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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老年问题特点

陆 杰 华

目前
,

国际上公认
,

一个国家如果 6 5岁及 以上人 口占总人 口 比重达到 7 %
,

或者一个国

家如果 60 岁及 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0 %
,

这个国家可谓老年型国家
。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以来
,

人口结构由于受到经济
、

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及

七十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
,

特别是七十年代末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广泛 实 行 的 影

响
,

其人口结构的变化呈现了不同的特征
。 一方面

,

少儿人口 占总人 口 比重急骤下降
;
另一

方面
,

老年人口在总人 口 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 这一状况必然加速人 口老化的进程

,

因此
,

在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战略中
,

我们必须注重人 口结构的变化
,

特别是老年人口变化

的发展趋势
。

我们以6 5岁及以上 人口 作为划分老年人的标准
,

图表可以反映出我国 1 9 6 5~ 20

50 年老年人 口变化状况和总体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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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表
,

我们可以把我国这一时期人 口

老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1 9 6 5~

1 9 8 5年为人口增长由年轻型向稳定型过渡的

阶段
。

1 9 6 5年
,

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

口 比重为 3
.

6%
,

7 5岁及以上和 8D 岁及 以 上

人 口 占总人 口 比重分别为 0
.

8% 和 0
.

3%
,

这

个时期我国由于三年 自然灾害后出现的生育

高峰影响
,

少儿比重增大
,

人口结构受到影

响
,

人 日 增长仍属于年轻型国家
; 1 9 8 5年

,

我国 5G 岁及以上 占总人口 比重为 5
.

1%
,

比 二 十

年前增长了41 %
,

而 75 岁及以上和 80 岁及以上 占总人 口 比重分别为1
.

3%和0
.

6%
,

也比 1 9 6 5

年增长了 0
.

5和 0
.

3个百分点
,

这时期我国虽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

老年人日 比重有所

上升
,

但是尚未进入老年型国家
,

人 口增长仍然属于稳定型
。

第二阶段
, 1 9 8 5一 个。 GS年为步

入老年型社会的过渡阶段
。

如果我国仍多幼于现有人口政策和保持现有死亡率水平的话
,

在二

十世纪初
,

我国开始步入老年型社会
。

从表 1看 出
,

到幼。 5年
,

我国6 5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

日 比重将为 犷
.

4%
,

同时期筋岁及以上和 80 岁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增加更快
,

分别为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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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
.

0%
, 分别 比 1 9 8 5年增加了 1个和 0

.

4个百分点
,

高年龄组老年人口大幅度增加势必使老

年间题更为突 出
。

第三阶段
, 2 0 0 5~ 2 0 5。年为我国进入高龄化老年社会

,

人口老化达到或超

过发达国家人 口老化水平的阶段
。

到 20 25 年
,

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 口 占总人口比重将为 1 2
.

4%
,

同时期 75 岁及 以上和 80 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 口比重将分别为 4
.

1为和 1
.

吕为
,

烨阴 伙曰八 目二

化程度将达到现有许多发达国家人口 老化的水平
。

从 2 0 2 5到么 , 50 年
,

如果这一时期总和生育

率为 2
.

1左右
,

到即 5。年
,

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 口比重将达到韶 %左右
。

高年龄 组 老

人总数大量增长
,

达到或超过同时期许多发达国家人口 老化的水平
,

我国届时也进入高龄化

老年社会
。

人口老化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 占比例超过一定界限的一种现象
,

策等因素影响的一种结果
。

从这种意义 上说
,

人 口老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是社会
、

经济
、

政
。

随着出生率的稳

定或下降
,

死亡率下降或者保持现有水平
,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势必会上升
, 人口老化速

度的加快也会使老年问题更为突出
。

不过
,

既然人口老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

研究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老年问题特点就既要 同人口老化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
,

更要注重对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老年问题的范围
、

层次等方面的研究
,

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老年问题特点还要与老年人

口年龄构成
、

老年人口 性别
、

老年人口婚姻状况
、

老年人口城乡构成
、

老年人口就业状况及

教育水平等多方面联系起来
。

第一
,

高年龄组人 口 的老年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年问题的核 心
。

老年问题既包括

人口 老化的问题
,

也包括老年人 自身的问题
,

这些问题同社会经济发展和生理变化相互联系

着
。

从老年人口 各年龄组构成增加速度看
, 1 9 8二一 2 )。 5年

, 5弓一 6逮岁
、

65 ~ 74 岁以及 7 5岁及

以上年龄组人口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 弓%
、

2
.

5% 和 3
.

4 %
,

75 岁及以上人口 增长速度 最 快
;

从生理变化趋势看
,

老年人 口健康状况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将不断得到改善
,

绝大部分 6 5、

7 5岁之间的老年人可以基本 自食其力
,

而 7 5岁及以上高年龄组老年由于年龄关系对经济
、

情

感和社会各种服务等方面的要求更为强烈
; 从婚姻状况上看

, 1 9 8 2年
,

“ ~ 7 5岁夫妇双方健

在的比例 占己婚老年 70 %左右
,

高年龄组老人丧偶比例较大
,

同年 80 岁及以上老人丧偶比例

为 80
.

9%
,

高年龄组老人孤独生活带来的各种社会
、

经济间题将更为突出
; 从劳动力就业状况

上看
,

1 9 8 2年
,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参加工作占老年人 口的比重为 63
.

6 %
,

老年人参与就业

无论对健康还是经济上供养都是有益的
,

不过
,

高年龄组老人就业可能与机会却甚少
,

这无

疑加重了社会的负担
,

同时
,

也给高年龄组老年人的健康与经济收入造成了影响
。

第二
,

女性老年 间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年问题的一个中心环节
。

在我国
,

由于传统
“

重男轻女
”

思想的影响
,

我国性别比例在绝大多数年龄组是男性比重略高于女性
。

不 过
,

由于男女平均预期寿命的差异
,

老年人 口中女性 比重较高
。

1 9 8 5年
,

65 ~ 69 岁女性占同一年

龄组老年人 口总数 5 1
.

6 %
,

标志着女性人数第一次超过男性
,

这也是研究女性老年人口 问题

的临界点
,

高年龄组老年人口 女性比重更高
。

1 9 8 5年
,

75 ~ 79 岁和 80 岁及以上女性占各 自年

龄组老年人「J 比重分别为 58
.

8%和 65
.

2%
,

预计这一状况在今后几十年仍然会存在
。

在婚姻

状况上
, 1 9 8 2年

,

60 ~ 79 岁女性丧偶比例为 55
.

10 %
,

80 岁及以上女性丧偶比例高达 9 2
.

41 %
,

另外
,

从就业水平和教育水平上看
,

女性老年参与工作和得到教育机会远远低于男性
。

玲 82

年
,

60 岁及以上女性就业比重仅占女性老年总数 16
.

8 %
,

这一指标大大低于男性
。

同时
,

从

总体上说
,

女性老年教育水平往往不及于男性
,

因此
,

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中
,

女性老年由

于婚姻
、

经济
、

生理
、

情感等方 面引起的老年问题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

第三
,

注重城乡老年人口构成的变化是研究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老年问题又一特点
。

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城市化水平将不断提高
。

由于城市 和 乡 村 在

一 7夕一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乡村在经济收入
、

生活质量和各种服务设施上同城

市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

因此
,

我们要注重不 同时期城乡老年构成的变化
,

研究新时期城

乡老年问题变化的特点
。

1 9 8 4年
,

我国非农业人 口仅占总人口的 19 %
,

到 2 0 00年
,

我国非农

业人口将 占总人口 36 %左右
,

这样在今后三十年内
,

在全部老年人 口中
,

农村老年 人 口 占

全部老年人 口一半以上
,

由于城乡在经济
、

医疗和其它福利事业存在着差异
,

这一时期农村

老年问题将更为突出
,

特别是边远 山区的农村老年间题将更为严重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

期
,

非农业人口将超过 5 6%
,

届时注重城乡两地带来的老年问题是这个时期老年问题的新特

点
。

【

人口老化带来的老年问题是当今带有普遍性的全球问题
,

是人类再生产所经历的必然阶

段
。

不过
,

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从稳定型走向减少型
,

步入老年型社会往往需要几十年
、

甚至一

百年的时间
,

这就为解决老年问题提供的充足的时间和一了定物质基础
。

而我国却是在经济

发展刚刚起步时
,

在实现小康水平时就面临着老年间题的挑战
,

因此
,

老年问题无疑会给经

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发达国家难以预料灼问题
。

既然人口老化会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

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一时期老年问题的特点及早采取相应的

策略来避免或减轻人 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
。

1
.

要通过立法实行双轨退休制度
。

我国现行的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分别为 60 岁和5 5岁
,

这种退休制度显然是不科学的
。

也增加了社会的负担
。

为此
,

我们应通过立法实行双轨或多

轨退休制度
。

一方面
,

对 于身体健康较差
,

难以适应全 日制工作的男女职工
,

他们的劳动年

龄上限为 60 岁 ;
另一方面

,

对于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

可以适应工作需要的男女职工
,

他们的

劳动年龄上限可以定为邵岁
。

当然
,

对于前一类职工
,

也可以实行半天工作制或 6 小时工作

制
,

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

2
.

要通过立法实行社会保险
。

对于经济条件具备的地区
,

要通过立法来促使每个职工

每月在个人收入中提取极小部分金额作为保 险金上交给国家
,

国家可以统筹使用 这 部 分 资

金
,

将这部分资金全部用在这些职工退休后的经济供养
、

医疗和其它社会福利事业上
,

这样

可以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
。

3
.

鉴于独生子女政策在今后长时间内仍然是政府坚持贯彻执行的方针
,

因此不但要对

计划外超生者进行一次性罚款
,

而且还要通过立法要求超生者的家庭每年交纳超生税
,

而且

超生税要根据每个家庭超生的人数累进增加税额
,

国家可以把这部分税金用于老年人的经济

供养和各种老年必需的服务事业上
。

4
.

农村要实行家庭为主
、

国家和集体为辅的养老形式
。

由于绝大部分农村未实行退休

金制度
,

因此农村老年的经济供养和生活照理主要依靠他们的儿女
,

家庭养老的方式是今后

很长一段时间内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
。

同时
,

国家和集体要适当调 拨 一 定 资

金
,

对一些孤寡老人实行五保供养
,

并通过敬老院实行集体养老的方式
。

5
.

要适 当地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品的结构
。

随着人 口老化进程的加快
,

老年人的规模必

将扩大
。

因此产业结构和消费品结构要适应人 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变化
。

老年人应从事适

应 自身特点的行业
,

消费品的生产也要根据老年人消费的特点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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