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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梳理了人口老龄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进展，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探索了人口老龄化与企

业技术创新的关系，揭示了年龄结构老化对不同行业、不同产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并基于劳动者

要素、资本要素和要素禀赋结构三个角度厘清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人口老龄化既可能通过降低员工的身

体机能和认知能力、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及增加国家养老负担等挤占企业科技创新资源，从而阻碍企业技

术创新；也可能通过提供丰富工作经验、与青年员工形成优势互补、倒逼企业技术升级、转变要素禀赋

结构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老龄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上也有利

于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并以创新驱动发展，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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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 progres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and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aging age 
structure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industries. 
Based on labor factor, capital factor and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me-
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cla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heterogene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f-
fected by population aging.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may not only reduc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function of employees, increase the labor cost of enterprises and increase the burden of the state 
pension, but also occupy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thus hinder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y providing rich work experience, forming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with young 
employees, forcing enterprises to upgrade technology and changing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In theory,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ing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actice, i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ac-
tively cope with aging and achiev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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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已成为当今时代鲜明的全球趋势之一。

联合国《2023 年世界社会报告》指出，2021 年，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7.61 亿，而到 2050 年，这一

数字将翻倍至 16 亿。从人口数量上看，一个国家按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从低到高，可以划分为老龄化社

会、老龄社会和超老龄社会。中国自 2000 年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加严峻。2022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 2.0978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4.9%。根据民政部分析，“十四五”时期，全国

老年人口预计超过 3 亿人，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口负增长，老年人口

快速增加，已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新常态[1]。 
尽管人口老龄化属于一种人口统计学现象，但其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人不仅是消费

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是经济持续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利

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然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整个社会的创造力会逐渐衰退，而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加速器”。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创新作为

第一动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提升经济与科技的国际竞争力的

必要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技术创新的主

体，其发展也必将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往学术界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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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较少。如今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2]，老龄化导致的

人力资本变动、适龄劳动人口下降以及劳动力结构老化等问题必将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在中国已加入全球“老龄化俱乐部”且中国经济对技术创新日渐倚重的双重背景下，本文以企业

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探索人口老龄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揭示人口老龄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内

在逻辑与作用机制，以期为我国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促进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转型提供参考和依据。 

2.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及现状分析 

2.1.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是指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人口生育率下降，导致青年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

从而造成了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攀升、人口结构呈现老化状态的现象[3]。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相对

的概念，并非单纯地指代老龄人口增加，而是指社会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的增大，如果老龄人口增加的

同时，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而且所占的比重更大，那么这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反而会呈现出

年轻化的趋势。 
 

Table 1.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population age types 
表 1. 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标准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年龄中位数 0~20 岁 20~30 岁 30 岁以上 

0~14 岁人口比重 40%以上 30%~40% 0%~30%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0%~5% 5%~10% 10%以上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0%~15% 15%~30% 30%以上 

老少比 0%~15% 15%~30% 30%以上 

 
表 1 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 5 类人口老龄化分类标准。如表 1 所示，年龄构成的静态特征用人口年龄

的类型来反映，如年龄中位数、老少比(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 0~14 岁人口数量之比)等。年龄中位数指

标，是按中位数以上和以下，把总人口分成了两个部分，可以反映出人口年龄的分布以及变化趋势。联

合国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判断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占总人口量的比率超过

7%。因此，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方面，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即老年

人口的相对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整体人群的平均年龄上升，社会人口结构在一定时期

趋于老化的进程。 

2.2.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200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了 7%，0~14 岁人口比重为 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

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在此之后，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如图 1 所示，2018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 11.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1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总数首次突破 2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4.2%。根据联合国的定义，65 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之

比超过 7%即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老龄社会”，20%以上为“超老龄社会”。2021 年起，中

国正式迈入了“老龄社会”。国家统计局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2049


徐晓燕 
 

 

DOI: 10.12677/ar.2023.102049 383 老龄化研究 
 

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率将相继达到峰值。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意味着企业技术

创新与持续发展所需的适龄劳动力就会不足，其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复杂的[4]。 
 

 
Figure 1.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ld and its proportion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图 1. 2011 年~2022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及其占总人口比例 

3. 人口老龄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基于创新的生命周期理论，个体创造力随着年龄

的增加表现为倒“U”型曲线，在 20 岁之后迅速增加，30~50 岁达到峰值，50 岁之后逐渐降低[5] [6]。
Schneider [7]利用雇主—雇员数据分析证实了德国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其职工年龄构成呈倒“U”

型变化趋势。Rouvinen [8]在对芬兰公司的生产流程进行研究后发现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愈大，其生产流

程愈不容易进行革新。首先，人在衰老的过程中，各项身体机能如有氧代谢能力、灵活性等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9] [10]，其次，人体的认知能力等脑力条件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从而抑制企业员工

的创新能力[11]。除此之外，老龄员工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能力降低，考虑到自身能够利用新技术的

时间越发短暂，其主观的创新动机也会减弱，甚至对新技术的研发产生抵制心理[12] [13]。Meyer [14]的
研究证实，拥有更多年轻雇员的公司更有可能采纳新技术，而拥有更多年长雇员的公司却恰恰相反。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Ang 和 Madsen [15]指出，老年劳动力有着更

多的工作经验，可以找到更高效的工作和组织模式，还可以与年轻劳动力所掌握的新知识构成优势互补，

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如果老龄员工的工作经验可以抵消由年龄因素带来的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所导

致的负面影响，那么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导致企业创新能力的下降。对于大龄劳动力而言，给青年劳

动者带去的是“看中学”效应[16]，老年员工在长年的工作中不仅积累了丰富工作经验并提升自身创新概

率，还能通过与年轻劳动力的交流与经验分享进一步提升青年劳动力经验积累的速度，缩短青年劳动力

自我摸索的学习时间[17]，减少年轻人创新过程中的失误，从而促进创新活动[18]。汪伟和姜振茂[19]进
一步指出，老龄化也是企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会推动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技术创新水平。Izmirlioglu 
[20]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仍可持续，并且研发人员的比重呈现出

稳定上升的趋势。因为人口老龄化使得企业用工成本与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相对于资

本和技术要素的价格大大上升，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会加快使用新技术替代劳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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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4.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与

不同产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可能存在异质性，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与作用

机制是不同的[21]。行业异质性是指一个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所具有的差异和差别，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

人口老龄化对不同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如在以微电子元器件为基础的计算机、

通讯等制造领域，老年人群对新产品的消费能力较弱，不利于该领域的技术创新[22]。但是，伴随着与老

年人口相关的技术创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医疗保健、养老服务等与老年人康养行业的技术创新将会因人

口老龄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激励[23] [24]。赵昕东等[25]通过对中国服务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发现，在智力型服务行业中，经验与知识的积累使得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提升，而在体力型服务行

业中，老龄化加剧使得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衰减，劳动生产率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见，在评价人口

老龄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时，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考虑企业自身和行业的特点。 
唐未兵等[26]研究指出，在技术密度较大的产业，技术资本投入力度更大，高质量人力资本密集，并

且研发人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科技前沿，了解并掌握业界的最新研发动态，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

大；而在科技密集度不高的产业中，由于技术创新投资的减少，甚至出现了研究开发人员的流失，从而

使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提高效果大大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特征决定了它们对劳动力

数量和质量要求的差异，也决定了它们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承担能力的差异。王雷

[27]通过研究证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较敏感，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较低，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时，尽管有创新的动力，却缺乏创新的实施能

力。因此，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人力老龄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起抑制作用，同时对技术密

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起促进作用。 

5.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5.1. 劳动者要素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者要素改变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双向影响。一方面，人

口老龄化使得全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这会影响企业创新人才的供给[28]，不利于技术创新活动。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可变智力会逐渐降低，这种变化会对知识的重组及新思想的萌发产生影响[29]，且

高龄劳动者的身体机能、认知能力趋向衰弱，相较青年员工更保守，对于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更低[30]，新

兴技术的使用程度与熟练程度不如青年员工。另一方面，老龄员工相对于青年员工拥有更丰富的工作经

验，这与青年员工的新知识、新思想具有互补性，其对技术创新带来的效果与先进的前沿知识和思想同

样重要[15]，劳动者的工作经验积累、社会资本提升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企

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5.2. 资金要素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资金要素改变会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在企业层面，老龄化通过影响工资制度和

社保支出对企业资金成本造成负担。如今企业的工资制度普遍向高龄员工倾斜，随着企业中高龄员工所

占比重的增大，企业所要承担的工资费用上升，同时，退休人员人数的增多也会使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

支出有所增加，这将会挤占企业的研发费用，为企业技术创新带来负担[31]。从国家宏观视角来看，人口

老龄化会使得整个社会在养老等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从而对全社会的研发投入造成“挤出效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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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占企业的科技创新资源。与此同时，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会增加对企业的税收，而企业税负的加重会

降低企业的留存收益[33]，从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消极影响。 

5.3. 要素禀赋结构 

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改变全社会的资本–劳动要素禀赋结构促进技术创新。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相

对于资本更加稀缺[34]，使得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变得有利可图。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劳动

力供给的减少，会造成劳动要素的价格的上升。为了取代高昂的劳动力，企业倾向于增加资本在投入要

素中的比重以弥补劳动要素的不足，通过购买技术装备、加速使用新技术等方式来替代劳动力[35]。生产

成本的上升，倒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进而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视不能通过加大资本投入予以弥补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进行劳动节约型的技

术创新，同时老龄化还会倒逼青年劳动力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升技术的创新。而新技术的普及与应

用也会对低端技术劳动力造成“挤出效应”[36]，要想维持稳定的工作，就必须持续提升自己的知识与技

能，进而促进各年龄段人群对新技术的创新动机和接受程度，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正向反馈。 

6. 总结与未来展望 

在中国老龄化日益严重且中国技术创新日渐倚重的双重背景下，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探索了人口老龄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 目
前学术界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技术创新造成的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2) 由于行业异

质性的存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技术创新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是不同的。3) 人
口老龄化既可能通过降低劳动者的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及增加国家养老负担等挤占

企业科技创新资源，从而阻碍企业技术创新；也可能通过提供丰富工作经验、与青年员工形成优势互补、

倒逼企业技术升级、转变要素禀赋结构等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正向促进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这既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又为我国的

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年龄结构的老化对于企业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迫使企业转变生产

经营模式和产值创造方式，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本文虽系统梳理了人口老龄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文

献，总结了人口老龄化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但对于如何发挥老龄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

让技术进步成为缓解老龄人口压力、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的强劲动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人口老龄化对

不同行业或规模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鲜有研究对此进行系统的探索与分析。未来，可以聚焦某一具

体的特定的产业展开研究，比如医药康养、人工智能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高技术产业，不断强化中国

应对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实现创新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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