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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导语

人口老龄化挑战与应对：从负担到红利

陆杰华

　　人口老龄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医疗改善的必然产物。当下，人口老龄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人类社会正在从

有史以来的年轻型社会步入前所未有的老年型社会，这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人类社会正在步入老龄

化与高龄化并存的长寿时代。然而，由于以往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通常是

基于年轻型社会的思维定式来建构的，因而超出预期的快速人口老龄化对许多国家或地区来说无疑

是一种持续性挑战，加上全社会对老年型社会的到来有所恐惧以致缺少应有的超前应对，势必将对这

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产生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自２０００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增长的新态势。２０２１年，我国６５岁及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１４．２％，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面对当下中国老龄化和高

龄化相伴而生的长寿时代，摒弃以往片面将老龄人口视作负担、虚弱、残障等消极刻板印象，重构与老

龄社会新形态相适应的积极、主动、全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和行动，不仅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从负担转向红利的前提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

出的：“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这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理念和行动的根本遵循。鉴于人口老龄化

将是我国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既是探索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长寿时代中国从老年负担走向长寿红

利的重大转向。老龄社会新形态下，面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诸多挑战，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就是要

从认知层面重构积极人口老龄化的全新理论体系，从主动 和 积 极 层 面 挖 掘 老 龄 社 会 的 新 机 遇、新 动

能、新红利，从前瞻和全局层面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行动方案。
本期“人口老龄化挑战与应对：从负担到红利”专栏，汇集了三篇与主题相关的研究论文，其共同

之处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长寿时代下中国如何破解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持续挑战和如何释放长寿

带来的经济、社会、制度红利。陆杰华教授的《长寿时代下的积极老龄观：演进脉络、内涵要义与实践

优势》一文认为，中国开启长寿时代本身预示着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孕育着新动能，积极老龄观无疑

是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观念的重要转向，是人口老龄化怎么看、怎

么办和怎么干的高度凝练。该文还指出，践行积极老龄观亟需破解结构、视角与公共的三重挑战，进

而彰显长寿时代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与规模优势。杨菊华教授的《长寿时

代与长寿红利》一文认为，与老龄时代相比，长寿时代孕育着更积极、更富前瞻性的深刻内涵，其中长

寿时代本身就意味着长寿红利。该文特别提出，长寿红利应注重从制度、组织、个体层面上延长生产

性年龄时长、激发人力资本多维面向潜能和跨越长寿红利的浅表认知层次，全面推动积极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朱荟副教授的《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国家战略定位下的中国方案》一文认

为，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既是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宏观背景下中国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重大转向与理论创新，也是长寿红利概念产出的现实基础。该文在呈现长寿红利理论意涵的基

础上强调，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重点是在逻辑关系、价值导向、内容主体和实践启示等方面，充分

展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国道路的思想智慧与实践创新，为全球老龄共同体呈现长

寿中国的诸多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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