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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1/2021_2022_2007_E5_8C_

97_E4_BA_AC_c26_231218.htm 申论热点一：正视我国人口老

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

按国际通行的标准界定，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率达到7%并不断增加，而同时14岁及以

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30%并逐渐缩小的现象。了解人口

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采取有效措施，防患和解决好由于人口

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长远的、深

刻的。这种影响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存在不利的一面，总的

来说，不利的一面将会是更深刻、更长远。 其不利影响表现

为：来源：www.examda.com (1)人口老龄化超前经济发展。从

我国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人口增长幅度开始

下降，到目前，这20余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老龄化过程

，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急剧转变，使得

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2)社会负担加重。老年人口社

会负担主要包括：一是退休费用，二是老人医疗卫生费用，

三是老年经济，四是社会福利设施。人口老龄化的迅速提高

，使得政府和社会在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等

方面需要投入更多，从而减少社会积累，给经济发展带来较

大的压力。 (3)“四二一”家庭养老负担重。从实行独生子女

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已进入婚育年龄。一对夫妇在

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而社会竞争的加



剧让相当数量的子女在自身条件的限制和压力下，没有时间

或者能力照顾老人。这种“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出现说明传

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负担过重，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 (4)社会保障城乡

差异较大。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社

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较为脆弱，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

结构的存在，致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重在城镇，而农村的覆

盖面则相对较窄，部分老年人口缺乏应有的养老、医疗等基

本社会保障。在推进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措施的过程中，尤

其是农村的力度亟待加强。 (5)老龄人口健康状况需更多关注

。高龄老年人口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身体健康的只占老年

人口的极少数，基本能保证正常生活的也为数不多。在老年

人口向高龄化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必须加强对老年人口健康

状况的关注，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使老年人口能够更加长寿，能够健康的安度晚年

。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解决人口老龄化

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年人的自身，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

统工程，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的实现，应给予高度的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促进

社会的和谐发展。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做到以下

几点：来源：www.examda.com (1)研究制定适中的人口政策。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目前我们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

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因此，要制定一个二者

兼顾的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



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按照国家

人口长远战略规划，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要实现人口零增长

，所以，控制人口总量发展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针对城乡

区域性老龄化程度不平衡、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户等情

况，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适当调整人口生育率，通过合

理的生育政策，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向稳定方向发展。 (2)

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为老龄化提供根本的经济保证。只

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才是解决人口老龄

化的根本保证。老年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归根到底，有赖于

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发展、经济繁

荣，才能满足老龄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只要劳动生产率提

高，使国民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因老年人增加而加重的负担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就会减轻。 (3)加强法制建设，提

高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的

宣传和执法力度，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加强尊老、爱老、养老

、敬老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尊敬老年人的

良好道德风气。对那些虐待老年人、不赡养老年人的行为，

必须在道德上、法律上给予谴责和制裁，以保障老年人在愉

快、温暖、祥和的环境中安度晚年。 (4)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从老年保障的方式上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要以家

庭供养为主、社会供养为辅。与此同时，要加大社会供养的

比重，逐渐过渡到以社会供养为主、家庭供养为辅。但无论

是哪个阶段，家庭始终是养老的主要载体。因此，要及早研

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扎实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

善，尤其是加快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

障体系和老年社区照料服务网络体系。同时，还要按照因地



制宜的原则，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并根据城乡老年人口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适合城乡老年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城镇应加大力度推

行以社区服务为依托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事业，而农村重点则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济以及以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

葬为内容的“五保”供养制度。 (5)加强老年产业化建设。老

年产业是以年龄以及由年龄决定的消费特征为标志而划分的

产业，即为满足老年人的特殊消费需求而为他们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产业，它包括传统老年产业如服装、食品、特殊商品

、交通、保健、老年福利设施以及现代老年产业如娱乐、旅

游、住宅、社区服务业、老年教育等多种行业。目前我国老

年产业化水平还很低，敬老院数量有限，且功能、设施水准

较低，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扶持政策，鼓励社会资

金进入老年产业领域，一方面可以化解老龄化压力；另一方

面，作为一项新型产业，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6)发挥老年

人余热作用。老年人是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智力库，他们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相

当一部分人身体健康，乐意且能够为社会作贡献，加之社会

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推迟了人类的衰老过程，人们有

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劳动年限延长。因此，我们

要积极挖掘这一资源，以智力开发为重点，采取各种形式，

开拓老年人的就业市场，为老年人的再就业创造条件，给老

年人发挥余热创造一个适宜的平台，使之既可以减轻由于老

年人口增多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又可以使老年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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