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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趋势加快。

中国人口大规模与老龄化特征将会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的重要挑战，包括对环境资源的挑战，对

人口红利的逆转，对家庭与社会养老的挑战以及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在巨大老龄人口规模中也有

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发挥出老龄人口优势，打造绿色宜居的养老环境，构建适应老龄化的经济

体系，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营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良好文化氛围。实现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都具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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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modernization with a huge population and unprecedented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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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ulty and complexity.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base and an accelerating trend of ag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large population and aging will bring a series of important challenges to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cluding the challenges to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e reversal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challenges to family and social pension, and the impact on social 
etho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huge aging popul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create a green 
and livable elderly care environment, build an aging economic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deal with population aging, and create a good cultural atmosphere to 
actively deal with population aging.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with a huge population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China, the world, and the entire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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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

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

经和推进方式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1]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期特征，且我国当前已经

迈入老龄化社会，这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没有老年人口的现

代化就没有十四亿全体中国人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1]。要认识到，人口老龄化事

关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这要求我们立足基本国情，正确分析人口

老龄化给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带来的现实挑战，从挑战中发现机遇，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 

2. 我国老龄人口总体特征 

当前我国总人口超过 14 亿，依然位居世界第一。大规模的总人口也就意味着具有同样大规模的老龄

人口，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一共进行过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从人口数据来看，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在加速扩

大，从 1982 年的不到 500 万人快速扩大到 2020 年的 19,064 万人，不到 40 年时间，我国老龄人口就将

接近两亿人。且老龄人口增长率在历次普查中都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长率远高于同期人口的增长率，2020
年的老龄人口较 2010 年更是增加了超过 60% (见表 1)。 

从人口结构上看，我国老龄人口比重持续增加。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3.5%，总量超过 1.9 亿，并且在未来还将持续

提高(见表 2)。有学者预测，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 4 亿人，

超过总人口的 30%，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后达到峰值[3]。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老年人口有着总量大、增长速度快、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特点。这也就意味

着未来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将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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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Number and growth of population aged 65 and above in previous censuses 
表 1. 历次人口普查 65 岁以上人口数和增长情况 

普查年份 老龄人口(万人) 老龄人口增长量(万人) 增长率(%) 

1982 4991 - - 

1990 6368 1377 27.59 

2000 8827 2459 38.61 

2010 11,893 3066 34.73 

2020 19,064 7711 64.8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与统计年鉴汇总(http://www.stats.gov.cn/sj/pcsj/)。 
 
Table 2.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n previous censuses 
表 2.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普查年份 
人口比例(%) 

0~14 岁 15~64 岁 65+岁 

1982 33.59 61.50 4.91 

1990 27.70 66.72 5.58 

2000 22.89 70.15 6.96 

2010 19.60 74.53 8.87 

2020 17.95 68.55 13.50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与统计年鉴汇总(http://www.stats.gov.cn/sj/pcsj/)。 

3. 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在人口规模巨大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可

循，具有前所未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3.1. 老龄人口的资源环境压力 

巨大人口规模会造成资源供给与环境保护压力。中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以及

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源，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对于中国而言，需要用占世界耕地面积 7%的耕地养活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用有限的人均资源使这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步入现代化社会，任务尤其艰巨。

巨大人口规模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压力，与庞大人口的衣食住行相对应的是同样数量庞大的生活与生产垃

圾，这对环境保护带来巨大挑战。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的高速发展，生态也不

断恶化，废水、废气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十八大之后的十年，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指引下，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1]，但是目前生态环境保护任

务依然艰巨。若无法妥善处理好污染问题，中国的发展就会走上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既不

利于当代人的生活，也损害后代的福祉。 

3.2. 老龄化逆转人口红利 

在老龄化人口比重的持续扩展与新生人口比重的缩小共同作用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呈现不

断缩小的趋势，这会造成劳动力单位成本的持续上升，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劳动成本的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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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造成企业综合成本持续升高，这会导致该产业规模的收缩与向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这一客

观事实也要求我国产业结构逐步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转向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密集型。 
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也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2013 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总供给达到历史峰值 10.1041

亿人，之后开始快速下降，2022 年降至 9.4582 亿人，下降了 6459 万人[4]，劳动人口的下降意味着税收、

消费投资不同程度的相应减少。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直接影响财政收入，并且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和

经济增速的放缓，财政收支在未来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3.3. 老龄人化带来的家庭与社会养老压力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与 15~64岁人口之比)以较快速度逐年上升，

2012 年至 2021 年十年间，老年抚养比从 12.7%上升到 20.8%，相比较 2000 年的 10.1%，上升了超过 10
个百分点，当前每百名适龄劳动人口需要平均赡养 21 名老人(表 3)。 
 
Table 3.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表 3. 2012~2021 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5~64 岁人

口(万人) 
100,718 101,041 101,032 100,978 100,943 100,528 100,065 99,552 96,871 96,526 

65 岁以上

人口(万人) 
12,777 13,262 13,902 14,524 15,037 15,961 16,724 17,767 19,064 20,056 

老年抚养

比(%) 
12.7 13.1 13.7 14.3 15.0 15.9 16.8 17.8 19.7 20.8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2》汇总(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 
 

至 2020 年，对第一批计划生育的八零后而言，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421”家庭模式

已经逐渐成为主流，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身处“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层所承受的压力也逐年增大。

倒金字塔式的年龄结构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 
同时，国家财政方面，老龄人口数量与比重的增加使得财政支出快速增加，对基本医疗以及养老保

险的收支平衡造成挑战，这可能导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面临缺口。有学者统计，2008 年后我国基本医疗

以及养老保险支出增速逐渐高于收入增速，且呈现出扩大趋势，2008~2022 年，基本医疗及养老保险收

入由 12,781 亿元增加到 99390.5 亿元，增长了 6.78 倍，而对应的支出则由 9473.2 亿元增加到 87506.5 亿

元，增长了 8.24 倍[4]，随着支出的快速增加，基本医疗以及养老保险收入的结余在减少。同时，随着人

均寿命的不断提高，高龄化以及大规模的失能老人群体使得长期护理需求越来越重要，长期护理费用支

出也会快速增加，种种因素的叠加使我国未来的收支平衡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3.4. 老龄化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中国自古就有敬老的良好传统，这一点深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然而当代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

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不同代际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在社会上，各类老年人倚老卖老

的新闻屡见报道，“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观点常常出现在新闻评论之中；同时在一些

年轻人看来，老年人占有着比年轻人更多的社会资源，正是他们这些白发人抢占了黑发人的“饭碗”，

甚至有些错误的观念将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当做纯粹的负担，认为他享有了“特殊关照”，而其中的代

价则需要年轻人来支付。在种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气可能会受到冲击，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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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地位降低，甚至可能受到敌视，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包袱，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既不符

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更不利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积极应对。 

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老龄化与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规模对于我国的现代发展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要实现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就必须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4.1. 打造绿色宜居的养老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让老年人拥有健康舒适的养老生

活，进入老龄化社会，要继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好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工作，

并将生态文明的理念积极运用到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之中，从政策、环境、个体等各个方面同时发力，打造

一个绿色的环保的、节约资源的，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和发展的适老化社会，不断地增强各类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的年龄包容性，不断提升社会软硬件的适老化水平。让老年人充分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4.2. 构建适应老龄化的经济体系 

以老龄人口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要为契机推动老龄产业与老龄事业的创新发展，构建与老龄化相

适应的经济体系。要积极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 2 亿的国家，

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多数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这也就意味着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要把握老年人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扩大对老龄人口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的供给，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产业，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同时要重视“老有所为”，提高老龄群体的社会效能感，激发“长寿红利”和“智慧红利”，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添动力。构建社会综合老年服务体系网络，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当前养老模式

主要有养老院养老以及居家养老，以居家养老为多，针对这一特点，政府主导建立的涉及到医疗、教娱、

帮扶等功能的综合服务中心将发挥出积极作用，既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上门照料服务，解决生活困难，也

可以在社区创办日间服务中心，提供日托服务，保障老年人健康。总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分发

挥老龄人口带来的庞大市场优势，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增长的新动力。 

4.3. 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要发挥社会保障应对老龄化的兜底作用，让尽可能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免

除老年人以及他们子女对养老问题的后顾之忧。在养老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尤其关注低收入群体，扩大

普惠型养老服务的覆盖面，我国当前应对老龄化资源的分配在地域之间、城乡之间都存在着较大差异，

只有走普惠型的养老服务模式，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才能真正让每一位老年人老有所养。因此要重点

发展普惠型养老机构，并调动全社会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同时积极探索不同形式的养老服务，当前我国

应对老龄化最基本的保障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城乡居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以及个人养老储蓄还有待

提高，因此可以发展不同形式的商业养老保险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制度，为有满足老年人更高的养老需要。

总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既要有广泛的覆盖面，又要在部分领域有所提高，多渠道发力，进而满足不同

群体的养老需求。 

4.4. 营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良好文化氛围 

首先要在社会厚植老龄社会文化自信，摆脱消极的将老年人作为社会负担的思维影响，认识到老龄

群体不是社会包袱，而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时代机遇。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到社会主义价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4168


李俊基，刘妤 

 

 

DOI: 10.12677/ar.2023.104168 1284 老龄化研究 
 

值观的教育过程中，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老人、尊重老人的氛围。其次要不断满足老龄人口的精神文化需

要。随着老龄人口物质生活的丰富与寿命的延长，他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也在不断增长，为了实现高

质量的文化养老。一方面要通过老年大学、社区学习班等形式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要，促进老年人个人

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要不断丰富老年人文化活动的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不断

提升文化活动的品质，用文化力量给予老年人更多的人文关怀。 

5. 结语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老龄化问题既是挑战又是

机遇，需要做到科学规划，才能有效应对，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我国人口变化现状与规律，认识到解决老

龄化问题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纠正认识误区，在挑战中发现老龄人口所带来

的新的机遇，理清老龄化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的理论逻辑，依靠我国在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

的优势，探索出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都具有

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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