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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谋划应对人口发展新态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陆杰华 
 

    老龄化在本质上是涉及经济社会的持续性发展问题,既蕴涵着潜在机遇,也隐藏着重大风险考

验。“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因此,不仅要在整体上为未来人

口均衡发展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回应老年群体的各方面诉求,为其提供全面充分的晚年生活保障,还

要充分挖掘老龄入口的机遇和活力,转危为机,降低人口红利下行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而形成积极应

对老龄化的战略布局。 

    打造高质量、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产品供给体系,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养老问题是老龄

问题的最直接表现,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中高龄,我国养老服务将接

受更大的挑战和考验。为应对这一情况,要不断扩大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覆盖面,全面提高老年人

的保障水平和就医便利度,基于社区发展普惠型养老和互助型养老,推出更多个性化的养老产品及

服务。此外,注重价值认同,在全社会构建起养老、敬老、助老的文化氛围,发展老年文化、体育、

休闲事业,优化老年人社会参与条件,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建设老年宜居环境,全面提升老年人的

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调动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形成共建共享的新型养老服务格局。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导致传

统居家养老难以为继,建设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势在必行。应有效整合并合理配置社会资源,鼓励

其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同时尝试与基层医

疗资源相结合,加强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更加方便可及的多层次养老服务。重视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体系建设,

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与评估制度,保证养老服务业构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防范政府购买服务

的财政风险,推动老龄化事业有序发展。 

    超前谋划,有效改善老龄社会新常态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根据人口结构变化、需求结构变动

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国情,充分利用老龄化本身力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开发老年人

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综合考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和岗位情况等,探索弹性化、可浮

动的渐进式退休制度和再就业机制,有效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发掘老龄社会的重大机遇和发展

活力。另一方面,应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确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源总量足、素质

高,保持经济社会健康稳定。 

    立足综合施策和因地制宜,积极推进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长期以来,受历史、经济、

社会等因素影响,我国的人口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和城乡差异。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不仅要加强顶层设计,还要统筹协调推进。要科学分析和把握老龄工作的具体问题,将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基本国策,尽早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建立综合性人口发展

战略和人口负增长超前预案,确保老龄工作与国家发展规划的整体目标协同共进。同时,地方各有

关部门应充分发挥活力,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在把握中央对老龄事业顶层战略部署的前提下,探索形

成更加符合本地人口形势的制度措施及相关政策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