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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一个全球性热点问题#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如何应对已经到来或

者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通过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进行分析#指出未来我国人口

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进而在探讨老龄化对老年人供养问题影响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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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长期以来由

于特殊的人口政策"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成不同

于世界其他国家"并且呈现出地区性不平衡特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发展"老

龄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剧增"一系列涉及医疗#养

老#救助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财政收支#产业调

整等国民经济问题随之而生!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分析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

告"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人口群体中老年人口

所占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一般认为如果一个人

口群体中 $"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k或

$K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Ik"那么该人口

群体就属于老年型!

,#-此外"衡量一个地区人口

老龄化程度指标除了老年人口比重之外"老年人

口比重增长率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一个

人口群体老龄化的速度!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表一/"#FFF 年我国 $K

岁以上人口约有 % $IF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Fk"业已逼近人口老龄化的界定标准2十年后"

即 !""F 年全国 $K 岁以上人口数升至 ## &"F 万

人"达到全国总人口数的 %*Kk"超过老龄化标准

#*K 个百分点2十年间我国 $K 岁以上老年人口绝

对数累计增长 &"*&k"年均增长 !*$%k"$K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年均增长 !*##k"远远

超过同期全国总人口约 "*$"k的增长率!

! 此

外"!""" 年我国 $K 岁以上人口比重达 Ik"已符

合老龄化标准"且往后逐年递增2从增长率看"

#FFF0!""F 年间全国 $K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年

均增长率.!*##k/也远远超过 #KJ$K 岁人口比重

的年均增长率."*IIk/"如此趋势发展"我国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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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的抚养比亦将迅速攀高!

表一C#FFF+!""F 年我国人口统计指标值

年份
人口总数

.万人/

#KJ$K 岁人口

人口数.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K 岁以上人口

人口数.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F #&& OIO FI O&$ I&*#k ## &"F %*Kk

!""% #&! %"! F$ $%" I!*Ik #" FK$ %*&k

!""I #&! #!F FK %&& I!*Kk #" $&$ %*#k

!""$ #&# OO% FK "$% I!*&k #" O#F I*Fk

!""K #&" IK$ FO #FI I!*"k #" "KK I*Ik

!""O #!F F%% F! #%O I"*Fk F %KI I*$k

!""& #!F !!I F" FI$ I"*Ok F $F! I*Kk

!""! #!% OK& F" &"! I"*&k F &II I*&k

!""# #!I $!I %F %OF I"*Ok F "$! I*#k

!""" #!$ IO& %% F#" I"*#k % %!# I*"k

#FFF #!K I%$ %K #KI $I*Ik % $IF $*Fk

CCC数据来源'根据 #FFF0!""F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卷整理而得!

CC截至 !""F 年"总体上看虽然我国业已步入老

龄化行列"但并未带来较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论及

程度尚属初期发展阶段! 然而不难推知"按照如

此趋势与速度发展下去"到了 !"K" 年我国 $K 岁

以上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的 !"k"届时约五个人

中就有一个超过 $K 岁老年人.如果推算 $" 岁人

口数"则数据内涵将更为严峻/! 若此前没有采

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到时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一系

列难以调和的社会问题!

二% 人口老龄化对于老年人供养的

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

当中以老年人的供养问题尤甚"尤其对于一个未

富先老的社会! 一般认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

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为了

更贴近实际"有时我们也要考虑人口的迁移率等

因素/! 总的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于老年人供养

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人口的老年抚

养比增高"从而增加了这部分人口的负担与压力!

国际上习惯用老年人抚养比来衡量一定基数劳动

人口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数"它是从经济的角度来

研究人口老龄化后果"计算方法是用 $" 岁以上老

年人口与 #%J$" 岁之间劳动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

从图一所示的我国老年抚养比变化趋势可知"近

十年来我国老年抚养比呈现一路上升趋势! 就其

影响而言"由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积

累方式仍是以现收现付制为主"故日益增大的老

年抚养比将增大养老基金的当前支付压力"使得

养老保障基金空账问题的解决难度进一步增大"

同时也增大了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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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老年抚养比目前有多种计算方法+$" 岁以上人口数与!#%JKF"岁人口数的比率&$K 岁以上人口数与!#%J$O"

岁人口数的比率&$K 岁以上人口数与!#OJ$O"岁人口数的比率&等等%



图一C#FFF+!""F 年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变化趋势"k$

CCCCCC数据来源'#FFF0!""F 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CC其次"人口老龄化将冲击传统的家庭养老观

念! 当前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地

区"(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根深蒂

固"这在我国特殊的人口政策和人口老龄化趋势

的影响下"年青一代的抚养和赡养负担将不断增

大! 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以一对夫妻仅生育

一个小孩为例"随着人口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

一对年轻夫妻需要赡养的老人人口数量将随着代

际数以几何级数的形式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无

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年青一代都将逐渐难以

承受赡养重负"进而家庭的养老功能便在家庭规

模的不断扩大中被慢慢削弱"传统的家庭养老模

式也必将逐步瓦解"越来越大比例的老年人口的

抚养问题最终必将被推向社会!

再次"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社会养老保障基金

维系压力的日益增大! 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老龄

人口数量上升"在直接给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支付

造成压力的同时"也给基金的收支平衡带来隐形

危机! 以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虽然目前

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年增长率

.#F*&!k/ 尚 小 幅 高 于 基 金 支 出 增 长 率

.#$*KOk/"但已知收入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

有赖于近年来参保人口数的持续增加.表二/!

因此随着参保人口的逐步饱和"基金增长率将达

到一个稳定水平"但这时基金支出由于老龄化作

用而不断上涨"甚至可能导致养老保障基金入不

敷出"进而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表二C#FFF+!""F 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及基金收支情况

年份 参保人数.万人/ 比增.k/ 基金收入.亿元/ 比增.k/ 基金支出.亿元/ 比增.k/

!""F !& KK" I*K% ## OF# #I*F% % %FO !"*&K

!""% !# %F# %*I# F IO" !O*&& I &F" !&*%F

!""I !" #&I I*&# I %&O !O*#K K F$K !#*%#

!""$ #% I$$ I*&# $ &#" !&*F" O %FI !#*!#

!""K #I O%% $*FO K "F& #F*$# O "O" #K*&$

!""O #$ &K& K*O$ O !K% #K*I# & K"! #!*#I

!""& #K K"I K*!! & $%" #$*"K & #!! F*%K

!""! #O I&I &*F# & #I# !I*O" ! %O! !!*OK

!""# #O #%& O*#$ ! O%F F*!# ! &!# F*$F

!""" #& $#I F*"I ! !IF #K*F% ! ##$ F*F!

#FFF #! O%K 0 # F$K 0 # F!K 0

年均

增长率
$*KKk #F*&!k #$*KOk

CCC数据来源'根据 #FFF0!""F 年各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得!

CC当然"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影响以外"随着老龄

化的加剧"老年人口日益增多"社会将动用更多资

源以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从而社会经济#产业

结构也将逐步随之调整"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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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理念也将随之诞生! 当然"这些均有赖于

社会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良性协调"对我国当

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无疑将是一种挑战"或者

说是一把双刃剑!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思考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虽尚不能对当前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较大压力和严重威胁"但未

雨绸缪是必要的! 现下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最主要

的问题之一是各类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太低"

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F 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

数为 !& KK" 万人"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

% $F# 万人"二者合计人数比例仅占我国人口总数

的 !O*#$k"不到三分之一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发

达国家! 因此"当前应对人口老龄化首要的问题是

如何扩大各种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而解决这个

问题关键就在于提高参保方参保的意愿和能力!

首先"关于提高参保意愿! 为了提高各类养

老保障制度的参保积极性"政府应当加大社会保

障重要性的国民宣传和教育力度! 对于企业职工

和广大城乡居民"政府应当通过宣传和教育使其

摒弃收入入袋为安的短视观念"提前为未来做好

应对年老#疾病等多种风险的规划和准备2对于企

业"尤其是未交或拖欠社会保险费的企业"政府应

当通过教育使其认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就

养老保障而言"企业未给职工办理养老保障"相当

于企业将肩负的该项责任推给了社会/"对于无

正当理由以各种方式拒绝或抵制为职工提供任何

形式养老保障的企业应予以处罚"直至强制拍卖

其资产!

其次"关于提高参保能力"除了加快经济建

设"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之外"笔者认为改革并完善

现有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在此"笔

者大胆地提出一个拙想'即将现有的社会养老保

障体系改革为一个养老保障产品池"企业和居民

个人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保障产品"而

政府的角色就在于构建#管理和监督! 具体的做

法是"政府通过立法及税收手段分别建立针对企

业和个人的养老保障产品池! 对于企业"在产品

池中可以选择为其职工购买基本养老保险产品#

企业年金或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三者可任选其一"

有条件的企业也可多选"但至少必须选择其中的

一种"此举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企业

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问题2对于个人"在产

品池中可以放置城镇.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产品.企业职工除外/#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甚至

可尝试构思住房养老保险产品"同理"个人也可以

自由选择当中至少一种产品! 通过该养老保障产

品池"可使当前各类养老基金产品各尽其用"无论

企业或个人也能根据自身实际在当中各取所需!

当然"应对人口老龄化除了提高养老保险参

保意愿和能力之外"还有许多工作得同时进行!

比如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应适时地加大老年产业

开发和老年公益事业建设"以满足老年人特殊的

物质和精神需求"同时也可为社会经济发展增添

新的增长点!

总之"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

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但老年人作为一笔宝

贵的社会财富"我们应当珍之#护之"发扬中华民

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真正做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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