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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与共同富裕。当前，我国老龄社会新形态已然形成，这对

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都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置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

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对实现共同富裕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提出共同

富裕视域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路径，以期实现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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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
tance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 a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has 
been formed in China, which poses a severe challenge to soci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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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This paper puts the active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context of solid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reviews the logical rela-
tionship betwee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puts forward a new path to actively respond to population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achiev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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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

口老龄化任务最重。[1]”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

福。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更稳定的预期，事关亿万家庭幸福和百姓福祉。 
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

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

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写入“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后，折射出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将会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

与重大挑战。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长期奋斗

目标。在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老龄化将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的一

个基本国情。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即将从“轻度老龄化”社会步入“中度

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带来重大影响和挑战，

成为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一大阻力，将深刻影响我国发展。如何在认清形势的前提下，从我国实际出发，

探究共同富裕视域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找准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应采取的对策，是当前我们必须面

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2. 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新形势 

我国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快、区域差异性巨大的国家。当前，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持

续增快、老龄化水平差异大、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着新的形势。人口老龄化

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任重而道远。 

2.1.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持续增快 

二十世纪末，按 60 岁的老年标准，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 10%，标志

着我们国家开始步入轻度老龄化社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目前已由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却持续加深。2021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第七次人口普

查的数据，2020 年我国大陆地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 2.64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8.7%，已经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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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中度老龄化，65 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1.91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3.5%，相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增加了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提高 4.63 个百分点 1。未来三十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

进程还将进一步加深。部分专家预测，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总体规模将在 2035 年突破 4 亿人，老

年人口比例将接近 30%，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为 37.8%左右[2]。 

2.2. 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大 

人口老龄化进程在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均衡日益严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水平城乡倒置现象加剧。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在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农村地

区往往面临的是人口下降，剩余大多为老年人和儿童，老龄化和空巢化比重进一步加剧。根据《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农村地区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2001 年为 11.29%，2019 年已经快速增加

到 20.85%，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原因，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滞后于老龄化进

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遭遇到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地区存在一定差异。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10 年，老龄

化程度最深的上海与西藏之间差距为 9.5 个百分点。2020 年，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辽宁 60 岁及

以上人口在全省占比 25.72%，与老龄化程度最低的西藏之间相差 17.2 个百分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地区

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给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2.3. 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在经济发达时期进入的老龄化社会，其物质基础完备。反观中国，我国自

1999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但面临的是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政府养老投入能

力有限。我国 GDP 总量虽然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仍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可支

配收入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以 2000 年为例，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人均可支配收

入不到 1000 美元，不足美国的 3%。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向好的姿态，截至 2022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12814 美元，仍然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达到了 18.7%，

并且在未来老年人口还会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逐渐扩大的养老金缺口

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未富先老”的问题在我国已经比较突出，如果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无法

与老年人人口增长速度相匹配，“未富先老”的现象将会一直存在。此外，目前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能力尚不完备，并不能较好的满足现阶段的养老需求，养老负担严重、社会基金入不敷出，也存在着“未

备先老”的现象。 

3. 共同富裕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逻辑关系 

3.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然要求 

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是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

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3]。共同富裕以美好生活需要为指向，以人的需要的不断丰富与满足

为实质性内涵[4]，主体是全民，要确保“一个也不能少”，就要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5]”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让基数庞大的老年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老年群体对美好生

 

 

1资料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人口年龄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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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向往的回应，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然要求。 
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征程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与挑战的中坚力量。中坚力量不仅包括劳动群

体，也包括老年群体。老年群体在阅历、知识技能、生活经验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积累，不应该将其看作

是社会的“包袱”。我国老龄化社会目前存在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现实矛盾极大影响了共同富裕的

进程，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只要我们应对得当，积极缓解人口老龄化，把为

人民谋幸福作为着力点，补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积极的看待老龄社会和老年群体，促进老年群

体老有所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老龄风险转化为“长寿红利”助力共同富裕，成为推动实

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 

3.2. 实现共同富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动力 

在新时代加快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人的崇高梦想，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中，老龄化社会是我们国家未来要面临的基本国情，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中国共

产党诞生之后，将共同富裕的梦想照进了现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而老龄化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结果，也无法避免的。 
人口老龄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同时也是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

难题。在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我国将老龄化视为基本国情，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定为国家战略，在

总结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后，着重在老年人口的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力，提升老年群体的幸

福感与获得感。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指明了方向，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

最终目标，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动力源泉。 

4. 共同富裕视域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路径探索 

4.1. 统筹城乡区域相协调，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解决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

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由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迁移等原因，各地区、城乡之间的人口老龄化

发展进程大不相同，农村地区遭遇老龄化困境。目前，我国大多数养老资源更加集中于城市和发达地区，

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对于城乡间的养老资源失衡，因地制宜统筹城乡区域

相协调，补齐和增强薄弱环节与薄弱地区，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在考虑本地区实际的基础上，用科学、系统、切合实际的规划来指导工作。第

二，增强各区域之间交流合作，搭建经济发展合作平台，推动区域共享高质量发展。第三，重点关注农

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重点补齐农村短板，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

加大对特殊地区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支持，为老年人参与各种志愿服务搭建平台，健全农村留守老

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困难老年人居家探访制度，并提升农村养老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 
新时代条件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体现，增强管理的协调性并

提高精准性，因地制宜，实现人人平等地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保证。 

4.2. 培育老龄产业新动能，做大共同富裕的蛋糕 

目前，我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是重要

的“窗口期”。老龄化社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因此要大力培育发展老龄产业，将老龄风险转化为长

寿红利。 
老龄群体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相对于年轻群体较低，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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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消费需求会不断增加。因此，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刺激老龄群体消费，打造老龄社会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共同富裕，是未来需要发展的重点。 
应对人口老龄化，观念应该是积极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社会心态”[6]。政府应该进一步更新观念，应该提高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充分认识到“银发经济”

的潜力，明确开发老龄群体资源，将老年群体视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释放潜在人口红利。应对人口老

龄化，行动要积极，制定一些帮扶政策，鼓励和支持老龄产业和养老领域的创新创业，并进一步加强政

策的落实，完善老龄多元发展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催生“银发经济”新产

业、新模式。应对人口老龄化，态度要开放。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教

训，引用先进技术和理念，丰富国内市场，并积极鼓励国内优秀企业走出国门，抢占国外市场，提高国

际竞争力。 

4.3. 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构建多元化养老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

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就需要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加快完

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撑三大体系。不断深入改革，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努力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老年群体，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

要举措。 
要集结政府、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体系是影响老

龄人口福祉的重要一环。在满足广大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高龄、慢性病、

残疾、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服务，探索多样化的互助养老模式，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例如积

极开发居家定制、打造幸福院、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等多样化的服务。第二，要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是迫切且紧急的。习近平指出，“健康是幸福生活最

重要的指标，健康是 1，其他是后面的 0，没有 1，再多的 0 也没有意义”。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改进和完善老年公共卫生和健康服务机构，增加大病早期筛查等服务。第三，扎实做好各项

社会保障工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具有前瞻性、综合性、全局性，事关百姓福祉，需要充分

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积极性，并在社会各个层面积极弘扬养老、孝老、敬老的中华传

统美德，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并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普及人口老龄化的教育。针

对老年人，开展宣传教育，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5. 小结 

本文揭示了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几大突出特点：第一，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持续增快；第二，

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大；第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存在着“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现象。

随着中国全面步入老龄社会，我们应当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基调，结合当前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想

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全方位应对不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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