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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构想为指导，把建
设和谐老龄社会作为立论基础，按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路，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比如，认为人口老龄化在给我国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蕴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要科学把握
机遇与挑战，危中寻机，化危为机；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现实利益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统筹兼顾发
展与养老问题，实现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这些理论创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时代要求。

　　《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集中论述了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有关老年人生存和发展的法律、
法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健康维护、家庭养老、长期照护、养老和为老服务
、老年人教育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内容；详细论述了各个养老助老主体——即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社区、家庭成员和老年人本人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未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发展愿景。
这些政策建议符合国情，也反映了人口学、老年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站位前沿、内容丰富、切合实际，理论性、实践性、操作性都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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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在于我国能用于养老的资源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
仅就“十二五”期间，2亿老年人的经济、医疗、照护、精神文化、教育休闲活动，以及老年人生活
宜居环境的需求就非常庞大。
而从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动态角度山看，未来对养老资源的要求将更为庞大。
从现在起老年人每年平均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在30年内，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1亿多增加到4亿多
，超过那时美国全国人口数量。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意味着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必须
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
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坚持“
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既要保证对老年人群体基本需求的满足，也要防止
出现发达国家养老金开支庞大致使财政人不敷出的情况。
我国吸收发达国家发展机构养老应对老龄化的成功做法，也要预防出现过的负面教训，发展“以居家
养老为主，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居家养老模式。
本章所讲的国外主要是指已经老龄化的发达国家。
 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对国外应对老龄化经验的总结与提升 人类社会在20世纪中期才开始认
识人口老龄化，当时生产力还不够高，科学技术还不发达，人口学、社会学、生命科学、老年学知识
积累相对不足。
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者普遍对人口老龄化有各种隐忧，担心诸如劳动力不足、劳动力老化、劳动生
产率下降、劳动者学习能力低、劳动力转岗难、劳动力难以适应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模式等问题。
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日趋发达，悲观的情绪才开始逐步扭转。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许多学者提出“成功老龄化”、“有保障的老龄化”、“生产型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直到2002年提出“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是在2002年马德里罔际老龄大会上提出，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思维。
它是健康老龄化在理论上的完善和必要条件。
积极老龄化把健康、保障和参与看成三位一体，强调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必要性、重要性。
积极老龄化能充实老年人“六个老有”和强化我国老年人最缺的“归属感”，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发挥老年人的潜能，是应对老龄化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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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是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重点图书，由邬沧萍，杜鹏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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