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常规”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郑功成 

“人口老龄化是世纪国情，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全面妥

善应对的重大挑战。”7 月 20 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分会

换届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当选第二届养老服

务分会会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参会并提出应对中国特

色老年龄化须有“超常规”应对举措。 

近年来，郑功成始终强调我国老龄化的“超常规”特征。他表

示，尽管有些人不赞成使用“超常规”三个字，但他坚持以此来概

括中国老龄化特征。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口规模居全球

之首，老龄化进程速度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叠加断崖式少子化与高

龄化加速推进的态势，传统家庭保障功能随社会转型快速弱化，养

老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短短二三十年间，如此多重深刻变革集中显现，在人类发展

史上实属罕见。”郑功成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既涉及自然规律，

也与社会结构转型、政策调整密切相关，更离不开中国超快速的现

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他强调，面对这种复杂局面，若仅以常规举

措应对，或简单照搬国际先行经验，难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 

“强调我国老龄化的‘超常规性’，其背后逻辑是必须采取

‘超常规’的应对举措。”郑功成解释道，这需要有超常规的魄

力、超常规的组织措施、超常规的资源配置、超常规的运行机制创

新等。 

他认为，各国国情不同，老龄化进程差异显著。倘若简单效仿

美国、欧洲或日韩的模式，显然难以适配我国国情——这些国家老

龄化进程相对平缓，而我国则面临更为紧迫的现实挑战。 



他强调，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可能

以牺牲一两代老年人的晚年福祉为代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国

情，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解决方案，而扎实的养老服务理论研究正

是重要支撑。 

郑功成指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下设七个分会，养老服务研究

是养老服务分会的核心职责，也是总会的共同使命。护理保险、医

疗保障、慈善事业等领域的研究均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而养老服

务分会肩负的责任更为直接、更为重大。 

针对新一届养老服务分会，郑功成提出殷切期望：要以理性与

专业智慧助力国家应对“超常规”老龄化，既要有效缓解当前的养

老焦虑、防范社会恐慌，更要将挑战转化为新时代发展的新机遇。 

郑功成为养老服务指明重点研究方向和关注重点——积极应对

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十五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编制、养老服

务立法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建立、

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设施空间布局优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等重大课题以及老年助餐、法律服务助

老护老、银龄行动、居家适老化改造、为老志愿服务、银发旅游品

质提升等国家正在推进的重点行动。 

郑功成建议，养老服务研究者应深入实践，把握人口结构变化

与区域差异，依托制度优势探索符合国情区情的特色路径，为建立

健全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贡献智慧。他强调，坚持目标导向与

问题导向相结合开展专业研究。养老服务研究绝不能沦为“马后

炮”，更不能流于消极抱怨，必须与时代同频、与政策同向，具备

前瞻性。 

  （本文来源：人民康养 2025 年 7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