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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言 走进人口老龄化

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财富与贫困并存，增长与停滞并存，安全与

风险并存。这是一个全球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差距不断扩大的时代，经济全球化非但没有减缓贫富差距，反而出人

意料地导致并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尤其是那些最

不发达国家基本没有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得到好处，反而更加贫

穷落后，马太效应凸显。同样，这是一个人口激烈变化的时代，全球人

口呈现更加偏态分布，其在多种纬度上的不均衡性也正在加剧，人口

发展的不稳定性正在加强。在诸多人口变动中，人口老龄化成为涉及

几乎所有国家、影响最为广泛的全球人口变动特征。

世界各国的政府、国际组织以及越来越多的专家关注人口老龄化

的宏观经济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在 2015 年 4 月 7 日发布新报告称，人口老龄化、工人劳动生产率

提高缓慢正迅速将全球经济推向黯淡的低增长深渊。IMF估计，截至
2020 年，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潜在平均增速将较 2008 年全球经济

危机前下降近两个百分点，跌至 5. 2% ;而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由

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IMF称，劳动力人数减少是经济增长放缓

的罪魁祸首。例如，未来五年，德国和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每年

将减少大约 0. 2%。与此同时，劳动力老龄化的速度要高于年轻人加

入劳动力大军的速度。中国自 2013 年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2015 年以来下行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劳动年龄

人口从 2013 年开始总量的下降，尤其是最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人口
( 25 ～ 34 岁) 据预测在最近十年绝对数量将下降一半。分省份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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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

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 03、1. 03 和 1. 0，比日本、韩国都要低。总和生育

率水平过低，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加重。以辽宁省为

例，超低的人口出生率使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现

象。根据辽宁省老龄办发布的《2015 年辽宁省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

事业发展状况报告》，辽宁省 60 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879. 0 万

人，占总人口 20. 6% ; 同期全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6. 1%，

辽宁省的老年人口占比高出全国 4. 5 个百分点; 预计到 2020 年，辽宁

省老年人口将超过 1 000 万人。与此同时，辽宁省 2015 年实际 GDP

增速创下了二十三年来的最低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 9% ) ，增速排

在全国倒数第一位，而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份的实际 GDP 增速则分别

排名倒数第三和第四。东三省经济集体滑落，经济增长拉响警报。

人口老龄化不仅对人口变动本身产生影响，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

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环节，甚至政府的角色及

重要政策也将重新确定。人口老龄化不仅涉及老年人以及老年人相

关问题，还直接涉及育龄妇女的数量、比例，关乎生育率替代水平的可

持续性，同时还包括年轻人养老负担、未来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等一

系列问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使赡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传统

养老模式造成巨大冲击，也将引起家庭代际关系的转变。人口老龄化

直接对养老金和卫生保健的承受能力提出挑战，对融资体系、法定退

休年龄、移民、劳动力以及可能出现的技术劳动力短缺问题都将产生

不容忽视的影响。此外，税收、社保、就业和教育等政策都将随之发生

变化，这些将引起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后果。

不仅如此，普通民众也越来越关心人口老龄化对当前和未来的生

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是否会

损害我们的财富? 谁将在未来筹集养老金? 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

时候，通货膨胀率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实际均衡利率将如何变化，股

票市场将发生什么变化? 对当下中国而言，最棘手的问题还包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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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老龄化对财富变动、对资产价格而言意味着什么?

认识人口老龄化及其宏观经济后果，还需以全球和历史的眼光。

从国际上看，目前技术移民和国际资本都出现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趋

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受损。全球移民在数量稳步上升的

同时，显现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单向流动性以及移民人群年

轻化的特征，如此，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因移民而得到缓解，

而欠发达地区将承受更加严重的老龄化后果。在中国，随着人口老龄

化的到来，总储蓄率和资本输出可能会放慢或下降。一方面会面临总

人口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劳动力内部也存在

日趋严重的老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将会越来越突

出。同时，由于环境成本加大，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即使是
“新常态”的发展速度也不是能轻松实现的。

据人口学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2. 1 才能达到

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育龄妇女平均生育 2. 1 个子女才能在其长大后

替代父母的数量，维持既有人口数量的稳定。总和生育率低于 2. 1 则

被称为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 1. 5 以下则属于超低生育率。原国家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自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普查以来为 1. 8 左右，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自
2000 年以来长期处于超低水平。中国在 2013 年 11 月宣布在全国范

围内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并且当时预计每年会增加 200 万人左右

出生人口，但没想到政策出现“遇冷”，2014 年仅增加出生人口 47 万

人。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截至 2015 年 5 月底，全国 1 100 多万对

单独夫妻仅有 145 万对申请再生育。在此情形下，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

的政策，这意味着新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

人口老龄化会以不同的时间表、不同的程度侵蚀全球各国的财政

能力，其负面影响或是缓慢持续地表现出来。在全球老龄化浪潮的背

景下，很多问题和挑战摆在各国政府面前。人口老龄化会给全球带来

—3—



灾难性的影响吗? 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吗? 人口老龄

化会损害经济增长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会是多大的程度? 人

口老龄化对代际财富流的影响是什么? 如何才能满足人们要求改善

生活水平和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代际公平分配的愿望? 延长退休年

龄是缓解劳动力短缺及解决养老金入不敷出的有效方案吗? 政府有

责任为老年人准备更充分、更丰富的就业机会，那么就业市场是否为

此做好了准备? 医疗服务支出的增加一定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

响吗? 移民政策能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吗? 这些政策的短期和长期

社会经济影响是什么? 什么样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案才是更有效

的? 本书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作出回答。

在本书的成稿过程中，我的部分学生做出了贡献，张强参与了本书第五章的撰写，并在前期参与了

数据更新和部分文字校对的工作，甘罗娜、顾博文、贾曼丽、金国轩、王成、马森森等同学也做了部分

数据更新、整理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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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低生育率时代

第一节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

一、2015 年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变化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几乎波及

每一个国家，并不是发达国家所特有的。全球范围内的生育率下降及

平均寿命的延长是老龄化的最根本原因。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逐渐老

化的过程，并不是只有进入老龄型社会的国家才有人口老龄化，事实

上那些总体人口年龄结构尚年轻的国家也正在经历人口逐渐老化的

过程。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其平均总和生育率也从 1950 ～ 1955 年

的 6. 54 下降到 2010 ～ 2015 年的 4. 19，而同期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则从
36. 4 岁上升到 60. 6 岁。另外，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的人口

年龄中位数从 1950 年的 22. 3 岁上升到 2015 年的 29. 2 岁，预计到
2050 年将增加到 37. 5 岁。全世界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①从
1950 年的 4. 8%上升到 2000 年的 6. 3%，标志着在新世纪伊始全球人

口已接近老龄社会水平，到 2015 年该比例上升到 7. 6%，预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14. 6% ②。联合国人口司的监测显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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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若未做说明，以下所有“老年人口”均指“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数据来源: UN DESA /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 20

Aug，2013. 注:基于中等变差的人口预测。



岁及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年轻的成年人和孩子，这对家庭、劳

动力市场和针对不同代际群组的公共项目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不均衡性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的过程，但是在不同区域，人口老龄化的起点

和速度不一样，并且在未来可能达到的水平也不一样，面临的挑战也

各有侧重。从人口老龄化的地点、发展速度及趋势看，可大体分为四

大类，见表 1 － 1。

第一类是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早，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但

进程相对缓慢的区域。这类区域以欧洲为主，典型国家包括保加利

亚、德国、希腊、西班牙、瑞典、比利时和意大利等。目前欧洲人口总体

的年龄中位数已经超过 40 岁。一方面，这些国家人口老龄化起步较

早，如法国早在 1865年老年人口比例就达到了 7%，目前有着世界最高

的老年人口比例;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缓和，如法国

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但是其老年人口从 7%上

升到 14%经历了漫长的 115 年( Tsung － hsi Fu and Hughes，Rhidian.

2009) ①，相比之下，日本老年人口比例加倍只花了 24 年的时间。

第二类为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缓和且老龄化程度不是太高的区

域，主要包括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受益于

每年大量年轻移民，虽然经济非常发达，但是其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

缓和，且未达到特别高的水平。

第三类是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但由于起点低，在短期内老年

人口比例将不会达到特别高水平的区域，主要包括中国、马来西亚、泰

国等东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在过去的几十年至半个世纪，经济

迅速发展，其人口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显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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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sung － hsi Fu and Hughes，Rhidian. Ageing in East Asia: Challenges and Policies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M］. Routledge，2009，2.



长。从老年人口规模看，这类国家也是增长最快的。如马来西亚老年

人口从 2010 年到 2050 年规模将增长 408%，中国同期将增长 192%。

第四类是虽然人口老龄化的起步较晚，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

但由于有着极低的生育率水平，其人口老龄化最终达到的程度将达到

或超越第一类的水平，主要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以日本为

例，1950 年日本老年人口比例仅为 4. 9%，甚至低于马来西亚当时的

水平。但其老龄化进程大大快于西方国家，目前日本已经是全世界范

围内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2010 年老年人口比例已达到 23. 0%，

而且在未来的四十年也将遭遇全世界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到
2050 年，该比例将达到峰值 36. 5%。相比之下，新加坡和韩国当前的

人口老龄化水平大大低于西方国家，但同样由于有着极低的生育率，

未来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堪比第一类欧洲水平。

表 1 －1 四类典型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及趋势 单位: %

人口老龄化

的类型
国家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1950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50 年

2015 ～ 2050 年

老年人口增长率

第一类

德国

希腊

意大利

9. 6

6. 8

8. 1

20. 8

19. 0

20. 3

21. 4

20. 2

21. 7

32. 7

32. 1

33. 0

53

59

52

第二类
美国 8. 3 13. 1 14. 7 21. 4 46

加拿大 7. 7 14. 2 16 24. 7 55

第三类

中国 4. 5 8. 4 9. 5 23. 9 153

马来西亚 5. 1 4. 8 5. 8 16. 5 187

泰国 3. 2 8. 9 10. 4 30. 4 191

第四类

日本 4. 9 23. 0 26. 4 36. 5 38

新加坡 2. 4 9. 0 11. 2 28. 9 159

韩国 2. 9 11. 1 13. 0 34. 9 168

资料来源: UN DESA /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

sion) . online 19，January 2015.

注:基于中等变差的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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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趋势

联合国的预测显示未来全球最主要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如下①:

1. 从 2015 到 2030 年，全世界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长

56%，从 9． 01 亿人到超过 14 亿人，见表 1 － 2。

2. 到 2030 年，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 0 ～ 9 岁的儿童数量，老年人

口数量与 0 ～ 9 岁儿童数量分别为 14 亿人和 13 亿人，到 2050 年，老年

人口将超过 10 ～ 24 岁的青少年及年轻人，人口数量分别为 21 亿人和

20 亿人。

3. 高龄老年人数量也在增长: 全球 8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从

2015 年的 1. 25 亿人增加到 2030 年的 2. 02 亿人，以及 2050 年的 4. 34

亿人。

4. 几乎所有的国家在 2015 年和 2030 年间将经历显著的老年人

口数量的增长，并且这种增长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快。

5. 在接下来的 15 年，老年人口数量增长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最快，增长幅度为 71% ; 接下来是亚洲地区，增长幅度为 66% ;然

后是非洲 64%、大洋洲 47%、北美洲 41%、欧洲 23%。

6. 2015 年，全球每 8 个人中有一位是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到

2030 年，每 6 人中将有一位是老年人。

7. 当前欧洲和北美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深重，但是其他地区也

发展迅速。至 2030 年，欧洲和北美洲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超

过 25%，大洋洲将达到 20%，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为 17%，

非洲也将达到 6%。

8. 2050 年，全球 44%的人口将生活在人口相当老化的国家，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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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2015 年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报告 . http: / /www. un. org /en /development /desa /
population /publications /pdf /ageing /WPA2015%20 Highlights_excerpt%20 for%201%20 October_4. pdf.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 20%。而四分之一的人口将生活在老年人

口比例超过 30%的国家。

9. 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人口死亡率

降低导致的寿命延长也是重要原因。首先死亡率降低削弱了高生育

率的必要性，其次是增加了活到老年的存活人数。到 2050 年，出生预

期寿命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都将超过 80 岁，在亚洲将接

近 80 岁，非洲达到 70 岁。

10. 对全球今天的年轻人而言，预期活到 80 岁是一个基准，只有

非洲例外。全球范围内，2000 ～ 2005 年出生的人中有 60%的女性和

52%的男性将会庆祝 80 岁生日，而 1950 ～ 1955 年出生的人口只有不

到 40%能活到 80 岁。

伴随着人口持续老化，政府有必要设计创新政策，尤其是针对老

年人需求的，涉及住房、就业、健康照顾、社会保护和其他形式的代际

间支持。在人口变动的预期下，各国可以预先做好政策调整以适应不

断老龄化的人口。

表 1 －2 2015 年和 2030 年分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分布 单位:百万，%

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

2015 年 203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幅增

2015 ～ 203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2015 年 2030 年

全球 900. 9 1 402. 4 55. 7 100. 0 100. 0

非洲 64. 4 105. 4 63. 5 7. 2 7. 5

亚洲 508. 0 844. 5 66. 3 56. 4 60. 2

欧洲 176. 5 217. 2 23. 1 19. 6 15. 5

北美洲 74. 6 104. 8 40. 5 8. 3 7. 5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

70. 9 121. 0 70. 6 7. 9 8. 6

大洋洲 6. 5 9. 6 47. 4 0. 7 0. 7

资料来源: UN DESA /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
sion) . online 19，January 2015.

注:基于中等变差的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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