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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

成。考试时限150分钟。满分100分。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

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申论要

求依次作答。答案要写在指定位置。不再指定位置作答的，

不得分。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

，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时，方

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1. 中国网讯：日本《追求》双周刊文

章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个步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超

级大国。 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中国，现在越来越面临着人

口老龄化的问题。 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

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

老龄社会”。中国在2005年达到了7.6%。实际上中国在2001

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

，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德国经过了40年，而日本

只用了24年，速度之快非常惊人。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

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速度与日

本大体相同。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实行了独生子

女政策，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当然，出生率下降不会马上

与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目前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

岁的“生产年龄人口”仍在增加。这一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

，往往具有增长潜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从普遍

经验来看，如果对人口结构问题应对得当，充分利用人口红



利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为此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吸纳年轻

人的劳动力市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几乎实现了完全

就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口红利的作用。 那么，中国会怎

样呢?从人口构成来看，人口红利期始于1965年至1970年。当

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由于生产效率低下，1965

年至1978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9%。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转为减少。日本

的人口红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结束，而中国也像韩国和

台湾一样，预计在2015年左右结束。韩国和台湾的收入已经

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尚

不足4000美元。换言之，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口红

利就将结束。 中国农村有很多的农民，他们实际上处于失业

状态。他们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中国只要

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作用，就可以延长和长期享受人口红利。

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的发展就归功于此。 但另一方面，人口红

利期也有可能缩短。流入城市的多数是年轻人，大量老年人

留在农村反而加速了农村的老龄化。此外，年轻人一般学历

较高，而留在农村的老年人往往不具备农业以外的经验、知

识和技术。今后，他们不可能像年轻的农民工一样寻找工作

。如果那样的话，人口红利期又有可能缩短。 很多人期待上

海和北京的繁荣能够波及到地方，形成“13亿人的大市场”

。 上海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

是另外一种样子。老龄化的问题最先突出表现出来的不是出

生率较低的城市，而是贫困的农村地区，而且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并不健全。 中国所走的将是世界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

阶段进入老龄化”的道路。 2. 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

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以上比例按国际标准衡量

，均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老龄化己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

世界性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

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620万人相比较，47年中增长了2.36倍

，年均递增2.6%，快于全国人口递增1.6%的一个百分点，占

总人口的比重由4.4%提高到7.0%，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近十

年老龄化速度加快，每年递增3.4%，快于全国人口递增1.1%

的2倍多，如按3.4%的速度推算，2002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9420万人，占总人口7.3%。如按2003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02

年1%人口抽样调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调查人口总数

的8.16%，按此比例推算，全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

达10482万人，比人口普查数增加1671万人，年均递增9.0%。

老龄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是很惊人的，80岁以上高龄人

口将以平均百万人的速度增长。 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

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

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

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

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速度和比重，

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

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年

人。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

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

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

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由于老龄化的加速，老年抚养比

由1964年的6.4%上升到2002年的11.6%，城镇离退休人员



由1978年的314万人增加至2002年的4223万人，24年增长了12.4

倍，与在岗职工的比例由1978年的31人降为2.5人，离退休金

由1978年的17.3亿元增至3646亿元，增长了210倍，年均递

增25%，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递增18.9%，快于同期国内生

产总值递增9.4% 的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0.5%上升

至3.6%，上述数字均反映了城镇离退休金的增速快于经济的

增速。 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

龄化时，人均GNP己达13万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

家中，人均GNP达一万美元的占36%，一万至三千美元的

占28%，而我国在2002年只有980多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

化。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时，老龄化

程度却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了“未富先老” 的特

征。老龄化的加速对经济社会都将产生巨大的压力。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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