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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下的积极老龄观:
演进脉络、内涵要义与实践优势

陆杰华

摘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不仅昭示着中国开启了长寿时代,而且共同塑造了中国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也是积极老龄观新理念形成的重要现实基础.积极老龄观既融入了长

期以来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国际共识,更凸显了中国语境下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
积极老龄观无疑是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和观念的重要转向,其中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就

是对于人口老龄化怎么看、怎么办和怎么干的概括凝练.当然,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将面临着结

构、视角与公共的三重持续挑战.为此,践行积极老龄观亟待以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与规模优势,营造长寿

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优势地位与总体框架,最终彰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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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长寿时代.从人口年龄结构嬗变到老龄社会,再到长寿时代的人

口变革,不仅是我国生产力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推动社会发展与增进人民福祉的重大成

果.中国的长寿时代具有老龄化速度加快、高龄人口比例增大与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等鲜明特点.
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呈现同步速度加快的突出特点,但是整体态势却仍然低于世界发达

国家平均水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６０岁与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２６４亿人和

１９亿人.以这两个口径看,全国老年人口占比分别达到１８７％和１３５％.在人口老龄化的新的基

本国情中,高龄化既是长寿的一个主要标志,同时引发的持续挑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第四次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我国８０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占１３９％.从

发展态势上看,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在“十四五”末期突破３亿人,并持续增长至本世纪中叶达到

４９亿峰值.«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９)»报告指出,全球正在经历老龄化过程,２０１９年世界６５岁以上老

年人口占比为９１％,同期我国这一数据为１２６％,２０２１年上升至１４２％,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中等

老龄化阶段.相对而言,与２０１９年欧洲和北美地区１８％的老龄化水平相比,我国老龄化程度仍然普

遍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及医疗条件有效改善,
我国平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正在逐渐接近世界高

收入国家水平(如图１所示).从１９８２年的６７９岁,到２００１年的７１７岁,再到２０１９年的７７３岁,这一

数值比２０１５年提高１岁,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水平①.分性别来看,«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２０ZDA３２).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lujiehua＠pku．edu．cn).

①　申少铁:«人均预期寿命提高１岁 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９日,第２版.

４９



２０２０年)»报告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至８０８８岁,比世界女性平均水

平高出４岁.此外,«“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预测,至２０２５年“十四五”结束时期,我国平均预期寿命

将达到７８３岁;按照«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的目标,预计２０３０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将突破７９岁.

表１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９年中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及其他收入水平国家平均预期寿命 (单位:年)

年份 中国 高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世界平均水平

２００１ ７１．７３ ７７．９０ ７０．８６ ６６．６６ ５３．９０ ６７．８２

２００２ ７２．０１ ７８．０３ ７１．１１ ６６．９４ ５４．４９ ６８．０７

２００３ ７２．３８ ７８．１６ ７１．３７ ６７．２２ ５５．１１ ６８．３３

２００４ ７２．６９ ７８．５７ ７１．６６ ６７．５３ ５５．７７ ６８．６５

２００５ ７２．９９ ７８．６７ ７１．９２ ６７．８３ ５６．４４ ６８．９２

２００６ ７３．２７ ７８．９８ ７２．２６ ６８．１８ ５７．１３ ６９．２６

２００７ ７３．５５ ７９．２２ ７２．５８ ６８．５２ ５７．８２ ６９．５９

２００８ ７３．８４ ７９．３７ ７２．８６ ６８．８６ ５８．５０ ６９．９０

２００９ ７４．１２ ７９．７５ ７３．１９ ６９．２２ ５９．１４ ７０．２５

２０１０ ７４．４１ ７９．８３ ７３．４７ ６９．５６ ５９．７４ ７０．５６

２０１１ ７４．７１ ８０．０７ ７３．８１ ６９．９１ ６０．３０ ７０．８８

２０１２ ７５．０１ ８０．１９ ７４．１１ ７０．２５ ６０．８３ ７１．１７

２０１３ ７５．３２ ８０．３６ ７４．４４ ７０．５７ ６１．３２ ７１．４７

２０１４ ７５．６３ ８０．６２ ７４．７１ ７０．８６ ６１．７９ ７１．７４

２０１５ ７５．９３ ８０．５０ ７５．００ ７１．１４ ６２．２３ ７１．９５

２０１６ ７６．２１ ８０．６４ ７５．２７ ７１．４０ ６２．６５ ７２．１７

２０１７ ７６．４７ ８０．６８ ７５．５３ ７１．６５ ６３．０３ ７２．３９

２０１８ ７６．７０ ８０．７９ ７５．７５ ７１．８６ ６３．３９ ７２．５７

２０１９ ７６．９１ ８０．８９ ７５．９５ ７２．０６ ６３．７３ ７２．７５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发展”数据指标.注:以人口出生时为计算起点;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长寿时代既是２１世纪全球必须面对的新社会形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情、新
变局与新发展.老年人口比例提高与平均预期寿命提升共同塑造着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伴随着老龄社会与长寿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与地区的人口红利不再由年轻型

年龄结构所制约,老年人口发展数量与质量决定着这个国家或地区新型人口红利的发展可能及其未

来走向.长寿时代的发展方式、生产方式与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变化逻辑:生存发展不再局限于死亡

的风险,社会意识跨越了年龄的制约,行为准则开启了共享的秩序,体制机制进入了改革的深化.进

一步从理论上来说,有学者以１９６０年至２０１６年８４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检验,健康预期寿命主要

通过“人口、储蓄、教育、劳动/闲暇和技术进步”五个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①.也有学者以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１７年世界１２１个主要经济体数据,论证全球人口老龄化并非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预期寿命延长

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②.诸多学术研究成果显示,不同国家在老年人口结构转型与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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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熙、夏杰长:«健康预期寿命提高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２０２０年

第１０期.
许光建、许坤、卢倩倩:«预期寿命延长促进经济增长了吗———基于全球１２１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展的实践路径差异,主要来自打破体制性结构壁垒与劳动者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①.也就是

说,无论是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探索,还是老年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与开发②,核心都在于重新看

待长寿时代老年人口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
自开启长寿时代以来,积极老龄化不仅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同时也被视作各国老龄公共政

策的核心理念和基础.２００２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最早对积极老龄化概念的形成、理论基础

以及积极的老龄化政策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③.伴随着２１世纪初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学界开始对

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内容与目标进行探索研究④,有学者开始探讨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框

架⑤.近年来,有研究指出,积极老龄化“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核心要义不仅在于建构学理性的研究体

系,更重要的是将积极老龄化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项公共政策之中⑥.此后,诸多研究更多

地聚焦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制度理念及其实现路径⑦⑧.伴随着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上升到国家战略,更多的研究则聚焦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内涵、目标和任务上⑨.
随着中国开启长寿时代以及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国家顶层制度设计者更加注重从积极、主动、

前瞻的理念把握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机遇期,化解其引发的诸多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
“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毋庸置疑,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国家战略

理念,成为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中国释放长寿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的基本规律与实践立场.“积极老龄

观既是一种新理念、新态度,也是一种新行动.树立积极老龄观,就要用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积极的

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积极老龄观的理念革新将为长寿时代经济社会发

展格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寿时代中所具备的积极老龄观越是与

时俱进,就越是走在人类发展的前列.其中一个鲜明的例证便是,联合国以平均预期寿命作为评价世

界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指标,即列居三大核心

指标的第一位.在共同富裕的长寿时代下,老龄社会发展进程不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更
重要的是对于社会理念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发展的积极态度和创新理念.其根本原因在于,
积极老龄观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识老龄社会、改造老龄社会的行动意识与实践能力.积极老龄观

的新内涵、新格局与新路径将成为长寿时代下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最能动的新引擎.有鉴于此,本研

究重点以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根基,进一步厘清我国积极老龄观的演进脉络、内涵要义

与实践路径,为长寿时代下全球老龄共同体的公共治理谋划“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

二、与长寿时代相伴而生的积极老龄观演进脉络

在任何时代,每一个人自从出生,在年龄增长中走向死亡,都是一种自然且本源的生命过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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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个体的老化态度,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肇始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及后续世界多

个国家大规模的老龄社会进程.这场人类历史上静悄悄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个体生老病死的

固有看法,在老年学、人口学、生物学及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综合中形塑现代社会的积极老龄观,并深

刻影响着长寿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老龄化的国际共识推动积极老龄观的产生与发展

积极老龄观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历史进程,这与人类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历程密切相

关.在一定意义上,积极老龄观这一知识形态的兴起与老年科学新发展、老龄社会新形态以及长寿时

代新格局是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交织的过程.在老龄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积极老龄观的价值理

念始终推动着人类追求更加长寿与更加健康的生命轨迹,这种理念性与制度化力量进一步助推全球

加速老龄化.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重构,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再是被支配、
从属或者边缘的社会角色.在此宏观背景下,积极老龄观以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严、全生命周期、代
际公平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为指导全球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则①.

回顾发展历程,积极老龄观孕育于学术界、实践界与政策界共同对人口老龄化的模式探索与整体

干预.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比利时国际老年学学会的成立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对于积极老龄观

的研究起点,学者们开始在老龄研究的问题视角中思考其可能蕴藏的积极方面②.可以认为,学者们

在探究如何评价老年人患病程度、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iesofDailyLiving,ADL),以及相应的生理

心理功能的过程中逐渐感知到积极老龄观的端倪或原点③.然而,１９５６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

经济影响»报告中仍不乏“衰老”“负担”等危机意识,积极老龄观尚未真正完全形成.虽然１９８２年联

合国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疾病”“照料”“保障”为视角强调对老年人的照顾与保护,但是可以

说仍是一种将老年人视为弱势群体的传统理念延续.直至１９８７年,«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一篇题

为«人类老龄化:普遍而成功»(HumanAging:UsualandSuccessful)的论文④.这一里程碑意义的

文章明确指出,人类正在经历的老龄化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历程,应当将其看作人类社会文明、进
步与成功的重要标志;并且进一步驳斥了既往研究中对于衰老过程的负面看法,强调饮食、锻炼、生活

习惯和社会心理等老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至此,国际社会逐渐摒弃将人口老龄化视为危机、负担

或包袱的传统观念或消极态度,相继以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以及积极老龄化认识

与理解人口老龄化.１９９７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首次将人口老龄化作为最主要的国际问题予以讨论,
“积极老龄化”作为政策主张首次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讨论范畴,由此开启了以积极老龄

观倡导国际行动的先河.２００２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参与”“保障”与“健康”作为积

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进一步强化积极老龄观的全球共识,并在«马德里宣言»与«老龄问题国际行动

计划»中谋划相应的行动方案.２０１５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以“贡
献”“功能发展”和“多样化”等优势视角与价值理念再度拓展与丰富积极老龄观的主旨内涵.

(二)中国语境下的积极老龄观形成

作为崇尚长寿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出以尊老为德、敬老为美、爱老为善

与助老为乐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氛围,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老龄观的本色.正如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２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看望老年群众时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完善制度、改进工作,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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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比照“老当益壮”“老骥伏枥”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
自古以来形成的衰老个人经验与尊老爱老孝老的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积极老龄观在吸收和借鉴国

际共识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有效应对”,更加注重“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在２０１６
年５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弘扬孝老敬老纳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毋庸置疑,作为中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基本战略与中国老龄工作伟大实践经验结晶的有机结合,中国语境下的积极

老龄观极具鲜明的创新理念.
一方面,从政策沿革的历史担当理解我国积极老龄观的形成更具战略性,强调在中国语境下描绘

中国方案.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老年权益保障、老龄事业与产业、老年社

会服务等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但是严格来讲,我国积极老龄观的形成起始于２１世纪初期.２０００
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同年８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６
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此为开端,积极老龄观逐渐发展为我国

老年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与政策基础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以积极老龄观为根本遵循,先后密集

出台涉老政策与相关制度３００余项,并启动多个老年专项行动计划②.２０２０年底,中国积极老龄观演

化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从社会观念到国家战略,中国积极老龄观在历经２０余年的演化进程中得以真正形成,成
为塑造长寿时代下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方案的核心理念.

另一方面,从老龄工作的具体安排阐释我国积极老龄观的建构更具实践性,凸显中国语境下凝聚

中国智慧.从针对劳动力就业结构性风险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到老

年群体的收入风险与老年贫困的精准扶贫战略与养老保障制度,再到针对老年期和老年人口的疾病

风险的老年医疗保障与医疗救助,以及针对老年人失能失智风险的长期照护试点与服务津贴制度,还
有针对老年家庭发展能力和新社会风险的老年赡养扶养政策与优待照顾制度,中国积极老龄观在老

龄工作的创新实践与大胆尝试中得以全面建构③.中国积极老龄观真正履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

去”的发展秩序,为“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的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奠定释放长寿红利的创新型智慧.

三、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及理念转向

积极老龄观关乎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和观念的转向.这一理念的嬗变与更迭是由中

国人口基本国情的具体状况和所处的经济社会具体环境及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

瓴地指出,积极老龄观的首要内涵就是“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年是人的

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④.作为长寿时代下老龄社会新

形态的主导观念,积极老龄观兼顾工具理念与价值理念.２０２１年年底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

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始终以“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作为主题主

线贯穿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与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与指示深刻揭示了积极老龄观

的深刻内涵,是党和国家正确认识、科学谋划老龄事业发展的逻辑起点.积极老龄观进一步阐明了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精义和要旨,吹响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集结号,不仅奠定了中国老龄工作的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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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同时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必将开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纪元①.
从社会观念与知识形态的角度看,长寿时代下的中国积极老龄观先后经历了经验形态的社会认

识、原理形态的学术认知以及战略形态的政策认同三维历程.可以认为,中国坚持积极老龄观的基本

价值、根本立场与发展遵循,既明确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价值原则和取向,也指明了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国家战略的部署方向.积极老龄观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核心理念与重要内容,凸显了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积极”的新理念,就是“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

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作出新贡献”②.实

际上,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就是对于人口老龄化怎么看、怎么办与怎么干的概括凝练.
首先,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第一层内涵要义在于对人口老龄化“怎么看”.中国积极老龄观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关于老龄工作的思想结晶,既体现在从“老人问题”向“发展问题”再向“全
局性问题”的认知转变之中,也表现为我国老龄政策经历从特惠到普惠、从保基本到高质量发展的工

作转变之中③.中国共产党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的决策力把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历史方位、发展

定位与实践本位.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到主动、从悲观到乐观、从包袱到财富、从危机到机遇,从负

债到红利中国积极老龄观不断在老龄工作的实践活动中摸索、验证、总结与创新.积极老龄观的

理念变革摆脱了人们对生理年龄增长的恐惧,将老年人从消耗品的负面视角中解脱出来,为人类长寿

彰显了存在的尊严与意义,使长寿红利回归到代际公平和代际发展的现实中来.
其次,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第二层内涵要义在于对人口老龄化“怎么办”.为适应长寿时代

积极老龄观的理论创新与智力支撑,中国涉老相关学科及研究学者,共同成为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理

论的创建者、中国老年社会问题的剖析者、中国迈进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的诠释者、中国实施积

极老龄化国家方案的提供者④.我国积极老龄观在理论建构创新、基础研究夯实、研究问题转向、学
科交融推进、数据平台支撑以及政产学研结合的有利境遇中,进一步认识与阐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

题本质、客观制约与发展条件.
再次,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的第三层内涵要义在于对人口老龄化“怎么干”.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指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

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⑤实践主体、认识主体与价值主体围绕老年群体的多维需求互融互嵌,发展

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聚焦老年以及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互构互化.可以认为,中国老龄工作的

主动性与创造性在长寿时代积极老龄观的价值判断中被充分调动与激活.
长寿时代下中国积极老龄观不仅支持了老年社会保障体系、老年养老服务体系和老年健康支撑

体系等老龄工作支柱体系的有序建构,而且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带来了四个方面的

重要理念转向.一是从关注老年人或老年阶段转向全人群、全过程与全生命周期.积极老龄观拓展

了对于老龄问题的理解层面与判断尺度,既关注老年人与老年阶段的特定问题,也关注从出生到死亡

的整个生命历程,从求学到就业再到退休的生活过程,进而实现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全龄、全时与全域

的高度统一.二是从聚焦救急转向提前预防.既往老龄工作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对象纳入养老保

险、最低生活保障、老年医疗救助或特困人员供养等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范围作为主要方向,积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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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观将提前预防的新社会理念与行动策略运用到长寿时代老龄工作中来,以预判趋势、消除诱因到化

解风险为思路的社会预防理论重新定位长寿时代我国老龄工作重点.三是从强调事后转向注重事前

与事中.积极老龄观以新时代人民对老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心,将长寿时代老龄社会新形态表述

为人类发展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将事后的问题解决置于底线,将事前与事中的全面发展权

利视为根本.四是从着重化解社会风险转向主张重新发现机遇.积极老龄观致力于化挑战为机遇,
重新审视老龄社会的劳动力供给风险、老龄健康风险和国家人口安全风险等危机方面,将快速增长的

老年人群体视为不断增强的“增长驱动力”,深度发掘长寿时代下中国老龄社会的潜藏价值.

四、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的三重挑战与实践优势

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出多种关于年老、衰老、敬
老、孝老与养老的礼俗文化,例如形容家庭事务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包括刻画劳动领域的“劳其

身者长寿,安其乐者短命”,以及描述老化态度的“树老果不多,人老心不老”.这些经典谚语或俗语从

不同侧面展现出中国自古以来的老龄观所蕴含的积极文化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老龄观

的变化史,归根结底就是在人们寿命逐渐延长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史.如

果说平均预期寿命较短却又十分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以推崇老年人生产生活经验为实用老龄观的

主要方面;那么,在短期内经历了从高出生、高死亡到低出生、低死亡人口转变的工业社会,则因为年

轻劳动力在规模上的迅速增长与在技能形成上的快速习得,而发展出较为消极的老龄观.随着信息

革命与新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工业化所要求的液态智力与体力劳动不再适用,不同的社会技术介入

使得老年人所擅长的结晶智力与经验阅历变得亦有重新参与并融入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可能.在

后工业社会的长寿时代,积极老龄观正朝向社会公正与代际平等的方向发展.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

意识到,作为一种更加理解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新理念,全社会践行积极老龄观仍

面临三重现实挑战.
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所面临的第一重现实挑战在于结构困境.从社会知识传播与实践的

内在机制上看,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传播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其在权威性政治话语体系中结

构化的表征①.所谓“结构”指的是结构的性质,按照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就是“社会系统再生产

过程中反复使用到的规则和资源”②.从反映老年人口规模、趋势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人口结构,到
描述老龄社会新形态社会成员日常行为规范的社会结构,再到呈现人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共建共

治共享的国家治理结构,长寿时代下中国积极老龄观所隶属的结构体系正在逐渐走向社会政治结构的最

高级层面.必须承认,虽然积极老龄观已经成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价值范式,但是在

公共意识和社会意义上仍未突破既有结构性的瓶颈制约,尚未形成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构秩序.
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所面临的第二重现实挑战在于视角困境.相比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初

期进入老龄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却发展速度较快.在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思路理念上,往往以西方国家的国别化经验或国际社会的通用性思路为比照、参考与借

鉴.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一定有其共性,但是每一个国家在具体应

对策略上只能基于自身国情.有学者称,这种“拿来主义”的视角困境,往往忽视了中国在老龄社会治

理中的特殊性甚至优势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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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欣:«权力和物化: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理论导刊»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第７１页.
胡湛、彭希哲:«对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及政策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①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是这样的新

国情、新变革与新图景,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鲜明面向是不可复制性,包括规模大、速度快、未
富先老、城乡倒置等.因此,践行积极老龄观亟需摆脱西方借鉴的视角困境,需要在中国语境下讲好

中国故事,阐明中国老龄社会建设的基本特征、价值意义与政策体系②.
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所面临的第三重现实挑战在于公共困境.虽然我国人口老龄化处于

“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及“慢备快老”的发展阶段中,相关制度安排与社会服务尚未做好足够的准备,
但是这种对老年人与老龄化的消极乃至悲观的社会情绪,并不仅仅源于制度设计的不到位,更在于公

共意识的缺乏.之所以践行积极老龄观面临诸多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忽视或者说是较为

片面地理解老龄问题的社会公共意义.事实上,人口老龄化的应对问题不是生育率与死亡率双双降

低的数量问题,也不完全是人口年龄结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劳动力问题,更不是仅仅关于老年人这

一特定群体的养老或者健康问题.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是国家战略定位下事关国家繁荣与民族复

兴的公共概念、公共思想与公共范式.只有充分理解积极老龄观的历史传承性、人群差异性与公共价

值性,才能将其塑造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主流社会观念,从而唤醒社会共同体意识,以维护老龄社会

新形态下的社会公共秩序.
进一步从社会理念的功能与结构、先发与后发以及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思路,构建长寿时代中国践

行积极老龄观的实践优势.面对结构困境、视角困境与公共困境三重现实挑战,中国践行积极老龄观

亟待以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与规模优势,营造长寿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优势地位

与总体框架.
首先,就制度优势而言,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始终将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深度结合,这种

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国家治理结构,有利于践行积极老龄观突破结构困境.与

过去分散解决老龄健康问题、劳动力供给问题、养老金收支平衡问题,以及老年人经济赡养与精神慰

藉问题等老龄工作补缺性的传统思路相比,践行积极老龄观需要强大的集中动力与综合国力.中国

无疑具备了这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下,践行积极老

龄观正逢其时.
其次,就后发优势而言,在人口老龄化的全球性趋势下,中国在认识反思先发国家的老龄化经验

与教训的基础上,可以跃过先发国家的一些不必要的发展阶段以及避免可能走过的弯路或者教训,在
社会能力、技术水平与制度创新等方面充分具备的条件下,以赶超意识形成优势合力,进一步完善适

合中国国情的老龄政策体系.可以认为,中国积极践行积极老龄观赶上了这一轮后发优势,在独立、
开放与自主的思想氛围中,形成对于理解与应对人口老龄化更加灵活且综合的社会知识场域.从实

施老龄化国家战略,到消除老年绝对贫困的精准扶贫,再到老龄社会信息技术领域的领跑,中国践行

积极老龄观已经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视角困境,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人口又多又老又穷的叙事框架,
为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持续挑战提供了重要借鉴.

最后,就规模优势而言,无论是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都在急速增长的社会事实,还是“人人都会老

去”的自然规律,积极老龄观不设置群体分异与无关利益博弈的价值立场,势必冲破保守与刻板的公

共困境.在整体社会环境下消除年龄歧视,须进一步加强新时代老龄国情教育,为老龄社会可持续发

展与全龄人口发展增能赋权.虽然积极老龄观不以强调老年人口增多为现实逻辑,但其规模优势的

本质在于,当一个社会中老年人越来越多,今天的年轻人变成了明天的老年人,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

认可与接受必将增强;反过来,积极老龄观的公共性又将推动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从规模优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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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优势,将成为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社会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
当下中国与世界都正值百年未有之变局,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局毫无疑问来自长寿时代老龄社会

新形态的改变,践行积极老龄观的理念变革与实践创新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动力之

一.长寿时代下积极老龄观作为一种“元理念”或者“元观念”的社会知识形态,在诸多老龄相关的社

会意识与态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具有奠基性作用.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应践行积极老龄观,贯彻长寿时代下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人口与经济

社会的新发展格局赢得更大的“人口机会窗口”效应,开创中国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TheConceptofActiveAgingintheEraoflongevity:Evolution,
Connotation,andPracticalAdvantages

LuJiehua
(DepartmentofSociology,Pek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１,P．R．China)

Abstract:Atpresent,allthedemographicdataturnoutthatChinaisexperiencinganunprecedented
eraoflongevity．Infact,thechangeofpopulationagestructureandtheextensionofaveragelifeexＧ
pectancynotonlyindicatethatChinahasopenedtheeraoflongevity,butalsojointlyshapethenew
drivingforceofChinaspopulationandsocioＧeconomicdevelopment,whichisalsoanimportant
practicalbasisfortheformationofthenewconceptofactiveaging．Ononehand,sincethebeginning
oftheeraoflongevity,activeaginghasnotonlygraduallybecometheconsensusoftheinternational
community,butalsobeenregardedasthecoreconceptandfoundationofnationalpublicpolicieson
aging．Ontheotherhand,astheorganiccombinationofChinasbasicstrategytoactivelyrespondto
thechallengeofpopulationagingandthecrystallizationofthegreatpracticalexperienceofChinas
agingwork,thepositiveconceptofagingintheChinesecontexthasadistinctiveinnovativeconcept．
Inthissense,theconceptofactiveagingisundoubtedlythemajorchangeoftheconceptofthe
wholesocietytoactivelydealwithpopulationaging．Theconnotationoftheconceptofactiveagingis
thegeneralizationandrefinementofhowtothink,whattodoandhowtodowithpopulationaging,

whichisalsoamajorconceptualshifttoactivelyrespondtopopulationaginginChina．InthelongＧ
livederaofpostＧindustrialsociety,theconceptofactiveagingisnowdevelopingtowardssocialjusＧ
ticeandinterＧgenerationalequality．Ofcourse,thereisnodoubtthatpracticingtheconceptofactive
agingintheageoflongevitywillfaceatriplechallenge:structure,perspectiveandpublic．ThereＧ
fore,practicingtheconceptofactiveagingurgentlyneedstobuildtheadvantageouspositionandoＧ
verallframeworkofimplementingthenationalstrategytoactivelyrespondtopopulationaginginthe
ageoflongevitywithinstitutionaladvantages,latedevelopmentadvantagesandscaleadvantages,

andfinallyChinaspowertoactivelyrespondtothenationalstrategyofpopulationagingwillbe
demonstrated．
Keywords:Eraoflongevity;Conceptofactiveaging;Connotation;Triplechallenge;PracticaladＧ
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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