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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国家战略
定位下的中国方案

朱 荟

摘要:加速度的老龄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始终需要面对的人口新格局与社会新形态,从老年负

担到长寿红利是国家战略定位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案的重大转向与理论创新.在从“危”到

“机”的学理增进中,“长寿红利”的概念应运而生;以生产性老龄化与衰老自然科学为视角的两条概念路径

臻至成熟,并在中国情境下发展出从养老压力到银发经济、从年龄偏见到累积优势、从治疗疾病到延缓衰老、
从社会包袱到生命成就的全景式理论框架.下一步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重点在逻辑关系、价值导向、
内容主体和实践启示等方面充分展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国道路的思想智慧与实践创新.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负担;长寿红利;国家战略;中国方案

DOI:１０．１９８３６/j．cnki．３７ １１００/c．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１

一、国家战略定位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案的重大转向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中国２１世纪的新基本国情,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社会新形态① .２０２１年５月,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总

量增速明显放缓,以老龄化、少子化为突出特点的人口结构态势凸显.全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持

续攀升,６０岁与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分别为２６４亿和１９１亿,占总人口比例为１８７％和１３５％.
上述两个口径的老年人口比例较２０１０年分别上升５４４％与４６３％②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２１年全

国人口数据再次显示,中国老龄化继续加深:６０岁和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１８９％和１４２％.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社会”③ .我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人口格局业已形成且不可

逆转,其程度逐渐加深,趋势日益加剧④ .中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并将在２０３５年前后达到重度老

龄化;在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将分别以４８７亿和３４９％的数值,达到历史峰位⑤ .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在上述宏观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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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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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跻身为与乡村振兴、科教兴国和健康中国等并列的最高层级的国家战

略.这项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重大战略部署,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①.
毋庸置疑,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

何一次伟大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老龄化本身并非都是风险或危机.
只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在思维观念、资源配置、需求满足以及在制

度安排等诸多面向,从个人到家庭、从商业市场到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事务到政府管理,尚未做好足够

的前瞻准备与及时应对,因而谈起老龄化更多理解为压力与挑战②.事实上,这种趋势化、稳定化与

常态化的老龄社会新形态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增速下降、劳动力供给下行、社会创新下滑等负面效

应.以往人们将老化过程片面地与虚弱、残缺与病态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刻板印象.从

另一个侧面说,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无论是个体的衰老还是社会的老龄化,反而应认定为一种

优势或进步的表征.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将出现身体机能与液态智力的弱化,但不可否认

的是,每一个人在最后一个生命阶段,确实积累了更多的人生阅历、劳动经验、经济储蓄以及社会支持

等有益收获.人类寿命的延长并不会削弱老年人在晚年历程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潜力,相反人口

老龄化将产生一种新的人口红利,学术界称之为“长寿红利”(TheLongevityDividend)③.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是国家战略定位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

案的重大转向与理论创新.老龄社会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变局,更是全球必须面对的新人

口格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国方案,其核心要义在于“积极”④,充分体现了从老

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探索.中国方案的积极意涵,既包括积极的财富储备、积极的人力资

源、积极的物质服务、积极的科技支撑、积极的社会环境,又包括以更加积极的老龄态度、社会行动和

公共政策来提早应对人口老龄化,在整个国家战略的体系设计中都始终嵌入积极视角⑤.为此,本文

尝试从概念路径及其主要特点、理论转向及其解释创新两个维度,更加客观和系统地梳理与阐述中国

方案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新视角.从概念再生性与理论自主性构建中国特色人口老龄化的话语

体系,一方面从基本理念、理论形态、分析维度、观测结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推出一种新的老龄科学研

究范式;另一方面则以国家战略的认识高度、价值共通与机制衔接,展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

案的国家自信与民族自信.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认识:从“危”到“机”的学理增进及争议焦点

作为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议题,既往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将人

口老龄化当作自变量,关注其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进行理论探讨;二是将人

口老龄化视为因变量,重点讨论社会环境、政策条件及经济水平等对老龄化态势的形塑,由此构建相

应的实践路径;三是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特别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其中,“人口老龄化是机遇抑或是挑战”始终是我国老年科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热议焦点.“危机

论”与“时机论”成为两种相互对垒的基本认识.对于中国老龄社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焦虑以及人口

老龄化的担忧舆论是长期存在的主流观点.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着力实施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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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之时,这种“谈老色变”的倾向即随之盛行①.一些悲观论的思想往往将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口

老龄化联系起来,顾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的“危”与“机”成了老

龄社会新形态下的“元问题”.
从研究文献看,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判断从老龄冲击转向长寿红利孕育已久.早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口与经济、社
会的战略问题;这项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人口再生产的普遍现象,也是我国四个现代

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现实问题.随着人们对两种生产相互关系规律的深入认识,通过有计划地调节

人口再生产过程和发展经济及老年社会事业,这个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较好的解决.”②１９８７年全国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城市老年人比例分别超过全市总人口的１０％,这些城

市已步入老年型城市之列.为此,当年«人口研究»曾刊文讨论天津市人口的老龄问题,该文指出,许
多身体不错、有工作能力的天津市离退休人员,仍通过各种渠道发挥余热,建议组织这些力量为政治、
文化、科技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再做贡献③.再如,１９８８年北京市老龄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包括时任北

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在内的８０多位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集体讨论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④.会议强

调,虽然我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先老后富”的情况格外严峻,可能出现“缺乏年轻劳动力、老年负担

系数提高、国民经济负担加重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从整体上看,“不
利影响是相对的、暂时的,有利因素是长远的”.会议的基本共识是,“老龄化应当是好事,它使人类的

治理释放期延长,有利于社会知识的延续,有利于减轻国家负担,有利于机构改革与调整”,解决人口

老化与社会经济矛盾的关键在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如努力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

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发展,并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老年人口再就业问题在１９８９年中国

老年人口调查数据分析科学讨论会上得到更为热烈的讨论.大多学者认为,虽然我国长期存在劳动

力资源供大于求、劳动适龄人口就业难的状况,但是老年人口再就业不会对此产生冲击,相反将有促

进作用.有学者利用微观分析模型模拟了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２年老年人口再就业状况,结果表明,当时我

国老年人口再就业人数仅占全国职工总人数比例的３％左右,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并不会影响国家就

业供求结构.⑤

综上所述,学界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逐渐从老年负担转向长寿红利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学术增益

的背后,仍是时机论无法与危机论相抗衡的现实困境.即便有大量研究围绕人口老龄化的乐观方面,
具体从照料负担比、老龄人力资本以及老年人口再就业等多个角度论证长寿红利的可及性与可行性,
但是在普通民众、社会舆论甚至不少学者的观念中,人口老龄化仍然被视作一种社会问题,将会给中

国及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风险与挑战.这种老年负担的危机观点固执存在,始终深入人心.
究其根源在于,“人口老龄化是利好时机”的学术讨论缺乏相对坚实的理论体系与实证支撑,“长

寿红利”还仅仅停留在观点上,不仅缺乏可以颠覆老年负担的实践方略与方法体系,还缺乏明确的概

念界定以及理论支撑.越是有学者强调人口老龄化长寿红利的合理性、充分性与正当性,越是彰显出

时机论在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上的薄弱与缺失.一方面,长寿红利的概念并未明确提出,学术讨论中

关于长寿红利的提法多是基于逻辑推导,还包括一些预测与猜想.“人口老龄化是时机”仍属于基本

论述的阶段,并且时机论的提法中充斥着较多应然性的价值判断,而非实然性的现实例子.这是由于

人口老龄化在中国以及即使是老龄化较早的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也不过两百余年的历史.老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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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新形态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与发展动力并未充分显现.这种研究路径论证老龄问题是机遇而非挑

战,难以对长寿红利的整个话语体系予以有效支撑.另一方面,时机论的解释范畴缺乏完整的概念界

定与理论框架,迫切需要以长寿红利作为逻辑贯穿.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来看,“人口老龄化是机

遇”的讨论散落在相当广泛的研究内容之中,这些对老龄化肯定的说法多是零散的论点,并未形成关

于长寿红利的一套明确且自洽的概念视角与理论体系,这种研究现状势必影响长寿红利的概念接受

与推广,并影响其理论解释的应用性与影响力.

三、长寿红利的概念旨向、阐述路径及理论意涵

长寿红利这一术语看似生疏,但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长寿红利的概念之所以格外重要,在于它

呈现的是人类生存与生命最基本与最重要的本源形态,对于老年学、社会学、生物学、医药学和人力资

源科学等相关学科都具有较为基础性的地位.然而,人们对于长寿红利的理解与认识远未达到应有

的高度与统一性.正如老年学重要奠基人斯特雷勒(StrehlerBernard)在定义老年学(Gerontology)
这一术语时所强调,其词源gerＧ“togrowold”(变老)和词根geronＧ“anoldperson”(老年人)明确展示

出关于人类老化与衰老的研究领域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他提出警示,整个社会并未对人们将

延迟衰老与寿命增长这项科学意外(theScientificWindfalls)做好相应的准备①.
长寿红利的基本概念简单而清晰,具有两层含义:一是长寿,指的是人类寿命正在逐渐延长,在克

服衰老与疾病的基础上实现有质量的长寿;二是红利,全世界都将以老龄化为契机,创造出社会、经
济、文化等新发展成就.虽然长寿红利作为一项明确的概念工具与研究路径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
但是学术界对其既熟悉又陌生.纵贯研究史,长寿红利的学术概念从提出到运用主要遵循两条基本

路径.
第一条是以人口社会学和人口经济学为主要视角的生产性老龄化(theProductiveAging)路径,

概括长寿红利的“积极价值”内涵,以生产性强调人们寿命长且健康是一种社会福祉.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全世界,人类的预期寿命延长与健康状况持续改善,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学术共识.２０２１年世界卫

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显示,中国２０１９年整体预期寿命为７７４岁(男性７４７岁、女性８０５
岁),健康预期寿命为６８５岁(男性６７２岁、女性７００岁);全球预期寿命为７３３岁,健康预期寿命为

６３７岁②.虽然从年龄数值上看,人类寿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

命并非同步延长,在病态压缩抑或扩展理论的争辩下,人们并不笃定寿命延长将迎来一个更为健康且

美好的新社会.长寿红利正是在这场激辩中得以诞生与发展.正如有学者对此概念的界定:人类正

处于一个从未有过的“活得更久”且“更为健康”的老龄社会新形态,当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都随之改

善,从而实现健康、长寿且富有生产力的新生活范式,这种在个人、经济和社会多个层面所获取的收益

就是长寿红利,其具体实现机制在于预期寿命、健康与经济三个维度的正向促进③.英国国际长寿中

心(InternationalLongevityCentre,UK)运用３５个国家在１９７０年至２０１５年的预期寿命与每小时国

内生产总值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论证长寿红利将提高经济生产力,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负担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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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是以生物老年学为学科基础的健康生命延长(theExtensionofHealthyLife)路径.如果

说上一条社会科学的基础路径更为关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红利面向,那么这一条交叉学科视角下

的前沿路径更偏向于探讨如何实现长寿.正如美国老龄研究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forAging
Research,AFAR)对长寿红利的界定:以探索生物衰老的本质及内涵为目标,从根本上预防、治疗、推
迟甚至抑制衰老相关的疾病,以此节省医疗开支与延长人类寿命,这种延缓生物体衰老而获取的收益

被称为长寿红利①.近十几年来,学术界致力于从人口经济学的人口红利到公共健康领域的长寿红

利的概念转变与路径实现.«科学»(Science)杂志较有代表性地阐述了人口结构变化下关于老龄化的

担忧似乎被夸大.事实上,大多数经济体可以自然地适应人口老龄化,强调健康预期寿命不仅是经济

增长的重要预测变量,更是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的重要指征②.从２００６年长寿红利的概念在«科学

家»(TheScientist)杂志上第一次被提到③,到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公共政策与老龄化报告»(Public
Policy& AgingReport)分别刊发“２１世纪的老龄化、健康与长寿”④与“阐明长寿红利”⑤的主题讨

论,再到２０１５年冷泉港实验室出版«老龄化:长寿红利»的权威论述⑥,这一概念始终在深化与完善.
可以认为,长寿红利的学术概念已经从衰老生物医学的前沿研究走向一种新的公共健康行动⑦.换

言之,在老年学家、生物医药学家和多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对长寿红利的探索不仅是确立与寻找人

类衰老分子标志物及其阻抗药物,更是以延缓衰老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与预防干预的治理新防线.
综上所述,长寿红利概念描述的是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一种全新理想图景,表现为人类在寿命延

长与健康提升的状态下,老年人充分参与社会和经济增权赋能,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老年歧视所可能

取得的经济社会新机会及文化重建构等人类福祉与发展增益.
这一概念的界定及发展对于厘清人口老龄化是危机抑或时机的争议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涵.

首先,长寿红利的概念具有长远性,避免以直接负担或短期压力看待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效益.长

期以来,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因劳动者年龄增长可能产生的养老与医疗等现实负担,以至于无法全面

看待老年人所提供的社会经济贡献.其次,长寿红利的概念具有辩证性,并非一味地从经济产出的标

准来框定“红利”的范围.长寿红利之所以没有落入教条主义的陷阱,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并不否认人

口老龄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更多地是从广义社会经济效益看待革命之后可能产生的历史性飞跃

与革新.在现实性上,长寿红利是老龄社会中一切健康、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效益的总和.再次,长寿

红利的概念具有整体性,超越了对社会群体以某种标准进行机械划分的简化论做法.长寿红利有别

于以年龄结构为基点的人口红利,也有别于以性别结构为区分的性别红利,这一概念既不是量的划

分,也不是一种社会类别的标定,而持有一种以“今天的年轻人亦是明日的老年人”的普遍性立场,这
种老龄命运共同体的立场旨在遵循人类生存与寿命延长的根本利益.

四、中国情境下长寿红利的全景式理论转向

长寿红利是由“长寿”与“红利”两个词语复合构成,因此其概念内涵与理论话语应从“如何实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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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以及“长寿社会如何释放红利”两个层面共同展开.在中国语境下,学界、政府与实践界对长寿红

利的理论探析都处于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之中.从老龄健康研究的蓬勃发展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充分彰显中国在探索“健康长寿”议题上的积极努力.然而,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下,理论界对于中国如何释放“长寿红利”仍缺乏较为系统的概括总结.从概念路径的

分析可知,长寿红利是一个在医学、生物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学科中都具有深刻意义的理论术语,
内在蕴含着人本思想、经济属性以及生命体延续等内涵要素.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推进过程中,既需要强调对长寿面向的继续巩固,也需要增强对长寿红利的理论

转向,为相关领域实践工作提供新的启示.
进一步总结老年学科的新近成就与发展历程,无论是在对人口结构或疾病负担的比较方面,还是

筛选与评价人类抑制衰老的新型干预靶向方面,长寿红利相对于老年负担展现出更加强大的概念包

容性与更为详细的内容延展性,在社会、经济、文化、生物、生命等相关领域的探索中,长寿红利肩负着

越来越重要的学科使命.不过,必须清醒认识到,未来的不可预见性、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关系,
以及分子 细胞 组织 人体的结构机制等多元因素,使得评价长寿红利变得格外复杂,梳理其相关的

理论支撑也因此成为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长寿红利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较有普适性和解释力的

概念定义,正是因为其在概念构型的过程中极力寻求一种多元理论综合的路径,充分展现相关理论的

进展、反思与转向.相较于单一理论视角而言,中国情境下长寿红利对理论关涉与理论转向的全景图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情境下的长寿红利强调从养老压力到银发经济的重大转向,以老龄事业与产业的供给

侧改革适应老龄社会经济新常态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

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培育养老新业态.”长寿红利从经济

发展新动能视角支撑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国家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讨论老龄产业高

质量发展政策路径,以转变老年经济学的理论内涵考察双循环带来的老龄化发展机遇,以此在可持续

的养老社会中建构银发经济的经济和社会意义②.需要指出的是,长寿红利理论范畴所指的银发经

济,不仅包括老年医疗保健产业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等老龄消费市场开发,更是一种全方位、全人群

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理念创新.长寿红利的经济效应并不完全刻意打造老年人专用产品,虽其本意

是尽可能贴近老年需求,但更应旨向对全生命周期中各年龄段人群都具备吸引力的全龄事业与产业,
以此打破养老压力与银发经济之间的现实对立,从更高层次的理论视角上予以弥合,以积极思路开辟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经济“新蓝海”.
第二,中国情境下的长寿红利强调从年龄偏见到累积优势的重大转向,以新视角看待既有人口红

利理论,破除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长期以来,学术界以分年龄的人口结构及增长率解释人口因素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试图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的人口红利解释东亚

经济奇迹.长寿红利的理论转变突破既有人口红利中暗含的年龄歧视因素,从生命周期的累积优势

理解老年人在经济活动与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有研究将这种老龄人口红利定义为老龄人口

在就业能力、纳税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等方面组成的经济贡献率③,也有研究从老年人力资本

红利、老年劳动参与红利和老年消费需求红利分析老年人口红利的构成逻辑④.虽然不同学者对长

寿红利的具体界定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共识在于充分肯定老龄人口的经济贡献,将长寿红利视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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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口红利,可以为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新的人口机会窗口.
第三,中国情境下的长寿红利强调从治疗疾病到延缓衰老的重大转向,以凸显生命意义增强理论

分析的跨学科性.长寿红利的理论概括超越了健康预期寿命理论中关于疾病压缩与疾病扩张的固有

争议,回应人类生命科技的最前沿问题.放弃以疾病治疗与康复为主线的传统老龄问题应对思路,相
反在不改变遗传物质的情况下,以早期预防和衰老干预的全新方向看待人类寿命延长的可能性与可

及性.１９９２年起始的美国健康和退休调查尝试使用微观仿真数据模型比较延迟癌症、延迟心脏病、延
迟生物老化以及延迟社会老化的四种假设方案,分别计算５０年间治疗疾病与延缓衰老的社会经济成

本差异①.结果发现,由于相互竞争的风险,分别治疗某一种疾病的收益并不显著;相反,延缓衰老成

为预防疾病发生、延长健康寿命、改善公共卫生以及减少社保支出的综合方法.据估计,延缓衰老将

预期寿命延长２２年,并且增大健康余年的占比,将使美国社会产生７１万亿美元的经济收益.１９９８
年启动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发现,若中国老龄人口健康状况平均每年改善１％,到

２１世纪中叶将节约家庭照料成本２２万亿元②,再考虑到可减少的医疗成本,将产生巨大的经济红

利.此外,我国在自然科学界小分子化合物和药品方面取得的重要技术进展也使人类延缓衰老成为

可能,清除衰老细胞延长肌体寿命、细胞重新组编等技术取得重大科学突破③.
第四,中国情境下的长寿红利强调从社会包袱到生命成就的重大转向,以“老有所为”转变老化态

度④,探讨人口老龄化视野中不可预期的晚年馈赠.关于衰老过程一系列负面的老化感知与评价,既
有来自个体的自身感受(SelfＧPerceptionsofAging),也有群体的刻板印象(AgeStereotypes),无论来

自主观还是客观,这种相对消极的老化态度不一定是真实状况,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观点.在日常生活

中,一些长寿红利的个人事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老年保守主义的陈词滥调.与此同时,学术界关

于晚年生命成就的长寿红利已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发展⑤.例如,描述老年阶段将更多行动与资源投

入到情绪上更有意义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ＧEmotionalSelectivityTheory,SST),再如论证晚年

情境具有补偿效应的选择优化模型 (MetaＧmodelofSelectiveOptimizationwithCompensation,

SOC),还比如关注晚年实现自我目标的生命发展阶段理论(ModelsofLifeＧspanDevelopment).上

述理论不仅从不同侧面解释了长寿红利实现晚年生命成就的可能机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传

统老年学理论视野中的消极判断与负面预设,也为长寿红利时代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前瞻性、
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行动框架⑥.

五、借鉴与创新:国家战略定位下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

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集中体现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表述之中.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

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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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manD．,etal．,“SubstantialHealthAndEconomicReturnsFrom DelayedAging May WarrantA NewFocus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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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９３１１３．
陆杰华、林嘉琪:«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视野及其行动框架»,«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支撑体系”①.其中“积极老龄观”与“健康老龄化”既是新时代老龄工作始终贯穿的主线②,也是贯彻

落实国家战略的核心纲领,更是中国释放长寿红利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国家战略的定位下,使命提升与内容转型的中国方案需要一个更为宽广的借鉴与创新的

视角,既要站在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与宏观驾驭中国发展道路的大使命中去思考,更要置于人类寿

命延长的大历史与世界老龄化的大进程中去破题.２１世纪前２０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与应

对策略,始终伴随着与西方老龄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对照与比较、迎合与批判、吸收与升华;当下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将以一种新的姿态,在借鉴与创新中影

响西方理论界的审题运思与文论探索.
第一,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在发展性的逻辑关系下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的实践创新与发展递进.自２０００年我国进入老龄社会以来,国家在应对老年负担上推出了系列

举措,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重新修订到«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出

台,充分体现出解决老龄问题的中国力量.国家战略定位下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了中国

力量的壮大,在养老服务、生育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支撑、人才培养与环境氛围等重大工程的协调并

举下展开,这种从负担到红利的转变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推进,更是体制的再构与战略的发展③.
第二,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在战略性的价值导向下开启了从关爱老年人中国行动

到老龄社会中国战略的新征程.老年负担的行动策略具有专业性、类别性与技术性,长寿红利的战略

方案具有基础性、广泛性与政治性.实际上,对于每一个中国老年人来说,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演

进过程,是他们从完成本职工作退休到为国家发展奋斗终身的价值升华.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不仅是对

老龄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是对老年人作为资源的再次肯定,更是对中国人口实力的进一步阐释.
第三,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基于操作性的实践路径,在具体议程设置中减少老年

人就业障碍,鼓励生产力技术创新和投资终身学习机会等,以开创性展示中国特色.国家战略定位下

释放长寿红利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主动构建的争取过程.以往的实践路径大多

数以老年负担为框架,因此关于老年人口的膨胀将给养老金制度和医疗卫生系统带来压力的民众隐

忧与政策焦虑挥之不去.相反,长寿红利的实践议程在延续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的方针下,支持老年

劳动力跨越代际数字鸿沟④,在技能与知识上增能赋权,实现老龄社会的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第四,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在全体性的内容设计下关涉全体社会成员,是从全人

群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去构建方案内容.老年负担关注老年群体,尤其是以体弱病残或无劳动能力

的视角看待这一群体,长寿红利概念所向是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这决定了两种理论视

角在内涵上的本质差异,涵盖概念主体及其社会价值的不同,将引向对人口老龄化社会意义的基本判

断有别.因此,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更具道义感召与责任担当,极具中国话语优势.
第五,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在创新性的理论框架下突破“求学 工作 退休”的三阶

段生命历程,以多阶段的生命可能解答劳动力供给与延迟退休问题.回顾人类经历的农业时代、工业

时代和信息时代的三次革命性技术创新,可以清晰发现社会技能在代际之间发生了本质上的逆转.
这种从代际遵从到代际和谐再到代际鸿沟的关键因素在于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国家战略定位下中国

方案在挖掘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同时,以全年龄的人口赋能与终身学习,革新人生“求学 工作 退休”的
三阶段定式,开启了信息时代全社会学习全生命周期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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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长寿红利”的概念内涵与理论框架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龄工作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实践①,更是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背景下中

国老年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锚定.当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具有深远影响,其复杂性与应对

策略并非通过转换概念术语及理论范式就可以完全解决;长寿红利作为一种新兴概念,其自身成熟

度、理念感召力和实证应用性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展望未来,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研究转

向应渐臻佳境,在概念精确、理论完善、指标测量、机制分析和制度设计等多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传

播中国声音.构建与国家战略全局地位相配合、与中国老龄化加快加深的新国情相适应、与两个百年

征程伟大复兴相匹配的长寿红利中国方案,为全球老龄共同体展现“长寿中的中国”“红利中的中国”
和“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中国”.

FromElderlyBurdentotheLongevityDividend:ChinasPlanunder
theNationalStrategicOrientation

ZhuHui
(ZhouEnlaiSchoolofGovernment,NankaiUniversity,Tianjin３００３５０,P．R．China)

Abstract:Agingwithaccelerationisanewdemographicpatternandasocialform,whichhasalwaysbeen
facedinthenewjourneyof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TheextensionofhumanlifeexpectＧ
ancywillnotweakenthepotentialoftheelderlytocontributeto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eir
lateryears．Onthecontrary,populationagingwillgenerateanewdemographicdividend,whichiscalled
“longevitydividend”．FromelderlyburdentolongevitydividendisasignificantinnovationofChinas
plantoactivelyrespondtotheagingofthepopulationunderthenationalstrategicorientation．Inthe
theoreticalimprovementfromcrisistoopportunity,theconceptoflongevitydividendarises．HowevＧ
er,fromtheliteraturereview,thediscussionofpopulationagingasanopportunityisscatteredina
fairlywiderangeofresearchcontent．ThesepositivestatementsonagingaremostlyscatteredarguＧ
ments,whichhavenotformedaclearandconsistentconceptualperspectiveandtheoreticalsystem
onlongevitydividend．TheconceptoflongevitydividendhasreachedmaturitythroughtwoconcepＧ
tualpathsofproductiveagingandthenaturalscienceofaging．IntheChinesecontext,longevitydivＧ
idendhasdevelopedapanoramictheoreticalframeworkfrompensionpressuretosilverＧhairedeconoＧ
my,fromagebiastocumulativeadvantage,fromdiseasetreatmenttodelayingaging,andfromsoＧ
cialdragtolifeachievement．ThenextstepofChinasplantoreleaselongevitydividendfocuseson
thelogicalrelationship,valueorientation,contentofthecontentsubjectandpracticalenlightenment
tofullydemonstratethewisdomandpracticalinnovationofimplementingtheChineseroadofnaＧ
tionalstrategytoactivelyrespondtopopulationaging．Inconclusion,thispaperattemptstoexpound
thenewperspectiveofChinasplanfromelderlyburdentolongevitydividendfromtheconceptual
pathanditsmaincharacteristics,aswellastheoreticalshiftandexplanatoryinnovation．
Keywords:Populationaging;Elderlyburden;Longevitydividend;Nationalstrategy;Chinas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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