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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未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长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的老龄化情况十分复杂

和特殊，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不断加重。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

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不断凸显，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因此，本文通过对我

国养老工作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试图通过探讨养老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来为我国的养老问题寻找更

好的出路，助力解决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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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affecting the long-term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future. At present, the aging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is very 
complex and special, the spee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size of the old population, and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aging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t the same time, the unbalanced re-
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has been highlighted, which brings challenges for 
promoting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refore,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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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ing the pension work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a better way for the pension problem in our country by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pension community, to help solve the ag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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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老年人口)
占比达 13.5%，较 2010 年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与上一个 10 年相比，上升幅度加快了 2.72 个百分点[1]。
由此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在不断的加深，而且加深的速率也在明显的提高。根据国家统

计局 2022 年发布的数据来看，2022 年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 85 万人，实现了 61 年以来也就是从 1962 年

以来人口的首次负增长，而新生儿总数的减少更是给我国本就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雪上加霜。总体上

来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学术界不少学者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从

不同学科角度作出探讨，本文则以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在现有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通过养老

共同体的构建来更好的解决现有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采取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真正的做到

使全体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造福老年人民。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2.1. 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老年人口基数很大，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特征。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我国还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的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的规模巨大，

而且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持续的增长当中。有数据显示，我国的老龄人口是其他几个欧洲发达国家的老龄

人口之和，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另

一方面我国的老龄人口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这无疑是加剧了我国应对严峻的老龄化

问题的压力。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过快，这是我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问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

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加快，随后老龄化的速度更是逐年递增。2000 年我国开始进入轻度老龄

化社会，2021 年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国由轻度老龄化到中度老龄化仅仅用了 20 余年，并且老

龄化的速度仍处于很高的状态，加速迈向重度老龄化社会，成为了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

一。所以，总体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出持续加深的趋势。 

2.2. 人口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 

首先，从地理区域上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地理分布上看，我国东部

发达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是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而且我国的老龄化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递减。上海是我国

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它于 1979 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而宁夏则是我国最晚进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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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的城市，可见东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老龄化情况，并与人口老龄

化大致呈现出正比的关系。其次，我国各个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有非常大的差异。2023 年上海、浙

江等地的老年人口占该省人口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 17%，山东、安徽等省份也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

年人口占比超过 14%。西部地区，例如宁夏、新疆、西藏等省份的老龄化程度有明显降低，尚未达到 10%。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各地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都有明显的加深。最后，我国人口

老龄化的城乡差异也十分突出。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脚步的加快，我国农村的青年劳动

力向城市涌去，农村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进而造成农村空心化，农村留守的老人增多。因此，农村地

区的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地区，致使我国老龄化出现较大的城乡差异。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数据来看，2020 年我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就比城镇高出将近八个百分点。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老龄化人口各个省份、地区、城乡的发展差异较大，这也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

结果。 

3. 养老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意义 

3.1.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全社会养老服务质量 

养老共同体的构建对于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养老服务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

构筑全社会的养老共同体可以有效整合社会各方的力量，国家完善基本的养老服务制度，明确政府、社

会、市场、家庭在我国养老的服务中各自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各方力量和主体的主动

性一齐承担社会的养老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问题。同时养老共同体的构建可以有效的提升养老

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推动养老服务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总而言之，养老共同体的构建对

于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养老服务质量的提高都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3.2. 凝聚全社会养老合力，构建养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老年人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环境是存在较强的依赖性的。良好的家庭、社区、社会养老环境对于老年

人养老、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养老共同体的构建则会从各个层面营造浓厚的养

老、敬老氛围，为老年人创造更舒适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家庭养老共同体、社区养老共同体的构建能

够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出行条件和安全的社区环境。另一方面，和谐且相互尊敬的家庭分为以及社区邻

里关系则能够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使老年人能够感受到爱和尊敬，减少孤独感，提高生

活的质量。另外从大的社会层面来说，养老共同体的构建会促进良好的养老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生，构筑

良好的尊老爱老的社会文化环境，助力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总体上来说，通过构建养老共同体能够

有效的整合社会各个方面的合力，凝聚社会各方的养老共识和行动，真正的实现全社会共同应对人口老

龄化，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难题。 

3.3. 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都属于朝阳产业，在该背景下打造养老事业和产业相结合

的共同体一方面可以充分满足我国基层、基本养老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分发展养老产业、创

造更大的社会财富，使养老产业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充分激发养老产业活力、盘活养老产业市场，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积累社会财富。其次，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能够更好的满足不同收

入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弥补市场短缺的情况，不断扩大养老产业发展的规模，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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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养老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基础 

4.1. 共同体思想 

共同体这一词来源于德语，是社会学当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共同体的内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也

不断地发展、引申，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及理论。马克思一直以来都对共同体的相关内容十分重视，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就已经体现出了自己的共同体思想的倾向。马克思认为共同体是由某些特定的人群所

组成的集合体，共同体指的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它可以指家庭、氏族、部落、社区、社群,又可以指国家乃

至超国家的人群集合体[2]。滕尼斯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今学界的影响较大。1887 年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

社会》一书当中，滕尼斯对共同体这一概念及其特点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滕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必定存

在某些联系，人这一群体是一种关系的集合、处于关系中的存在。他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通过

二分法的方式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即共同体和社会。滕尼斯又进一步区分了共同体的三种基本形式，

也就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其他著名学者也对共同体内涵进行了分析和界定，

这也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养老共同体的构建首先就是要明确共

同体的内涵，明确养老共同体是老年群体基于物质和精神上的统一的共同体。在养老共同体中朝着为老

年人提供高质量身心照护的核心目标，凝聚敬老效老的精神共识，从而协同政府、社区、邻里、家属、

老年人自身等各方主体，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建立起高质量的养老共同体。不管学界的学者如何对共同

体的概念进行阐述，共同体的主体都是人，立足于人，养老共同体的构建也必须满足共同体的核心人群：

老年人的综合需求，实现养老共同体内老年人自助和社会帮助的养老体系，真正的实现让老年人安享晚

年的美好愿景。 

4.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人们认识人口现象、探寻人口规律、剖析人口实质的重要理论工具，是我国

多年来制定人口政策、促进人口发展、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基础，对我国百年人口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3]。第一，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人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阐述其实就包含着人口概念，后来马克思又直接了当的指出人口其

实就是一个具有多种规定和关系的总体。马克思对于人口本质的释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的，是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人口现象进行研究。恩格斯则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将生产分为两种，

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种则是人自身的生产。综合来看不管是物质资料生产还是人自身的生产都

离不开人，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因此人以及人口这一群体既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又具有自然性的一面，

本质上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第二，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是人口的基本属性。在社会中人类自身

为了生存必须要首先满足自身的吃喝拉撒的需求，因此在满足这个需求的过程中人进行了物质资料的生

产，成为了生产力。同样的作为生产力的人所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等也将被人消费，由此可见人不仅是

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是二者的集合体。第三，人口的发展既是人口数量增长也是人口质量显著提高的

过程。顾名思义，人口数量的增长就是人类通过繁殖使人口越来越多的过程。而人口质量的提高则主要

体现在人口的各个方面素质的提高，比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等等。其中文化素质对于人口质量的影响

较为深刻，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还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过

剩问题，尤其是劳动力人口过剩的问题进行了揭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人口问题从根源上进行剖析，

能够帮助我们认清楚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所在，进而针对性的提出应对的策略，为人口老

龄化问题的应对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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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 

养老共同体的建立植根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虽然我国古代并没有与共同体相一致的准确表述，

但是一些思想确实蕴含着共同体的理念。养老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的“天下观”“大一统”等思想相

联系。在当时的时代，“天下”就是当时的共同体，包含着天地万物。后来，在“天下”的影响下，又

产生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不同于西方含有殖民主义的“帝国”文明，中华文明素来就有天下为公、

天下一家等以“天下”代表人类一体的意识，这也是成为养老共同体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

被开创性提出的文化关键因素[4]。 

5. 养老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 

5.1. 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服务共同体 

“以人为本”概念源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和后来的人本主义

思潮在哲学——人论方面的共同特征是主张人是世界的中心和尺度，把人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核心

或最高问题[5]。后来我国提出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告诉广大人民我们是为什么发展，

发展又是为了谁，以及如何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以人为本”即坚持把人、人民放在首要位置，

国家、社会发展绝不能脱离人民、忽视人民群众的需求，而是要从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最

终朝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我国养老共同体的构建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老年人

的现实需求放在首位。我国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服务供给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以及新型养老和医疗结

合的过程中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尚未能真正的实现养老机构的“养”和医疗机构的“医”有效结合。

养老共同体的构建要求“养”“医”结合，摆脱养老机构孤立的“养”和医疗机构单纯的“医”，才能

充分的满足我国目前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口的实际需要。 

5.2. 坚持均衡发展，构建农村和城镇养老发展共同体 

由于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层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和城

市的养老服务体系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状况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因此

构建农村和城镇养老服务发展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缩小城乡养老服

务差距。第一，稳步推进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虽然目前农村养老服务仍处于落后的境

地，但是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也从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要根据各个地区农村老年

人口的现实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符合各地区老年群体的有效政策并稳步推进，从而逐渐追赶

城市养老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养老平衡，构建农村和城镇养老共同体。第二，要充分发挥农村养老过程

中家庭和社区的作用，无论是城市养老还是农村养老，家庭、社区都是养老服务的首要主体。在养老问

题上，要树立正确的养老价值观，理解养老的现实意义，家庭和社区要积极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尤其是

儿女一定要承担起孝敬父母的责任，这种责任既包括给父母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支持，还包括对老年父母

进行精神上的支持，多多对父母进行陪伴，真正的保障老年人的老年幸福指数。如此一来社会乃至整个

国家的养老保障压力就会减轻，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会得到更加有效的应对和缓解。 

5.3. 坚持长远眼光，铸造养老产业、事业结合共同体 

2021 年，我国的二十大报告中就有谈到，新时期我们国家要实行更加积极的策略来应对人口老龄化，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更好的优化老年人服务，真正的推动全社会的老年人都能够享有基本的养老

服务。新时期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要以更加积极的财政和政策来支持养老事业的发展，加快养老事

业的进一步优化，更重要的是要以多种举措激发养老产业的活力。要立足于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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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等打造智慧养老的新形式，让养老产业充分的与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地深化。真正的构建

基于远程技术的智慧养老产业模式、基于智能家居的智慧养老产业模式、基于多元供给的智慧养老产业

模式[6]。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是作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两架马车，必须实现深度的协同发

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掉队。但就目前我国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二者的协同发展还需要

突破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二者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还不够健全，二者深度耦合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实现，

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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