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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七普”数据显示，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因素长期累

积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

社会新形态的格局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基于 “七普”数据对老龄社会新形态下

的人口老龄化新特征进行勾画，并讨论在此新形态下老龄化带来的多重影响及应对

方略，为更加深入认识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参考。分析表明，老龄社会新形

态下人口老龄化新特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增长态势更加快速、地区差异更加明显以

及省际差异更加多样，同时还需动态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人口老

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机遇主要在于老年人口年龄结构低龄化所带来的二次人口红利，

但也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带来了多重影响和挑战。未来应该从理念适老

化、政策一体化、区域平衡化、和治理多元化这四个方面入手，充分利用回旋空

间，抓住多样红利，规避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并充分把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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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Influ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New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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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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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Census，the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has been further deepened by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the size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the fertility level．
China’s society is about to enter a moderate aging，and the new pattern of the aging
society has been formed and irreversible．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Census，this
paper outlin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and discusses the multiple impacts and coping strategies brought by aging in this new
form，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ve coping with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ging under the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are more rapid
growth trend， mo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more divers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dynamically underst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population
aging to the society mainly lie in the secondary demographic dividend brought by the
younger age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but it also brings multiple influences and challenges
at the macro，meso and micro levels． To deal with the aging problem，we should start
from four aspects: policy integration，regional balance，aging concept and governance
diversification．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room for maneuver，seize the various
dividends，avoid the risk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fully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new form; the Seventh Census; coping strategies

一、引言

2021 年 5 月 11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发布。我国总人口数

为 14 亿 1178 万人，较 2010 年的“六普”增加 7206 万人，增长率为 5. 38%，与第六次人口

普查相比人口总量增速明显放缓。而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和比例下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等

多种因素长期累积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两次普查的十年间发生了重大转向，人口发

展面临着从以往数量压力到结构性挑战的历史性转变［1］。“十三五”时期的全面二孩生育政

策调整仅带来少儿人口比例的小幅回升，却并没有改变人口结构变老的长期发展趋势。具体

而言，与 2010 年相比，2020 年 0—14 岁、15—59 岁、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

上升 1. 35 个百分点、下降 6. 79 个百分点、上升 5. 44 个百分点，即“两升一降”，与此相对

应的人口金字塔“头重脚轻”的态势进一步加重。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不仅无法

扭转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趋势，无法解决老年人口规模膨胀的问题，对于减缓老龄化速

度、控制老龄化水平的作用也相对有限［2］。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

战，呈现出人口又多又老的发展态势，且“老”这一结构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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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60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

为 2. 64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18. 70%，65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 1. 91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13. 50%，两者比重较 2010 年分别上升 5. 44 和 4. 63 个百分点。这表明，当下我国人口老龄

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①，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格局已经形成且不

可逆转。少子化态势加深，劳动力人口规模与比例持续下降，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老年

人口比例急剧扩大，老龄化新格局下经济社会正进行深刻的变革和调整，中国正在经历老龄

社会形态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4］。未来我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因

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是国家乃至全社会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本文将基于 “七普”数

据，对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人口老龄化新特征进行阐述，并侧重讨论在此新形态下老龄化带

来的多重影响及应对方略，为更加深入认识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必要参考。

二、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人口老龄化新特征

自 2000 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一直呈现加速的鲜明特征。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则进一步凸显了当前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人口老龄化的新特征。

1． 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增速远超出预期

表 1 和图 1 展示了自 1953 年起历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数量、占比以及年均增长率情况。

首先，就老年人口数量而言，自 1953 年起，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到 2020

年达 2. 64 亿，70 年间增长至最初的 6 倍; 而 65 岁及以上人口除 1953 年至 1964 年间略有下

降，此后同样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其次，在老年人口占比方面，也可以发现与老年人口数

量保持着同样的增长态势。200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0. 3%，65 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达 7. 0%，我国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 自此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仅用了 20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以及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到 18. 7%和 13. 5%，与 2000 年相比

几乎翻倍增长。图 1 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和占比曲线均以持续抬升

的斜率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人口老龄化之迅速明显超出预期。

表 1 历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数量、占比及年均增长率情况 万人，%

年份
60 岁及以上人口 65 岁及以上人口

人口数 比重 年均增长率 人口数 比重 年均增长率

1953 4493 7. 7 — 2563 4. 4 —
1964 4848 7. 0 0. 69 2500 3. 6 －0. 23
1982 7692 7. 6 2. 56 4940 4. 9 3. 86
1990 9738 8. 6 2. 95 6349 5. 6 3. 19
2000 13051 10. 3 2. 93 8861 7. 0 3. 39
2010 17764 13. 3 3. 08 11924 8. 9 3. 01
2020 26402 18. 7 4. 04 19064 13. 5 4. 80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 “年均增长率”是指对应年龄段的人口数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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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国际划分，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 7%—14%为轻度老龄化社会、14%—21%为中度老龄化社会、21%以上为重
度老龄化社会，也分别称为老龄化社会 ( Ageing society) 、老龄社会 ( Aged society) 和超老龄化社会 ( Hyper－aged
socie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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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数量及占比情况

同样，从老年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方面也能发现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态势。从表 1 和

图 1 可以看到，1982—2010 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保持上升的态势，但

年均增长率的增幅较小，最高仅 0. 39%，而令人惊讶的是，2010—2020 年这十年间，60 岁

及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增幅接近 1%，远超于上一个十年 ( 0. 15%) 。65 岁及以上人口也

表现出与 60 岁及以上人口同样的加速发展态势，甚至较其更加严重，1982—2010 年，65 岁

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保持在 3%以上，甚至随着年份的进展稍有降低，而 2020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陡增至 4. 80%，与 2010 年相比增幅达 1. 79%，这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已迈入加速发展的轨道。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已

成为我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鲜明特征之一。

2． 老龄化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区域应对压力增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差异较大的气候环境、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经济发

展和历史民族文化等，可能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不同的影响。为科学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①。通过综合自

然地理和行政区划，可以将我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七大地

区②。下面结合四分类和七分类这两种区域划分方式，以第七次人口普数据为基础阐述现阶

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特征。表 2 展示了两种地区划分方式下 “六普”和 “七普”各地

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情况。

首先按照社会经济分区来看，东北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达 24. 00%和 16. 21%，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较为接近，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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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四大社会经济分区: 东部地区 (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 ( 山
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 ( 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 、东北地区 ( 辽宁、吉林、黑龙江) 。
七大行政地理分区: 东北地区 ( 黑龙江、吉林、辽宁) 、华北地区 (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华东地区
(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福建) 、华中地区 ( 河南、湖北、湖南) 、华南地区 ( 广东、广西、海
南) 、西北地区 (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和西南地区 (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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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0 和 2020 年各地区老年人口占比情况 %

地区
60 岁及以上 65 岁及以上

2020 年 2020 年 2010 年

社会经济分区 东北地区 24. 00 16. 21 9. 00
东部地区 18. 89 13. 30 8. 81
中部地区 18. 83 13. 78 8. 77
西部地区 16. 00 11. 60 8. 02

行政地理分区 东北地区 24. 00 16. 21 9. 00
华北地区 19. 97 13. 58 8. 12
华东地区 19. 49 14. 13 9. 41
华中地区 19. 46 14. 30 9. 08
华南地区 14. 56 10. 40 7. 93
西北地区 14. 63 10. 39 7. 13
西南地区 16. 48 12. 40 8. 76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人口比重分别为 18. 85%左右和 13. 50%左右; 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最低，60 岁及以上人

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 16. 00%和 11. 60%。其中东部地区是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最好的地区，老龄化程度居中;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

老龄化水平呈现出一高一低的突出特点，且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但四分区法

仅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为依据进行划分，各地区内部囊括的省份较多且地理分布广阔，尤其

是西部地区就包含了我国大部分地理区域，因此尚无法更加精细地反映出不同行政和自然地

理区域的老龄化差异。

图 2 2020 年中国七大分区老年人口占比情况

按照行政地理分区来看，东北地区仍然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 华北地区、华东地

区和华中地区呈现出相近的老龄化水平，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

比重分别为 19. 50%左右和 14. 00%左右，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华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为老

龄化程度最低的区域，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 以 上 人 口 占 地 区 总 人 口 比 重 分 别 为

14. 60%和 10. 40%左右，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而西南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居中，60 岁及

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 16. 48%和 12. 40%，略低于全国平均

·71·



《人口与经济》2021 年第 5 期

水平。由此可见，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七类地区表现出 4 种老龄化水平 ( 详见图 2，虚

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

此外，对比各地区“六普”和“七普”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数据可以发现，我国老龄

化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具体来说，从社会经济分区来看，“六普”数据显示各地区 65 岁

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围为 0. 04%—0. 98%，而“七普”数据显示的各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

口占比差值范围为 0. 48%—4. 61%; 从行政地理分区来看，“六普”数据显示各地区 65 岁及

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围为 0. 08%—2. 28%，而“七普”数据显示的各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差值范围为 0. 01%—5. 82%。

总体而言，我国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较以往更加明显，且无法用任何一种因素 ( 如经济、

气候、地理条件等) 完全加以解释，因此地方性政策和措施需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采

取更有针对性的老龄化应对方略。
3． 老龄化省际差异呈样多样化，分省应对回旋空间明显增大

我国老龄化水平除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外，也存在多样化的省际差异。图 3 和图 4 分别

展示了“七普”数据中我国各省份 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情况，图中

的实线为全国平均水平，图中的短虚线和长虚线分别为轻度老龄化标准 ( 即 60 岁及以上人

口占比达 10. 0%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7. 0%) 和中度老龄化的标准 ( 即 60 岁及以上人

口占比达 20. 0%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4. 0%) 。

图 3 2020 年中国各省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情况

综合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我国 31 个省份的老龄化程度差异显著。目前全国有 18 个

省份的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 即 18. 7% ) ，而有 13 个省份的 65 岁

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 即 13. 5% ) 。从老龄化程度来看，仅西藏自治区仍

未进入老龄化社会，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 8. 52%，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也仅 5. 67%。

不过，目前已有 12 个省进入了中度老龄化，包括天津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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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其中安徽省和

湖南省仅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4. 0%，但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尚未超过 20. 0%，

而其余 10 个省份两个年龄段均超过中度老龄化水平的评价标准; 剩余的 18 个省份则处于

轻度老龄化水平。

图 4 2020 年中国各省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情况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各省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差异性较大，不同省份分布于人口

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即尚未老龄化、轻度老龄化以及中度老龄化这三种不同阶段 ( 详见表

3) 。因此，我国老龄化的省际差异呈现多样性，分省应对老龄化的回旋空间增大，即部分

省份面临较大的老龄化压力，需要尽早采取应对措施，而另一部分老龄化水平较轻的省份还

可以尽早进行前瞻性地政策部署，有效减轻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

表 3 2020 年我国各省老龄化水平分组情况

老龄化水平 省份数量 省份名称

中度老龄化 12 天津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湖北

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

轻度老龄化 18 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河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尚未老龄化 1 西藏自治区

4． 动态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自 2000 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保持加速增长的态势，仅二十

年间，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加了 8 个百分点。但是，要达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充分认

识，不仅需要充分回顾过去，更需要动态认识和预判其未来发展趋势。老龄化的发展并非一

项匀速、同向的简单运动，其特征是动态发展和变化的，需要人口学者持续保持敏锐，时刻

利用有效数据和信息进行判断。当前的老龄化速度尚未达到最快，未来老龄化人口将继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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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

表 4 展示了以往不同的代表性文献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预测情况，可以看出以往对

目前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比的增长预测基本都是低估的。第七次人口普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 2. 64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18. 7%，而除了陈艳玫等预测 202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 2. 75 亿人外［5］，其余均低于实际人口数值，因此以以往的人口发展

状况为准将低估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从而导致盲目乐观，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展将远

快于预测水平，需要根据实际变化进一步对老年人口预测进行调整。

表 4 相关文献预测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及占比情况 亿人，%

文献
60 岁及以上预测人口数 60 岁及以上预测人口占比

2020 2030 2040 2050 2020 2030 2040 2050
杜鹏等，2021［6］ 2. 54 3. 65 4. 32 4. 80 16. 1 26. 0 32. 0 37. 8
陈艳玫等，2018［5］ 2. 75 3. 98 4. 63 4. 98 — — — —
翟振武等，2017［7］ 2. 55 3. 70 4. 34 4. 79 17. 9 25. 5 30. 4 34. 8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2007［8］ 2. 48 — — ＞4. 00 17. 2 — — ＞30. 0

杜鹏等，2005［9］ 2. 43 3. 48 3. 98 4. 30 17. 0 24. 1 27. 8 23. 2

前述提到，在 2010 年至 2020 年近十年间，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其人口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远高于以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人口老龄化的速

度尚未达到最快的时期，未来两至三年可能是老龄化发展更快的时期，我国可能整体迈入中

度老龄化社会的行列。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发展并非一个匀速的过程，而

是一个加速发展的动态过程，需要持续动态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

三、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多重影响

自 2000 年迈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呈现出与其他国家有差异性的、不可

复制的突出特征，包括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

著，未富先老，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与老龄化

并存等［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增长持续加速，且各地区和各省份

呈现出差异性、多样化的老龄化发展进程，体现出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人口老龄化新特征，

而这些特征势必将给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治理、家庭等多个方面带来深远影响。不

过，进入老龄社会新形态之后，我们需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老龄化的变化及其多重影

响。总体上看，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或负面的，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需

要综合看待。

1． 机遇相随———老年人口年龄结构低龄化带来回旋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转变也加速进行，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生育结构

和死亡结构改变、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共同导致中国老龄化的加速发展。通常认为，人口老龄

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和老年抚养负担增加，导致家庭和社会面临沉重的照料和经

济负担，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阻碍。但是，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其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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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需根据老龄化水平的不同而差别看待。

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比，我国虽然部分省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但全国平均水平尚处于轻度老龄化，还有一定的缓和空间和回旋余地。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

调查 ( CHAＲLS) 和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 CLASS) 最新一期的调查结果表明 ( 详见表

5) ，目前我国的老年人口大部分为低龄老年人口 ( 60—69 岁) ，而高龄老年人口 ( 80 岁及

以上) 规模和占比较少，表明我国正处于老年人口结构低龄化的机遇之中，我国尚可以充

分利用好这个回旋时间为下一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多种准备。

表 5 CHAＲLS 和 CLASS 老年人口年龄分布情况 %
调查名称 调查年份 样本数 60—69 岁 70—79 岁 80 岁+
CHAＲLS 2018 年 15862 59. 12 30. 09 10. 79
CLASS 2016 年 11494 49. 50 34. 70 15. 90

具体而言，我国老年人口结构低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催生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又称老年产业或老龄产业，指的是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而产生的

专门为老年人消费服务的产业，包括老龄储蓄业、老龄服务业、老龄用品业和老龄房地产业

等［10］。人口老龄化有效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对第三产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通过积极发展银发产业，不仅有效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缓解了老龄化所引发的社会

压力，同时给经济带来了有效刺激［11］。此外，人口老龄化将通过预防动机产生储蓄激励，

造成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促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生［12］。二是利用银发劳力。老年

人口并非绝对的消费性人口，也具有生产性特征，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他们身体状况较

好，且大多具有知识、经验和技能优势，可以继续为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当下，传统意义

上以劳动力数量为主的人口红利正趋于消失，我国进入以人口老龄化为特征的后人口红利时

代的趋势不可避免。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供求的逆转可能成为延迟退休年龄的推

力，而养老金制度的老龄化危机则成为延迟退休年龄的拉力，通过延迟退休可以进一步延长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有利于个体积累养老金，并改善养老金财务收支平

衡等［13］。三是促进银发新生态。中国的老龄群体不可一概而论，随着时代的进展，传统意

义上的老年人已经无法充分阐释现代老年人的内涵，“老”需要重新定义，中年和老年的边

界逐渐模糊，中年的限期不断延长，感知到变老不断延后［14］。老年人正在积极地投入新的

旅途，活出自己的世界，给社会带来属于新老年人的活力和价值。
2． 老龄化所面临的微观、中观和宏观挑战

除了看到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机遇，更应该看到所要面临的挑战，下

面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进行阐述。

微观层面，主要是从个体和家庭的角度来看。目前老年人的养老还是主要依托家庭代际

支持，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展和以往过低生育水平的遗留效应，未来家庭的养老负担

逐渐加重，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养老和照料工作，导致年轻人不堪

重负。同时，失独、空巢、高龄、失能、失智等社会问题进一步导致家庭的养老功能缺位，

一部分老年人面临无处养老和无人养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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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层面，主要是从社区、机构或企业等角度来看。社区方面，社区养老是多层次养老

服务体系的中间桥梁，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弱对社区养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社区是老

年人除家庭以外的主要活动场所，如何打造年龄友好型的社区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社区养老共同体，也成为社区发展进一步面临的问题。机构方面，家庭结构改变，户均人

口规模锐减，且无子女家庭比重上升，对居家社区为主的社会化养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数量和质量尚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企业方面，人口年龄结构

的改变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各企业都无法脱离银色经济的洪流，是否随着银色洪流

调整产品、服务和技术，是所有企业都需要深思的问题。

宏观层面，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方面主要包括超前规划顶层制度设

计、合理配置养老资源和解决区域老龄化差异性问题。首先，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 21

世纪的基本国情，因此从顶层设计到地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可能都无法避免与老龄化应对策

略交集，政策的设计和实施都面临着全方位一体化的要求。其次，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是

未备先老、慢备快老，而预计未来老龄化仍在加速进展，虽然存在一定的回旋空间，但养

老、医疗、基础设施等一系列资源都尚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持续增长需求。再次，不同地

区、不同省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老龄化水平不同，因此不存在对所有地区都同样适

用的老龄化政策或措施，需要因地制宜，并考虑其平衡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最后，城乡差

异不能忽视，我国老龄化存在城乡倒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变 “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

思维定式。社会方面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治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老年人自

身和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对老年人的社会观念需要进一步改变，认识到老年人口的增长不仅

是负担，更是社会和家庭的机遇和财富; 其次，人口老龄化引起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医疗

资源和福利供给等多方面的变化，如何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是社会治

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龄化应对的主要方向及其方略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老龄化给个体和社会均带来了诸多挑战，应对老龄化并不仅仅是国

家或任何组织的责任，而需要处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如此才能变挑战为机遇，

抓住人口老龄化的多样红利。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龄化应对的主要方向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

面，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结构低龄化带来的机遇; 另一方面，坚决保障各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合

法权利和生活质量。为实现以上两方面目标，下一步老龄化应对的具体方略应主要聚焦于四

个方面，即理念适老化、政策一体化、区域平衡化和治理多元化。

第一，理念适老化。理念适老化主要针对不同层级而言，即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多

元主体应将老龄化视为常态，在工作和生活中充分融入老龄化理念。宏观层面，需要各级政

府将老龄化理念融入所有政策，社会环境建设过程中将尊老爱老以及新老年人思想融入社

会，并在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现状，积极构建适老型社会。中观层

面，社区、机构、组织和企业等的服务和产品理念也需要适应加速的老龄化新形态，例如养

老机构打造优质养老服务和养老环境，银行和保险公司应积极推进养老储蓄和养老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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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应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设备或物品，旅游业、房地产等也可以推出老年旅游和养

老地产等相关业务，积极发展银色产业。微观层面，做好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让各年龄阶

段的人群充分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势、政策法规、敬老文化等，让各年龄阶段的个

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老年人应放平心态，正视身份，积极发掘自身潜力，做新时

代的老年人，而年轻人一方面需要认真履行对父母的赡养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视未来自

身的养老问题，从各方面早做准备。

第二，政策一体化。老龄公共政策要保证有效性，需要做到两个一体化，即横向一体化

和纵向一体化。人口变化是一体的，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能仅仅聚焦于老年人口，还

需要进一步关注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因此横向一体化是指老龄公共政策应不仅包括老

年人有关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系列政策，还需要将视角横向扩展到全方位、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例如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等，当提高了出生率，少儿人口占比上升，对应的

老年人口占比自然下降。政策的纵向一体化则是指老龄公共政策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

的多层级细化政策，既需要国家级老龄化战略的提纲挈领，也需要细化到各地的因地制宜，

从国家层面的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战略到构建适合不同地方的老年服务体系 ( 医养结合、

养老保障) 等，如此才能保证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地。

第三，区域平衡化。我国面临着老龄化水平的区域差异问题，包括省际差异和城乡差

异。在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方面，要因地制宜，并考虑其公平性、平衡性和有效性，各地方也

需要以顶层制度设计为纲，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务必做到区域应对的一地一策。在

资源的供给方面，权衡到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程度，亟须尽快改变 “重城

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按需划拨养老资源，将养老公共财政和

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利用，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第四，治理多元化。人口老龄化引起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医疗资源和福利供给等多方

面的变化，如何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传

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体系难以满足老龄社会的治理需求，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仅仅是国

家或任何组织的责任，而需要多方积极参与，建立老龄化视角下社会、政府、家庭和个体多

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此外，为实现老龄社会的有效治理，还需要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法治环境建设，充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通过完善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多维支持和治理体

系，创建养老、敬老的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充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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