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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02年4月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和《政治宣言》，1标志着世界在迎接构建一个顾及所有年龄组的社会的重大

挑战方面的一个转折点。《计划》着重于三大优先领域：老年人和发展；增进

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并确保形成有利和支助性的环境。这是各国政府第一次

采取综合办法，把老龄问题同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的其他框架联系起来，这特

别是指1990年代联合国大型会议和首脑会议所商定的框架。

同人口老化和老年人有关的问题在联合国过去25年间所主办的三大国际人

口会议上占有显要位置。例如，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承认，人口老化的

经济和社会影响对所有社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最近，为进一步执

行1999年7月2日联大第二十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

领》采取的重要行动重申所有社会必须处理今后几十年内人口老化带来的重大

问题。32007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将把工作重点放在不断变化的人口年

龄结构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方面，而这正是该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的特别主题。

联合国人口司长期以来就有研究人口老化的传统，包括估计和预测老化人

口的规模和特征，并审查人口老化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从1956年首发人口老化

问题报告（侧重于较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问题）到2006年发布联合国人口老化

问题挂图，人口司一直争取让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注意人口老化问题。4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决定每五年对执行《马德里老龄问题行动计划》的

进展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此外，联大强调必须按年龄和性别对人口数据进行

分类。本报告从人口学角度为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后续活动奠定基础。

本报告把世界人口老化的进程视为整体，各区域（无论发达程度）、主要地区

和区域以及个别国家都包括在内。提供了1950年至2050年期间每个国家的人口

学数据，突出人口老化的相关指标。

本报告内容强调四大定论：

1.  人口老化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进程。老年

人(即达到或超过60岁者)的比例增加，而少年儿童（15岁以下者）比例减少，

1 见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报告（联合国出版物A/CONF.197/9，英文出售品编号E.02.
IV.4）。

2	 人口与发展，第一卷，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1994年9月5至13日，开罗）通过的行动

纲领（联合国出版物，英文出售品编号E.95.XIII.7）。

3	 《审查和评价实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各项目标和目的的进展情况，1999年

报告》,(联合国出版物，英文出售品编号E.99.XIII.16)。
4	 The Ageing of Populations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Studies,  

No. 26(联合国出版物，英文出售品编号1956.XIII.6); and Population Ageing 2006(联合

国出版物，英文出售品编号E.06.XIII.2)。



xx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07

而劳动适龄(15至59岁)人口比例也有下降，这样就形成人口老化。在世界范围

内，2047年，老年人人数预期将首次超过儿童人数。在人口老化问题更突出的

较发达区域，1998年，儿童人数就低于老年人人数。

2.  人口老化是渗透性的，它影响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人口老化的原因，

主要在于生育率下降这一近乎世界性的问题。由此造成儿童人数增长速度放

慢，而老人人数持续增加，这对作为社会基础的代间、代内公平和团结产生了

直接影响。

3.  人口老化是影响深远的问题，对人类生活所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消费、劳动力市场、养恤

金、税务和代间转移产生影响。在社会领域，人口老化影响到家庭组成和生活

安排、住房需求、移徙趋势、流行病以及保健服务需求。在政治领域，人口老

化可能会影响投票格局和政治代表性。

4.  人口老化是长期性的。1950年以来，老年人比例持续增加，从1950年

的8％增加到2007年的11％，2050年预期将达到22％（图一）。只要老年人死

亡率继续下降、生育率依然很低，老年人的比例将继续增加。

本报告主要定论如下：

•  生育率不大可能恢复到过去常见的高度，所以，人口老化是不可逆转

的，直到最近都常见的青少年人口群在二十一世纪期间可能变得少见。

•  2000年，60岁或60岁以上人口有6亿人，比1950年增加了两倍。

2006年，老年人口超过7亿。2050年，据预测将有20亿老年人存活，也就是

说，他们的人数在50年间再度增加两倍。

•  全球而言，老年人人口以每年2.6％的速率增加，这比整体人口(每年增

加1.1％)的增长率要高得多。至少直到2050年，老年人口预期将继续比其他年龄

组增长更快。此类迅速增长将要求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作出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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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世界，1950-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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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在老年人人数和比例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

较发达区域，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目前达到或超过60岁，据预测到2050年，

发达国家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该年龄组。在欠发达区域，老年人今天只占

人口的8％，但到2050年，预期他们将占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到本世

纪中叶，发展中世界人口老化进程可能进入与目前发达世界所处阶段相同的

阶段。

•  发展中国家人口老化的步伐比发达国家快。因此，发展中国家适应人

口老化影响的时间相对较少。此外，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人口老

化是在社会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发生的。

•  今天，世界中位年龄为28岁，就是说，世界人口中有一半人低于这一

年龄，而另一半则高于这一年龄。人口最年轻的国家是乌干达，其中位年龄为

15岁，人口最老的是日本，其中位年龄为43岁。今后40年间，世界中位年龄可

能会提高十岁，2050年达到38岁。届时，人口最年轻的国家可能是布隆迪和乌

干达，中位年龄均为20岁，而最老的人口预期是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大韩

民国，其据预测中位年龄将均为54岁。

•  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化。在60岁及60岁以上者当中，增长最快的人口

是最老的老人，也就是年届80或80岁以上者。目前，该年龄段人数在以每年

3.9％的速度增长。今天，80或80岁以上者约占老年人(60或60岁以上)的1/8。

到2050年，预期这一比例将增加到约有十分之二老年人达到或超过80岁。

•  可能供养比率，即65岁或65岁以上人口与15至64岁人口之间的比率，

表明对于每一名老年人而言，有多少可能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老化，可能供

养比率值往往下降。1950年至2007年间，可能供养比率从有一名65岁或65岁以

上者就有12名可能的劳动力，减至9名可能的劳动力。据预测，到2050年，可

能供养比率将再度下降到有一名老年人就有4名可能的劳动力（图二）。可能

供养比率下降对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对现收现付养恤金制（即以在职工人的

纳税支付退休人员的养恤金）产生重大影响。

图二

可能供养比率：世界，1950-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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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比男子长寿，所以，老年人多为女性。目前，年届60或60岁以上

者中，妇女比男性多出约7 000万人。年龄达到或超过80岁者中，女性人数几乎

比男子多出一倍，而百岁老人中，女性人数约为男性人数的四至五倍(图三)。

•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往往变坏，表明随着老年人

数的增加，对长期看护的需求也有增加。抚养父母率，即85岁或85岁以上人口

相对于50岁至64岁人口的比例，表明家庭能在多大程度上抚养其耆老。在全球

范围内，1950年，相对于每100名50至64岁之间者，85岁或85岁以上者不到两

人；今天，这一比率稍微高于4％，到2050年，预期达到12％。也就是说，那

些本身已逾中年者要承担照料耆老亲属的可能性将比今天大两倍。

•  独居老者更有可能经历社会孤独和经济处境恶化，因而需要特别支

助。老年妇女存活率较高，再婚倾向较低，因而她们比老年男子更有可能独

居。在全球范围内，60或60岁以上的老妪中，有19％独居，而该年龄组只有

8％的男子独居。

•  各国人口退休的有效年龄迥然相异。在人均收入高的国家，老年人可

以较早退休，这样，老人参与劳动力程度就较低。因此，在较发达区域，65岁

或65岁以上男子中，只有13％仍然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而欠发达区域的此类男

子有39％仍然属于劳动力成员。女性也有类似的差别。在较发达区域，7％的

老年妇女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在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15％。在欠发达区

域，老年人积极参加经济活动的时间较长，因为养恤金方案覆盖范围有限，所

提供的收入也较低。

•  在多数国家，向养恤金制度缴款的起码期间届满后即能领取全额养恤

金的法定年龄（可领养恤金年龄），男女都一样。然而，在许多国家，妇女在

比男子低的年龄层次就能领取全额养恤金福利，而60岁以上妇女一般比男子长

寿。在发达国家，可领养恤金年龄，不分男女，往往比发展中国家要高。

•  在欠发达区域的老年人中，文盲依然普遍。目前，在发展中国家，

65岁或65岁以上的所有人中，估计超过半数为文盲。发展中国家只有约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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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40-59岁、60岁以上、80岁以上和百岁以上人口中女性比例：世界，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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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老年妇女和约五分之三的老年男子能基本识字、写字。在较发达区域，除

少数国家外，老年人口普遍都识字。

简而言之，由于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过渡，而成年人死亡率持续降低，

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正在出现人口老化。这一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化十九世纪

始于发达世界，最近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它已经改变了许多社会。预期在最

近的将来，老龄化进程将加快，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要在较

短时间内适应与人口老化有关的变化，因此，它们必须立即着手采取步骤，迎

接这项挑战，并充分利用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机会。本报告从人口学角度为确定

今天及来年世界各国人口老化的程度和深度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