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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已经进入中度老
龄化的省份之外，不少省
份也即将迈入这一梯队。

广西、甘肃、福建均预
计，到2025年将进入中度
老龄化社会；海南预计
2025年接近中度老龄化
社会。即使是“最年轻”的
广东，也预计将于2030年
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不管是对个人、家庭
还是政府部门，巨大的养
老压力正在来临。

2005年，上海率先提
出“9073”养老服务格局的
目标，即90%的老年人居
家养老，7%的老年人社区
养老，3%左右的老年人机
构养老。此后，国家和各
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大都沿用了这种目标框
架。

但实际上，这样的模
式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
困难。虽然养老机构占比
已经很低，但空置率仍较
高，2023年全国养老机构

利用率不到 50%。而家
庭养老作为最大比例的养
老方式，给家庭成员带来
的压力又较大。

杨成钢认为，机构养
老的难题在于，要想提高
服务质量就要提高收费，
但如果收费太高，有能力
负担的人就会减少，而且
中国的传统文化仍难以接
受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
而如果要大规模家庭养
老，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
的比例不能太高，否则需
要专人居家照护，家庭需
承担的成本过高。

他认为，应该让介于
家庭和机构之间的社区养
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打
造升级版的社区养老。比
如老人依然可以在家养
老，但是社区机构提供响
应上门服务，支持照顾失
能或半失能老人，过程中
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技
术进行辅助。

国务院“十四五”养老

服务体系规划也提到，要
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
力。10 月 31 日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
务消费 提升老年人生活
品质的若干措施》进一步
明确，要全面推进智慧型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通过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居家
养老人士提供助餐、助浴、
助医、助行、助急等服务。

不过杨成钢认为，这
些服务不能仅依靠市场行
为，政府也需要提供一定
支持，以保证价格在可接
受的范围内，同时让市场
获取合理利润，形成可持
续的商业机制。

整个社会也在从基建
方面为未来养老做准备。
国家发改委此前提出，新
建居住区按人均用地不少
于0.1平方米的标准配建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支持
公益性、普惠性、社会化等
各类养老服务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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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江苏发布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显示，其13个设
区市已全部进入“中度老龄化”。即使“最年轻”的苏州，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也达到14.3%。

14%正好是一个分界线。根据联合国老龄化划分标
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称之为老龄化社
会；超过14%，为中度老龄化；超过21%，则为重度老龄
化。

江苏还不是老龄化最严重的省份。根据国家统计局
最近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31个省份中，已有19
个省份进入中度或重度老龄化，东北三省、川渝地区的老
龄化程度都高于江苏，辽宁更是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

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
亿，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
亿，占总人口的15.4%。如此巨大的老年群体规模，养老
问题如何解决？

《中国统计年鉴 2024》采
取抽样调查法，展示了2023年
各个省份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
度。结合统计数据与地方政府
发布的信息综合分析，全国已
有19个省份步入中度或重度
老龄化，包括辽宁、上海、重庆、
黑龙江、吉林、四川、江苏、天
津、山东、湖北、湖南、河北、安
徽、北京、内蒙古、浙江、陕西、
山西及河南。

辽宁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
高的省份，65岁及以上人口比
例达到21.1%，已经步入重度
老龄化社会。上海65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达到19.6%，是省
级层面第二高的地区。但上海
聚集了较多外来年轻人，如果
只看户籍人口的话，上海65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占 比 已 达 到
28.8％，也可视为重度老龄化。

老龄化程度前 6 位省份
中，除东北三省外，川渝两地
也榜上有名。中国人口学会
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
展研究院教授杨成钢对城市
进化论分析，川渝和东北的老
龄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
的地方。相同点在于两大区
域都是人口流出地，大量年轻
人口外出就业，导致本地老年
人比例较高；不同点在于，川
渝地区主要是农村人口流出，
而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人口

流出都较多。
东北三省也是老龄化程度

增长最快的省份。相比2022
年，2023年辽宁和黑龙江65岁
及以上人口比例均上涨1个百
分点左右，吉林则上涨近0.9个
百分点。

不过近年来，东北已开始
出现人口回流趋势。辽宁省统
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3
年辽宁人口省际净流入8.6万
人，扭转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
11 年人口省际净流出的局
面。吉林2023年人口跨省净
流入4.34万人，这也是近13年
首次出现净流入态势。

江苏的老龄化程度位居全
国第7，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比18.4%，高于全国3个
百分点。南通是全国老龄化程
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65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5%，
即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超过
65岁。泰州、盐城、扬州等地
也已经步入重度老龄化，苏州
由于吸纳了较多外来年轻人
口，成为江苏“最年轻”的城市。

但同为经济大省的广东，
情况却与江苏完全不一样。广
东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低的省
份之一，仅次于西藏和新疆。
杨成钢分析，广东的常住人口
中，有大量省外年轻务工人员，
拉低了老年人口比例。

除人口流动外，老龄
化与出生率也有着密切关
系。

最近几年，我国人口
出生率不断下降，2023年，
全国出生率仅为6.39‰，出
生人口902万人，连续第二
年跌破千万。

如果人口流动带来的
影响不大，那么出生率和老
龄化呈负相关，即出生率高
的地方老龄化程度低。例
如西藏是全国出生率最高
的地方，2023年出生率达
到13.72‰，约是全国水平
的两倍，同时西藏也是全国
老龄化最低的省份。

广东也维持了较高的
生育率，2023年出生率全
国第7。外来人口加上高
出生率，使得广东成为老龄
化程度最低的省份之一。

广东是少有的出生率
高的经济大省，已连续四年
成为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
100万的省份，连续六年成
为第一生育大省。

黑龙江是全国出生率
最低的省份，2023年仅为
2.92‰。吉林、辽宁、上海、
天津、江苏的出生率也位于
全国末尾，这些省份都是老
龄化比较严重的地区。

再往更深层次讲，目
前全国不仅出生率低，结婚
率也在下降。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结婚登记同比减少
94.3万对，人口学者何亚福
预计，2024年全年结婚数
量将创下1980年以来新
低。

老年人增多、新生儿
减少，重担压在中间的青壮
年劳动力身上。最新数据

显示，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
已经达到22.57%。

所谓老年人口抚养
比，是指每100名劳动年龄
人口（15至64岁）要负担
的老年人数量。目前的抚
养比，相当于每4.4名劳动
年龄人口负担1名老人。
而在20年前（2003年），这
个比例是8.3名劳动年龄
人口负担1名老人。

过去20年间，有13个
省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增
长1倍多，其中黑龙江增长
2倍多，是涨幅最大的省
份，紧随其后的是吉林、河
北、辽宁、四川、湖北等地。

从2023年数据来看，
GDP前十省份中，只有广
东、福建、浙江三省的老年
人口抚养比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19省份迈过中度老龄化门槛——

未来养老，路在何方？
东北、川渝老龄化严重 低生育率、高抚养比

未来养老，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