭转；

（2）人口老龄化影响深远，在经济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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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领域，对家庭结构、生活照料、医疗照顾等产生影响；

（3）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预计这一现象在21世

纪将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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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口发展署预测，2050年世界上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16.03%。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custom data acquired via website.



（二）The challenges of aging in globle

经
济
层
面

劳动力数量和比重下降，

人工成本提高；

抚养比增加，社会经济

成本压力加大；

工作和纳税的人减少，

财政收入下降；

劳动力税收增加，影响

劳动力和企业积极性

社
会
层
面

家庭结构变化，无子

女家庭增多；

养老金支出不断增

加，基金支付压力显

著；

医疗健康需求增多，

医疗支出压力加大；

预期寿命延长，退休

年龄受到广泛关注。

服
务
层
面

原有居住方式面临挑

战，新的多元化居住方

式需求增多；

失能、失智老人增多，

照护方式需求多样化，

对护理人员专业化诉求

不断提高；

劳动力数量变化，护理

人员队伍不足；



（三）Experiences dealing with aging
1. In the aspect of economic.



延迟退休年龄，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积极鼓励生育，补充劳动力供给

吸收国际移民，增加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延长退休年龄，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作用是许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提出“Living 

Longer, Working Longer”的战略理念，许多国家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延迟退休年龄。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保障。国际上许多国家十分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

强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许多国家强调终身教育等。

养老产业发展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重大机遇，国际上许多国家十分重视养老产业发展，如养老

服务、老年卫生保健、老年生活用品、老年金融等，以此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想方设法提高生育率水平，以求从根本上改善人口年龄结构，

增加劳动力资源供给，缓解人口过度老龄化，包括鼓励生育、对生育子女家庭提供多样化的福利等。

为补充劳动力资源，许多国家采取吸纳国际移民政策，通过设置较高移民门槛，吸引发展中国家人力

资本存量高的素质性人才，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主要接收技术/技能/商务型和学生移民.

（三）Experiences dealing with aging
1. In the aspect of economic.



发展多支柱养老金制度体系，保障老年人生活

• 单一支柱的养老金体系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从国际实践来看，凡是养老金体系发展比较健康

的大国，基本都采取了多支柱模式。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减少医疗卫生支出

• 老年人患病概率与医疗费用支出远远高于年轻群体，发达国家重视在疾病预防和早期检查上的投资，发

展侧重于减少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的研究，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效率等，减少医疗卫生支出。

全面实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满足老年人的照护需求

•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失能、失智等需要长期照护的老年群体日益增多，为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

照护需求，美国、德国、日本纷纷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大力发展养老金融，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 养老金融是指围绕社会成员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金融活动的总和，发达国家大都建立三支柱的养老金

体系并加强与金融市场的联合，同时创新养老金融产品

2. In the aspect of social policy.



重视社会养老功能，积极创新养老方式

• 随着养老方式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都积极进行社会养老方式的创新，提供多种

养老方式选择和社会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社会养老的需求。如英国地方政府建立健全的社区养老体

系、养老机构等；日本全面的居家养老服务；美国多样化的老年公寓等。

探索养老服务标准化，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 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严格开展养老服务的标准化建设，特别是针对失能失智老

年人，建立一系列的指标体系，确定老年人所需要的服务等级，从而有针对性的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

护理服务，有效提高了养老服务的质量。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提供多元化服务

• 推动养老服务的多主体参与，进行市场化运作，一方面，可以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降

低政府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共福利服务的成本

重视家庭养老服务中的作用，发挥家庭的功能

• 在东亚一些具有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国家来说，家庭在养老生活过程中的作用也一直没有被忽略，特别

是日本，为了鼓励老年照护服务回归家庭，政府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非常全面的援助，如家庭护理员上

门服务，“上门入浴护理”、“上门看护”、“福利用具的借贷”等诸多服务项目。

3. In the aspect of service for the aged.



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应对策略
Possible Strategy of Dealing with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越来越严峻，并将很快进入2030到2050

年的最严峻时期

▪ 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人口现象是一个长周期时间，

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

▪ 目前，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

还不足

▪ 在2030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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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ealing with aging.

在目前退休年龄政策下，退休人员退休

后的平均余命在15-20年左右，甚至更长，

这些人员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且

在退休后较长一段时间处于健康状态，

有能力继续从事相应的工作，一方面，

可以为老年生活积累更多的财富，另一

方面，可以有效补充我国劳动力供给下

降的趋势，形成二次人口红利，从而促

进经济发展。

1.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补充
劳动力供给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增长机

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目前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

占GDP的比重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在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劳动力供给

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必须进一步加大科

学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推动中国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

以应对劳动力不足带来的挑战。

2.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
劳动生产效率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挑战的同时，也

带来了相应的发展机遇。伴随着老年人

口的急剧增加，老年人群多样化的消费

需求也迅速加大，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空间。大力发展老龄产业不仅

可以给老年人需求的满足带来福利，由

于大多数老年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可以

有效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

3. 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带动
经济结构转型

老年人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消费群体，

有效利用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是经济

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老年人的消

费需求的实现必须将其变成有效消费需

求，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现阶段

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收入总体上偏低，

支付能力有限，消费意愿并不强，需要

通过多种渠道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

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实现有效消费需

求。

4. 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
有效消费需求



（二）The social policy dealing with aging.

1. 适时延迟退休年龄，缓解养老金

支付压力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

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养老金面临着日益严峻的

支付压力。尽管目前延迟退休年龄或者延迟领

取退休金的年龄还面临着诸多争议，但无论从

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

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都偏低，延迟退休是适应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大势所趋，但这一过

程必须精心设计，处理好各方关系。

2. 重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保障老年抗

风险能力

我国现有的养老金体系主要依赖第一支柱，应借

鉴国际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社

会统筹账户改革为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个人

账户在划转国有资产做实基础上，与企业、职业

年金合并为第二支柱的职业养老金制度；发展第

三支柱的个人税延养老金计划；此外还应完善零

支柱的国民年金，以及第四支柱的家庭内部转移

支付，从而通过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分担风险。



3. 完善医卫服务体系，实现健康老龄

化目标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疾病经济负

担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大幅上涨，给我国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必须有效应对。

首先，必须实施健康老龄化的战略，完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树立预防保健的

导向作用，提高老年期健康水平；第二，

通过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做好老

年人的慢性病护理；第三，构建多层次的

医疗保障体系，满足多层次的保障需求。

4. 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关注老年

人照护需求

为有效满足老年人，特别是失能失智老年

人的长期照护需求，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均

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以解决老年人医疗照护资金来源问题，取

得了良好成效。我国高龄化、失能化的人

口老龄化特征下也将面临着大量的照护需

求，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一个长

远规划并适时进行探索，有助于解决老年

人的长期照护服务问题。



（三）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for the aging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弱化，社会化的

养老方式日益成为许多老年人提升养老生

活质量的重要选择。目前我国形成了居家

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为主体的养老

方式，这符合老龄化下多元需求的现实情

况，但目前这些多元化的养老方式定位并

不清晰，针对性不强，必须进一步完善、

创新这些养老方式，确定不同养老方式的

定位和功能，从而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1. 创新多元化养老方式，满足养

老服务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老龄化的加深，老

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多，与养老需

求的快速增长相比，我国养老设施和服务

还明显不足，而老年人服务需求更多样、

服务需求差异很大，需要社会化的养老方

式支撑，这就需要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

给，其中的中央手段就是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不断提

升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2.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有效提升服务供给



随着高龄化、失能化现象日益严重，养老服

务人员的需求也逐渐增多，然而我国目前护

理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而取得职业资格的

专业养老护理人员更加短缺，为了提高养老

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必须重视养老服务人力

资源建设，通过开展养老服务的职业教育发

展养老服务的后备力量，加强养老服务人员

的培训，改变现有养老服务专业化不高的现

状，从而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3. 重视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建设，

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

高龄化、失能化老年群体的日益增多对老年

宜居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突出，这也关系

到全体公民老年期的生活和生命质量，是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老

年生活环境中出行生活的便捷性、服务设施

的完整性等都存在这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加强住房适老化改造、社区养老设施建

设、社区养老服务、社区无障碍环境等方面

的建设，提升老年生活质量。

4. 建设老年宜居生活环境，提升

老年生活质量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