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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

的一个严峻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面对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将会

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得当，则不

仅能够造福老年人口，释放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潜力，还能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值

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当今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人口红利正不断减少。针对这个问题本

文主要以福建省从2002年到2018年的统计年鉴数据以及福建省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基本情况为基

础，统计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等数据。通过对数据和现状的分析得出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现象

正变得越来越严峻，反映出当前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的特征。主要包括：老年人口系数总体上升、未富先

老特征明显、老龄化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接着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后

提出应对这种现象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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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serious problem faced by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day. This proble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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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sided. If this problem is not taken seriously, it will impede the growth of social economy and 
negatively affect the economy of society. Properly handled, it can not only benefit the elderly,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social economy, so this issue deserves attention. The 
aging phenomen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he demo-
graphic dividend is decreasing. This articl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of Fu-
jian Province from 2002 to 2018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six national cen-
suses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ver the age of the total popula-
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data and the status quo,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pop-
ulation aging in Fujian Provi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reflecting the current cha-
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Fujian Province,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overall increase in 
the coefficien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aging before getting rich, 
the relatively slow development of aging,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aging reg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that ar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
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lif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dical level and the gener-
ation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entering the aging population. Finally, we proposed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is phenomenon, including: 1)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aging industries that 
serve the “sunset red”. 2)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3) Formulate and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laws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4) Vigorously organize community pensions. 
5) Do a good job in the opera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funds to maintain and increase their value. 
6) Multi-faceted and multi-channel solutions to the medical and health protection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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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研究背景 
在经济和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科

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死亡率降低；并且伴随着新生一代

生育意愿的下降，这双重因素就导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老龄

化程度的加深。一般而言，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成熟、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或者地区会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

根据我国《“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到 2030 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将达到 79 岁。据联合国在

全球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中指出：“全球人正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进入老龄化，而一个国家的老龄

化程度在未来将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 
与此同时，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人口红利不断消失。我国针对人口老龄化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而这也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

注，许多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各个角度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行研究。但是目前专门针对福建省的

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演变趋势分析的文献较少，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 
习近平主席在 2016 年对加强老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强调，人口老龄化问题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

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必须要将此事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李克强总理也曾经做出要结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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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编制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建议的重要指示。因此从目前阶段来看，我们应该对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相应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这

一问题。 
(二)、研究意义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每一个成熟的、健全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在其演变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不可

或缺的阶段。但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均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它是一把双

刃剑，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的动荡，但反之，如果我

们能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也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老年人口受益。老龄化将会成为人类社会发

展现在乃至未来的主要特征之一，而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将会产生全球性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所

以本文对福建省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特征及现状进行详细分析，对导致这一趋势及现状的原因进行剖

析，研究能有效应对这一问题的措施，避免其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老年人口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2.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国家较早进入工业化社会，因此社会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的时间较早。

因此国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起步更早、研究更深入、理论体系更加完善。19 世纪的法国是最

早研究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当时法国处于工业化社会后期，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日益凸显。当时的法国

作为欧洲工业化较发达的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欧洲国家中最为显著的，因而当时法国的学者们针

对这个问题掀开了对于老龄化研究的序幕。从国外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研究的内容来看，他们最开始是聚

焦在老龄人口的群体特征，于此同时分析这些特征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接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研

究老年人口自身的生理问题、心理问题，重点是解决老年人口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由于国外一些国家进入老龄化时期较早，时间跨度较长，尤其发达国家老龄化具有在经济发展较为

成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到相对稳定时期产生的特点，因此对老龄化的研究国外学者较为领先。大多

数学者是以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作为研究对象，并且研究的方向主要是从老龄化与储蓄、消费、生产率等

方面的关系入手。与国内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稳定时期的老龄

化对其他方面影响的较为成熟的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过去 40 多年，中国人口学家围绕人口老龄化概念、成因、发展趋势、宏观对策，老龄社会与经济发

展、社会养老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马瀛通、乔晓春、杜鹏、翟振武、邬沧萍等研究表明，计划生

育政策的实行是导致我国快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根本原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红

利的消失和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降低等原因，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未来我国将加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

会。此时作为额发展中国家，加速人口老龄化将会引起“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问题[1]。当社会中

老年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增加我国医疗系统负担，导致养老基

金不堪重负。因此建立公平、有序、合理、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制，是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

重要举措。在我国以往的人口普查和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中，存在全国尺度研究较多，区域尺度研究

较少的问题。 
自 1949 年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福建省的人口领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福建省人口基

本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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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仅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且与福建省经济、社会、文化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根据人口特征的动态转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特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考

虑，影响人口转变的宏观背景因素有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等，微观影响因素有家庭决策机制、社

会人口流动等[2]。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猛。陈卫等指出：在未来三、四十年里，中国将经历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和

高龄化过程。2006 年 2 月 23 日，全国老龄办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

第一，根据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将贯穿整个 21 世

纪；第二，21 世纪初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会越来越严重，2030 年~2050 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

峻的时期；第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龄化将更加突出；第四，中国将面临人口总量过多和人口老

龄化的双重压力。 
老年人口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产生的经济效力和社会效力相较于年轻人来说比较低，因此人

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许多负面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在宏观层面：劳动力有效供给将

不断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真实储蓄率不断下降；产业结构被迫调整；消费水平明显变化；养老

负担持续加重。在微观层面：人口老龄化将改变企业劳动力的供给和成本，加重企业养老金支付负担[3]。
邬沧萍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当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老年人

口比重却可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媲美，因此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象，并且这种现

象将持续到 2015 年前后[4]。李军、彭秀健、蔡昉、王美艳和周晨均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

要影响，故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时，考虑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莫龙指出：1980~2050 年，中国人口老龄

化一直显著超前于经济发展，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强度长期居于世界各国较高水平，这种

不协调性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西部地区非常突出[5]。 
也有很多学者面对我国老龄化问题，提出了积极人口老龄化的应对策略，主要观点可总结为：一是

继续实行二孩政策，鼓励夫妻尤其是年轻夫妻生育，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比例；二是形成政

府、社会、个人等多方联动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全社会参与的养老机制。整合各部

门资源，形成养老服务的合力。穆光宗则从四个方面构筑了人口老龄化应对策略体系，即积极应对、化

弊为利，提前应对，有备而老，科学应对、对症下药，全面应对，统筹治理[6]。 
陈德君等人提出最优的养老模式体系，认为老年人口与日增加的趋势不可阻挡，面对日益增多的老

年人口应该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建立分年龄段、分层次、分级别的养老模式，主要从老年人的生活

照护、医疗服务、精神危机以及经济支持等各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有保障、有温度的养老服务[7]。未来

养老服务保障的主要模式是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以家庭养老为基础，

机构养老为补充，社区养老服务为依托。在对于现阶段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问题上学者们所提出的

政策建议不尽相同。  

3.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一)、老年人口系数总体上升 
本文的数据来自统计局和福建省统计局，主要包括 2002年~2018年间福建省人口数(人口抽样调查)、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人口抽样调查)以及 2000 年~2018 年福建省人均 GDP。其中，2010 年福建省人口数

和 65 岁以上人口数数据缺失，本文采用 matlab 将缺失的数据平滑，得到数据如表 1 所示。 
将表 1 中福建省老年人口系数变化趋势图绘制成图表为下图所示，由图 1 可知，2002 年~2018 年，

福建省老年人口系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人口的增加，老年人口以更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增

加，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增加，这意味着人口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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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ata on population aging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2 to 2018 
表 1. 2002~2018 年福建省人口老龄化数据 

指标 
年份 人口数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老年人口系数 

2002 年 34127 2594 7.60% 

2003 年 34261 2724 7.95% 

2004 年 34048 2897 8.51% 

2005 年 467922 40954 8.75% 

2006 年 32855 3073 9.35% 

2007 年 32754 3301 10.08% 

2008 年 32484 3247 10.00% 

2009 年 32097 3220 10.03% 

2010 年 31984 3014 9.42% 

2011 年 31783 2438 7.67% 

2012 年 31273 2687 8.59% 

2013 年 31148 2543 8.16% 

2014 年 31409 2383 7.59% 

2015 年 596224 53694 9.01% 

2016 年 32474 3231 9.95% 

2017 年 32221 3069 9.52% 

2018 年 32309 3065 9.4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1. The coefficien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图 1. 福建省老年人口系数图 

 
(二)、未富先老特征明显 
表 2 描述的是 2002 年~2018 年这十几年间，福建省老年人口系数和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相较于

全国而言，福建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就全世界而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

GDP 一般在 10000 美元以上，他们都是在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然而由表 2 可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1022


李凯利 
 

 

DOI: 10.12677/sd.2022.121022 197 可持续发展 
 

知，福建省的老年人口系数虽然没有达到老龄社会的水平，但是总体是十分接近的，而福建省的人均 GDP
却没有跟上老龄社会发展的步伐，其经济发展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水平。因此福建省

是在人均收入不高的基础上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Table 2. Coefficient of elderly population and GDP per capita in Fujian Province 
表 2. 福建省老年人口系数和人均 GDP 

指标 
年份 老年人口系数 人均 GDP 

2002 年 7.60% 12739 

2003 年 7.95% 14125 

2004 年 8.51% 16235 

2005 年 8.75% 18353 

2006 年 9.35% 21105 

2007 年 10.08% 25582 

2008 年 10.00% 29755 

2009 年 10.03% 33437 

2010 年 9.42% 40025 

2011 年 7.67% 47377 

2012 年 8.59% 52763 

2013 年 8.16% 58145 

2014 年 7.59% 63472 

2015 年 9.01% 67966 

2016 年 9.95% 73951 

2017 年 9.52% 82677 

2018 年 9.49% 9119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福建省统计局。 

 
(三)、老龄化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由图 1 及表 2 可知，自 2002~2018 年福建省老年人口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其间是有升有降的，

发展相对缓慢。如表 3，根据我国前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福建省在这五次人口普查中 65 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比(%)在全国的排序分别为 21 位、20 位、20 位、19 位、16 位。可见福建省的人口老龄化总体上

是在发展的，但是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发展是相对比较缓慢的。 
 

Table 3. Proportion (%) and rank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5 and over in the five censuses of Fujian Province 
表 3. 福建省五次人口普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及其序位 

年份 
地区 1953 年 序位 1964 年 序位 1982 年 序位 1990 年 序位 2000 年 序位 

福建 3.31 21 3.185 20 4.38 20 5.07 19 6.69 16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岩，马晓微：《基于 GIS 的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研究》，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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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 
如表 4，结合福建省 2015 年 1%抽样调查各地区年龄人口数据，从福建省老龄人口的地区差异性角

度看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特征可知。如果按照国际划分老龄社会的标准将各地区分类，福建省各地区可以

分为两类：一是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大于 10%)；二是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小于 10%)。其中

福州市(10.12%)、三明市(11.46%)、南平市(11.85%)、龙岩市(10.82%)、宁德市(11.09%) 65 岁以上的老年

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 10%，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厦门市(5.68%)、莆田市(8.84%)、泉州市

(6.81%)、漳州市(9.27%)还未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最严重的南平市和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最低的厦门市相

差 6.17%，差异十分显著。 
 

Table 4. 2015 Fujian province 1% sample survey data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by region 
表 4. 2015 年福建省 1%抽样调查资料各地区老年人口 

城市 总人口 60 (65)岁以上人口 

  人数 百分比 

全省 440082 39633 9.01% 

福州市 85266 8628 10.12% 

厦门市 46641 2651 5.68% 

莆田市 32647 2886 8.84% 

三明市 27712 3177 11.46% 

泉州市 100218 6822 6.81% 

漳州市 57061 5288 9.27% 

南平市 29017 3438 11.85% 

龙岩市 29254 3165 10.82% 

宁德市 32267 3578 11.09%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五)、成因分析 
如何去定义老龄化以及社会老龄化产生的原因，这里的“化”指的是动态变化，是一个过程。当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出生人口不变，进入老年的人口不断增加时，社会就出现了老龄化。当老年人口不断增

加，老年人口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婴儿出生率，那么社会就进入了加速老龄化阶段[8]。由此可见，

老龄化不仅仅是由于社会老年人口增加这一个原因引起的，还有可能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要求、医疗

水平、生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1)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存在着巨大的关系，一方面，经济水平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

增加，提高了人们对健康的投资支出。从人口的总体而言，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人的预期寿命增长；另

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因此造成了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老

龄化加重。从福建省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人口系数的散点图可以看出，老年人口系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称

正相关关系。也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福建省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2) 计划生育政策 
自 1982 年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通过从政策方面来约束适龄女子生育小孩的数量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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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口的宏观调控。1988 年 4 月 29 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福建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其中第八条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第九条一对夫妻已有两个子

女的，符合有关情形的，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口出生率降低，从

而进一步促进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3) 医疗水平的改进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健康理念的宣传以及人们健康观念的形成使得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从最近的

三次人口普查来看，1990 年，2000 年，2010 年福建省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 70.50、72.55、75.76，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口死亡率也是逐年下降，分别为 6.71%、5.85%、5.16%。预期

寿命的提高以及医疗技术水平进步使得死亡率降低为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4) 生育观念的转变 
生育观念是指人们对待生育的想法和态度，伴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发展，大多数的育龄妇女的生

育观念从以前的多生转变为少生、优生。根据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生育率从94.4‰
下降到 32.9‰。生育率下降直接导致出生率降低，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失调，加速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进

程。 

4. 结论及建议 

福建省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出现了老龄化，并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福建省的人口老龄化有其自身

的特点，首先，老龄人口系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老龄化社会特征逐渐显露出来；其次是未富先老特征

明显，人均 GDP 还没有达到进入老龄社会的平均水平；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是就全国而言，福建

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相对缓慢。虽然就全国而言福建省的人口老龄化不算特别严重，目前仍然存在着一

定的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以及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是一旦人口红利的

机会窗口消失，老龄化问题凸显出来，那么社会将会遭遇老龄化危机，老龄化也将成为福建省最严重的

社会危机之一。如何有效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的消极影响，本文从宏观层面：发

展养老产业、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完善老年人口社会保障法律和生育政策三个层面给出了建议；微观

层面的建议是聚焦保障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 
1) 鼓励服务于“夕阳红”的老龄产业发展。 
当前福建省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特征明显。随着老年人口占社会比重

的增加，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提高、收入增加以及网络知识的普及使得老年人健康意识增强，老年人也

越来越成为社会消费的支柱。如今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老年人消费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发展老龄化产业将有助于为社会经济创造新的活力。 
2) 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使得养

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福建省老龄化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建立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各地

区老年人的养老统筹，有助于实现老年人平等养老，减轻年轻人压力，保证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制定与完善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法律和生育政策。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老龄化不仅具备其他国家老龄化的共性更具有自身的独

特性，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当前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相较于全国而言发展相对缓慢，因此完善

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法律，不仅有助于我国老年人口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养老服务

业养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更有助于保障我国在今后的老龄化发展过程中有效应对各种问题。制定针对

福建省的生育鼓励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有助于进一步缓解福建省的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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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方位、多渠道地解决老年人的医疗健康保障问题。 
为保障老年人度过一个舒适、安详的晚年，应形成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方联动机制，全面解决老

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多方位、多渠道地解决老年人的医疗健康保障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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