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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二）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带来

巨大压力

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相

关的服务和财政支出水平大大落后于发

达国家。如目前中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约占GDP的2.2%，而经合组织（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3%（亚行参照世行

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统计口径测算得

出，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预算

中用于公共医疗卫生的经常性支出和资

本性支出、国外贷款和赠款相关支出以

及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等），其中仅长期

护理一项就占到2.5%。由于大部分的养

老基本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承担，老龄

化趋势对完善现有的财力保障机制提

出了迫切要求。尤其是与城市相比，农

村地区人口抚养比更高，社会保障体系

覆盖范围更小，老年人护理设施更为缺

乏。目前，大约85%的农村老龄人口不

得不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三）老龄化对产业发展模式带来

严峻挑战

一方面，老龄化将使中国的廉价劳

动力更加紧缺，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平

均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从而逐渐削弱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

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对人力资

本投入不足及现行的户籍和社会保障政

策限制，造成现有劳动力结构高端化不

足、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彻底，导致中国

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未能迅速在知识

密集型产业形成新的发展比较优势，从

而延缓了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步伐。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国际经验

（一）建立养老服务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将养老服务纳入一

般的医疗保障体系往往导致资源利用效

率低下，造成普通医院入院率过高及治

疗成本上升等诸多问题。因此，许多国

家建立了养老院、日托中心及入户护理

服务等较为独立的养老服务体系。如丹

麦通过提供入户护理服务的方式，不仅

提高了养老服务的质量，还减少了医院

30％的床位占用。此外，由于政府职能

和社会保障架构不同，各国的老年护理

体系融资渠道也不尽相同。德国、法国

和荷兰依托社会保险基金为老年护理体

系提供资金，而北欧国家政府在提供资

金和相关养老服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主要通过税收收入支持老年护理体系。

（二）推动私营部门提供养老服务

从OECD国家经验来看，政府与私

营部门在养老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均起到

了重要作用，但承担的角色不同。政府

与私营部门都可投资兴建养老院等养

老设施，以满足不同收入阶层的养老需

求。但从趋势上看，政府正从养老服务

供给者向购买者和监管者转型，不仅将

一些国有养老设施交由私人经营，还以

近期亚洲开发银行对我国面临的老

龄化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借鉴相关

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当延长退休

年龄、加快养老金体系改革、构建全民

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等

政策建议，以应对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低人口抚养比

（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

龄人口数之比）和巨大的人口红利有力

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1978年

至2005年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

从4亿增加至8亿，带来的人口红利每

年为GDP增长贡献约2个百分点。然而

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和独生子女政策导

致的低生育率，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

正日益加快，劳动适龄人口在2011年达

到9.4亿峰值后开始持续下降。据亚行

测算，随着劳动人口开始缩减，中国的

人口红利已于2011年耗尽，预计到2020

年人口抚养比将攀升至18%（目前高收

入国家中，日本人口抚养比为39%，韩

国为13.4%，新加坡为13.2%，美国为

20.4%）。预计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从2010年的

12%升至33%，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老

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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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和发放补贴的方式鼓励私营部

门参与提供养老服务。

（三）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为应对劳动力缩减，发达国家在人

口老龄化的过程中通常通过加大对人力

资本的投入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提升科

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实现经

济增长方式从依靠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投

入向依靠知识技术及提高生产率转变。

此外，为弥补劳动力不足，许多发达国

家都适度放宽了对国外劳动力的限制政

策，如近期日本宣布每年吸引20万外国

劳工的计划。发达国家还根据人口寿命

的增长提高退休年龄，部分国家已将退

休年龄提高到67岁。

亚行关于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相关

政策建议

（一）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中国的男女预期寿命分别

为74和 77岁，但退休年龄依然执行

1950年的相关规定。中国可根据人口

预期寿命的变化，适当提高退休年龄，

并在城市地区逐步实现男女同龄退休。

这既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供给水平，也有

利于增强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

为减少改革阻力，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

点自愿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再逐步推广

至全国。

（二）加快养老金体系改革

一是完善基础养老金的社会统筹制

度,并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及社保

基金等渠道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完善现

有的养老保险个人缴纳制度，进一步做

实个人账户，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养老

金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水平的比率）。三

是鼓励发展各类商业性的养老基金。由

于养老金体系的健康运行与金融领域改

革紧密相关，应适当放宽对养老基金的

投资和监管限制，以提高回报率。同时，

可针对特困老人、伤残老人等社会脆弱

群体的需求单独增加养老金补贴，以提

高其参保能力。

（三）构建全民养老服务体系

一是加大对养老护理体系的资金投

入，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大

养老院、住家护理机构和老人日托中心

等养老设施的建设力度。二是改善长期

护理行业的工作条件，培养长期护理专

业人员。三是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

适当补贴，鼓励私营部门参与长期护理

体系发展。

（四）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

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

社保的跨区域转移，提高劳动力的流动

性和劳动力市场弹性，优化劳动力在不

同产业和地区间的分配。二是加大对人

力资本的投入，提高接受普通及职业高

中教育人数比例，尤其是针对留守儿童

辍学问题，政府应通过提供相应补贴来

帮助留守儿童完成高中教育。三是逐步

开放健康护理等特定产业的劳动力市

场，吸引国外劳动力来华提供服务，以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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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竹山：
环境整治  喜迁新居

近年来，湖北省竹山县宝丰镇整合城镇旧住宅区环境

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资金2200余万元，全力打造“设施完善、

生态宜居”的精品集镇，对邓家湾、草房街、北大街、侯

家湾、二道河、陈家沟等六大片区实施综合环境治理，使

1208户居民受益，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住居条件。图为竹

山县宝丰镇邓家湾片区居民正在粘贴门联，喜迁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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