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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描述了 21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龄化

的特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 这些特征既表现在老年人口的庞大数量上, 也表现在老龄化的程度和

加速上,同时还表现在上述变化趋势和特征是在较薄弱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迅速展开的。因而, 中国 21 世纪所

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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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变

化过程, 是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

变化的人口现象。无论是西方的人口转变理论还是非西

方的人口转变经验都不难看到: 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

导致了人口转变,而人口转变又必然导致人口的老龄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结

果,这正是今天全世界迎来人口老龄化的背景。

21 世纪初,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与世界上其他国

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

始于 20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使

我国高生育率水平转向低生育率水平, 大大缓解了人口

数量高速增长的压力;另一方面, 也迅速地改变了人口年

龄结构, 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速度。可以说, 虽然计

划生育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 因为即使没有

计划生育的实施, 中国人口也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发生人口转变进而导致老龄化。但计划生育是我国人

口加速老龄化的直接原因, 也就是说, 中国强有力的计

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 进而必然使中国人

口老龄化迅速展开。在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

下,人口年龄结构迅速变化的特殊性必将对我国社会变

迁、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国际比较中正

确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征和趋势, 充

分认识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

要性,是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之必

需。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世界人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变化,世界人口从1950 年的约25 亿增加到 21世纪初的

超过 60 亿, 50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多。始于 18世纪工业

革命以后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 在上世纪第二次大战

以后人口变化程度较小, 其中死亡率基本上稳定在 9-

10 左右, 出生率则在战后持续了一段!婴儿热∀之后迅速

下降,到 21 世纪初出生率已接近死亡率的水平, 人口趋于

静止, 部分发达国家已出现人口负增长。从 1950 年到世

纪末,发达国家的人口仅由8 亿多增加到接近 12亿, 增加

了不到0 5倍。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则截然不同 , 20世

纪 50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很高的水平, 经过半个

世纪, 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明显下降, 特别是死亡率。正是

欠发达国家人口转变中这种死亡率短期内迅速下降的特

点,使欠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迅速膨胀,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增长,其人口规模从 1950 年的 17 亿增长到 2000 年的 48

亿多,半个世纪人口增加了近 2 倍, 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

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

总人口的比重也由 1950 年的 67 75% 上升到 2000 年的

80 38%。未来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二元格局还将继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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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人口数量的变化将由发展中国家所主宰。2050 年世

界人口将达到近 90 亿, 发展中国家人口将达到 77 亿, 占

世界人口的 86% , 将极大地改变世界人口的分布格局。

在世界人口数量变化同时, 人口年龄结构也在发生

巨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 世界人口趋于老化, 即少年儿

童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 目前世界已进入老

年型社会(见表 1)。不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有很

大的不同。20 世纪 50 年代, 发达国家已进入老龄社会,

目前, 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 14% , 到 21

世纪 50 年代, 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 26% , 而少年儿童

人口比例则下降到不足 17% , 将形成倒金字塔状态。发

展中国家则是另一幅图景: 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目前

的老年人口比例还不足 5% , 预测到 2025 年左右, 老年人

口比例才超过 7% , 进入老年社会。到 2050 年, 预计老年

人口比例将上升到 12% 多。进入 21世纪, 世界人口老龄

化明显加快, 并且其变化趋势由发展中国家所主宰。根

据联合国预测, 2050 年, 世界人口中 60岁及以上人口将第

一次历史性超过少年儿童人口, 形成人口倒金字塔结构,

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世界人口史上从未出现

的。诚如日本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所言, 1950 年至

2050年为! 人口世纪∀ , 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 100

年,前 50 年是世界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后 50 年则

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最迅速的时期。# 所以, 21 世纪被称

为老龄世纪并不为过。

表 1 世界及中国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 1950- 2050年(单位:亿, % )

地区 年份 1950 1975 2000 2025 2050

世界

总人口数 25 19 40 66 60 71 78 51 89 19

少年人口比例 34 3 36 8 30 1 24 2 20 1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5 2 5 7 6 9 10 5 15 9

发达国家

总人口数 8 13 10 47 11 93 12 41 12 20

少年人口比例 27 3 24 2 18 4 15 6 15 8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7 9 10 7 14 3 21 0 25 9

发展中国家

(不含中国)

总人口数 17 06 30 20 48 77 66 10 76 99

少年人口比例 39 6 41 9 35 9 28 1 21 8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3 6 3 7 4 5 7 1 12 4

中国

总人口数 5 55 9 28 12 75 14 45 13 95

少年人口比例 33 6 38 5 24 9 18 1 16 1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4 5 4 4 6 8 13 4 22 9

资料来源: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 The 2002 Revision) , New York, 2003

比较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

1.老龄人口的数量变化特征

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

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人们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和变化趋势基本上认识一致。

从老年人口的数量变化来看, 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

的不断降低和不同出生队列进入老年人口的行列, 65 岁

及以上人口数是不断增加的。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我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为0 88亿。在未来 50年, 根据联

合国预测 (见表 2) , 我国老年人口增长将分三个阶段: 第

一个阶段是平缓加速增长阶段, 2000 年至 2028 年, 65 岁

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不足 1亿增加到并超过 2 亿,平均每

年增加近 400万。第二个阶段是急速增加阶段。2028 年

至 2038 年, 65 岁以及上老年人将由 2 亿增加到并超过 3

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第三个阶段是基本平稳阶段。

2038年至 2050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由 3 亿增加到 3 2

亿人,平均每年增加 150多万。这种变化特征除了老年人

口的死亡率变化外,主要是同批人效应的结果,与现行和

未来的生育率高低无关。如 2028 至 2038 年出现的老年

人口增长高峰实际上是 1963 年至 1973 年出生高峰的人

口进入老年期, 这是队列效应所致。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 也是老年人口

大国。依据联合国预测, 中国人口总量将在 2030 年左右

达到峰值约 14 5 亿, 然后, 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但老年

人口数量仍在持续增长。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由于其生育

水平仍旧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 所以, 其人口总量的增加

不是惯性增长而是自然增长。2040 年左右, 印度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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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首次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 到 2050

年,印度人口将比中国多 1 4 亿左右。但是由于未来 60

年老年人口的数量与现行生育政策无关, 虽然中国老年

人口占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 但中国依然是

世界老年人口数量第一大国, 2050 年比届时的总人口第

一大国印度,仍多近 1 亿老年人。

在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中, 另一令人关注的、与人口老

龄化息息相关的人口规模变化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

化。就目前而言, 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 也是劳动力资源

第一大国。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见表 3) , 2000年中国 15

- 64 岁劳动力年龄人口高达 8 7 亿人, 并将继续增长。

中国劳动力人口的高峰年大致在 2015 年左右, 届时劳动

力人口将达到10亿左右。随后,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将

会持续下降。2050年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降至 8 5 亿,相

当于 20 世纪 90年代的水平。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

动趋势与发达国家相一致, 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将在

2010年达到峰值而后持续下降, 不过其下降速度不及中

国。发展中国家与印度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与中国和发达

国家的变化完全不同, 劳动力人口资源将持续增长。以

邻国印度为例, 其劳动力人口将由 2000 年的 6 2 亿增加

到 2020 年的 8 8亿, 2050年的 10 亿以上。印度劳动力年

龄人口将在 2030 年左右超过中国, 成为劳动力资源最丰

富的国家。到 2050 年, 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将比中国多

1 7亿人(见表 3)。2030 年左右, 印度将是人口总量和劳

动力人口第一大国, 中国退居次位。老年人口中国仍是

第一大国。

表2 世界部分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变化趋势(单位: 亿)

年 份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世界 4 19 5 19 7 09 9 59 12 20 14 18

发达国家 1 70 1 94 2 37 2 82 3 06 3 16

发展中国家 2 49 3 25 4 73 6 75 9 12 11 01

其中: 中国 0 87 1 11 1 67 2 32 3 14 3 19

印度 0 50 0 67 0 93 1 33 1 78 2 20

资料来源:由表 1资料来源所推算

表 3 世界部分地区 15~ 64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单位:亿)

年 份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世界 38 24 44 66 49 31 52 84 55 35 57 08

发达国家 8 04 8 28 8 07 7 68 7 36 7 11

发展中国家 30 19 36 35 41 23 45 15 48 00 49 97

其中: 中国 8 71 9 79 9 92 9 70 8 92 8 51

印度 6 19 7 58 8 76 9 58 10 08 10 26

资料来源:由表 1资料来源所推算

2.老年人口的结构变化特征

从人口结构的变动来看, 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变化有

较大的起伏。从以往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可以看到,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 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为3 56% ,低于 1953 年的4 41%。从20 世纪60 年代

中期开始, 由于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同时下

降,人口结构开始老化, 到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次上升, 分别达到了

4 91%、5 57% 和6 96% , 2000 年的中国人口已跨入了老

年型。

在未来 50年里,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急剧地老化, 但

各个时期的人口老化速度有很大的不同。联合国预测结

果表明,在未来的50年间, 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也可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0- 2020 年, 是缓慢老化

期。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2000 年的 6 97%上升到 2020

年的 11 7% , 20年时间仅上升 4 63 个百分点。第二阶段

为 2020- 2040 年,是快速老化期,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

从 2020 年的 11 7%快速攀升到 2040年的 21 8% , 20 年间

将上升 10 1 个百分点。第三阶段为 2040- 2050 年, 是高

峰平台期。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 但

人口老化速度开始下降, 10 年间老年人口比例只增加 1

个百分点。

放在世界人口老化的背景下考察中国人口老化的进

程,其老龄化速度之迅速是显而易见的。在 20 世纪 50年

代,中国人口老化的水平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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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起, 中国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 21 世纪初,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 而且还

超过了世界人口老化的平均水平。联合国预测结果表

明,未来我国人口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会趋于老龄化,

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则是空前的。进入 21 世纪, 中国

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出现增长的拐点, 即由平稳加速转向

急剧加速。从 2010 年起,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

化速度彻底分道扬镳, 205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接

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将是发展中国家的近 2 倍。

将中国与其他三个人口大国 (其中两个是我们追赶

的目标美国、日本, 另一个是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印度)

对比,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特点愈加明显和独特。目

前,日本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 1970 年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即达到了 7% , 1994 年已经超过了

14% ,其间仅用了 24 年, 远远短于其他发达国家, 如英国

为45 年、美国为 65 年和法国115 年。%从联合国预测结果

看,中国人口将是世界人口大国史上继日本之后的又一

个老龄化速度极快的国家。不仅大大快于我们的潜在竞

争对手 & & & 印度, 而且, 还快于我们追赶的目标 & & & 美

国。人口老龄化的水平一跃成为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

老龄化水平还不及日本, 但在整个人口老化速度上并不

亚于其上世纪的人口老化速度。

关注人口老龄化过程的另一个视角是关注老年人口

扶养比的变化, 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变化, 因

为这一比例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老年社会的经济可持续发

展。从表 4可以看到,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 所以,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未来老年人口的比重

都在上升,所不同的只是上升的平台和速度不同。21 世

纪初,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扶养比已在 20% 以上, 而发展

中国家还在 10%以下。预测 2050 年,发展中国家的老年

扶养比才达到当今的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

中国是个例外, 中国由于急剧的老龄化 ,老年人口扶养比

将迅速上升, 2030 年超过当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050

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来

看,较高的老年人口扶养比, 不仅使国家养老金迅速膨

胀,也会使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大大增加, 一个过度

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会严重地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后

劲,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 仅从老年人口

扶养比的变动趋势讲, 中国未来并不乐观。比较两个发

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可以看到, 由于印度老年人

口扶养比始终处在相对低的水平, 如 2050 年,印度老年人

口扶养比比中国低 16个百分点。不难推论, 仅从这一点

出发,中国未来将处于潜在劣势之中, 将会失去竞争的潜

力。

表 4 世界部分地区老年人口扶养比(单位: % )

年 份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世界 10 96 11 62 14 38 18 15 22 04 24 84

发达国家 21 14 23 43 29 37 36 72 41 58 44 44

发展中国家 8 25 8 94 11 47 14 95 19 00 22 03

其中: 中国 9 99 11 34 16 83 23 92 35 20 37 49

印度 8 08 8 84 10 62 13 88 17 66 21 44

资料来源:由表 1资料来源所推算

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和社会经济背景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程是在! 未富∀的条件下展

开的, 这是与其他人口大国相比最为独特的地方。毫无

疑问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生育率水平的转

变,而加快了的生育率转变也就加快了人口的老龄化。

实际上,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滞后影

响到本世纪上半叶更加显化, 也就是说老年人口的比例

变化幅度更大。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都是亚洲的人口

大国,同属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的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670、322 和 920

美元,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居中。亚洲这三个人口大

国都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但力度、方法和效果有所不

同。如果仅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

而言,中国的老化水平应该和亚洲这两个国家相差不大,

但事实上却相差很大。中国人口进入老年社会和 65 岁以

上人口比例达到 14%的时间比这两个国家差不多提前了

20年。可以说, 中国人口老化进程有着与其他任何国家

所不同的政策背景,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老化起到

了明显的推动和加速作用。∋

特殊人口政策背景之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其社会

经济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欧发达国家

的老龄化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完成之后渐进地出现的 ;战

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伴随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高速

经济增长而快速发生的。中国则是在社会经济基础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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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的条件下快速发生的。例如, 日本在 65 岁及以上人

口比例达到 7%和 14%时, 人均 GDP 分别为 1967 美元和

38555美元。(中国在 2000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

7%时, 人均 GDP 只有 850 美元。预测到 2020 年时, 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 10% , 届时人均 GDP也仅为

3000多美元。如此说来, 中国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过程

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的问题更特殊: 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低、老年人口总量大。因此,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是! 未

富先老∀型的, 这种! 未富∀ 是全方位的, 不仅表现在人均

GDP的经济发展上, 而且还表现在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

方面上。

结 语

美国人口学家皮特)麦克汤纳( Peter McDonald)曾经指

出, 21世纪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将面临劳

动力短缺, 将严重地影响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位美

国著名的人口学家约翰)邦戈兹( John Bongaarts)在西方发

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现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影响的

研究中也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的迅速老龄

化,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将难以为

继,国家财政负担将不堪负重。面对未来劳动力人口减

少对经济发展的冲击, 面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社会

保障制度的挑战, 两位人口学者都提出了相同的应对老

龄社会的人口对策:一是提高人口生育水平, 二是鼓励和

增加国际移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引起西

方世界的广泛关注,西方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 全球老龄

化会给发达国家带来五个方面的基本挑战: 1)不断上升的

退休成本带来的财政挑战; 2)不断衰老和萎缩的劳动人口

带来的劳动力挑战以及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会导致普遍的

劳动力短缺; 3)停滞和不断衰退的市场带来的经济增长的

挑战; 4)资产贬值和资本巨变带来的金融挑战; 5)人口大国

力量的改变和吃紧的国防预算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

从国际比较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在 21 世纪上半

叶将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 这种挑战既表现在老年

人口的庞大数量上 (绝对数量的增加) , 也表现在老龄化

的程度和加速上(相对结构变化, 主要是与劳动力人口比

值的变化) ,还表现在这种变化趋势和特征是在较薄弱的

社会经济条件下迅速展开的。所以,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

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面对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和

趋势, 发达国家所经历和正在面临的困境应该是我们的

前车之鉴, 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我们要审慎地研

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 要解决中国人口老龄

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问题, 从人

口学的角度讲,首先必须从人口自身发展战略入手, 尽快

调整人口长远发展战略。从具体人口政策上看, 调整现

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协调好人口自身再生产内部的数

量与结构关系, 是我们尽可能避免或减缓未来人口年龄

结构迅速老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的前提条件。这也正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积极鼓励生育

遏制低生育率状况的人口意义所在。其次, 由于我国的

人口老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 人口老化

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更是要求我们加快经济

发展的速度,以解决人口老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所以,

要充分利用现有人口规模优势, 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扶

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 充分发挥! 人口机会窗口∀效应。

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角度看,未来 20 年我国仍处在人

口转变的!人口机会窗口∀开放最宽的时期, 因此, 我们要

充分发挥人口结构优势, 充分发挥现有的人口数量规模

潜力优势, 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之, 对待中

国急剧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老龄问题, 我们需

要前瞻的目光,需要大智慧、大战略, 需要! 统筹∀、! 协调∀

的可持续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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