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4, 11(3), 776-782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103  

文章引用: 张佳佳.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践启示[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3): 776-782.  
DOI: 10.12677/ar.2024.11310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践

启示 

张佳佳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4年4月9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11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20日 

 
 

 
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

基本国情。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较为严峻，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老龄人口呈现出基数庞大，增

长较快、分布不均，差异明显、未富先老，经济承压等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一种研究人

口现象、探索人口规律、剖析人口实质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正确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提供坚实的理

论基础。因此，鉴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的现状，秉承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理念为方针，探

索并实践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人口治理之道，显得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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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stage,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s also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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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At presen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is relatively seriou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the aging population presents a large base number, fast growth, 
uneven distribution, obvious differences, old before rich, economic pressure and other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A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to study population phenomenon, explore popu-
lation law, analyze the essence of population,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
cal basis for our countr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solve population problems.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situation of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it is particularly cru-
cial to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as the guideline, and explore and prac-
tice a population governance way that is in line with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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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正在面临或终将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定义，学

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它指的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中，相对于年轻群体，老年人群体数量的增长，从而

导致了社会总体结构中老年人所占比重的逐渐上升，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而不仅仅是指人口

年龄的上升。而通常的国际标准定义，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总人口的

10%，或者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7%，那么该国家或地区被视为步入了老龄社会。进入新时

代以来，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逐渐成为党和国家高度关切并予以重点关注的社会现象问题。党

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

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1]。”为我国在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战略支持。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考察和分

析了人口发展过程，论述了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关系以及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的制约作

用，把人口现象、人口过程和人口规律放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考察，从而把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建立在

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同时，揭示了人口问题的本质，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方案，为我国制度人

口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进行深刻探究，并将其作为指导，以寻求

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对策和治理方法，显得尤为关键。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占比的不断上升，老龄化问题逐渐突显，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这一现象不仅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而且对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布局具有深远的影

响。因此，准确评估现状，探究其根源，并清晰认识其所带来的影响，是正确应对和解决老龄人口增长

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日益显著，其趋势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1) 从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呈现出基数庞大，增长较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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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到 2020 年底，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增至约 14.43 亿人，这一

庞大的人口规模为我国所要面临的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了基础。在我国总人口中，2020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 2.64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18.7%，65 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 1.91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13.5% [2]，全球每 4 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不仅如此，我国人口老龄化一直持增长趋势，自 2001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超过 7%，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二十多年来即 2021 年步入深度老龄化，其增常速

度远超于英法等欧美国家。另有专家预测，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在 2057 年将达到 4.25 亿人的峰值，占总

人口比重为 32.9%-37.6%。 
2) 从老龄化的地理分布看，呈现出分布不均，差异明显的特征 
由于东西部和南北方地区在社会经济水平方面上的差异，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上也存在明显

差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老龄化形势比西部地区更为严重。其中东三

省老龄化问题尤其突出。辽宁省是全省人口老领化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其老年人口比例高达 25.72%。

紧随其后的是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两省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分别达到了 23.06%和 23.22%，而天

津、山东、江苏、上海、重庆等地区老龄化程度都在 20%以上[2]。相比于东部地区，西藏是人口老龄化

程度最低的省份，2020 年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仅为 8.52%。一方面因为该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在 2020 年，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 71.1 岁，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大约低了 6 岁。另一方面，在同

一年中，该地区的出生率达到 14.6%，位居全国之首。这两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西藏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

比例较低的局面。 
3) 从老龄化的社会影响来看，呈现出未富先老，经济承压的特征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社会将面临一个现实，即老年人口在相对较大的程度上被视为缺乏生产性劳动

力，而主要构成消费性的群体。这种趋势无疑将对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施加压力。但

由于我国人口平均年龄的增加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呈现出“未变富先变老”的局面。“未富先

老”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整体经济水平还不十分发达，社会应对老龄化的准备不足；二是老年人

口在个人经济储备上存在不足，面临着较大的养老经费负担。虽然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在 1995 年，当其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14%的时候，人均 GDP 已经高达 40,000 多美元，这反映出与我国在经

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 
(二) 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多重 
人口老龄化的形成与快速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 计划生育的国策，出生人数逐年较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人口数量持续增加，控制出

生率的问题逐渐被党和中央政府所重视，并在中共十二大上将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政策。

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之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中国的

总和生育率有了显著下降，从 5.8 降至 1.7 至 1.8 的范围，之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致维持在 1.8 左右的

水平波动[3]。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促使了新生儿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显著下降，从而推动

了国家由高生育水准向低生育水平转变的重要进程，这一过程对国内人口构成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2)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延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医疗

条件的持续改善，加上老年人对健康保养意识的提升，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呈现出延长的趋势。在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面临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问题，导致国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 35 岁，然而，随

着国家对生产力的大力推动，尤其是自 1978 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系列的变化也反映在了人均寿命的提高上：从 1981 年的 67.77 岁增至 2019
年的 77.30 岁。这一跨越式的进步得益于国家在医疗保障、教育质量、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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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进步和改善。 
3) 社会环境的影响，生育意愿持续降低。尽管国家在 2015 年完全开放二胎，鼓励生育，但我国的

总和生育率依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一方面，当今社会环境下，由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

导致经济和精神压力不断加大，妇女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出生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年

轻一代的教育水平持续上升，他们的思想也越发倾向于开放和自由，从而导致晚婚和晚育趋势的普遍盛

行。此外，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年轻人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而是

更倾向于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而选择少生优生。 

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角下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遵循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发展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等内在关系的科学理论，

是马克思恩格斯于 19 世纪中叶在批判资本主义阶级人口论的基础上创立的，其形成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

的过程，不仅是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始终，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核心，为

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理论内涵 
1) “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最一般规律，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探索之中。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种生

产”的思想得到最早的明确阐述，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人的生育功能，使得人能够不断重复出现，自此

“人类自身生产”的概念开始出现。在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式提出“两种生产”概念，

并经过不断地论证与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高

度归纳性的阐述。他曾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

和在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

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4]。因此，作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物质资

料生产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还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人类自

身生产在生产新的生命，实现人类的增殖过程中，也生产出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两者相互作用，

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2) 人口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理论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特殊的

人口规律，没有抽象的适合一切社会的普适的人口规律。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生产方式深刻影响着社

会、政治和精神层面的各个维度，而人口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现者，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同样也受到社

会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制约。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在人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

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不同的人口规律。第二，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第三，不

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生产方式也起

到一定的影响。物质资料的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推动力，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一个社会的成

长也不可脱离其人口的基础。比如，在人力资源不足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短缺可能限制了对当地自然

资源和财富的充分利用，进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增长。相反，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区域，充足的劳动力有助

于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只有当人口发展同社会生产方

式相适应的时候，才能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 
3) 人口质量理论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包涵着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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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上，不仅关注了人口的数量，还分析研究了人口的质量。马克思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角度揭

示了人类的根本属性即社会性，认为人口数量的一定规模为社会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在其本

质上，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人口质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人的

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人口身体素质我的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先

天因素和后天环境。先天方面主要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而后期环境则涉及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环境

以及居住条件和工作压力等。其次，人口思想素质主要指思想道德层面。在不同的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

条件下，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他们的思想文化素养也会有所差异。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

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机器在各个领域中取代人工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知识

水平和增强熟练程度，提升个人的文化素质，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4)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理论 
在深入研究人口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人类是生产者，参与物质资料的生成和创造；另一方面，人类也充当消费者，通过使用这些物

资来维持生活。作为生产者，人需要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等条件，只有当人达到一定特定的年龄时，并掌

握如何使用工作工具、具备必要的技能与经验后，才能在确定的生产体系中与自然环境互动并与之相抗

衡，而在此进程中，个体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会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一员。同样，作为消费者，

掌握必须的消费技巧和具备消费能力是必要的。消费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需要随着社会的发

展，面对商品种类的日益增加，不断得到提升的。因此，人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当无数的劳动力

汇聚时，便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引擎——生产力。同时，众多的消费者聚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的购买力——

消费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相互依赖的，它们之间缺一不可，共同维系着社会经济的运转，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5]。 
(二)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启示 
1) 以人为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定义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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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观点中，个人并非

被视作孤立的存在，而是被视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而人口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实中，人以人口

的形式体现，而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构成等外部特征则反映了人的存在。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口是

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7]。“以人为本”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人口理论内容的始终，

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过程中，不仅继承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精髓，而且在

解决我国人口实际问题时，表现出从过去重点关注人口数量的“口”，转向更加重视个体的“人”的转

变，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反映了党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

人民的利益始终处于首要位置。 
2) 人口均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要素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实现“人口均衡”是解决人口问题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

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时，特别强调了二者之间达到平衡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

曾指出“共同体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8]，即人口的数量和更迭的快慢需要与特定的社会状

况保持一定的平衡，与此同时，物质资料生产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必须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协调。而在

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为了实现一个均衡的人口结构，我们不仅需要维护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

产之间的均衡关系，而且还需重视以下三个重要方面的均衡状态：一是保持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均衡

状态；二是保持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均衡状态；三是保持人口整体素质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均衡状态。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我国明确提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要求，彰显出“人口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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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我国人口政策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现人口发展的均衡性不仅是我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主要

目标，更是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策略。 
3) 发展经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探讨关于人口问题时，将其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矛盾中考察[9]，深刻研究了人口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发现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所起的

决定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0]，人口发展也必然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因此，在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时，我们一方

面要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降低生活成本，从而提高人口出生率。另一方面要夯

实经济基础，健全完备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所阐述的真理，

而且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选择。 

4.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我们应当从多个维度来审视和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基于“两

种生产”理论，我们应确保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源生产的协调发展；基于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的理

论，我们应巩固养老保障的经济支柱；基于人口质量理，我们应提升老年人的劳动贡献度；基于人是生

产者和消费者相统一的理论，我们应最大化利用老年人口的潜在优势。 
(一) 优化生育配套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发展受到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相互之间作用的制约。

这一理念强调，只有实现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和谐发展，才能确保社会进步。因此，必须保持两者之

间的均衡，这样才能促使人口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达成一种平衡状态。一是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减轻

个税负担，推行针对生育的税务优惠措施如专项扣税，从而减少家庭的经济压力；落实“双减”政策，

确保教育的公共利益性质，推动教育机会均等，并致力于解决就学难和学费昂贵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城

市住房安全网，优化房贷政策，以减轻年轻一代购买住宅的经济压力。二是创造良好生育环境。完善生

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适当延长婚嫁产假期限；保证女性就业合法权益，不断优化女性发展的社会环

境；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升儿童照看的服务供给。三是倡导积极生育观念。加强政策引领，形成

全国鼓励生育的政策导向；强化教育引导，抓好生育观念教育工作，营造“多生优生”的积极氛围。 
(二) 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劳动有效供给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强调，人口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效率和供给能力。鉴于我国劳动力人

数比例正在下降，持续提升人口的整体素养变得尤为重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能够有效增加我

国的劳动供给，而且对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增强

人口身体素质的前提和基础上，立足于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植于每位公民的

内心，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同时，不断完善基础教育，推进素质教育，从而不断提高人

口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三) 夯实养老财富储备，筑牢养老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入阐述了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基础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同时，人口老龄

化作为社会现象中一部分，必然也会受到其影响和制约。一是通过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优化经济发

展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行相适应；二是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分配

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企业财富积累与合理分配，稳步增加全社会的养老财富储备；三是注重

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健全老有所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

持续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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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挖掘银发消费潜力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刻指出，个体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也是消费者。当拥有消费能力的个体

集中起来，他们共同构建了社会的消费能力。通常来说，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在消费欲望和需求方面

显得更为有限。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现代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这一转变为老

年相关产业的增长提供了契机，催生出了所谓的“银发经济”。对此，我们需要协调市场需求和供给，

准确把握针对老年人群体(通常称为“银发”人群)市场的潜在机遇，不断完善和调整针对这一人群的市场

结构，建立一体化的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平台，促进产品的市场供应需求。此外，政府应当增强针对

老年人相关产业的政策支持，通过制定和完善综合的政策措施来促进该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同时，应激

励社会各界资本参与，确保老龄产业发展得到必要的保护，并引导该市场向着和谐与秩序化方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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