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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在老年学界普遍关心的研究课题中，人口老龄化及其发展态势是一个课题，如何向老年人
提供养老支持即养老制度的研究又是一个课题，这两个课题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
老年学、社会学、社会政策学更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视角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成绩斐然。
张敏杰教授在其所著的《新中国60年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研究》一书中把这两个课题结合起来，以
新中国60年来的人口结构变动和老龄化进程为背景，对人口老龄化及所面临的养老问题进行论证。
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的养老支持状况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构筑以家庭支持、政府支持
、社会支持和自我支持同构互补的四足鼎立的养老制度，并进行了深入的论证，从而在充分吸收、借
鉴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证经验的基础上，以其突出的“问题意识”，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的研究提
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20世纪中国人口的变动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内，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35岁，这
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大部分人口仍生活在农村的状况，新中国的成就则更加辉煌。
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逐步增加，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
改善的重大成果。
”但是，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有与发达工业国家所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我国的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
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另一方面，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仅阻碍了国
家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构成当前社会化养老制度发展中的结构性障
碍。
在这样的国情下，中国老年人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都实现社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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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在老年学界普遍关心的研究课题中，人口老龄化及其发展态势是一个课题，如何向老年人
提供养老支持即养老制度的研究又是一个课题，这两个课题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
老年学、社会学、社会政策学更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视角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成绩斐然。
张敏杰教授在其所著的《新中国60年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研究》一书中把这两个课题结合起来，以
新中国60年来的人口结构变动和老龄化进程为背景，对人口老龄化及所面临的养老问题进行论证。
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的养老支持状况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构筑以家庭支持、政府支持
、社会支持和自我支持同构互补的四足鼎立的养老制度，并进行了深入的论证，从而在充分吸收、借
鉴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证经验的基础上，以其突出的“问题意识”，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的研究提
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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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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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数量大量增加　　从老年类型国家的发展来看，1950年已属老年类型
的国家有15个，1960年为20个，1965年为30个，1981年达38个，1995年则增加到64个。
在1950-1995年的45年间，增加了4倍多。
在发达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7.9％增长到1998年的14％。
根据2004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较发达地区为15％，不发达地区为5％
；亚洲为6％，非洲为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6％，南美洲为6％，欧洲为15％，大洋洲为6％。
　　三、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快　　到2050年，发达地区总人口中老年人口将占1/3（33％）
，然而，发展中地区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更加迅速，其比例也将上升到19％，但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老
龄化进程仍然十分缓慢，老年人口比例仅上升到9％。
《世界人口前景（2002年修订本）》预计，人类的生育力会有更大的下降，因此，与以前预测相比，
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呈现更快的趋势。
目前，每10个老人中有6个生活在较不发达地区，到2050年时，将有8个人生活在较不发达地区。
2002年，世界绝大多数老年人口生活在亚洲（54％）和欧洲（24％）。
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1.34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4％，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21.34％）
，占亚洲老年人口的2/5（39.7％）；据联合国估计，中国老年人总数到2050年将达到3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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