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发经济视角下青年养老观念的新变化
陆杰华

【摘要】养老观念是一个慢变量。当代青年养老观念从养儿防老到多样自主发生着转折性变化，从银发

经济的新视角观察当代青年养老观念的新变化，不仅是为了分析青年对老年的孝道责任、赡养消费与照

料关怀等代际反哺，更是从全人口结构勾勒与衡量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素养与成本效益。

当代青年养老观念呈现养老内容融合多样性、养老意识增强但行动较弱、养老投资选择多元性、银发经

济政策红利提升养老金融意识、养老规划正被社会重大事件重塑等鲜明特征。从银发经济的战略价值上

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养老福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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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规模与速度前所未有。2024 年 1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

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个以“银发经济”

命名的政策文件。银发经济不仅为老年人提供安享晚年、

医养结合和居家社区照料等产品或服务，也是在老龄社

会新形态下关涉全社会、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一系列

经济活动。从这个角度说，深入探讨当代青年群体的养

老观念，既关注年轻一代对父辈的养老责任，也侧重分

析青年群体自身的养老意愿与备老规划，从供给侧和需

求侧的双引擎抓住并拉动中国当下及未来的银发经济与

代际和谐，具有重要性与迫切性。

银发经济视角下青年养老观念的主要特征

养老观念是一个慢变量。当代青年养老观念从养儿

防老到多元自主发生着转折性变化，既是顺应国家构建

多层次银发经济供给格局的时代要求，也是站在

更宽广的视域下为自身及家庭作出未雨绸

缪的养老储备。从银发经济的新视角观

察当代青年养老观念的新特征与新变

化，不仅是为了分析青年对老年的孝

道责任、赡养消费与照料关怀等代际

反哺 ；其更为重要的意涵在于，从

全人口结构勾勒与衡量全社会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素养

与成本效益。总结而言，银发经济视角下当代青年养老

观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当代青年对银发经济的关注内容呈现出融合

多样性。青年一代虽然尚未步入老年期阶段，但是他们

对银发经济的关注却具有更长远的意义。当代青年并不像

老年群体更多关注晚年生活的直接需求满足，如与适老化

息息相关的“衣食住用行、康养文旅服”等有形的产品、

有品质的机构和有足够的养老金等为老内容。当代青年对

银发经济这一主题及内容的关注具有融合多样性，回归到

“在老龄化社会中更加有效配置稀缺资源”这一本质属性

上。他们的兴趣点超越了传统的老龄产业，并不仅仅聚焦

在以老年人为主要生产者的退休再就业，或以老年人为主

要消费者的现代服务行业或产品。可以认为，当代青年对

银发经济的关注视域较为广阔，横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

三次产业的经济实体，尤其是现代金融及综合产业体系，

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组织和个人等各类经济主

体的政策安排与自主选择，以适应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性变

化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

二是当代青年在养老准备上展现出“意识较强而

行动较弱”的鲜明特点。一项“2022 年当代青年养老

规划调查”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开始意识到

养老前瞻准备与养老财富规划的重要性。包括 85 后到

00 后的 3000 份有效样本中，90.3% 的受访青年赞同养

老准备在时间上是越早越好。但是针对大病报销和就医

问题、收入储蓄不够和晚年生活质量下降等养老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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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受访青年却并没有将养老意识付诸于行动。其

中，43.7% 的受访青年只是在“慢慢开始了解养老产品”；

31.1% 的受访青年会“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一下，

但还没行动”；还有 8.6% 的受访青年表示“养老对我来

说还太遥远，暂时不考虑”；仅有 16.6% 的受访青年认

为“养老是一件人生大事，已经在配置相关资产”。

三是当代青年对养老投资的理解偏重于其公共经

济性，而非强调个人收益。银发经济具有较为特殊的

公共产品属性，兼具社会性、福利性与市场性。当代青

年较为了解养老投资在供求关系、利润波动和市场容量

等方面与其他市场经济的金融产品有着根本差异，养老

投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顶层设计上对人口老龄

化公共政策的行政制约和公共产品的财政导向。因此，

当代青年对养老理财和个人养老金等养老投资秉持“养

老属性”，却并不追求个人的投资收益，而是结合年龄性

别、退休计划、财务状况、风险偏好等个性化信息，侧

重“长期保值、安全稳健、适当流动”等持有体验。上

述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青年赞同进

行养老规划和参与养老投资是个人理财的一种方式，不

仅可以帮助自己积累养老储备，还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等

其他回报。在理解养老投资产品的微利性、福利性和公

共经济性的考量下，当代青年在具体的养老投资产品配

置上有着更为多元的选择，商业养老保险、终身寿险等

分红返还类产品最受青睐（65.3%），其次为储蓄存款

（54.6%）、银行理财（37.9%）和公募基金（25.8%）。

四是当代青年参与银发经济具有与时俱进的动

态发展性。当代青年的银发经济活动不完全指向平滑

生命周期的储蓄与消费，而是结合政策导向、移动通信

和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处于不断

探索的过程之中。由于青年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人

生追求正在逐渐形成，与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和行业细

分密切相关，他们参与银发经济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不

断拓展。从帮父母进行健康管理到实现家庭财产重新配

置，再到实现国家基本养老保障、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

养老保险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当代青年线上

线下、灵活多样与自主自愿地参与到银发经济新浪潮中

来。2017 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

18-40 岁的青年群体拥有商业人寿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

仅占总样本的 4.35% 和 3.41%。虽然这一指标高于 60

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 2.07% 和 0.72%，但是可以看出几

年前我国青年的养老财富规划需求并没有被有效调动起

来。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 8 月，首批公募养老目标

基金获批发行，我国养老金融产品体系初具雏形 ；2021

年 5 月和 8 月，银保监会分别发布《关于开展专属商业

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与《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

的通知》；20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

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近五年来，国家密切布局多元

化的银发经济格局与多样化的养老金融产品。截至 2023

年底，已有超过 5000万人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根据《个

人养老金一周年洞察报告》数据分析，80 后和 90 后等

中青年群体对投资个人养老金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意愿。

五是当代青年的养老规划既受到新媒体的推广影

响和知识科普，更是被重大生命事件所形塑。中信证

券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发布的《2022 中国中青年养老

成熟度调查报告》指出，我国中青年受访者的主观养老

成熟度平均得分 5.41，客观养老成熟度平均得分 6.40。

该指标的取值范围在 0-10 之间，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者

的养老成熟度越好。这一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中青年一

代的养老素养、养老认知与养老决策等养老成熟度正在

逐渐提高，但是距离较为成熟的养老规划及知识储备仍

有一定距离。《2022 年当代青年养老规划调查报告》揭

示出我国青年在养老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上主要源于两个

方面。其一是受到新媒体和金融宣传等推广影响。当代

青年获取养老知识的来源渠道主要为抖音、微博和小红

书等社交平台（62.8%），银行、券商和保险等金融机

构（52.8%），以及支付宝和微信等第三方财富管理平台

（51.5%）。其二是自身所经历的重大生命事件。《中国城

市养老服务需求报告 2022》指出，由于初为父母、父母

生病以及自己住院等生活经历，30-39 岁青年群体对养

老问题的认识和养老规划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

青年群体关注未来养老规划的主要成因

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尝试从人口与经济社

人民论坛   2024 年第 10 期 89



会发展的大变局中寻找属于自身一代的发展机遇与创新

可能。一方面，从代际友好的社会倡导与社会参与维度

上看，青年群体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快

和代际更替的背景下所出现的社会现象。青年一代关注

未来养老规划是充分参与到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

战略中来，具有推动银发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功能。另

一方面，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银发经济的构成维度上

看，青年群体关注未来养老规划受到政策引导、资源供给、

需求结构、科技发展和美好生活向往等多因素影响。当

代青年逐渐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有助于从全人群和全生命

周期拓展银发经济的生产与消费对象以及为老产品和服

务的设计、研发、流通和销售等全渠道的经济社会活动，

实现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新经济形态转型。

第一，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在迈向深度老

龄化社会情境下，以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处理不同年

龄阶段的储蓄与收入。有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

据分析年龄与养老规划的倾向性，结果显示，户主年龄

与该家庭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呈现倒 U 形关系，40 岁左

右是规划个人及家庭养老决策的重要时间节点。《2023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发现，一些年龄较轻

的青年之所以只能将一小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是因为他

们整体收入水平较低 ；相当大比例的收入只能用于维持

日常开销，不足以完全用于未来的养老储备。值得欣慰

的是，当代青年逐渐理解“一切早做打算”的重要意义。

2022 年发布的《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

国居民养老储蓄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连续三年呈现上升

趋势 ；尤其在 18 岁至 35 岁的青年群体中，他们平均每

月用于养老投资或规划的收入金额从 2021 年的 1624 元

快速增长到 2022 年的 1940 元。

第二，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在生育率下

降和家庭功能逐渐弱化的趋势中，缓解代际交换失衡

的矛盾。“2022 年当代青年养老规划调查数据”显示，

受访青年首要关注和考虑的事情，例如身体健康（占

比 39.4%）、升职加薪（占比 28.1%）、家庭和睦（占比

24.9%）和退休养老（占比 7.2%）都与未来养老规划密

切相关。当代青年不再依赖传统的婚姻配偶或养儿防老

的“家庭式养老模式”，正在尝试以“去家庭化”的养老

策略，从较长时段并且跨越代际，努力布局“养老”这

一重要人生课题。

第三，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在国家着力构

建“三大支柱”国民养老体系建设大局中，主动化解养

老焦虑并抵御通胀风险。“2022 年当代青年养老规划调查

数据”显示，无论是已经开始做养老规划的前两位原因，

即“希望退休后过上理想生活，所以必须提前规划”（占

比 74.6%）和“老龄化加剧，社保养老金不足以支撑个人

养老”（占比 52.7%），还是目前仍未开始养老规划的前两

位原因，即“收入尚可，也稳定缴纳社保养老金，未来养

老应该不是问题”（占比 56.4%）和“新型养老模式不断

涌现，以后养老可以互助”（占比 47.9.6%），受访青年关

注养老规划都与大形势下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与国家

养老保险支出压力密切相关。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

保险属于第一支柱，覆盖全国超 10.4 亿人，占有主导地位。

然而，由企业主导的企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其规模、范

围和比例都较小，覆盖率偏低；个人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

柱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青年来说，有效化解养老焦虑并

抵御长周期下的通胀风险的方式便是关注自身未来的养老

规划，集齐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三大

支柱”，并且合理配置商业养老保险。

第四，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将养老预期与高

品质晚年生活联系起来，有助于提升全生命周期的幸福

感。《2022 中国中青年养老成熟度调查报告》发现，国

民养老方式和养老追求正在发生变化。青年一代和高收

入群体对新型且有品质的养老方式，例如对旅居式养老、

城心式养老和高端地产养老等更为向往。这充分说明，

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

往密不可分。青年群体不满足于基本养老需求，而期待

较为舒适的晚年生活，其养老财富储备还需要顾及到医

疗、健康、休闲和旅游等各类支出。全生命周期的安全

感与获得感有赖于前瞻性的养老规划，实现养老投资和

老龄储备的保值并增值。

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前瞻性福利保障的路径

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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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福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从银发经济的战略价值上看，

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既强调市场经济的商品属性，

可以强化市场运作机制，通过有效市场的繁荣发展以提

供更多产品与更好服务支撑青年群体的高品质养老追求；

也遵循显著特征的社会属性，区别于老年群体的现实性

养老需求满足，青年群体养老规划超过了消费安全和服

务本身的直接功能，是快速人口结构变迁下的一种新社

会文化与新发展动力。

在银发经济的视角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前

瞻性福利保障主要思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做好青

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前瞻性福利保障需要更加明确国家养

老保障体系的制度目标。当下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正

在处于从狭义向广义的政策定位转向，从补缺型向普惠

性再向服务型的政策内涵转变，从提升基本养老保障覆

盖水平向多支柱全方位综合型福祉的政策内容转轨，从

老年群体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对象转化，从现金

补贴向兼顾产品和服务的政策手段转型。做好青年群体

养老规划的前瞻福利保障的实施方略需要重点放在上述

几对机制转换上。另一方面，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

前瞻性福利保障需要以现行老龄制度、养老保障水平、

老龄化社会经济条件和孝老敬老理念等既有基础为逻辑

起点。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要更为全面地考虑到快

速变迁中的制度、文化及观念的衔接性、适配性、发展

性与连续性。特别是在当下迈向深度老龄化、发展银发

经济的重要窗口期，尤其需要注重制度安排步骤与相关

市场供给、人才储备与科技发展等方面的统筹协调，精

准适配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生命阶段人群的差异化

需求，与恋爱结婚、成立家庭、抚育后代及空巢解体等

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特定性需要，以及收入储蓄、投资收益、

健康医疗、旅游养生、退休再就业、社会参与和终生学

习等多类型服务。

事实上，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是一个“有备而老”

的长期且系统过程，其宗旨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充足

养老储备与释放新型人口红利。在政府、市场、组织、家

庭和个人等多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下，统筹兼顾老龄社会

新形态的转型成本与长寿红利的发展优势，在“包容性政

策”的原则下，扩大银发经济的相关产品与服务供给，惠

及中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等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

在可操作性的具体路径上，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注重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时间表与

重大任务规划。综合人口学、经济学、社会保障和人力

资源等多学科的特点，尽早将青年群体养老规划作为一

项前瞻性的中长期规划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的一体化框架之中。第二，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家

庭与个人”“代内与代际”几对关系，强化做好青年群体

养老规划的共治型体制机制。从银发经济视角下，建设

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既要适应青

年群体的多元需求，也考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以

及不同世代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多层级、多维度与多样性

的“整体性老龄社会治理框架”。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

涉及青年发展、劳动就业、储蓄消费、家庭建设、资源

配置、科技创新、观念更新等政府监管、市场功能与社

会职责的分工合作，更需要动员从个人到家庭以及组织

机构等一系列社会力量的广泛性参与。第三，做好青年

群体养老规划的前瞻性福利保障需要树立“发展型”而

非“福利依赖”的政策主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

标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做好青年养老规划的首要任

务，以保障银发经济的人才基础。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

实现前瞻性福利保障，既包括微观层面上深度老龄化社

会中个人的消费、储蓄及投资的新决策与新行动，也包

括中观层面上涉老相关的企业事业产业的新发展与新调

整，还包括宏观层面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

财政、市场及货币等新政策与新配置。做好青年群体养

老规划仍以坚持生产力和人口现代化为优先保证，为银

发经济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22JJD840001）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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