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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社会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相重合的新发展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庞大

及快速的老龄化，构成了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基本面。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

老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老龄化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多，它既是现代化建设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同时，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失能化交错，

也会给现代化发展带来更复杂的问题。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必须精准判断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之间

的关系，要撬动激活老龄人口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价值，推动老龄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同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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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whe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coincide,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and the rapid aging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style mod-
ern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a modernization with a huge population scale, 
but also a modernization with a huge scal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aging 
population is not only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uge population scale of China’s moderni-
z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aging and low birthrate, aging and disability will also bring more complex problem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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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ju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leverage and ac-
tivate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ging Popul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现代化建设下人口老龄化的机遇 

目前为止，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改善着人力资本禀赋，增强了老年人的独立性、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底气和能力，提升了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力，拓展了他们贡献现代化的途径和

方式。 

1.1. 现代化包含了老年人自身的现代化 

老龄人口自身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系着现代化建设的完整度与全面性。 
第一，庞大的数量蕴含巨大的发展优势。老年人既是迈进现代化社会的主体之一，也是推动实现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人口规模巨大和老龄人口规模巨大，让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不能等同于已有的发达

国家的模式，要有中国特色。一方面，现代化建设的实现，需要全体人民迈进现代化社会，老年人也在

其中；另一方面，老年人的高水平发展，也可将人口规模巨大附带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变为数量上的发展

优势。 
第二，人力资本禀赋的改善促进人的现代性。现代化的核心是以人的现代化。健康状况的改善、教

育水平的提高，为老年人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随着医疗、

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口寿命不断延长。在 2010~2020 年间，老年人的经济地位持续增强，主要生活

来源从依靠家庭成员转向依靠退休金和养老金；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陆续步入老龄的一代，正是改革

红利的受益者，拥有更丰厚、更稳定的经济资本。2019 年，户主年龄为 56~64 岁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

其次为 46~55 岁家庭[1]。人力资本禀赋的改善，带来经济资本的提升，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

力量。随着人力资本禀赋的持续改善，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实践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老年人

自身“老而无用”“船到码头车到站”的传统思想，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权利意识和话语能力，这意味着，

老龄人更可能实现自我超越，进而带来长寿红利。 

1.2. 老年人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年长者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宝贵财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离不开数量大、人力资本

禀赋日渐丰厚的低龄老年人，他们的参与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和完成度。 
第一，老年人是充足的生产性资源。老年人是经济现代化的直接贡献者。中国的老龄人口数量巨大，

且未来 10 年还将是该群体尤其是低龄老年人数量激增之时，生产性潜能将快速积聚，可通过激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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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口红利”“长寿红利”，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底气[2]。低龄老年人参与劳动有利于平衡劳动力市场的

年龄结构，保障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是高质量经济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3]。 
第二，老年人蕴含巨大的消费潜力。人力资本禀赋的改善，增强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有助于增强

有效供给及经济稳定运行。随着老年人收入提高，消费观念转变，年轻时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在退休后或

可得到释放，从而使老年人消费水平提升。为老年健康、用品、服务等相关的产业带来巨大发展潜力。

同时，受互联网影响，老年人消费由传统的线下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截至 2020 年底，老年网民占全体

网民的 14.3%，网络支付使用率达 70.7%，网络消费正向老年群体加速渗透[4]，消费模式和消费内容渐

显智能化[5]。 

1.3. 老年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引路人 

第一，老年人是经验知识和技能的传承者、创造者。作为客体，年轻时接受上一代人传承下来的思

想智慧、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技能等各种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磨炼、工作阅历的丰富，其理

论知识、生活经验、生产技能也不断积累，老年人也从传承者变为创造者。 
第二，老年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传播者、引路人。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优秀传统家庭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老年人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给后人，对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作用。 

2. 现代化建设下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口老龄化不止有机遇，也存在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 

2.1. 人口老龄化对人口现代化的潜在挑战 

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交错，对实现老年人的现代性及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影响。 
第一，人的现代性是现代化的重点之一。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提出人的现代性的 12 项特征：接受新事

物、接受社会变革、开放包容、守时惜时、重效率效能、重计划、重知识、重理性、重专门技术、正视

但不惟传统是从、重尊重与自重、重过程。中国的文盲主要在高龄老年人身上。教育水平的低下意味着，

他们更愿遵循传统的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数字素养不足，现代性和接受现代文明的能力受限，由此限

制他们的自身发展，以及制约其将既有资本、技能转为新资本、技能的能力。偏低的资本禀赋拉低全人

口的资本禀赋，阻碍人口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现代化建设。 
第二，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程度还没到较高阶段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

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以退休金养老金为主，占 34.67%，但女性以退休金养老金和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的比例分别低于男性约 4 个和 13 个百分点，老年女性的经济独立性远低于老年男性。同理，仅 10.43%
的农村老年人有退休金或养老金，远低于城市老年人的 69.83%、镇域老年人的 31.75%，故他们需要从事

有收入的劳动或依赖家庭成员的供养，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贫困发生率高达 19.5%，远超全国的 14.5% [6]。
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有无”中，也见于待遇水平的“高低”上：人社部数据显示，2021 年，城镇职工

月人均基本退休金为 3671 元，而国家卫健委数据表明，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仅为 179 元，

超六成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仍然很低，这阻碍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三，生活质量低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过上有保障的生活、获得有尊严的照护、拥有正常的精神

慰藉，是现代老年人的基本诉求。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更长的老年期，退行性疾病和失能接踵而至，医疗

和照护费用大幅增长。然而，家庭人力资源减少削弱了家庭赡养能力，加之人口流动及居住模式改变，

空巢现象普遍，完全由家庭成员提供照料的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导致养老供需之间落差甚大。这些

可能都意味着部分老年人或无法过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于人的全面发展有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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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现代化的潜在挑战 

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人口结构较年轻的非洲、拉美地区并未实现人

口与经济同步快速增长，在中国却形成了“人口红利”；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十分严重，但依旧缺少

对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证据[7]。不过，当前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从供需两个层面对经济

增长和共同富裕产生不利影响，且供给与需求互动形成负向乘数效应，使经济规模缩小后陷入“缩小螺

旋”[8]。 
第一，劳动力总量减少和结构老化并存，经济活力和创新力或受制约。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当前和未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基础正在消失，“低

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难以为继，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发生逆转，维持中国经济高增长长达几十年的人

口红利窗口期行将关闭，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再依赖传统的数量驱动模式。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

也会通过企业社会保障金缴费率等多种途径对科技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第二，老年抚养比持续攀升，社会保障体系或受冲击。老龄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必然产生更多与老

年人相关的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和公共支出的诉求，由此可能挤占对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投资份额，不

利于科技创新[9]。老龄化也会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冲击：随着 1962~1973 年“婴儿潮”出

生的一代陆续退休，养老金支出将继续增长，并在 2022~2025 年达到 7.5%“，十五五”和“十六五”时

期将分别升至 15.6%和 19.5%，远快于基本收入的增速[10]。同理，多数老年人难以避免慢病和失能的风

险，老年人规模的增加及寿命的延长，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压力巨大，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料等方

面的费用将从 2015 年占 GDP 的 7.33%升至 2050 年的 26.24% [11]。 

2.3.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现代化的潜在挑战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加深、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多的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多样性和专业性的需求被激

活，仅依靠社区的资源供给难以满足老年人新的诉求，养老服务等供需矛盾凸显，且老年人自我保护能

力弱，故对犯罪等风险事件的防控要求更高。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可能激化基层矛盾，对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复杂性。家庭转变削弱了家庭的照护资源，将养老、助老、为老、乐老

等服务由家庭推向社会。老年人除基本的日常生活、健康管理和照料服务需求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

慰藉和受人尊重的需求。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丧偶老年人逐渐增多，代际分居也很普遍，老年人的精

神慰藉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部分老年人难以适应年老后的生活，孤独感和隔离感成为常态。

同时，现代社会老年人权威逐渐衰落和瓦解，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现象时有发生，老年人因生理机能

的衰退导致的生产价值的降低而面临被忽视和被遗忘的窘境，各种能力特征、需求差异被“老年”二字

所掩盖与平均。这些现象与老龄化相伴相生，可能影响家庭与社区的和谐与稳定，阻碍老年人社会文化

价值的发挥以及精神文明建设。 

3. 激活老龄人口资源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路径 

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为此，必须深刻洞察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理论

关系与内在逻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个体、家庭与社会实践提供学理支持和方向指引，让各种人

口要素在老龄化情境下相继迸发活力，创造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3.1. 科学研判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关系 

推动老龄人口自身的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建设，就要先了解老龄化会对现代化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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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强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国的人口发展既有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有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使得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加复杂。在一个老龄人口总量超过 2.8 亿人

且其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还将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精准辨识老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内涵、外

延与边界，阐释老龄人口要素与现代化之间的理论联系，探寻二者关联的路径，形成并不断完善人口要

素与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现代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严谨、科学、可落地、易操作的现代化度

量指标体系，以此作为人口老龄化时代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和实践依据。 
第二，加强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经验研究。探讨在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的社会情境中，挖掘老

龄人群的巨大规模和素质提升所蕴藏的新的红利效应，积极应对老龄化对现代化的潜在挑战，化危为机、

变现代化挑战为现代化机遇。学术研究既要站位高、视野阔，总揽老龄化挑战的症结所在与机遇定位，

也要小处着手、精微深细，抓住不同老年人群体的比较优势，客观研判、分类识别、充分挖掘各类老年

人群体的独特价值，积累现代化建设的人口经验。 
第三，加强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的关联路径研究。各国现代化的实现模式各具特色，但共性特征是

“先富后老”。中国的老龄化快速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同步前行，这注定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加

强对缓解老龄化的研究，探讨完善生育支持体系、降低育儿成本、提升生育意愿等积极效应。加强发掘

老龄化积极作用的研究，为加快形成继续发挥人口数量红利、撬动人口长寿红利，激发人力资本红利，

激活数字技术红利的现代化发展新格局提供学理支撑。 

3.2. 着力构建“年龄友好、人人共享”的社会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此，必须精准识别不同老龄人口的需

求，兼顾照护与生产、物质与精神、普惠与差异，打造更加尊重老年人权益和个体尊严的现实世界，以

老年人的资源助力现代化建设，以现代化建设成果改善老年人权益。 
第一，牢固树立积极健康的老龄观。完善老年人支持政策，提升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确保他们内

在能力得以发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树立“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观念，突出老年人的社会价

值，通过宣传劳动模范、创业达人、社区好人等，树立老有所为的典型与榜样，关注老龄人口内部的异

质性，分类施策、各美其美，以老年人的人力、智力、能力，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老有所为、老有

所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前行。 
第二，有效开发低龄老年人的生产性潜能。着力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把他们充分地“用起来”，

而不仅仅是“养起来”。以智慧手段优化老年人经济和社会参与渠道，不断完善既能满足老年人就业需

求、又能保障他们生活福祉的支持体系，优化老年人的人力资源配置，在尊重老年人意愿的前提下，充

分发挥他们的生产性潜能，为其社会参与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以“长寿红利”打造中国式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独特道路。 
第三，不断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全面关心、高度重视全体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的福

祉尊严。持续提升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率及待遇水平，加快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增强

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继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持体系，逐步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积极推动医养结合、智慧康养等新型养老模式发展，让他们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3.3. 激活老龄人口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活力 

现代化建设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长者在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有独特的贡献。 
第一，以优秀家文化厚植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根基。重视家庭文化建设，调动老年人的力量，引导老

年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自觉传承好家教，弘扬敬业爱岗、诚信奉献等好家风，实现家庭

和睦、代际和谐，延展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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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优秀文化传承中实现老有所为的生命价值。中华优秀文化通过良好家风、民俗节庆、传统

技艺、戏曲文艺、地域风情等具象形式传承、创新和发展。很多老年人自身就是非遗传承人，对非遗保

护起关键作用；老年人也是家国民族的“活历史”，是家国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基于个人经验形成的深

刻记忆，在文化传承中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4. 结论 

在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力之下，人口老龄化仍将持续朝着纵深发展，并伴随现代化

的全过程。科学、系统地探寻现代化建设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一项具有全程性、全局性、

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的时代课题。现代化建设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相互成就。一方面，现代化发展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和保障，有助于进一步形成尊重老年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

新局面。另一方面，作为衡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维度和目标，老年人在人口现代化、经济社会化、精神

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可为现代化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宝贵的人力资本、不竭的思想活力。老

年人福祉的改善离不开现代化的推动，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老年人的贡献。未来，他们还将持续扮演不

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大力倡导年龄平等理念，提高老年人的综合素质，抓住科技创新和数字技术带来的

新机遇，关注低龄老年人的生产性潜能和高龄老年人的服务诉求，兼顾对风险的有效化解和机遇的合理

把握，致力满足有需求老年人的各种诉求，让他们老有所养、有所医、有尊严；同时，更充分推动有意

愿的老年人有所用、有所为、有效能，从而以积极老龄化助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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