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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口老龄化问题初探
周和平

人 口老龄化 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

某一

人 口群体由年轻型向相对稳定的静止人 口状

态转变的一个必经发展过程
,

是当今世界引

人关注的重大社会间题
。

目前
,

全世界 岁

以上的袭年人 口正在以每年 肠的速 度 递

增
,

大大快于世界人 口增长速度
。

预 计 到

年
,

岁以上的人 口将从现在 的 亿

增加到 亿
。

如果说
,

世纪主要 是 解决

世界人 口增长问题的话
,

那么
,

比纪所要

解决的是人 口老龄化 问题
。

一
、

中国人 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 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 口数 占总人 口 比

例随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的动态变化
。

按联

合国划分的国际标准
,

一个国家或地区“ 岁

以上人 口 占总人 口 比重达到 肠或 岁以上

的人 口达到 肠
,

就称为
“

老年型国家或地

区
。 ”

从人 口学意义上讲
,

人 口老龄化是人

口 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的必然结果

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讲
,

它是社会生产力要

素所引起的人类 自身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
。

人 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理论证实了这一点
。

从这一意义上讲
,

不少学者认为人 口老龄化

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的表现
。

年全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资料表明
,

我国 岁及 以上人 口为 万人
,

占总人 口

的 肠
。

年我国 岁及以上的老 年 人

口占全国总人 口 的比重上升到 肠
。

根据

递进人 口发展模型进行的预测分析
,

年

我国老年人 口 比例为 肠
,

从而进入老年型

人 口 的国家
。

从 一
,

在近 年的时

间内
,

我国老年人绝对数几乎 以年平均 肠

的速度增长
,

大大超过总人 口的增长速度
。

二
、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从全世界范围看
,

与一些发达的国家相

比
,

我国人 口老龄化有其独具的特点

中国老年人 口基数大
,

绝对人数将

居世界之首
。

根据预测
, 。。 年我国 岁 以

上老年人 口将达 。万左右
,

年将突破

亿
,

。年将突破 亿
,

年将可能达

到 亿
。

由于我国人 口基数大
,

居 世 界 第

一位
,

所 以老年人 口绝对人数也将居 世界之

首
。

中国人 口老龄化起步晚
,

发展速度

快
。

自法国在 年第一个进入老年型国家

以来
,

在经历了漫长的 年之 后
,

年

全 世界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又有 个 跨 入

老年型国家的行列
,

岁以上人 口约 亿
,

占该年世界人 口 的 肠
。

而我国
,

据预计
,

岁以上人 口 占总人 口 比重从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肠
,

只需 年
。

我 国 老

年人绝对数几乎以年平均 肠的速度增长
,

而人 口高龄化的先行国 —瑞典
,

以此速度

增长也 只不过 年 — 年
,

即

使是人 口超高速老化的 日本
,

也 只 有 年

— 年 — 年
。

我国人 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
。

人 口老化的一般规律是经济 文 化 越 发

达
,

人 口老 龄化 越明 显
。

在一个国家内
,

人 口老龄化的发生一般是先城市后农村
,

先

沿海
、

后 内地
,

先富裕地区
,

后贫困地区
。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由于经济
、

文化发

展水平的差异
,

这就形成了我国人 口老龄化

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

如上海
,

年就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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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成为老年型人 口的城市
,

“ 岁以上的老年

人 口 已达 肠
,

到 年又上升为 帕
,

到本世纪末
,

上海的 人 口 老 化 系 数 将 为

帕
,

相当于西欧发达国家当前人 口老龄

化水平
。

北京市的人 口也在 日趋老化
,

年第三次人 口普查时
,

岁以上人 口为

万人
,

占全市总人 口的 肠
,

年北京市
。岁以上的老年人 口达 万人

,

占总人 口

的 肠
,

年龄结构已接近老年型
。

据预测
,

年北京 岁以上老年人 口 将 达 万

人
,

老化系数达 呱
,

年
,

老化系数

达 肠
。

目前
,

我国农村老年人 口 比例高

于城镇
,

年城镇人 口平均预 期 寿 命 为

岁
,

岁以上老年人 口 比例为 肠
,

农村人 口 不包括少数民族地区 平均预期

寿命为 岁
,

老年人 口 比例为 呱
,

年在城镇老年人 口 比例上升为 肠时
,

与该

年农村的老年人 口 比例相等
。

之后
,

城镇便

开始高于农村
。

。年的城镇人 口平均预期

寿命为 岁
,

老年人 口 比例上升为 怎

同期农村人 口 比例约为 肠左右
。

英国人 口 出生率
、

死亡率

和老年人 口 比工的变动

一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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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

人 口老龄化是人 口年龄结构改变所产生

的
,

而人 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要取 决 于 出 生

率
、

死亡率和人 口迁移流动
,

这三种因素对

人 口老化过程的影响及作用方式是不 同的
。

出生率下降
,

降低少年儿童人 口 比重
,

甚至

在老年人 口绝对量不变的情况下
,

使老人 口

比重相对提高
,

从而促使人 口相对老化
。

死

亡率对人 口老化的作用十分复杂
,

从人 口老

化较早的英国
、

丹麦
、

法国的情况来看 见

表 三 国的死亡率下降幅度均大大超过出

生率的下降幅度
,

可是老年人 口 比重却没有

因死亡率下降而提高多少
。

由此可见
,

在出

生率没有变动
,

或变动很小的情况下
,

死亡

率对人 口老化的影响不大
。

死亡率对人 口老化影响不大
,

因为人类

。 。

。 。 。

资料来源 卡歇尔《欧洲历史统计 》
,

出生率

和死亡率为十年平均值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总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

由于婴幼儿
、

产妇的死亡率下降
,

老年死亡率

下降相对较小
。

只有老年人 口死亡率下降
,

使老年人 口 比例增大
,

才能导致人 口老化

人 口迁移变动因素
,

在一些国家或国家内不

同地区
,

对人 口老化在不 同时期有一定程度

的影响
。

总之
,

从出生率
、

死亡率和人 口迁

移三 因素对人 口老化影响程度来看
,

出生率

下降是造成人 口老化的根本原因
。

自 年代末
,

我国有效地推 行 计 划 生

育以来
,

出生率开始出现大幅度 下 降
,

从

年的 汤下降到 年的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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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死亡率却从 年的 蝙下 降 到

年的 汤
,

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明显要 大 于

死亡率的下降幅度
,

受年龄结构的影响
,

从

年开始出生率有所回升
,

但总的来看
,

并没有改变我国人 口老化的趋势
。

年代以

来
,

经过 多年出生率的持续下降
,

年

岁以上老人 比重提高到 肠
,

我国 人 口

呈现出日益老化的景象
。

三次人 口普查资料

表 反映了我国人 口老化的发展过程
。

因此
,

我国推行计划生育
,

降低出生率

的同时
,

必然会导致人 口老化
。

在本世纪 内

出生率会进一步下降
,

年代起 的 计 划 生

育工作成果将在下一世纪明显反映出来
,

下

世纪我国将面临着不可避免的人 口 老 化 问

题
。

表

中国三次人 口普查的人 口年龄指数

口投资
,

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

对人 口老龄化

带来的影响
,

我们既不能盲 目乐观
,

也不能

消极悲观
,

要正确地加以足够的重视
,

做好

思想和物质准备
。

人 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

可 以概括为二个方面 一是老年人本身的特

殊需要间题
,

主要有退休养老金
、

营养医疗保

健
、

社会救济
、

社会福利及住房
、

环境
、

教

育和家庭关系等等 二是人 口老化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影响
,

包括 人 口老龄化对

生产发展的影响
,

人 口老化导致经济年龄人

口 比重下降
,

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
,

影响劳

动生产率提高 人 口老龄化对分配产

生影响
。

人 口老龄化使人均国民收入降低
,

同时使对老年人赡养比例上升
,

国家用于老

年人的社会保险与福利开支大幅 度 增 加

人 口老龄化不利于储蓄
,

老年人收入

往往只够维持生活
,

储蓄潜力极为有限
,

同

时使人均消费收入减少
,

改变了消费结构
。

年 份

一 盛岁 呱

一 岁 肠

岁以上 肠

老 少 比 呱

年龄中位数 岁

平 均 年 龄 岁

出 生 率 务

死 亡 率 肠 。

四
、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 带 来

的影响

对于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影响
,

人们

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有人把 日益增长的老

年人喻作
“

灰色浪潮
” ,

好象世界会因此而
‘

牟去生机和朝气 前途暗淡
。

有人视老年人
‘

为翻赘
,

把对老人的赡养看成纯粹支 出
。

实

际止
,

赌养老人和抚养儿童一样
,

是一种人

五
、

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人 口老龄化是人 口再生产转折性变化的

必然结果
,

我们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

依靠国家
、

集体
、

个人各方面经济

力量
,

兴办老年事业
,

做好物质准备
,

包括

老年保险基金
、

老年消费品
、

老年服务
,

解

决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间题和影响
。

第一
,

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
,

发 展 经

济
,

增强社会对老年人 口的赡养能力
。

在中

国这个发展中的国家里
,

既存在着人 口迅速

膨胀间题
,

又存在着人 口老化的 问 题
。

但

是
,

控制人 口数量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

同

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
,

我国实行计划生

育
,

将有效地降低青少年人 口绝对数及其在

总人 口 中的比重
,

在总量上减少总人 口 的抚

养比
。

因此
,

当前的生育政策必须稳定地长

期执行下去
,

有效地控制人 口 增 长
,

促进经

济的发展
,

增强社会对老年人的赡养能力
。

只有这样
,

才能顺利度过下世纪严重人 口老

︻‘门‘今自
,

⋯
匕八甘,上匕几

‘‘

⋯
‘月月几几‘

口,月三尸

⋯⋯
八勺︸甘八乙自八‘。尸勺自八

资料来源 中国三次人口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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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的难关
。

‘

第二
,

大力发展老年事业
,

重点要解决

好
“

老有所为
”

和
“

老有所养
”

的问题
。

我

国老年人 口增长速度很快
,

而且又是发生在

经济刚刚振兴的情况下
,

承担老年人 口间题

的经济力量比较薄弱
,

遇到的困难也将比发

达国家严重
。

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
,

这就需

要进一步发挥老年人潜在的
“

余 热
” 。

其

实
,

一些老年人 中多数身体很好
,

还能继续

从事生产劳动和工作
,

另外
,

多数老年人智

能素质较强
,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熟炼的劳

动技能
,

有相当一部分老人文化素质较高
,

有专业特长
。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

许多退休

老年人仍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

有的

为经济体制改革献计献策 有的积极从事科

学研究
,

技术咨询 有的参加生产活动
,

主

动承担家务劳动
,

为年富力强的子女一心一

意搞好工作消除了后顾之优
。

在长期实际工

作中
,

许多老年人养成了热爱劳动
、

关心生

产的优良品德
,

如果他们这种余热得不到发

挥
,

就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无用之人
,

精神上

就会受到很大挫伤
, 不利于延年益寿

。

第三
,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使

尊老
、

爱老
、

养老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得勤发

扬光大
。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

加上优越的

社会主义制度
,

可以合理地解决好人 口老化

带来的一系列间题
,

按照以家庭赌养为主
,

集体和国家赌养为辅的原则
,

力求做到家庭

保障与社会保障相结合
,

使收入保障与服务

保障相结合
,

使物质保障与精神 保 障 相 结

合
,

使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
,

树立社

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

第四
,

通过立法
,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

利
,

并且要宣传法规
,

落实法规
,

把尊老
、

爱老
、

养老落在实处
。

第五
,

加强人 口老龄化方面 的 研 究 工

作
。

面对着来势迅猛的人 口老化浪潮
,

老年

科学也就应运而生
,

老年科学是社会发展尸

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

而老年社会间题解决得

好坏直接影响社会发展
,

需要把老年社会间

题及产生因果联系和客观规律性
,

做为一 门

学科进行研究
。

从宏观战略的角度
,

调整社

会生产和消费结构
,

有步骤地
、

有计划地解

决好老龄人 口间题
,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

资任幼辑 像云翻

上接第 页 借 税金支出
, 。

贷 应交税金
,

上述二种情况下的帐务处理
,

银行存款的借
、

贷方发生额是局部的现金 流 量
。

从 整 体

看
,

出租人所获得的投资扣抵
,

冲减了应交税金
,

是少交所得税而形成的现金流入
。

出租人

的现金流量
,

可从两个图表来全面分析
。

图表 与图 的每年现金流量和净收入不尽相同
,

但它们最终收入相同
,

都是
,

元
。

现将累计现金流量与累计净收入图示于图表 现金

流盆数据见图表 第 栏
,

净收入数据见图表 第 栏

从图表 可清楚看出
,

出租人在第一年就收回了投资
,

。 元
,

并获净收入
,

元
。

这只 因为出 租人低比 例投资 帕
,

高 比例贷 款 肠
,

通过 杠杆租 赁获 得的
,

其
一

闷

根本原因是投资扣抵的优惠和快速折 旧
。

此例我们还可以看到
,

租金利率 肠低于贷款 利 率

肠
,

有利于承租人
,

原因是承租人分享了投资扣抵的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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