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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城镇化和过快老龄化考验中国社会 
 

 辜胜阻  李华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统计结果，其中关于城镇化与人口老龄

化的数据备受关注，特别是公布数据显示的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事实引来了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

普遍担忧。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高速的城镇化和过快的老龄化两大特征，机

遇与挑战并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从人口流动和分布特征来看，中国今年将进入城镇人口过半的城市时代，城镇化既是重大机

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城镇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应对 2亿多农民工构成的“半城镇化”局面。此
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 6.66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是 49.68%，城
镇化率近 50%，高于“十二五”规划的预期。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
重上升了 13.4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超过 1个百分点。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今年中国城镇人口比
重就将超过一半，进入城市时代。可见，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速城镇化发展阶段。 
  高速城镇化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城镇化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是支撑经济发

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可以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能够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

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经济的服务化；有利于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中国的城镇

化对基础设施、住宅、耐用消耗品汽车等的需求，是中国能够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动

力。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也面临着“半城镇化”挑战。此次公布的普查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流

动人口已经超过 2.6 亿。城镇流动人口只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没有实现身份转变，还戴
着农民的“帽子”，这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

质量。 
  为此，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一要实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均衡城镇化战略，引导流动人

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二要推行渐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流动人口在地域、职业、身份上的

“三同步”转换，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三要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工与

市民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上逐步平权，穿上五件“衣服”。 
  从人口结构变化特征来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还面临“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及高龄化和

空巢化的挑战，应对挑战一方面要发展老龄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市场引导发

展老龄产业。 
  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6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 1.78亿，占比已达 13.26%，比 2000年上升
2.93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的态势。而且，当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一些不
同的特点，一方面是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境地。从经济发展阶段看，虽然中国已跃居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但人均 GDP刚突破了 4000美元，刚刚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另一方面，老年
人中高龄化和空巢化加速。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 80 岁以上老人、城乡空巢家庭以及农村留守
老人的比重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将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突出的表现在，出生人口越来越少，老

年人口越来越多，劳动力供给和养老资源同时减少会形成“两荒”：“用工荒”和“养老荒”。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带来了劳动力成

本上升的压力，意味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步消失，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

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系。老龄化日益严重背景下的“养老荒”则主要反映了劳动人口逐步减少而

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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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用工荒”挑战，关键是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摆脱过度依赖廉价劳

动力的发展模式，培植新的经济增长源。同时，要引导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帮助农民工

顺利融入城市并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广大劳动者体面的劳动和有

尊严的生活。要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就业的市场竞争力。应对过

快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荒”挑战，重点是要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体系，整合家庭、社会和政

府各种资源，在提供养老公共产品、发展老龄事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政府引导和鼓励

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