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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年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杨 宗 传

人口老年化就是在总人口中老年人 口的比例不断增长的过程
,

也就是在一定国家或地区

的总人口 中年龄结构的变化
。

人 口年龄结构
,

一般是将全部人口按年龄分为三大部分
:

少年

儿童人口 (0 一 14 岁 )
、

劳动适龄人 口 ( 15 一 59 或“ 岁 )
、

老年人 口 ( 60 岁或“ 岁以上 )
。

后 一 部

分人口在总人 口 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
,

这种结构变化
,

称之为人口 老年化
,

也可简称为人

口 老化或老龄化
。

人口老年化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
。

它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因素
:

一

是出生率的下降 ; 二是死亡率的下降
,

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
。

所以
,

我们说人口老年化是一

个由高出生率— 高死亡率 (低平均寿命 )

— 低自然增长率
,

向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 (高

平均寿命 ) 一一低自然增长率 (或基本稳定) 的人 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的产物
。

它是社会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

人口 老化就意味着老年人 口数量和比例的增加
。

由于老年人具有体力逐渐衰弱
、

接受新

事物的能力减退和知识积累较多
、

经验丰富等特点
,

老年人口 比例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必

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和一定的消极影响
。

主要表现如下
:

一
、

人 口老化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
,

人口老年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智力资源
。

首先
,

人 口老年化意味着在总人口 中为社会工作的人 口增加
。

因为人 口老化就是在总人口中
,

少儿

比例的减少和老年比例的增加
。

少年儿童是不劳动的纯消费者
,

而老年人 口多数可从事一定

的劳动
,

为社会创造财富或提供劳务服务
。

例如从 1 9 8 2年到 1 9 8 7年这五年时间中
,

纯粹不劳

动的 14 岁以下人 口
,

从 33
.

59 %下降到 28
.

76 %
,

下降了 4
.

83 个百分点
,

而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

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 7
.

63 %上升到 8
.

47 %
,

上升了。
.

84 个百分点
,

增加了约 1 4。。万①
。

而老年人 口中约有 70 %能从事一定的社会工作
。

其 中相当一部分老人仍然在业或再就业
。

如

1 9 8 2年全国人口普查
,

就有 26
.

12 % 的老人仍在继续工作② , 还有许多老人从事社会公 益 活

动或家务劳动
。

其次
,

人 口老年化
,

会使人们为社会工作的时间延 长
。

因为人 口老化的表现之一
,

是社

会人口身体素质提高
,

死亡率降低
,

平均寿命延长
。

因此人们为社会劳动的时间延长
,

使社

会劳动力资源增加
。

一般臭体较差的劳动者
,

到 5。
、

60 岁就不能再工作或活动能力很弱了 ,

而身体较好的人
,

到 70 多岁还能继续工作
。

在世界许多国家
,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
,

物质生

括和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
,

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

平均预期寿命已超过70 多岁
。

现在 70



岁左右的老人的身体素质
,

已不亚于过去 50 多岁人口的身体素质
。

许多国家劳动者的退休年

龄
,
已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

,

有的又在酝酿提到 70 岁
。

再次
,

人 口老化会使熟练劳动者的比例增加
。

因为人口 老年化必然带来在劳 动 力 人 口

中
,

中年和中老年劳动者的比例增加
,

也就是知识和经验积累较多的熟练劳动者 的 比 例 增

加
。

他们有较深广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操作技能或工作经验的积累
,

对社会经济体制改

革
,

技术改造
、

传授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
,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

另一方面
,

人口老年化不仅是老年人口 比重的增加
,

而且会带来社会劳动力的老化
。

例

如我们以 1 9 8 2年全国人口普查同 1 9 8 7年全国 1 %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比较
,

在 15

—
59 岁的劳

动适龄人口 中
, 1 5

—
2 9岁的轻年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

, 1 9 8 7年比 1 9 8 2年下降了 1
,

21 个百分

点
; 30

—
49 岁的壮年劳动力人 口的比例

,

上升了 1
.

09 个百分点 ; 50

—
59 岁的中老年劳动

力人口的比例
,

上升了 .0 1 1个百分点③
。

五年时间虽短
,

但也可看出劳动力的一 定 老 化 趋

势
。

这种老化
,

虽如前所述
,

有使熟练劳动者增加的积极作用
,

但同时又对社会生产的发展

会产生消极影响
。

首先
,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

体力和精力将逐渐减退
,

行动和思维的敏捷

度下降
,

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其次
,

老年人在适应能力上一般不如

中青年人
。

在科学技术突
’

飞猛进的现代社会
,

新的行业
、

新的工种和新的操作规 程 不 断 涌

现
,

技术
、

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
,

劳动人口 的职业变动频繁
,

对劳动者的适应性要求较高
。 ;

与青年人比较
,

老年人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差
,

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

新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

境的能力较弱
。

再次
,

老年人思想 己经定型
,

不像青年人那样富有活力和可塑性
,

较习惯按

老办法行事
,

缺乏创新精神
,

有时还易对革新
、

创造起阻碍作用
。

所以
,

人口 老年化
,

老年

人口比重的增加
,

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

二
、

人 口老化对分配的影响

生产决定分配
,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

在总人口 已定的情况下
,

人均分配水

平由新创造的国民收入总量决定
。

而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
,

国民收入总量 (或 人均国

民收入水平 ) 随经济活动人口 比重的提高而增加
。

人口 老化
,

一方面是在总人口 中少年儿童的

比例减少
,

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 的比例增加
。

当少儿人数和比例减少的速度高于老年人数和

比例增加的速度时
,

经济活动人 口 的比重就会提高
,

从而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就会增加或提高
; 当少儿人数和比例减少的速度低于老年人数和比例增加的速度时

,

经济活

动人口的比 重就会降低
,

从而国民收入的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就会减少或降低
。

前一种

情况的人 口老化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有积极影响
,

后一种情况才对分配有消极影响
。

所以
,

不

能一概而论说人口 老年化对社会分配有消极影响
。 !

.
’

下面我们从 19 6 4年和 1 9 8 2年两次全国人口 普查及对 2 0 0 0年至约 5。年的人 口 预测资料
,

就

可明显看出
: 1” 2年与 1 9 “ 年

、
2 。。。年与 l , 8 2年比较

,

虽然
、

人口年龄构成在老化
,

但由于老

年人口增
一

长的比例低于少儿人口 下降的比例
,

所以劳动适龄人 口的比例在不断增长
。

而 2 0 0。

年至 2 0 50 年
,

同样是人口老化
,

但 由于老年人口 增长的比例
,

高于少儿人口下降的比例
,

「

劳

动适龄人口 的比例略有下降 (见表 1 )
。

虽然劳动适龄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不能等同
,

但它基

本上反映 了经济活动人口增减的趋势
。

. 一 .

另外
,

从抚养系数来看
,

人口老化也不一定使社会被抚养人口的堵例提高
。

据西欧国家

的情况
,

老年人 口 `吓岁以上 ,比例在` “沁左有时
,

人口
.

总抚养牛乓西鼻性
。 二

愁甲华
8 2年 “ “举

4 2



表 1: 中国人 口年龄构成 (%)

年年 代代 O一 4 1岁岁 5 1一 9 5岁岁 ) 6 0岁岁

9 C4 111年年 4 0
.

4 11153
.

5 1116
.

C SSS

9 111名卫年年 忿3
.

999 58 5
.

7 777 了
.

6 333

222 0 0 00026
.

666 6 03
.

丁666 1 0
.

888 1

222 02 2 555 0
.

8 777 6 1
.

5 00017
.

宗 111

222 059 1 000
.

8 888 58
.

7 444 2 1
.

3 888

资料来源
: l 弱 4 和 19 8 2年为人 「 f普查资料

; 夕 0介。年

斤: 夕。 5。 年为么树木 同志 《 1
1

,
国老年人口

发展顶测 》 。

表 乳 中国人 口抚养系数 (% )

年年 代代 老年抚养比比 少 儿抚养比比 总抚养比比

111 9 6理理 1 1
.

444 7 5
.

555 名召
_

999

111 9 8 222 1 3
.

000 5 7
.

111 丁0
.

111

222 0心000 1 0
.

000 4 C
.

999 5 6 888

222 0乏555 2 8
.

777 3 3
.

999 6 2
.

666

222 0只 000 3 6
.

444 3 3
.

888 丁p
.

222

资料来源
:

同表 1
。

以上老年人口仅占4
.

9%
,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为 7
.

6%
。

按后一标准计算人口总抚养比 是

7 0
.

1%
。

据许多单位和学者对我国人口预测

的不同方案表明
:

老年人口 ( 60 岁以上 ) 在

2。%左右或在 2 0 4 0年以前
,

我国人口总抚养

比都低于 19 8 2年 (见表 2 )
。

所以人口 老年化
,

虽然增加了社会对老年人的负担
,

但由于减

少 了对少年儿童的负担
,

反而降低了社会的

总抚养系数
。

因此
,

老年人 口 比重适度增加
,

会通过少年儿童 比重的降低
,

一方面增加经

济活动人口
,

增加了国民收入总量
; 另方面

减轻了社会负担
,

在人平消费水平不变的情

况下
,

人口总的消费额将会减少
,

积累相对

增加
,

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
。

但是也必须看到
,

老年人 口比重的提高
,

会增加社会对老年人口的负担
。

从表 2 可看

出
,

到 2 0 50 年
,

一个适龄劳动人口要 负 担
0

.

3 6个老年人 (有的预测方案要负担 0
.

4

—0
.

5个老年人 )
,

而 19 8 2年只负担 0
.

13 个老人
。

即使总的抚养比不变
,

由于老年抚养比的提

高
,

也会增加社会的负担
。

因为少儿的抚养

费主要是家庭负担
,

而老年人的赡养费
,

在

城市主要是由社会负担 (据我们在
“

五省市
”

的调查
,

城市主要靠退休离休金生活的老年人占老年少
、
总 数 的 6 4

.

2% ④
。

而且随着 现 在一

代劳动者进入老年
,

这个比例还会有较大提高 )
,

在农村虽 然当前老年人主要靠子女负担
,

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

今后主要也会 由社会负担
。

人 口总抚养比到 2 0 5 0年
,

各种方案预测结果表明都超过 19 82年的比例
。

这样就必然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
,

增加社会消

费基金
,

减少积累基金
,

对国民经济发展不利
。

同时
,

老年人 口 的消费一般要高于少年儿童的消费
。

因此
,

全社会 (包括家庭和社会 ) 平

均对一个老年人支出
,

要高于对一个少年儿童的支出
。

如 19 5 0 年法国的一个调查认 为
,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消费要比 老年人低 27 %
。

又如 1 9 8 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的研究报告

中说
:

如果
:

18 岁至 6 5岁人 口 的费用要 1
.

0
,

则 15 岁以下的儿童是 0
.

5 ,

而 6 5岁以上 的 人 口 是

.. 9⑤
。

所以
,

即使老年人 口增加 的比例与少年儿童减少的比例相等
,

社会总抚养系数不变
,

由于全社会对老年人 口 的支出大于对少年儿童的支出
,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 中
,

也必然要提高

消费基金的比例
,

降低积累基金的比例
,

从而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
。

三
、

人 口老化对消费的影响

` “
; 老年人口在消费禾平

、

清费方式和消费内容及其构
、

成等方面
,

·

都有与其他人口不 同的特

点
。

消费结构包括物质生活消费
, 卜

文化生活消费和精神生活消费结构
,

以及它们各自的内部



结构
。

如在物质生活消费结构中
,

又有吃
、

穿
、

住
、

医
、

行等结构
。

老年人 口由于 自身的生

理机能及活动内容
、

活动方式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变化
,

必然影响其生活需求和消费结构
、

消费方式的较大变化
。

如在物质生活消费方面
,

老年人比较注重吃的方面
,

而在吃的方面又

注重吃的质量
,

即在饮食数量上不如中青年那样大
,

而需要营养全面和品种多样 的 细 软 食

品 ,
在穿的方面

,

老年人对花色
、

品种
,

款式
_

L不像 中青年那样追求新艳
,

但多注重依据季

节的变化及时调节冷暖
,

色彩大方
,

款式合身
,

舒适方便的衣着
;
在社交活动消费方面

,

老

年人一般少于中青年 ; 学习教育方面的消费
,

老年人一般较大低于青少年
; 而在医疗保健消

费方面老年人的需求较大
。

因为老年人一般抵抗疾病的功能较差
,

发病率较高
,

需要较多的

医疗
、

护理
。

此外
,

老年人在住房环境方面
、

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都有其 特 殊 的 要

求
。

因此
,

人 口老年化
,

老年人 口比重增加
,

会引起社会消费基金的分配
、

商品供应及各服

务部门
,

公共设施
,

产业结构等方面与实际需要 比例失调
,

从而必然引起产业结构
,

投资方

向与重点及社会服务系统与方式的变化
。

由于消费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归宿和新过程的起点
。

所 以
,

人 口老年化对消费的影

响
,

还会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
。

例如人 口老化
,

要求各种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品

结构
、

产品规格
、

式样及与此相关的投资结构发生适应老年人 口增长需要的变化 , 人 口老化

要求消费基金的分配及其使用项目
、

内容和方式发生适应老年人口 增长需要的变化
; 人 口老

化要求各种服务行业
、

服务部门
,

如住宅
、

交通
、

旅游
、

饮食
、

理发及商业等的服务内容
、

服务方式和服务网点发生适应老年人口增长需要的变化 ; 人 口老化要求各类文化设施
、

文化

活动内容和方式
,

教育体制
、

教育结构
、

教育内容和方式
,

以及要求科学研究事业等发生与

人 口年龄结构改变相应的变化 , 人口老化
,

二

要求卫生部门增加医疗设施
,

改进医疗
、

护理方

式
,

调整医疗保健网络等等
。

所以
,

为了满足老年人口增长的各种需要
,

必然要求国民经济

的各个部门相应地发展变化
,

进行必要的调整
、

改革
,

并产生新的部门
,

新的职业
。

这一方

面给行业结构
、

产品结构
、

供求关系
、

服务系统带来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
,

影响经济发展

速度
;
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

“

调节器
”

和
“

添加剂
”

的作用
,

促进和刺 激 经 济 结

构
、

产品结构
、

服务系统的调整
、

改革
,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

并为社会劳动就业开辟新的

渠道
。

四
、

人口 老化对家庭及社会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看
,

首先必须看到老年人是家庭和社会团结
、

安定的重要因素
。

他们具有

丰富的人生经验
,

经历 了成功和失败的磨练
,

懂得团结安定
、

处世待人的意义和应注意的间

题
,

是家庭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核心
,

其次
,

老年人 口从先辈那里学习
、

继承了民族的优

良传统和文化科学知识
,

对于维护社会公德
、

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
,

推动科学文化的发展有

着重要的作用
。

再次
,

老年人多数有继续参与社会发展活动的积极性
,

许多老人继续在处世

待人
、

操持家务等方面给自己的子女以积极的指导
、

教育
,

或给他们在事业发展上当参谋顾

问 , 许多老人在家庭担任抚养教育孙子女
、

外孙子女的任务
,

许多老人在居民委员会
、

村民

委员会和文化
、

交通
、

卫生
,

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等方面担任着多种社会服务和公益工作
,
有

些老人继续在原单位搞调查研究
、

出谋献策或
一

以不同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

总之
,

老年人 口在

家庭和各个社区中
,

发扬正气
,

清除邪风
,

调解各种矛盾
,

维护社会秩序
,
保证社会经挤稳

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



另方面
,

又必须看到
,

人口老化是人口 再生产类型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而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
,

对中国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将产生重大影响
,

使家

庭逐渐向小型化和核心家庭 化发展
。

这种发展变化趋势又必然削弱家庭赡养和保护老人的功

能
,

使我国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受到冲击
。

由于人 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
、

高死亡率

向低出生率
、

低死亡率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 口老化现象
,

必然产生两个结果
:

一方面是由于

平均寿命提高
,

晚年生活需要照料的时间延长
,
另方面是由于出生率降低

,

一对 夫 妇 只 生

一
、

二个孩子
,

承担照料老人的后辈人数减少
,

结果是必然加重家庭和社会照料
、

护理老人

的负担
。

因此
,

人口老化要求服务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事业相应地发展
,

对养老保险制度
,

老年服务系统及养老院
、

敬老院
、

老年公寓
、

老年服务中心
、

老年医院等设施建设
,

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

从而就要增加社会在这些老年服务事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或劳务投入
。

影响现代

化建设的资金积累和劳务积累
。

上述分析表明
,

人口老年化
,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

既有积极的一面
,

又有消极的

一面
。

任何简单地说人口 老年化
,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只会有益或只会有害
,

都是不 切 实 际

的
,

片面的
,

我们应该全面地分析人 口 老化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
,

从战略 上 趋 利 避

害
,

早作准备
,

迎接人 口 老年化高峰的到来
,

使人 口老年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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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不加分析地苛责传统文化
,

另一方面是对当前现代化建设中的重重困难

和阻力
,

也缺乏具体而细致地研究
,

以致忽略了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
。

我们认为
,

传统与现

代化不是互相对立的抵抗力量
,

而
’

是民族历史长河 中紧密相联的不同阶段
。

一个民族的生机

和活力
,

兴旺与发达
,

首先来自于民族内部对自身的坚定信念
,

来自于团结一致
、

奋发向上

的信心
。

而这种信念和信心的基础便是国人对本民族历史的了解和热爱
。

当今中国人需要的

正是振奋民族感情
,

用使命感代替 自卑感
、

代替虚无主义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钱穆对中国文

化充满 民族感情和道德精神的研究与阐扬
,

是十分重要而有价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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