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副司长 郝福庆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策略及合作展望

2019年9月 日本·东京

——在第二届中日养老服务合作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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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趋势：中国人口老龄化何去何从？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总量大、速度快、长期化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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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指出了21世纪三个宏观人口趋势分别是：全球人

口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国际迁移。

✓ 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全球人口预计在未来30年将再增加20亿人，从2019年的77亿增加至2050年

的97亿；到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将继续增长至110亿左右。

✓ 人口老龄化。受全世界范围内生育水平继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影响，各地老年人口的所占

比例和绝对数量都在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共同的全球性的趋势，也成为关键性的政策问题。

✓ 中国现状。中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加，老年人口占比大

幅攀升。2000年至2018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同期，老年人口占

比从10.2%上升到17.9%，提升幅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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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10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60+老龄化程度（%）

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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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017 2050

排名 老年人比例 老年人比例 老年人比例

1 瑞典 22.0 日本 33.4 日本 42.4

2 挪威 20.2 意大利 29.4 西班牙 41.9

3 海峡群岛 20.1 德国 28.0 葡萄牙 41.7

4 英国 20.0 葡萄牙 27.9 希腊 41.6

5 丹麦 19.5 芬兰 27.8 韩国 41.6

6 德国 19.3 匈牙利 27.7 意大利 40.3

7 奥地利 19.0 克罗地亚 26.8 新加坡 40.1

8 比利时 18.4 希腊 26.5 波兰 39.5

9 瑞士 18.2 斯洛文尼亚 26.3

10 卢森堡 17.8 拉脱维亚 26.2

…
…

…
…

…
…

…
…

…
…

…
…

…
…

对比 中国 7.5 中国 17.3 中国 36

表 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资料来源：2017世界人口展望）

尽管如此，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

会事务部人口司2017年的数据统计显

示，与日本、韩国以及众多欧洲国家

相比，即使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

率仍然没有进入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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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中国将立足“财富、人才、服务、科技、环境”五个方面，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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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场“战略持久战”。

✓ 国家和居民的财富储备就是这场战斗的“枪支”

和“弹药”。不断充实国家和居民的财富储备，才能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不断的源头活水，一切制度安

排才不会变成“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一）聚焦发展和分配：不断充实国家和居民的财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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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 一方面，聚焦“发展”，把“蛋糕”做大。

✓ 最根本的是要发挥市场作用，坚持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保持经济合理增速，努力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稳

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

（一）聚焦发展和分配：不断充实国家和居民的财富储备

改革

开放

质量

提升

增长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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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 另一方面，聚焦“分配，”把“蛋糕”分好。

✓ 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健全中国特色医疗保障

制度，建立长期照护保障制度以及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

救助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 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要随着发展水

平的提高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又要充分考虑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和财政承受能力，将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

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避免“福利陷阱”。

（一）聚焦发展和分配：不断充实国家和居民的财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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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 一是聚焦均衡发展：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扩大

新增劳动力数量。

✓ 实施人口均衡发展国家战略，充分释放全面两

孩政策潜力，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

，扩大劳动力有效供给。

（二）聚焦人口均衡发展和素质提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

释放二孩政策效应，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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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 二是聚焦素质提升：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高劳动力供给质量。

✓ 有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高达70%以上，而中国只有

33%左右，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因此，中国将进一步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推动高等教

育实现普及化，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积极建立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环境，最

大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总之，就是要提升存量劳动力素质，以高质量人力资源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冲

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聚焦人口均衡发展和素质提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



医疗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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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 一是面向全体人群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

✓ 健康服务体系以大健康观为前提，面向健康、亚健康、患病

人群，提供从孕前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保障。

✓ 中国将在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

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健康服务全产业

链、全生命周期和全方位创新，形成健康管理与促进、疾病预防

、医学治疗、康复护理的连续服务过程。

（三）聚焦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打造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



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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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 二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 支持居家社区养老。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

或共同生活，承担照料责任。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实

现全覆盖，基本建成“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 推动机构充分发展。区分不同养老机构的建设标准和目

标群体，提高机构养老服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鼓励养老机

构将专业化的服务延伸至居家社区，为居家社区养老提供有

力支撑。

✓ 医养结合。多种形式搭建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绿

色通道。

（三）聚焦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打造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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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三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 一方面，积极推动老年产品市场提质扩容。包括

老年食品、药品、保健品、助行助浴助洁等生活用品

、康复辅助器具等。

✓ 另一方面，鼓励融合发展。促进养老服务业与教

育培训、健康、体育、文化、旅游、家政等幸福产业

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服务体验，扩大

有效供给。

（三）聚焦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打造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



16

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一是聚焦整体创新，提高全社会科技水平。

✓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提升

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智能化水平，建设知识密集、

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从根本上

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四）聚焦整体创新和为老服务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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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二是聚焦为老服务创新，大力发展高科技适老产品。

➢ 例如，智能型护理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

肢、虚拟现实康复训练设备、可穿戴设备、便携式健康

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等。

➢ 这些智慧养老产品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点

，不仅能直接带动半导体材料、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等

上下游产业发展，也对实现养老护理的人工替代，解决

护理人才短缺具有重要意义，是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

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力支撑。

（四）聚焦整体创新和为老服务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8

（五）聚焦全民意识提高和自觉参与，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战国时期 《孟子·梁惠王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解读

 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老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老

《西汉诏书》

“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

“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

解读

 当时的“六百石”官职为卫工令、郡丞、小县县令。

 那也就是说，汉代的七十岁老人在“政治”上享受很高待遇，持王杖进入官府不必趋
俯，可以与当地的官员平起平坐。

（五）聚焦全民意识提高和自觉参与，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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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聚焦全民意识提高。鼓励老年人“老当益壮”、自立

自强，保障老年人参与权利，尊重参与愿望、发挥参与才能。

✓ 其次，聚焦全社会积极参与。鼓励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努

力构建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参与、各尽其责的基本格局，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 第三，践行联合国老年人五原则。独立、参与、照顾、自我

充实和尊严。

（五）聚焦全民意识提高和自觉参与，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 现代文化中的养老：传承与发扬

20



三、重点：中国健康养老政策是什么？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中国将坚持“保障基本、放活市场”，形成健康养老政策合力

21



国务院印发支持

养老服务业、健

康服务业发展的

意见

2013

“十三五”规划

纲要单设“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一章

2016。
03

中央政治局就应

对人口老龄化举

行第32次集体学

习，明确“四梁

八柱”顶层设计

2016.
05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印发，健康中国

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
10

提出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

2016.
10

国务院印发“十三

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体系规

划

2016.
12

2017.
03

中央决策部署：顶层设计不断优化

2019。
04

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康复辅
助器具产业的
若干意见

2019.
06

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意见

22

推进家政服

务发展提质

扩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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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城市“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等特困老年人：建立老年人特

困供养和社会救助制度。

✓ 对于失能、高龄老年人：实施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建立高龄津贴、养老

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制度。

✓ 政府支持基本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中央安排资金重点支持农村敬老院、社

会福利院、老年养护院等基本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政策导向：一是保障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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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能由社会力量承接的兜底和基本养老服务，采取购买服务、特许经营、

公办民营、公建民营等方式，一律交给社会举办。

✓ 对非基本养老服务，全面放开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

重点措施

政策导向：二是放活市场

开展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



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思路

➢问题：大城市供给不足；结构不平衡；价格相对较高。买不到买不起买不好买不安

➢思路：“政府支持，社会运营，合理定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地方

政府出优惠政策包，从供给侧双重发力降成本，促进企业提供普惠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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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投资引导：新增床位每张2万块的补助，由地方根据与企业的协议安排项目。

➢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包：土地、规划、财税补贴、医养结合等政策支持包。

➢企业服务承诺包：合理定价，质量保证。

➢金融机构：基准利率或优惠利率，5家（国开行、农发行、工行、中行、光大集团）

➢普惠价格：价格可负担，服务价格与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退休金等因素挂钩。值得注意的是，

专项行动没有从全国层面明确限价，具体价格由地方政府根据政策力度、居民收入水平等研究提出，

企业自愿选择是否参加专项行动。

➢总结：普惠 自愿 承诺 竞争

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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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初显：养老服务网络广泛覆盖、养老服务主体更加多元

✓ 养老服务网络广泛覆盖。目前，全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万余家，总养

老床位共735.3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约30张，基本覆盖所有城市

社区和50%左右农村社区。全国90%以上的养老机构可以通过不同形式为入

住老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总床位的49.9%。

✓ 养老服务主体更加多元。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发挥了兜底线保基本的关键

作用。民办养老机构已达1.57万家，3000余家公办机构实行公办民营，社会

和市场力量广泛参与，已成为养老服务的举办主体。



四、展望：中日健康养老领域如何合作？

“取长补短、互利共赢；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坚持世界眼光，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携手共进、应对挑战。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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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之一：中国健康养老市场前景广阔01

“辨方位而正则”
——认清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决定发展成功的根本性问题

老龄人口总量大。 2018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9亿人。预计到2022年突破2.6亿，到
2035年增加至4.2亿，到2050年接近5亿。

消费能力不断增强。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社会结构变化。少子、长寿、家庭结构小型化发展，导致对社会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不断上涨。

总体来看，中国健康养老产业市场前景广阔。有关研究表明，仅当前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生活照

料服务就需要专业护理人员1000万以上。到2020年，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就可达7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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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6〕91号

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

放宽外资准入。境外投资者在华举办养老机构实行国民待遇。

国（境）外企业正在抢滩中国养老服务市场，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养老机构89家，其

他国家和地区外商投资设立养老类企业132家。例如，法国欧葆庭等。

展望之二：中国健康养老市场对外开放



中日政府间可考虑搭建以下合作平台：

• 1 政府间政策对话。

• 2 企业间开展经验交流、技术交流。

• 3 城市间直通车、试验田、项目合作。

展望之三：政府搭台03



合作方式：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法规，日企进入中国市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 1 成立独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 2 与中国企业合资合作进入中国市场。

• 3 参与普惠养老专项行动。

合作内容：

• 1 向中国市场输出管理、养老行业标准等，通过非资本操作进入中国市场。

• 2 参与中国普惠养老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如养老服务业人才培训、辅具制造、

养老器具租赁、智慧医养、养老产品的应用示范、示范项目等。

展望之四：企业唱戏04



祝大家健康长寿！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