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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同时也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老龄化问题总体表现为人口基数偏

大，地区分布不均等，人口老龄化在当今社会所引起的影响也越发深入，不得不引起重视。正因如此，

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同样也是全国上下的共识。马克思主义人

口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并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断完善而丰富发展，并在实

践中不断创新，从而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去研究人口规律、人口属性、人口实质的理论，对于我

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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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and it is also a hot topic in today’s 
society. The aging problem is generally manifested as a large population base and unequal region-
al distributio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oday’s socie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
found, which ha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For this reason, we must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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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which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but also the consen-
sus of the whole country.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is based on Marxist materialism, and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nd rich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innova-
tion in practice, thus forming a Marxist basis to study the law of population, population attributes, 
population essence of the theory, which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for 
our coun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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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各国都普遍存在且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人口

结构的变动。而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主要归为两大因素：一是人口寿命普遍延长，这主要是

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品质有所提高，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使人们的

寿命普遍延长。二是人口的生育率下降，这与当代年轻人的生育理念有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社会生产

力水平上升，人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得到提高，使人们的生育理念发生变化。 
马克思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两种生产”理论，同时，“两种生产”理论贯穿于马克思各个理论

的全过程。“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这两个观念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初步阐述，即“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

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的形式表示出来”[1]。《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系统阐

述了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发展历程。张世生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较为全面地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口问题的思考。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实质，积

极寻求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精髓就是“两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两

种生产理论的扩展对人口新政实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 
总之，我们要寻找到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逻辑关系，而关于这二者关系的

文章较少，因此，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尤其是“两种生产”理论，对于从马克思主义人口

理论寻求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很有必要。 

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形成过程与主要内容 

2.1. 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其形成过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体一致，马克

思主义人口理论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为初步形成阶段，马克思

本人在创立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通过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理解阐述了人口生产，确立了人口生产与物质生

产资料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社会的人口规律。《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使马克思主

义人口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比不同的社会制度，阐述了各个社会制度的人口作

用，并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1]。马克思主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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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形成标志性著作是《资本论》。对人口问题出现的原因、特点和解决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在《哥

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发展。 

2.2. 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生产、人口质量以及人口相对过剩理论。马克思则通过对

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压迫，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规律，通过社会主

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引导广大无产阶级走向联合，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2]。马克思主义人口理

论的精髓是“两种生产”理论，而这种理论并未对人口老龄化进行阐述，但对于人口本质、人口规律、

人口发展进行了深刻阐释，对于揭示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马克思将“两种生产”同社会生产联系起来，他指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构成

了社会生产，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只有通过劳动把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

象，才能形成物质资料，满足自身生存条件，如吃穿住行等，因此物质资料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反映了人与

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它集中体现了人

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是指人类繁衍后代的生产，这种生产能促进劳动力的产生和

发展，是人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统一于这两种生产，人在这两种生产中都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人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马克思将

人视为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统一，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马克思观念中的人并不是独立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实际上已经隐

含提出“人口”这一概念[2]。同时，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发展，生产力得以再次提高，

使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对不合理资源的铺张浪费也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从而限制了生

产力的发展，使人类自身生产下降，最终导致人口老龄化加剧。 

3.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3.1. 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我国早在 2015 年开放二胎政策，但即便如此，我国的生育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政策已不

再是成为生育的主要问题，一些国内专家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而影响这个因素

又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因素。随着社会发展的提高，使得当今社会生儿养女的成本逐渐提高，很多家庭已负担不

起孩子长大所需的成本。医疗、教育等成本使大多年轻人压力倍增。二是教育因素。我国是一个教育大

国，很多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很多有留学经验的学生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更加倾向晚婚晚育

的想法，还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宁愿少生优生，也不愿多生。三是观念因素。当代年轻人所受到的传统文

化观念较少，思想也更加自由开放，导致很多人认为结婚生子并不是必须的选择[2]。 

3.2. 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3.2.1. 人口基数偏大 
我国历来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止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国的

总人口数已经达到 14.43 亿，与 2010 年相比增加 7 千余万人 1。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

 

 

1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EB/OL]. [2021-05-11].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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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 2。不仅如此，我国

人口老龄化速度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自 2000 年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后，二十年来老龄人口增长趋势日

益加快，持续超过世界平均增长水平，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专家预测，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在 2030 年，可能超过总人口数的 25%。届时，80 岁或更高寿命的老龄人口也会远超现在，老龄

化形势极为严峻[3]。 

3.2.2. 人口分布不均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更加严重，北京、

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十分接近或超过 20 个百分点 3。其

中，尤以东北三省最为严峻。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辽宁 60 岁及以上人口在全省占比 25.72%，远

超全国平均值，为全国最高。吉林和黑龙江紧随其后，60 岁及以上人口在全省占比分别为 23.06%和

23.22%。农村和城市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中东部与西部之间老龄人口分布不均、差异大，尤其是乡

村老龄化基数较大。农村地区将是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 

3.2.3. “未富先老”现象突出 
老龄化人口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具备生产力，而是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口，因此我国的人均

GDP 比其他国家低很多。而我国则是在刚刚达到小康水平且 GDP 还很低的情况下就进入了老龄化社

会，即“未富先老”。“未富先老”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整体经济水平还不十分发达，社会保障能

力和保健体系有待完善；二是老龄人口的个人财富储备还不足，养老支出压力较大。尽管当前我国已

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贫富差距仍然较大，部分贫困地区老龄人口的经济压力仍然较大。总体而言，

在我国社会加速发展和经济快速转型的时代，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使得我国得经济发展也

有所延缓。 

3.3.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问题 

3.3.1. 人口发展不均衡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均衡”是人口问题的关键，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

资料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4]。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降低社会经济发展压

力，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使全社会的生育水平直线下滑。在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 2020
年 2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4中显示 2019 年我

国的出生人口为 1465 万人，出生率为 10.48‰，相比于 2018 年的出生率持续下降。由此，计划生育政策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生率，导致了人口老龄化问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5，2000~2010十年间，我国有 35个核心城市在全国总人口占比从 19.8%

上升至 22.3%，其中，上海、北京、厦门等核心城市，老年人口的占比却逐渐降。因此可以看出有很多

年轻人聚集核心城市，从而导致人口分布不均。我国的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

失，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导致我国人口发展不均衡，经济发展也有所差异。 

 

 

2国家统计局.《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1997.html. 
3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EB/OL].[2021-05-11].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2/t20220228_1827971.html. 
5国家统计局《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1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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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养老服务体系较为单一 
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主要由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部分。大多数地区依旧采取较为传统、

落后的服务模式，这种模式早已与时代脱轨，并不了解老年人的真正需求。据 2022 年人民日报《中国养

老服务体系面临难题，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单一》6，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服务需求日渐增多，

而如何去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通过本校周围养老服务社区调研得知，大

部分老年人希望拥有一个精神富足、身体健康的老年生活，而不是机械般地将养老服务停留在日常基础

的照料，他们希望多增加一些各种娱乐、服务以及医疗设施。由此可见，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加剧，养

老服务体系已不能满足老年人口在养老服务方面的基本需求[5]。 

3.3.3. 老年人力资源短缺 
老年人力资源又被称为“银发资源”，主体是指在退休后仍有工作或意愿能力的人。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 7，过去 10 年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0 岁以上人口为 2.64 亿，比重达

到 18.70%。老龄化水平提升以后，高龄人口的劳动供给时间减少，社会劳动力总供给时间就会减少，人

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格局发生变化，可能会造成老年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农村或偏远地

区更为明显，大部分青壮年劳动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使劳动人口缺失，人力资源短缺。 

4.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 

4.1. 完善生育配套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分别受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相互作用的影响，同时，

人类自身生产是产生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如果没有了人，社会就不可能继续向前发展，因此，人是进行

一切活动的主体；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基础，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关系，且只要达

到均衡的状态时，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影响人口均衡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育负担问题。生育负担主要就是经济负担，当代大部分年轻人面临各

种压力，许多人不愿意生育，并且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期望值较高，希望可以给子女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

境，因此必须要降低家庭生育负担，提高年轻人生育意愿。首先，要给予经济支持。可以通过降低个人所得

税，实施生育专项等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家庭生活成本。其次，要减轻教育成本。教育成本在大部分家庭中

占主要成分，降低教育成本就是降低育儿成本。通过公益性活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真正做到教育公平，降

低教育费用。最后，要完善住房保障。许多年轻人不愿结婚最主要原因就是住房压力过大，房价太高。因此，

要鼓励生育就必须控制房价的持续高涨，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住房贷款政策，解决流动人口住房。 
我国的生育政策一直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指导下，实施有计划的生育政策。国家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所实施的生育计划，确保了我国总体人口的良好发展。当前，对于我国总体生育率偏低的事实，我

国所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够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我们要想从源头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

题，就必须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同时也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6]。 

4.2.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化产业发展，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满

足老年人所追求的多层次、高品质的健康养老需求，国务院发表了“十四五”8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6人民日报，《中国养老服务体系面临难题，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单一》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1/02-24/2864322.shtml. 
7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EB/OL]. [2021-05-11].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8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__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4154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1/02-24/2864322.shtml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https://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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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规划[7]。 
首先，构建城乡老年助餐服务体系。鼓励综合利用社区资源，打造一个安全卫生、价格公道的社区

老年食堂，让老年人买菜做饭更加便捷。重点关注农村等偏远地区的服务体系，要大力支持当地的养老

服务机构。其次，完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通过老年健康宣传等多种活动，给老年人普及健康教育和

健康管理方面的知识，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素养。要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加

强老年人群传染病的预防。最后，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套，要严格按照规定设置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可适当调整标准，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同时也要加强社区设施监察，防止

设备老化给老年人带来不必要的损伤。 

4.3. 大力发展老年产业、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人是劳动力的主要因素，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

具有劳动力，只有当人的体力、智力等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时，才能成为劳动力。当前，我国老龄人口逐

渐增多，劳动力供给有所下降，所以我国应该放宽劳动人口的年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老龄人口的

自给自足。 
生产力与消费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老年人没有像年轻人那样的消费欲望，因此消费力必然下降，

生产力也随之下降。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老龄人口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我国庞大的老龄人口基数，

老龄人口的总体消费力不可忽视，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老年产业，激发老龄人口的消费欲望，以此来拉

动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老年产业与老年人力资源是息息相关的，要发展老年产业，必须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首先，调整市

场供需关系。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市场与老年产业在供需关系上产生失衡现象。因此，要通

过不断优化老年产业市场体系，增强市场创新服务功能，协调老年产品的供给需求，促进丰富的老年产

品上市。其次，扶持制定相关政策。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制定和实施，为老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

配套政策支持，推进“银发”产业的现代化。最后，推进延迟退休政策。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我

国的医疗水平和人口整体素质提升，退休年龄与现实工作情况不相符。国家也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9，要尊重老年人的主体地位，发挥老年人的工作热情，构建老龄化友好型社会。 
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且人口老龄化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

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但同时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且人口基数大，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必定是一个持久、艰难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充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同时也要

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并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去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下能够更

好地掌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动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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