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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健康 

 

人人都要积极应对老龄社会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俊武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 21 世纪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

务。为了引导全社会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正确看待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和观念，本期我们邀请专家谈谈如何积极、科学地应对老龄化社会。 

    老龄社会超前于现代化 

    1999年，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0%，标志着我国迈入老龄社会，

也标志着迈入长寿时代。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国 60岁以上人口已达 2.5亿。 

    迈入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告别年轻社会，迈入老龄社会的转型性问题

是全球性的。我国的特殊性在于老龄社会超前于现代化建设进程，需要科学应对。具体来说，老

龄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老年人的健康、医疗和养老问题，

而是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 

    老龄社会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经济社会特别是医疗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

少子化和老龄人口增多相互作用，如应对不当会造成人口年龄结构逼近过度老龄化的风险加大；

老年群体的经济供养和老龄化内生的对经济动力的削弱，如应对不当会加剧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

风险；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造成供养老年人资源的不平衡，不利于区域间均衡发展；在全

球化背景下，我国面临先行老龄化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金融和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压力，也面

临后发老龄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结构年轻和人力成本不高的竞争压力等。 

    民生问题需长远考量 

    老龄社会的民生问题需要长远考量。从年轻社会转向老龄社会，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的民

生问题是系统性的，也是老龄社会带来诸多转型性问题最突出的领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长

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加上老龄社会超前于现代化建设，伴随庞大老年人口

涌现，导致相关民生问题十分突出。 

    老龄社会的经济问题需要高度关注。如何顺应老龄社会，需要从经济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认

真考量筹划。迄今为止，全球普遍认为，老龄社会的到来不利于经济发展。其实不然。老龄社会

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组织方式，应建立起适应

未来长期处于老龄社会的新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 

    老龄社会的国际战略问题需要前瞻性准备。如何在未来全球迈进深度老龄社会甚至超老龄社

会的背景下谋求发展，如何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需要从全局考量，作出前瞻性

的国际战略准备等。 

    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基本国策 

    顺应老龄社会是人类进步的必然。我国应对迈入老龄社会的转型性问题，关系重大，攸关国

计民生。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有效动员全社会共同应对。 

    要树立积极的老龄社会观。树立老龄社会新思维，解决社会形态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防

止以解决老年人问题代替解决老龄社会的其他重大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国际战略问题。

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老龄社会的国情教育，把应对老龄社会上升为基本国策。 

    要把应对老龄社会纳入社会发展战略。进一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构建全民终生健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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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降低老龄社会带来的疾病、失能风险。重视和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制定实施适合

老龄社会要求的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保障发展战略，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安排

体系。逐步调整公共服务结构，加快建立包括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临终关怀等内容

的老龄服务体系。 

    要把应对老龄社会作为重大经济问题纳入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保

从根本上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对冲老龄社会转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培育

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老龄社会条件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完善各

项社会保障制度，满足公民老年期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形成老龄社会条

件下稳固的经济驱动力。构建适应老龄要求的金融体系，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努力壮大

包括老龄金融在内的资本经济。逐步调整财税结构，建立健全适应老龄社会的公共财政体系，研

究老龄社会条件下的税收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加快推进老龄用品业、老龄服务业和老

龄宜居产业发展。 

    要把应对老龄社会纳入社会治理战略，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的协同机制。逐步构建适

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法律体系，加快应对老龄社会重点领域的立法。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培育发展

各类老年人社会组织，引导老年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在农村发展战略上，要把老龄社会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通过相关政策，

调节城乡人口有序流动，防止农村人口过度老龄化。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要把应对老龄社会纳入国际发展战略，统筹利用国际、国内资源解决老龄社会的相关问题。

不断探索应对老龄社会的模式和经验。并把应对老龄社会作为国际合作和交流、建立国际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的长期性重要议程。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际行动计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