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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

保障，倡导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倡导以人为本、全面覆盖、公共管理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可持续发

展和多层次、多元化原则。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保障压力加大、家庭结构变迁、经济和社会发

展压力和社会稳定等问题加剧。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则为这些问题，进一步提出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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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problem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has be-
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arx’s social security thought criticizes capitalist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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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es socialist social security thought, and advocates people-oriented, comprehensive cover-
age, the combination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rinciples of multi-level and pluralism.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zation,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ed pressure on social security,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pressure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have intensified. Marx’s social security thought puts 
forward further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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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逐渐凸显出来——人口老龄化。这一挑战不仅

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康，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与社会

进步的同时，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是制约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这一现状，深入探索与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示。 

2.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是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论体系，包括社会救济、社会风险、社会福利等重要内

容，旨在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它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保

障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对象并不具有普适性，其基金主要来源于剩余价值，而目

的则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其本质仍然是

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构想。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基金来源于劳

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基本要求是与社会生产

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的实施需要依靠法律来保障，以确保其公正、公平和有效。 
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包括，第一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自由和平等，认为每个人都应有享受基本社

会保障的权利；第二是全面覆盖。社会保障制度应该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益；第三

是公共管理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社会保障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需要建立健全的公共管理机制，同时也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第四是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立在经济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第五是多层次、多元化。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满足不同群

体的保障需求[1]。 

3.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首先，要深刻理解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内涵及其成因。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

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在中国，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计划生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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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实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等多因素有关。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

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一现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从经济层面看，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可能会受到影响，导致部分行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社会对养老、医疗等公

共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长，这给国家和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社会层面上，老年人的增多也可

能对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截至 2023 年末，全国人口 140,967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9,697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这一比例相较于往年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显示出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不断加深。在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1,676 万人，占比达 15.4%，进一步凸显

了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2]。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医疗条件优越，人口老龄化

程度相对较高。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滞后、医疗资源不足，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然

而，随着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逐渐加快。 
具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老年人

口比例已经超过 30%。而在西部地区，虽然老年人口比例相对较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

仍然庞大。此外，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医疗资源匮乏等原因，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较为严重。 

4.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社会保障压力加大、家庭结构变迁、经济和社会发

展压力以及社会稳定问题等。 

4.1. 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压力：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支出也在不断增加。目前，我

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养老金缺口逐渐扩大。同时，由于老年人患病率较高，医疗费用也呈

现上升趋势，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了巨大挑战。 
劳动力供给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劳动力

市场的供需矛盾将逐渐加剧，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 

4.2. 家庭结构变迁 

传统家庭模式的解体：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三代同堂”家庭模式逐渐解体。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选择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养老服务需求增加：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加。然而，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突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难以满

足。 

4.3. 经济和社会发展压力 

创新力和消费力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长可能导致社会整体创新力和消费力的下降。由于老年人在新

技术、新产品等方面的接受能力和消费意愿相对较低，这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4.4. 社会稳定问题 

人口老龄化还可能带来一些社会稳定问题。例如，代际矛盾加剧，老年贫困问题凸显，这些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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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5. 改进对策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寻求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老龄化对

经济的不利影响。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改进对策，以应对这一

挑战。以下是对策的详细阐述。 

5.1.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首先要加大养老院、护理院等机构建设。针对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应加大养老院、护理院等

机构的建设力度。可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推动养老服务的多元化和市场化。 
其次要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覆盖面。加强对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

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应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加强监管和评估，确保养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最后是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娱乐活动。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应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娱乐活动。

可以组织各种文化、体育、娱乐等活动，让老年人在参与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价值。 

5.2. 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 

一方面我们要完善老年人健康管理制度。建立定期的健康体检和预防保健制度，为老年人提供全面

的健康管理服务。通过定期体检和评估，及时发现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提供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另一方面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的管理。针对老年人慢性病高发的特点，应加强对老年人慢性病的管

理。可以建立慢性病管理档案，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和康复指导，降低老年人的医疗负担和痛苦。 

5.3. 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提高养老金水平。针对养老金缺口逐渐扩大的问题，应逐步提高养老金水平，确保老年人的

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优化养老金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 
其次，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了保障城乡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应健全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提高参保率、优化缴费比例和待遇水平等方式，确保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养

老保障。 
最后，推进养老金制度个人账户。为了增强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应推进养老金制度个

人账户。通过个人账户的设立和管理，明确个人缴费和待遇的对应关系，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透明度和

可信度。 

5.4. 促进老年人就业和终身学习 

为了充分发挥老年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应鼓励老年人参与劳动市场。政府和社会可以通过适合老

年人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机会、优化劳动市场环境等方式，提供适合老年人的学习机会和资源，以满足

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和提高其生活质量。可以建立老年大学、开放大学等教育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

的学习选择和资源支持。 

5.5. 推进科技创新和智能化养老 

发展智慧养老技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智能设备、智能系

统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为了缓解医疗资源不足和分布不均的问

题，应推广远程医疗服务。通过远程医疗技术，为老年人提供远程咨询、远程诊疗等服务，降低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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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负担和痛苦。 
通过上述对策的实施，我们可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

祉水平。同时，也可以促进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目标。 

6. 结语 

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和实践原则，强调了社

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3]。 
总结来说，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是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

的理论体系。它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和缺陷，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构想和基

本原则，为我国人口老龄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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