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老年产业 ,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丁　煜

　　2000年 ,新世纪的曙光将与1.3亿中国老年人的苍苍银发交相辉映。步入新世纪门槛的

同时 ,我国便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代。

然而 ,我国针对老年人口的商品和社会服务需求却长期受到冷落 ,老年产业远远满足不了

老年消费者的需要 ,开拓不出市场新领域 ,提高不了经济效益 ,长期处在老年人 、企业和社会都

不满意的状况。

其实 ,我国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 ,其潜力和预期收益都不容低估。老年产业这一块有待

开发的处女地 ,把握得好 ,将有望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专家预测 ,世纪之交我国人口年

龄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必将造就一次巨大的商业机会。

同时 ,发展老年产业 ,振兴老年市场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这是我国老年社会保障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必要保证 ,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不可缺少的内容 。

一 、发展我国老年产业的必要性

第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迅猛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2亿 ,预

计到2000年将增加到1.3亿 ,占总人口10%,开始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 。2040年 ,将是我国

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 ,届时每 4个人就有一个是老年人。同时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还伴随

着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过程 , 据专家预测 ,到2050年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由1990年的

9 720万增长到41 190万 ,增长4.23倍。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由1990年的770万增长到

8 246万 ,增长10.71倍。199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

7.92%,而2050年这一比重将增到20.20%(杜鹏 ,1994)。高龄老年人口更加具有老年人口独有

的消费特征 ,对专门为老年人口设计开发的商品和服务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欲望。

第二 ,我国老年人口的商品和社会服务需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 。目前在我国且不谈老年

人口生活医疗服务设施 、老年活动中心 、老年公寓等方面的建设 ,就是老年人日用消费品的生

产和开发也不尽如意 。老年用品不仅数量稀少 ,而且品种单一 ,专门的老年用品商店更是凤毛

麟角 ,且陈列的商品也多是一些陈旧过时的处理品 。出门乘车难 、看病难等诸多难题一直困扰

着老年人 ,其中尤以看病难为甚。老年人患病率高且行走不便 ,就医的困难不少 ,但目前医院

开设的老年门诊 、老年病房极少 ,现有的老年医疗服务网点也主要是为离休老干部开设的 。

1996年 ,北京市曾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需求和实际接受服务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 ,老年人

的需求远未得到满足 。

第三 ,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劳动

力老化以及社会负担的加重 ,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老年产业的崛起 ,虽然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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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弥补 ,一方面 ,老年产业

的发展可望为中小企业的转产 、转型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提供一条可靠的出路 ,另一方面 ,老

年消费市场的拓展将增大社会总消费力 ,刺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表 1　老年人社会服务需求和接受服务状况

服务项目 已接受服务(%) 需要服务(%)

入户家务照料服务 3.2 18.7

应急服务 4.0 45.1

传授保健知识 9.3 36.8

热线咨询电话 0.8 17.4

老年人饭桌 0.7 13.9

家庭病床 14.6 42.4

托老所 0.5 18.9

志愿者 1.8 26.2

定期体检 27.6 57.8

　　　　　　　　　　资料来源:北京市老年学会(家庭养老与社会化服务)课题组: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家庭养老与社会化服务 , 《人口研究》 , 1996(4)。

第四 ,是调整社会经济结构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人口因素与社会经济

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口结构的变动必然要求社会经济结构随之变动以保持人口 、社

会 、经济的协调发展 。因而 ,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的严峻形势下 ,应把开拓老年市场 ,

发展老年产业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调整社会生产结构 、生活消费结构和市场营销结构的

强大推动力 ,将老年产业这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培育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促进经济持

续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 、发展我国老年产业的可行性

第一 ,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多 ,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 。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之多 ,居

全球之冠 ,现已高达 1.2亿。如此庞大的老年消费队伍 ,只要其中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 ,甚

至万分之一的老人对某种商品产生需求 ,也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了我国老年消费者个体购买力低下的负面影响。

第二 ,虽然从总体上看 ,我国老年人口的平均收入较低 ,即使在城市 ,离退休职工的收入也

明显低于在职职工 ,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老年人口的购买力低 ,因为老年人在就业期间就已经

积累了绝大部分的耐用消费品 ,他们的消费主要用在日常消费品 、卫生保健用品 、生活医疗服

务等方面 ,消费面窄而且集中。从这点来说 ,我国老年人的日常消费能力不容忽视 。目前 ,我

国老年人口退休金 、再就业收入 、赡养费等方面经济收入每年约 2 000亿元 ,到 2000年将达到

4 000亿元(张文范 ,1997),这是相当可观的潜在购买力 。

第三 ,我国老年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开始转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

深入 ,一向崇尚勤俭节约 、艰苦朴素的我国老年消费者也在满足生存需要之余 ,追求较高层次

的享受:一向视下一代经济利益为己任的我国老年消费者也开始将目光移向自身的发展 。虽

然这些观念的转变还只是在一小部分老年人身上悄悄地进行 ,尚未足以形成老年人口消费的

主流 ,但预计在不远的将来 ,特别是现在一代的中年人进入老年人队伍后 ,老年人口消费观念

的转变将大大地向前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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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不平衡 ,地区差异大。总的说来 ,我国将循着东部 、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顺序进入人口老年型社会 ,前后相距 20—30年的时间。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所必

然形成的多层次需求 ,不仅为发展老年产业提供了多种选择 ,而且有利于老年产业选择“推进

式”发展道路 ,由东部向西部地区层层推进 ,最大限度地延长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寿命 ,降低开发

的成本 ,并促成产品和服务的更新换代 。

第五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 , “孝”文化将得到

更加广泛的重视和更高意义的提倡 。中青年人向老年人赠送物品以表孝心和敬意是一种约定

俗成的社会风尚 ,而近几年相继开发问世的一些专门的老年用品 ,尤其是保健品 ,(譬如前几年

风靡一时的“月球车”)更是成为中青年人“送礼”的首选目标。“孝”文化中所包含的经济含量

是不容否认也是不可低估的 ,这将可能发展成为我国老年产业的另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 。

三 、影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面对滚滚而来的银发浪潮 ,发展我国的老年产业不仅是势在必行 ,而且是当务之急 。但

是 ,由于现阶段我国老年消费者市场所具有的某些特征 ,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老年产业的

发展 。

第一 ,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收入低 ,且增长缓慢。城市离退休职工的平均收入低于在职职

工 ,增长速度也慢于工资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 ,1996年前三个季度 ,城镇

国有集体单位职工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1.9%,工资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7.9%,其

他所有制员工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52.2%,个体人员收入增长35.6%,离退休人员收入仅增长

14.9%。农村老年人口的独立收入和可供支配的独立资产更是十分有限。我国老年消费者市

场这种以“量”而非以“质”取胜的特点 ,决定了开发老年产业只能以薄利多销的方式追求规模

效益 ,而这对于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我国老年产业来说 ,规模化经营的目标是难以一蹴而就的。

第二 ,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尤其是在农村 。受经济条件的限

制和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消费特征并不明显 ,对专门的老年用品尚未形成大规模

的市场需求。

第三 ,我国老年人口内部结构仍以 60—69岁的“年轻”老年人为主体 ,而“年轻”老年人的

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与中年人较为接近 ,即使已经具有老年人消费的某些特征 ,也不是特别明

显。随着个体的增龄 ,由“年轻”老人迈向“老”老人 ,其对专门的老年用品和社会服务需求表现

将越来越强烈。

上述三方面的因素无疑将对目前我国老年产业的起步产生消极影响 ,而事实上 ,我国老年

产业长期备受冷落无不与这三个方面因素有关。然而 ,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存在毕竟是阶段性

的 ,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 、稳定 、快速增长的形势下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老年人口高

龄化的发展趋势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将转而成为支撑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目前 ,我国的老年产业正在希望与困境中艰难地起步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已得到

了充分的发展 ,这固然与这些国家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有必然联系 ,同时也说明了市场

经济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敏感性和老年产业的收益性。在美国 ,许多原以婴幼儿为主要服

务对象的大 、中企业纷纷涉足老年消费市场:嘉宝公司发展向成年人推销人寿保险的业务 ,提

出嘉宝公司为“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服务” ;华格利公司推出不粘牙口香糖 ,专供装假牙的老人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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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等等。在世界上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法国 ,老年人成了市场的“宠儿” ,以老年人

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祖母牌”黑咖啡 、“诺娃婆婆”玩具 、“老爹”食品等竟相推出 ,在电视广告中

频频亮相 。此外 ,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也是多种多样 、应有尽有:如帮助老人做饭 、洗澡 、

料理家务 ,陪伴老人聊天 、旅游等生活服务;护理病残老人 、治疗和健康咨询等医疗保健服务;

以及向老年人提供交通工具 ,协助老年再就业 ,为老人排忧解难等其他服务。这些蓬勃发展的

老年产业不仅切实解决了老年消费者的需求问题 ,而且使企业从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为一些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口所)

孩子质量数量替代与持续低生育率

黄　乾

　　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即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和微观家庭生育决

策与生育行为。前者对生育率的变化起着决定性 、根本性的影响 ,后者则是生育率波动的微观

基础。与此同时 ,这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首先 ,宏观社会经济条

件决定家庭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的变革 ,如果没有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 ,家庭生育决策与

生育行为就难以改变 ,其次 ,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对人口生育行为和生育率的影响是通过家庭生

育决策与生育行为的改变而得以实现的 ,如果只有宏观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没有家庭生育决策

与生育行为的改变 ,那么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学积极后果就难以形成 。

从高生育率逐步下降为低生育率 ,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运动的必然规律 。在生育率下

降过程中 ,世界各国由于其经济 、政治 、文化 、资源 、人口等条件各不相同 ,因此各国的下降方

式 、下降时间 、下降后果等各不相同 。纵观世界各国生育率下降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

类是渐进式下降方式 ,即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发展协同进行。这种方式经历的时间较长 ,生

育率下降的消极后果较少 。另一类是突变式下降方式 ,生育率下降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这种方式所用时间较短 ,因此容易造成一些不良后果 。自从我国70年代末大规模实行计划生

育以来 。生育率己下降到相当低水平 ,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低生育率对

我国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意义 ,它不仅能有效地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控制人口规模 ,缓解就业

压力 ,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而且能缓解人口对资源 、环境的沉重负担 。但是

我国生育率下降方式属于突变式 ,由此产生了人口老龄化加速 、出生性别比偏高 、统计“水份”

大 、干群关系紧张等不良后果 ,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突变方式不能保证生育能够持续处于低水

平 ,低生育率可能随着社会经济等变化而发生波动 ,这势必对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

响。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国生育率不仅要处于低水平 ,而且要在时间上能持续 ,从而最终实现

人口转变 。正如上面所讲 ,我国生育率要处于持久的低水平均衡状态 ,除了大力发展经济 ,改

善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外 ,其核心应是改变家庭的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 ,减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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