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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问题在近年来逐步成为本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

问题日益严峻，亟待解决。如何通过科学的理论分析老龄化问题并找到应对之策，便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本文在对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产生的多样性原因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两

种生产”理论为代表的人口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阐释人口老龄化以及以此造成的社会问题

背后深层次的物质动因，也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理

论要义，以及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与理论相应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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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social problem facing China in this 
century in recent years, restric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proble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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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How to scientifically analyze 
the aging issue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ind countermeasures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diverse causes of its emergence, 
and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uses the population theory represented by 
Marxism’s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ory to explain the deep-level material causes behind pop-
ulation aging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it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population aging through Marxist theory and pro-
poses practical path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eo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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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活

的重要问题。中国老龄人口日益增多，其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

个主要问题。人口问题源于社会的飞速发展。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了我国人口过快的增长，减轻了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但同时也导致了老龄化问题进入 21
世纪后更加严重。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共计 2.97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老年人日

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以及康复护理等方面的需要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诸多需求都日益凸显，养老问题

日益严峻，不得不引起重视。人口数量和质量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内容，也是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1]。我国的人口红利曾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

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助推优势被老龄化迟滞经济社会发展所取代。对于我国当下由人口结构所带来的

困境，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从现实的出发，根据物质生产的逻辑为基础，可以为破解这

一困境提供十分有益的指导。 

2. 我国老龄化问题现状分析 

当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认

识到老龄化的严峻事实，剖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用科学的理论解释并找到应对之法，是正确对待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2.1.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老龄人口基数大且增速较快。根据第七次人

口普查的数据，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约为 2.64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18.7%；65 岁以上人口超过 1.91 亿，

占总人口比重为 13.5% [2]。而根据部分专家预测，我国 2035 年老龄人口将在 2035 年突破 4 亿，占总人

口比例接近 30% [3]；第二，地域之间发展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老龄化程度普遍高于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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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未富先老，导致社会经济压力大幅上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并且老

龄人口的个人储蓄不足，导致养老支出随着老龄化率的提升压力逐步增大。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广大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养老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2.2. 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多样性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现代年轻人对生育的态度发

生了显著变化。随着育儿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

化。年轻人对于生育的意愿相对减弱，这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其次，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影响

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政策的实施加速了我国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进一步影响

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最后，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人均寿命的显著延长。新中国成立之前，高生育

率与高死亡率并存，人口增长并不显著。然而，自 1949 年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快速进步以及科教文卫事

业的蓬勃发展，在总体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口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均寿命逐年攀升，老龄

化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 

2.3. 人口老龄化影响深刻且广泛 

在当代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愈发深远，其首要体现便是在消费结构层面。随着老龄人口在收入

水平、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转变，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诸多与老龄人口息息相

关的行业，如医疗保健、食品消费、服装休闲、文娱教育等，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其次，人

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了显著影响。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减少，这不仅限制

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供给，也对整体劳动生产率构成了挑战。此外，老龄化还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

成了重大考验。老龄人口数量的增长无疑增加了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提出了

更高要求。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构建更加完善、高质量的社会

保障体系，确保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在家庭层面，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在老龄化背景下承受着越来越重的负担。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家庭养老面临诸多挑战，空巢老人和失

独老人的问题日益凸显，这需要我们探索更加多元化、人性化的养老模式，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家庭养

老困境。 

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理论简析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以及人口结构都对经济

社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而随着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人口的绝对增长率和过剩增

长率都会随之变化。 

3.1. 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规律 

马克思主义所指的人是社会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口则是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生

活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地区的具体的人口。社会生产方式不同，人口规律也会不同，这一观点在《资本论》

中得到了论述“实际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着其起到特定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

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受过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4]。” 

3.2. 两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指出：“在正常的生产基础上所产生的过剩人口和正常人口都已经是被决定了的。人口限度

的本身决定了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的数量大小[5]。”这一观点在恩格斯于 1884 年出版的《家庭、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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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也就是“两种生产”的理论。恩格斯指出，直接生产的生

活和再生产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本身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包括衣、食、住等

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而另一种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

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自身的生

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者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之后，

人自身的生产就越来越受到所有制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了。 
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两种生产”理论中得到揭示。由“两种生产”理论得知，经济社会

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人口的发展状况，而人口发展状况则对经济发展起着能动的作用。人是生产的主体，

而人口的过度膨胀则会对物质资料的生产产生影响，进一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3.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老龄化问题解决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最终原因以及最伟大的动力都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当

下重大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其产生的最终原因和动力自然也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

方式的改变，机器以及其他生产工具的操作逐步替代了人工劳动。加上通信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劳动人口的替代物逐渐增多。19 世纪社会化大生产与大工业迅速崛起的情况下，马克思与恩格斯

就大工业发展状况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历史的总结以及对现实情况的考察，得出了在

过去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在其统治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较之过去的一个世纪所创造的生

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这样一个结论[6]。 
随着人口质量的不断提升，对于劳动工具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生产工具便处于不断更新换代的状

态，人口质量和数量的变化会对社会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对两种生产理论的

分析研究，将两种生产和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现象的人口老龄化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有助于我

们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 

4.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理论启示 

以“两种生产”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明确阐释了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内在动因，对我们发

现人口运动规律和人口发展规律，找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学方法有着重大意义。 

4.1. 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坚持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着眼于现实的人，从现实的人出发分析和解释世界。虽然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老龄人口

出现的必然性，但是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老龄人口与其他人口毫无差别，理应得到相同的重视。进入

新时代，更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积极硬度仪人口老龄化的国建战略，构建养老体

系以及整体社会环境，切实维护老龄人口的切身利益，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制定和实施人口

政策的根本前提。 

4.2. 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坚持人口的均衡 

“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正确地处理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这两个方面的矛盾。

对于人口的数量及更替，要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相平衡，而物质资料生产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应该与人口

生产相平衡。这就引出了两个前提：第一，作为无数消费者的集合体，人类必然要有充足资料。这种状

况一旦发生不平衡，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危机。 
实现这样的平衡必须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持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均衡。当下生育率和死亡率

的失衡主要是因为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第二，要实现各年龄段人群的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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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所以，只有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群与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之间达到

一个平衡，才是一个社会的最优平衡；第三，要实现人口质量与老龄化水平的平衡。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是指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而人口生产率较低的人口消费能力较低。为此，我们要从劳动人

口的身体、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素质入手，为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迎接人口老龄化，创造出良好

的人力环境。 

4.3.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应该人口问题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把握。把人口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矛盾中考察。人口发展必然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应对人

口发展的经济基石，掌握人口老龄化背后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对我国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 
首先，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是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目前的生育率低下，其背后

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日益增大的社会育儿经济压力。要缓解我国居民的养老负担，提高其经济实力，减

少生活支出，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是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其次，面对老

龄化带来的挑战，我们要直面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健全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有扎

实的经济基础支撑；增加养老服务设施，健全养老社会服务系统，需要更多的经济基础；要想有效地减

轻社会及工作人员的养老负担，还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持。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必须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4.4. 应对老龄化应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 

本质上，人口问题是发展的问题，而这一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因此，人的全面、自由、

有保障的发展便十分重要。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必须尽己所能，以智慧和力量为老年人

建立起完善的关怀、服务与保障体系。我们应致力于推动老年群体的发展，塑造他们积极、健康的形象，

提升他们的生活境界，充分挖掘老年群体的红利价值。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特别提出了五个“老有”和六个“老有”等指导方针，旨在确保每一位老年人

都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得到妥善的照料与供养；“老有所为”，发挥自身潜能，继续为社会做出

贡献；“老有所依”，在亲情、友情和社会的关爱中找到依靠；“老有所学”，保持学习的热情，不断

丰富自己；“老有所教”，传承智慧，教育后代；“老有所乐”，享受幸福晚年，拥有快乐的生活。 

5.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实践启示 

人口老龄化势必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对我国未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人口

理论来解读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问题和特性，根据上述分析，“两种生产”理论可以为应对老龄化

问题的实践提供指导。 

5.1. 完善生育配套政策，促进人口的均衡协调 

人口生产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基石，而物质生产则是支撑社会消费力的核心要素。二者必须密

切配合，才能维持人口生产率和人口消耗的动态平衡。要保证社会物质生产的稳定性，适应日益增加的

消费需要，就需要加强人口生产，为社会储备充足的生产力。这就需要我们实行更开放的生育政策，并

健全相应的配套措施，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发挥生育潜力，抑制总体生育率的下滑，进而建立一个更和谐

的家庭代际关系，从根本上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具体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家庭的生育压力。这就包括加大对生育的经济刺激，比如减少家庭

经济负担，认真落实“双减”，坚持公共利益、公平，破解教育困境；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健全住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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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切实落实“房住不炒”的方针，减轻青年人的经济负担。其次，必须创造良好的生育条件。其

中包括完善有关婚假和产假等相关规定，推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发展；同时，要加强对妇女的劳动

保护，加强对妇女劳动权利的保护，为妇女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倡正确的生育

观。在国家层面上，应通过强化政策导向，加速制订和执行生育政策，在全国形成“优生优育”的大环

境。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生育观和生育观的培养。 

5.2. 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 

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质量、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转换为生产力的效率。一般

来说，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应就会越来越多，从而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工作人口所占比重的下降，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可以提高我国的有效劳动力供应，维持经济平稳发展，而且可以对促进经济的

转变起到重要作用。 
应当立足优生优育，加大投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保障体系；提高人口思想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浸润到每个公民新中华；同时，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不断完善基础教育，教育资源对外开放，营造

全民学习的良好风尚。 

5.3. 释放老龄人口的潜在红利 

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说，老年人由于其生理机能的逐步退化，其参与社会直接生产的功能必然会受到

制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的“青年”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老年群体的

社会属性，并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与释放。我国老龄人口资源丰富，人均寿命延长，并具有相当的

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这些优势应当被充分放大，以充实国家的劳动人口，并减轻社会养老压力负担。

通过合理引导和利用老龄人口的潜能，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推动社会的持续和谐发

展。在推进延迟退休的政策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的

优势，突破老年教育所面临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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