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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小”世
界级难题，中日韩欧
都怎么破？

当“老龄化”伴
随“少子化”，“一
老一少”成了很多国
家 面 临 的 世 界 性 难
题。

2021年的中国经
济数据显示，中国65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
亿 ， 占 全 国 人 口 的
14.2%，已达到“中
度老龄化社会”的指
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
国 家 遇 到 “ 银 发 浪
潮”，如何将“老年
负 担 ” 变 “ 长 寿 红
利”，这是中国必须
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
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
化进程的地区，而亚
洲国家中，日本、韩
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
丰富经验，东西方社
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

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

东西问·中外对话”
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
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
副所长林玲子，韩国
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
授、中国研究所所长
金益基，荷兰鹿特丹
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
跨 学 科 人 口 研 究 院
(NIDI)访问学者、香
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
和公共政策教授、老
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
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
长、中国人民大学副
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
年 人 群 并 非 社 会 负
担，而是巨大的社会
资源。一个国家或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
一 定 由 人 口 数 量 决
定，而在于人口政策
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
潜能。中国需要适应
新的人口现实，充分

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
源，释放社会中人口
的 全 部 潜 力 ， 从 依
靠“人口红利”转向
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
下：

与 人 口 数 量 相
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
化，中国舆论中出现
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
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
虑情绪。在人口政策
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
方面，日韩两国有什
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
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
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
口数量决定，而在于
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
发挥人力潜能。一个
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
口能力的政策，比单
纯 的 人 口 数 量 更 重
要。亚洲国家必须适
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

口，从而相应地调整
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
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
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
主要阶段，出生率和
死亡率都开始下降。
现代化、社会经济发
展、人口计生政策等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都 对
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
影响。1996年开始，
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
风向，由限生转向促
生，但这为时已晚，
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
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杜鹏：贝斯图教
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
中认为，如果人力资
本得到快速增长，低
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
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
发展构成大的障碍。
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
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
于沃尔夫冈·卢茨提

出 的 “ 人 口 新 陈 代
谢”概念得出，即一
个人口老龄化社会，
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
更高，人们的技能水
平相对更高，且人力
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
为生产力提高，这种
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
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
来的影响。中国需要
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
实，释放社会中人口
的全部潜力，而不仅
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
的人口资源。

让 年 轻 人 生 孩
子，

什么才是他们最
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
育率，世界不少国家
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
面：从产假、育儿假
等 方 面 给 予 时 间 支
持，从津贴、减税等
方面给予经济支持，
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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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图 ： 一 些 孩 子 在 家 人 的 带 领 下 走 进
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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