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謂老年型人口國？
國際普遍使用聯合國的劃分方法作為衡量人口老齡化程度的

指標，即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達7%以上，便屬

於老年型人口國家。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採用另一種衡量指標，即以60歲

作為老年人口的年齡起點，當60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

口比例10%以上，便屬於老年型人口國家。

內地踏入人口老化階段
2010年，中國在全國進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

並於2011年公布結果。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11月

1日，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8億人，佔總人口

的13.26%；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9億人，佔總

人口的8.87%。無論是以65歲或60歲作為劃

分點的老年人口衡量指標，都顯示中國

已完全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

．增速驚人
2009年尾，內地60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

1.67億人，只過了11個月的時間便升到
2010年11月1日的1.78億人。如果按照這種
速度(每月增長100萬人)計算，中國60歲以
上老年人口到2012年底，將會超過2億人。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杜鵬分析說，到2050
年，中國老年人口數目將高達4.5億人，人
口老齡化程度達到31%以上。這個驚人的
數字意味 中國不但已踏入老齡化社會，
而且老齡化程度將越趨嚴重。

．東快西慢
內地的老齡化發展速度具有「由東向西

遞減」的特點：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
老齡化程度，明顯快過西部經濟狀況欠佳
地區。譬如，上海比寧夏早33年進入老齡
化社會。

．未富先老
幾乎所有已發展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

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在5,000美元至
10,000美元左右，屬於「同富同老」型或
「先富後老」型。但中國在「未富先老」
的狀態下進入老齡化。「未富先老」意味
社會能提供給長者養老的資源短缺，這

對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帶來不少挑戰
和壓力。

責任編輯：吳欣欣　版面設計：吳景強
逢星期一至五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文匯教育 A27

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通識中國

1. 陳可冀主編：《老齡化中國：問題與對策》，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年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科學研究中心主編：《構建和諧社會：關注老齡化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3.《放寬計生政策　解決人口老化》，《香港文匯報》，2012-03-10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3/10/CH1203100038.htm

1. 根據上文，描述內地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和趨勢。

2. 內地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成因為何？

3. 人口老齡化對內地的社會資源、醫療制度和勞動人口造成甚麼影響？試舉例加以說明。

4. 有人說：「『一孩』政策加劇內地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你對此說有何看法？

5. 假設你是內地居民，你會如何向中央獻策以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特點
．數目升幅驚人

．東部增速較快，西部較慢

．社會尚未富足，缺乏養老資金

原因
．戰後爆發出生潮　人口基數變大

．生活改善　人均壽命延長

．民工出城謀生　長者留守農村

影響
．勞動人口減少

社會負擔加重

．醫療支出龐大

．護理不足　無人照料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近年，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根據聯合國

人口基金會的最新調查顯示，目前中國65歲以上人口接近

1.3億人；這個數字到2050年將高達3.32億，佔總人口的23%。

面對老齡化這個全球性問題，中國需要更迫切地尋求解決方法。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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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投工作 阻現勞工荒
大部分長者退休後仍身體健康、思維活躍，他們不願

無所事事，終其一生。因此，政府可積極開發和利用長
者人力資源，這不僅可讓他們發揮「餘熱」，豐富生
活，增加收入，還可彌補未來勞動力的不足現象。此
外，隨 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和長者工作意願的增加，
政府也應考慮探索彈性的退休政策。

2. 適度多生 紓「獨生」壓力
為避免中國低齡人口數目佔總人口數量比例的繼續降

低，政府應有條件地允許育齡婦女適度地多生、優生，
令中國從低生育水平逐漸回升到生育的更替水平。這將
有利於緩解中國長者撫養比越趨嚴重的趨勢，減輕社會
養老、醫療保險的壓力。其次，這也有助改善中國未來
「四二一」的家庭人口結構，從家庭代際比例上增強養
老功能，降低長者「老無所養」的可能性，減輕子女對
供養父母的經濟壓力。

3. 完善社保 尤扶助農村
政府應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令老年群體的

經濟和醫療得以保證。另外，在完善社保體系時應因地
制宜，汲取各地的成功經驗，重視對農村和其他社會保
障薄弱地區的扶持。

4. 勵民發展老齡產業
政府必須大力鼓勵發展老齡產業，如養老保健、醫療

康復、老年護理、長者教育和文化娛樂等，建立發展老
年大學、老年公寓及養老院等，保障長者的身心健康，
豐富他們的生活，提高長者人口的整體素質。此外，政
府還應加強針對老齡人口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吸引社
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領域，支援和鼓勵民間資本建設養
老運營管理機構及護理機構等。

5. 填補城鄉差異 化解矛盾
中國的人口遷移造成東西部，以及城鄉的人口老齡化

狀況的差異，發達地區和城市正向不發達地區和農村反
向輸出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因此，政府應重點關注部分
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出的欠發達區域和農村的「空巢」
問題，以及勞動力不足的現狀，建立東西部之間、城鄉
之間的補償機制，化解這些地區可能因人口老齡化所致
的壓力和矛盾，逐漸縮小地區發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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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保可增加對長者的生活保障。資料圖片

■部分內地長者面臨養老金不足的困境，甚至

連三餐溫飽也成問題。 資料圖片

現代中國＋公共衛生＋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全球化

中
國
變
老

情況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

示，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8
億人，佔總人口的13.26%；
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9億
人，佔整體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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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區先失守 養老資源短缺
內地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呈現以下3個特點：

■內地的人均壽命不斷延長。 資料圖片

綜合社會輿論而言，內地的老齡化問題的成因主
要與生育情況、生活水平和人口遷移模式有關。

戰後爆嬰兒潮 「谷大」人口基數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戰亂的結束大幅度降低人

口死亡率，而生育率則驚人地增長，特別是上世紀
50年代和60年代為兩個人口生育高峰期，形成巨大
的人口轉變增長，雖然1978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
對人口生育進行限制，但30年前的生育高峰已形成
龐大的人口基數，這些人口目前已經或即將邁入老
年階段，並在未來幾年持續增多。

生活改善 人均壽命延長
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國民的生活條件得

到改善，壽命就會得以延長。最近幾十年，中國的
經濟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令內地的人均壽命不斷
延長，長者人口日漸增多。

民工出城謀生 長者留守農村
中國人口遷移形式以農村到城市遷移的比例最

大，到本鄉鎮以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數目，佔農民
工總數的62.3%。其主要輸出地來自中部和西部。
中國人口遷移的這種特點導致農村與中西部省份面
臨更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壓力。

生育政策先鬆後緊 奏效需時

■人口老齡化增加內地

的醫療開支。資料圖片

人口老齡化對內地的社會資源和醫療制度帶
來不少挑戰。

勞動人口減少 社會負擔加重
大部分長者雖然不再直接創造財富，但其消費

活動並未停止，且在某些領域還呈上升趨勢。另
一邊廂，隨 青年就業人口的減少，養老金入不
敷支的現象顯得越來越突出，社會負擔將會進一
步加重，嚴重甚至影響國家的競爭力。

醫療支出龐大 錢從何來？
長者對衛生保健服務的需求較高。隨 人口

老齡化的加劇，長者人口數量猛增，各項費用
將進一步上升。以山東省為例，據調查，2008
年該省長者人口的人均醫療費支出為1,805.18元

人民幣。按此標準推算，2020年，山東省60歲及以上
長者人口醫療費用支出總額將達398.66億元人民幣。

護理不周 獨守空巢
根據調查顯示，中國約有3,250萬長者需要不同形式

的長期護理，有5%人抱有入住養老機構的願望，而這
個比例將逐步提高。但目前專為長者提供服務的設施
嚴重不足。另外，長者的心理需求和精神慰藉難以滿
足。在中國近1.78億名長者中，有一半過 「空巢」生
活，獨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婦無人照顧，權益得不
到應有的保障。

眾說紛紜 哪個可行？
隨 內地人口老齡化現象日漸加劇，社會各界人士先後提出多個解決方案，希望紓緩問題。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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