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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我国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探索出来的符合中国发展趋势的新道路。人口老龄化以及老

年人发展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遇到的重大难题之一。现阶段，老年人发展机会不均衡、老年人的

发展不充分不全面以及老年人的发展保障体系得不到完善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推动老年人的发展已成为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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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is a new road which accords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which is explored by our country according to its own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devel-
opment of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elderly is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Chi-
nese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the elderly are not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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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is not full and comprehensiv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elderly is not perfect.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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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式现代化概述 

1.1. 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背景 

自党成立之日起，党便致力于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西方早于我国开启了其

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如韦伯的现代化理论，

霍克海默的现代化四因素模型，洛克的市民社会理论。除了上述理论外，还有许多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是生产方式的弊端及其催生

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使得中国在走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主动规避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出现的问

题。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相互发展下不断前进的。除此

之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历史底蕴与智慧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方发展进程中的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也曾扮演着推进

人类文明发展的角色。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本主义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

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

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是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的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马克思在揭示资本

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发展悖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而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之下的现代化是通过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他国人民的

野蛮殖民掠夺等暴力方式实现的，这样的后果必然是两极分化极为严重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极

不协调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吸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

式现代化。 

1.2.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中，习近平主席向大会作了报告。二

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

实践上的突破创新，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的共同特征，更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党基于我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是拥有超过 14 亿人口的

超级大国，我国的历史与国情昭示着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遵守人口基数大这一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424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宏倩 
 

 

DOI: 10.12677/ar.2023.104242 1808 老龄化研究 
 

的发展也同时依赖我国规模巨大的人口基数，这是我们成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巨大优势，这就要

求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遵守人民的主体性原则，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集全体人民

的力量推进现代化。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

越性，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夙愿。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最大程

度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就要让一部分和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防止两极

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加人民幸福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党

领导人民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贯穿的主题。西方的现代化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取得经济的快速发

展，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不同，我国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保持内部稳定，维护外

部和平才能更好、更快的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走和平发展之路，可以为我们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

环境，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推动我们走向世界强国。除此之外，走和平发展道路能够使我国民族振兴，

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后，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为

中国人民通过自身努力创造人生价值、实现自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1.3. 中国式现代化与老年人发展的逻辑关系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带来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相应的现实挑战。人

口老龄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遇到的重大难题之一，我国的老年人大部分由国家、社会所供养，

若这一群体在我国人口规模中的占比过高且不能使这一群体自身得到发展，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那么

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优势就不能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目

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真正的自由的生活。共同富裕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老年人一直都是中国经

济社会建设的宝贵财富，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离不开人口基数越来越大的老年人，他们的经济发展影响

着共同富裕的实现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增加人民幸福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如今，我国的部分老年人是见证过时代变迁的人，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为追求精神

上的满足。因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促进其精神发展。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能够使老年人获得充足的生态自由，而良好的生态又反过来增强老年人

的身体素质。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解决老年人安全问题成为一个关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

也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要难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老年人的发展提供了安

全保障，同时也为老年人的社会自由提供了充足条件。在老年人获得充足的社会自由之后，这种自由又

会存进社会乃至国家的和平发展。 

2. 中国式现代化之下老年人的发展问题 

2.1. 老年人发展机会不均衡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着严峻的社会挑战。老年人口基数过大，由此而导致老年人获得发

展的机会不均。首先，我国的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增加。2021 年 5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示，结

果表明全国人口共 141,178 万人，其中 0~14 岁人口为 25,338 万人占 17.95%，而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 2022 年开始，我国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

而这也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常态。其次，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巨大。根据统计，我国的老年人口已经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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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许多国家的人口数量总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老年人口群体。最后，老人

分布差距过大。根据调查显示，在农村，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3.81%、17.72%，比城镇

分别高出 7.99、6.61 个百分比。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基数大，以及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老年人获

取发展的机会不均衡。除此之外，城镇老年人口与乡村老年人口数量差距过大也导致了农村老年人与城

镇老年人的发展差距。 

2.2. 老年人发展不充分、不全面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注重老年人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老

年人的一种基本权利，老年人应当享受充实、健康且有保障的生活。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老年人在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都需要不断得到全面的发展。然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老年人的发展却

是不全面的。经济状况属于物质范畴之内，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直接影响到其物质生活的发展。目前，老

年人再就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老年人的经济水平，但是我国大部分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却主要依靠低

保，经济基础不牢固，生活水平并不高。在老年精神生活的研究中，有学者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分为健

康需求、依存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和交往需求五个方面，认为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就是

要关注他们这五个方面的精神需求。社会在促进老年人精神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较为注重老年人的健康需

求与依存的需求，而对老年人的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及交往需求的关注点较弱。我国老年人多

数为留守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对子女的依存性极大。但是老年人子女通常注重对父母的基础物质保障而

忽略其精神发展。在物质基础保障部分，大部分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较少，子女为老年人提

供的物质基础保障基本为照顾老年人起居、垫付医疗费用以及赠送生活物品等[2]。在精神发展方面，我

国老年人大多居住在农村，因此徐可、王浩林认为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发展存在着群体性差异，由于农村

地区的经济条件较为落后，建设精神文化设施的力度较为薄弱以及老年人主动丰富自己精神世界方面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较差等原因使得农村地区老年人精神发展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3]。由此可知，在促进老

年人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或者家人的倾向都造成了老年人发展的不充分不全面。 

2.3. 老年人发展保障不完善 

首先，老年人的经济发展保障机制不完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社会基

本养老保险，而养老保障金却存在一些问题。社会物价的不断上涨导致老年人生活费用成本不断提高，

虽然国家这几年也在不断提高养老保障金的领取标准，但是由于提高的速度比不上社会物价上涨的幅度，

使得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的不到保障。鄢木秀在其论文中阐述了老年人经济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认为

由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以及消费的增加使得老年人在其经济保障上出现非常大的

脆弱性以及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合理等问题使得老年人的健康发展得不到保障[4]。再就业是老年

人经济来源的另一方式，但是同样的，关于老年人再就业的保障机制也缺乏其完善性，求职渠道窄、管

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待解决。其次，老年人的精神发展保障机制不完善。我国老年人教育程度较低，

通过老年教育，能够使老年人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并且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精神乐趣，满足其精神发展的

需求。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更多关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对老年教育的关

注极为有限。刘珩在其文章中指出老年教育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如老年大学生源过多，报名学习困难

以及由于缺乏教育资源导致的没有专业教育人员与机构等问题[5]。除此之外，老年活动场所是老年人精

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但是面对人口基数大的老年人群体，目前我国的老年活动中心较少，活动场所

有限，不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活动需求。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关于促进老年人发展的相关基础设施及政策缺乏完善性，如何在中国式现代

化视域下促进老年人自由且全面的发展是我国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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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式现代化之下老年人发展路径 

3.1. 激励老年人再就业，推动老年人物质发展 

促进老年人群体再就业是现阶段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战略的有益实践。首先，在促进老年人就业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

强宣传和引导，积极构建有利于老年人再就业的良好氛围。政府要承担起提供老年教育服务的责任，为

老年人实现再就业奠定教育基础。除此之外，要保障老年人再就业的权益，使老年人正确认识其在再就

业过程当中的相关合法权益，并且设立相应的老年人再就业权益保障站。最后要丰富老年人再就业的信

息渠道，建立老年人再就业信息志愿与老年人基本信息库以便与相关招聘信息相匹配。推动老年人再就

业对老年人自身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再就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在

物质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老年人也会自主追寻自己的兴趣爱好以满足精神需求，实现自我的价值。

我国老龄化严重，老年人口基数大，推动老年人再就业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

动消费，还能够促进老年人自身身体素质、劳动技能、物质财富的发展。 

3.2. 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赋予老年人发展保障 

首先，在养老保障方面。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考虑到经济发展状况与我国国情，超过一半的老年

人需要在家庭中养老。因此政府应当采取相关政策与措施支持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加强对家庭养老机制

的规划并且加大资金投入。现阶段，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这对养老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考验。传统的家

庭养老模式虽能满足老年人的身心需求，但由于现代生活节奏过快很多家庭再无力照顾家里的老年人，

因此应当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养老机构、探索养老新模式。如开展社区养老，即运用社区资源照顾老年人。

其次，在老年医疗保障方面。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医疗保障体制必须以公益性和福利性为主要

特征，因此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提高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基础上，随着经济的

发展调整基本医疗保险费率，给老年人更好的医疗保障[6]。最后，政府要健全老年人社会心理健康保健

机构，对老年人进行优惠问诊。 

3.3. 发展老年人文化产业，满足老年人精神发展需求 

发展老年人文化产业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这就要求相关部门着力推进老年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的全面发展，推出更多增强老年人精神力量优秀作品以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客观需求。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

“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7]这为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指了方向。新征程上，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大力繁荣文化创作推出更多与新时代相匹配、与老年

人需求相符合的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除此外，降低老年人使用公共文化资源的成本，加强社会文化资

源的利用。政府应当实行政府财政补贴或者购买服务的方式，扩大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体育馆、

公共体育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像老年人优惠或者免费开放，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为老年人参与精

神文化生活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 

4. 结语 

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老年人人口基数越来越大，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推动老年人发展已经成为

不可忽略且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人自由且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为老年人的发展

提供了现实基础，有助于老年人的发展，使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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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医。老年人发展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推动老年人的发展关系到推动社会

的高质量和谐发展。推动老年人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共同合作、携手推进，

一起致力于推动老年人的发展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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