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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老年观”，迎接老龄社会挑战

沈洁

2024 年末，我国 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 3.1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22.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5.6%。2024

年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9岁，从 2010 年到 2023 年的 13 年间，增

长了 3.8 岁。人口高龄化、长寿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显示了个体生命质量的提升，同

时也将带来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塑性转变。

迎接老龄社会的挑战，需要打破“将老年人视为需要保护的对象”

“老年期就是要享清福”等传统观念，塑造适应新时代变化，精神自

律、生活自立、仍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事务的新老年群体形象。实现

这场社会认知上的变革，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强化代际之间的交流和

互动，更重要的是老年人自身意识要转变。

首先，政策层面应避免将老年人“一概而论”，以多样化的老年

人形象为前提进行政策设计。不以年龄为唯一标准，而是根据能力、

愿望、生活方式提供终身学习、社会参与、就业支持等老龄政策，将

老年人的潜能转化为社会资源。在建构社区医疗、护理、生活援助体

系的同时，开拓老年教育、代际对话、互助活动、志愿活动以及就业

援助等活动空间，逐渐形成老年人“不仅是福利服务的受益者，也是

福利服务的提供者”的理念和活动机制。

其次，促进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助，加强人们对全生

命周期参与养老准备的观念。对于年轻一代而言，需要转变将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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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可怜”的对象或“过时的人”的观念，强化将老年人视为“平

等伙伴”的意识。通过年轻人向老年人普及数字化技术或社区活动等

自然方式，增强代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培养跨越代际隔阂、携手共

进的文化。这种互动对年轻人自身而言，也是深化对具有社会性和多

样性老龄社会的理解以及学习的机会。

再次，老年人自身的意识和行为方式的转变。重新审视“老了就

该被照顾”的依赖性观念，实现从“被保护的对象”向“共同构建未

来的参与者”的意识转变。尽微薄之力参与可持续老龄社会建设，摆

脱传统价值依赖，已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为了灵活应对社会变化，

并持续追求人生的意义和社会角色，老年人应提前进行人生设计，处

理好“健康寿命”“社会贡献寿命”“资产寿命”之间的平衡关系。

“健康寿命”是指“个体在无重大疾病和失能状态下，能够独立

生活并维持高质量生存状态的年数，包含着身体、精神及社会适应三

方面的动态平衡要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近年发布的信息，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与健康寿命的差约为 9 年。进行健康管理，延长健康寿命，

不仅能够提升个体的生命质量，还能够减轻医疗护理的社会保障财政

负担。

“社会贡献寿命”是最长寿国家日本近年提出的概念，指“老年

人能够继续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持续为他人带来价值并从中

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人生阶段”。涵盖广义的创业就业、志愿服务、社

区活动和家庭支持等。个体的健康寿命与社会发展相连接，将继续为

社会作贡献列为生活目标之一，将老年活动赋予更深的社会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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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寿命”是指在养老生活中，个人在在职期间积累的资产和

储蓄能够维持的年数。一旦家庭资产耗尽，生活将变得困难，因此必

须确保在有生之年避免“资产寿命”提前到来。从延长“资产寿命”

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摒弃以往“退休前准备养老资金，退休后逐步

支取”的传统模式，转而采用“退休后继续进行积累和资产管理并有

计划支取”的模式。

“健康寿命”与“资产寿命”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维持良好

的健康寿命，更容易延长工作年限，从而获得收入，延长“资产寿命”。

此外，“健康寿命”是基于个人身体客观状况的衡量标准，参与社会

活动和社会交往体现价值可称为“社会贡献寿命”，两者相加才能构

成对一个人生命质量的完整评价。快乐且安心地度过人生 100 年时代，

保持三者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一般来讲，能够管理好“健康寿命”

的人，往往积极参与社会贡献活动，也能很好地管理“资产寿命”。

总之，树立新型老年观，建设老龄社会文明，迎接老龄社会挑战

是社会成员共同构建的未来愿景。实现这一目标，政策新思维、代际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及老年人自身意识与行为方式的转变都是不可

或缺的条件和保障。

（本文来源：新华日报 2025 年 6 月 24 日，作者为日本女子大学教授，老

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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