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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

杜 鹏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时

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同时在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

变化等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对亿万老年人生活带来的深刻改变。本文通过对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老年人状况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地区差

异与社会保障压力的联系、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社会保

障制度发展在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上带来的变化等。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年人状

况已经出现了多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城镇老年人数首次超过农村老年人数，首次成为全世界

百岁老年人最多的国家，首次有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离退休金养老金首次成为中

国老年人的最主要生活来源。这些巨大变化为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主要经济来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健

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为新时代我

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做出了最新的决策部署，

对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老龄化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的重要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迅速发展并朝

着共同富裕目标坚定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①2030 年以后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所有发达

国家的老年人口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贯彻落

实积极老龄观，我们需要清晰把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老年人生活中已经产生的深刻

变化，同时也要更加深入了解人口老龄化在各个地区的多方面差异，明确工作重点，大力缩

小城乡和地区之间在制度建设和服务保障方面的差距，统筹推进共同富裕。在上述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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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2020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在进入老龄社会新阶段之后，人口老

龄化和老年人口发生了哪些变化？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与主要生活来源的现状与

变化是什么？对这些方面的全面认识将为我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

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和全体老年人老有所养提供重要的

现实基础。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老年人口的数量与比例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8004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0978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4.9%。① 自 200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

人口达到 7%，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

进程加速发展，高龄化趋势日益凸显。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数为 2.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1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5%。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与 2010 年相比，十年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

模增加了 8637 万，比例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而 2000 年到 2010 年期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

增加了 4767 万，比例上升了 3.23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过去十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人口老

龄化程度都在加速发展（见表 1）。

2021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14%，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新阶段。参

照国际社会常用的表述，一般将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7%（60 岁及以上超过

10%）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将达到 14% 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志，达到 20% 作为进

入超老龄社会的标志。对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阶段，2000 年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21

年进入了老龄社会，预计 2031 年将进入超老龄社会。

表 1 1982—202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状况

年份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数量（万人） 7666 9719 13165 17765 26402

比例（%） 7.64 8.57 10.59 13.26 18.70

资料来源：1982 年至 2010 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中的普查数据部分计算而来；2020

年数据来自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年。

①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
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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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而言，老年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增加了制度覆盖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1990 年到 200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增长了 3446 万人，2000 年到

2010 年，老年人口增长了 4600 万人，2010 年到 2020 年，老年人口增长了 8637 万人。加速

增长的势头非常明显。预计 2020 年到 2030 年的十年，老年人数将净增 1.2 亿人，老年人口

总量 2030 年将达到 4 亿人，这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也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挑

战最大的关键时期。

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中

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关键转变时期：人口总量由增长转向减少、人口老龄化进入老龄社会新阶

段、社会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小”的负担、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才资源大国。2021 年末，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已经超过 0—15 岁少儿人口数（2.63 亿），16—59 岁劳动年龄人

口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已经超过 2 亿人。在上述人口老龄化发展背景下，政府和社会需要重新

审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和高度重视人才强国的战略。

（二）老年人口的性别结构

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退休制度等方面差异的影

响，女性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与男性存在明显不同，因此有必要及时了解中国老年人口的性别构

成变动情况。总体上看，中国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年人口，老年人口性别比近 30 年

来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从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性别构成看，2020 年我国男性老年人口

有 12738 万，女性老年人口有 13664 万，女性老年人口数量略多于男性老年人口数量。从分性

别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来看，男性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 48.25%，女性老年人口占 51.75%，女

性老年人口比例比男性老年人口高了 3.50 个百分点，性别比为 93.22。从 2000 年以来的三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看，我国老年人口的性别比从 2000 年的 95.17 上升到 2010 年的 96.12，再

下降到 2020 年的 93.22，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表 2 展示了我国老年人口分年龄的性别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年龄越大，女性的比例越高。

2020 年老年人口性别比的下降主要集中在低年龄老年人口，只有 60—64 岁组老年人口性别比

维持在 100.98，也就是男性略多于女性。65—69 岁组就已经下降到 100 以下，男性少于女性。

而在 2010 年时，60—64 岁组性别比是 103.47，65—69 岁组性别比是 101.88。由于低年龄老年

人口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 55.83%，所以，虽然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有所上升，但老年人口总

体的性别比还是下降了。更准确地说，2020 年从 64 岁的年龄开始，女性人口就多于男性了，

64 岁女性人数是 788 万人，男性是 777 万人。2010 年时，女性人数超过男性的年龄是 73 岁，

女性是 319 万人，男性是 315 万人。2000 年女性人数超过男性的年龄是 70 岁，女性是 328 万人，

男性是 32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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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

年龄
人口数（人） 占老年人口比重（%） 性别比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女 =100）

合计 264018218 127381486 136636732 100 100 100 93.23

60—64 岁 73382938 36871125 36511813 27.79 28.95 26.72 100.98

65—69 岁 74005560 36337923 37667637 28.03 28.53 27.57 96.47

70—74 岁 49590036 24162733 25427303 18.78 18.97 18.61 95.03

75—79 岁 31238849 14752433 16486416 11.83 11.58 12.07 89.48

80—84 岁 20382878 9157003 11225875 7.72 7.19 8.22 81.57

85—89 岁 10826530 4426091 6400439 4.10 3.47 4.68 69.15

90—94 岁 3652749 1367594 2285155 1.38 1.07 1.67 59.85

95—99 岁 819812 271455 548357 0.31 0.21 0.40 49.50

100 岁以上 118866 35129 83737 0.05 0.03 0.06 41.95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三）老年人口的高龄化

虽然中国老年人口以 60—69 岁低龄老年人为主，但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比例也在持

续增长。从 2020 年老年人口的年龄构成来看，60—69 岁组低龄老年人口的比例最高，达到

55.83%；其次是 70—79 岁组，比例为 30.61%； 80 岁及以上年龄组占老年人口的 13.56%。由

于人口出生队列波动的影响，实际上在低龄老年人中，65—69 岁的老年人还多于 60—64 岁的

老年人，人数分别为 7400 万和 7338 万，低龄老年人合计超过 1.47 亿人。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

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身体状况基本健康，是我国老年社会参与和老年教育的主体力量。

与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相比，60—69 岁低龄老年人比例在不断下降，70—79

岁老年人比例比 2010 年有所减少，只有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在持续提高（见表 3）。这说

明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发展。2020 年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

数超过 3580 万人，达到历史新高，比 2010 年的 2099 万人增加了 1481 万人，增长了 70%。

表 3 2000 年至 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年龄构成状况（%）

年龄组 60—69 岁 70—79 岁 80 岁及以上 合计

2020 年 55.83 30.61 13.56 100

2010 年 56.18 32.00 11.82 100

2000 年 58.84 31.93 9.23 100

资料来源：2000 年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中的普查数据部分，http://www.stats.gov.cn/

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302.htm；2010 年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

2020 年数据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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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 9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达到 459.1 万人，比 2010 年的 198.4 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 26 万人。2000 年的 90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是 97.1 万人，2000 年到 2010 年

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 10 万人。可以看出，9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迅速增长，以此推算，2022

年底中国 90 岁及以上老年人会超过 500 万人。

中国人口长寿水平的重要体现是百岁老年人数的迅速增长，2020 年我国百岁老年人数

达到 118866 人，首次成为全世界百岁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其中男性 35129 人，女性 83737 人，

百岁老年人中女性占 70.45%。由于百岁老年人的快速增长，我国的长寿水平已经进入了新

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具有长寿代表意义的百岁老年人数量

在 2010 到 2020 年的十年间出现跨越式增长，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全国百岁老年人数量从

约 3.6 万增长到 11.9 万，从比例上来看，每十万人中百岁老人数量从 2.7 人增长到 8.43 人（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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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3—2050 年中国百岁老人数量及占比发展变化

资料来源：1953—2020 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2035 年和 2050 年数据引自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从国际对比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对美国和日本完成了

历史性的超越。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数据，2020 年全世界约有百岁老人

54.7 万，中国拥有全世界 1/5 的百岁老人。此前美国是世界上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根据美国

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美国有 10 万多百岁老人，同样是长寿大国的日本，2020 年的普查数据

显示其百岁老人数量为 7.95 万，2022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日本百岁老人数量突破 9 万人，已经

实现连续 52 年增长。①

①  《日本百岁老人首超 9 万 近九成为女性》，新华社：http://xhpfmapi.xinhuaxmt.com/vh512/share/11120387，2022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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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 10 年来特别受到

年轻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影响。由于外出劳动力计入流入地常住人口，导致吸引劳动力多

的省份和城市地区老年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而流出地老年人口比例相对上升，流出地会率

先遇到养老金支出压力。劳动力外出较多的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率先遇到大龄农民工

就业的问题。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看，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的省份会面临缴纳养老保

险人数下降，而领取养老金人数持续增多的双重压力。农民工外出就业较多的省份会率先

遇到就业年龄歧视障碍，因为常年在外打工的人年龄增大后已经开始遇到就业年龄障碍。

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差异情况，并关注由此对社会保障体系

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省际差异

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出生率、死亡率及流动迁移率的差异导致各个省市自

治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日益明显，2010 年到 2020 年省际差异进一步加大。2020 年中国人

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辽宁，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25.72%，其次是上海（23.38%）

和黑龙江（23.22%）。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前四个省市里东北就占了三个，东北地区也是全

国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地区，东北三省合计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24.26%。2020 年全国老年人口

比例是 18.73%， 17 个省市自治区超过全国水平，14 个省和自治区低于全国水平，西藏老年人

口比例依然全国最低（8.52%）。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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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 年中国各省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7% 的省市自治区已经达到 30 个，只有西藏的 65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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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比例为 5.67%， 还没有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有 12 个省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

过 14%，进入到老龄社会阶段。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还是辽宁（17.42%），但是

排在第二和第三的省份与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排名不同，分别是重庆（17.02%）和四川

（16.93%）。详见图 3。

各省老年人口规模也有明显差异。2020 年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山东，60 岁及以上人口

有 2122 万人，65 岁及以上人口有 1536 万人。除了山东之外，还有 10 个省份 60 岁及以上人口

超过 1000 万人，分别是江苏（1850 万）、四川（1816 万）、河南（1796 万）、广东（1556 万）、

河北（1481 万）、湖南（1321 万）、浙江（1207 万）、湖北（1179 万）、安徽（1147 万）和

辽宁（1095 万）。这 11 个省份的老年人口合计达到 1.657 亿人，占全国老年人口的 62.77%。

65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1000 万人的共有 6 个省份，分别是山东、四川（1417 万）、江苏（1373 万）、

河南（1340 万）、广东（1081 万）、河北（1039 万），这 6 个省份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合

计达到 7786 万人，占全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 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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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中国各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二）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

2020 年中国城镇老年人数首次超过农村老年人数，实现历史性转变。2020 年中国的城镇

化水平达到 63.90%，城镇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为 1.43 亿，首次超过了农村老年人数（1.21 亿）。

然而，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进一步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高达 23.81%，高于城市的

15.82%，差距达到 7.99 个百分点，这也是历次人口普查中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最大的一次。

从图 4 可以直观地看到，在过去 20 年时间里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差异在日益增大。特别需

要注意的是，2020 年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比 2010 年的 9930 万人增长了 1/5，农村老年人口

数量依然规模巨大。因此，农村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关键，也是推动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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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完善的重点，只有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协同发力，

才能加快补齐农村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短板。

表 4 进一步分析了城市、镇和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农村最高，镇和

城市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老年人口比例为 15.54%，镇的老年人口比例是 16.40%。在人

数上，农村老年人仍然是最主要的老年群体，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对全国总体情况有着举足轻

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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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20 年中国分城乡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表 4 2020 年中国分市镇乡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

城乡 老年人口数量（万人） 老年人口比例（%）

城市 8937.7 15.54

镇 5328.5 16.40

乡村 12135.6 23.81

全国 26401.8 18.73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三、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

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和养老方式会产生多方

面的影响。首先它会影响老年人的养老方式 , 没有健康的身体，老年人就很难再参加生产劳动

以得到劳动收入，在农村地区经济上会更加依赖子女或亲属的供给；其次是在居住方式上，没

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需要长期照护，他们往往需要与子女住在一起，由配偶或子女提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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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照料；第三是在医疗方面，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往往伴随着各种疾病，因而不健康老年人的

增多往往也伴随着医疗费用和家庭照护费用支出的增大。中国面临的各种老年人问题突出反映

在不健康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家庭中。

我国自 2000 年以来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都以长表的形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进行了

调查，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了解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数量和比例提供了重要

依据。对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及时了解对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

和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都有着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共有 25523101 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对健康状况进行了自

评，其中，男性 12312008 人，女性 13211093 人。因为是以长表进行抽样调查，回答健康状况

自评问题的老年人占我国老年人口总数的 9.67%。自评健康状况分为四类：健康、基本健康、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以下先分析 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的总体情况，

再进一步分析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城乡和地区差异。

（一）首次有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自评是健康的 , 绝大多数老年人处于健康状态

2020 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 , 我国老年人口中有 54.64% 自评身体健康，32.61% 的老年人基

本健康，两类合计占老年人总体的 87.25%（见表 5）。与 2010 年相比，自评身体健康的比例

提高了 10.82 个百分点 , 老年人基本健康的比例下降了 6.72 个百分点，两类合计，2020 年比

2010 年提高了 4.1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说明 2020 年老年人口对健康状况的自评更加乐观，更

多的老年人处于健康状态，这也是首次有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自评自己是健康的，这对于弘扬积

极老龄观、推进健康老龄化理念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表 5 2010 和 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
2020 年 2010 年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健康 54.64 57.54 51.94 43.82 48.22 39.64

基本健康 32.61 30.57 34.51 39.33 36.90 41.64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10.41 9.77 11.00 13.90 12.37 15.36

生活不能自理 2.34 2.12 2.55 2.95 2.52 3.3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2010 年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2020 年数据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算而得。

（二）全国约有 3366 万人处于不健康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状况

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占 12.75%，其中不健康但生活能

自理的老年人占 10.41%，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占 2.34%（见表 5）。与 2010 年相比，我国

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比例有所降低，从 2010 年的 2.95% 下降到 2.34%。如果以此推算中国不能

自理老年人的总量，需要长期照料的不能自理老年人总数约为 618 万人。从不健康但生活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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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老年人占 10.41% 来推算，全国共有约 2748 万老年人处于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状态。总体

来说，2020 年全国约有 3366 万人处于不健康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状况。这部分老年人是我国大

力发展养老服务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主要覆盖人群。

（三）男性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好于女性，不健康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占 55%

2020 年男性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比例比女性老年人更高，男性自评健康的占 57.54%，女性

是 51.94%。与 2010 年普查结果对比也可以看出，女性自评健康比例一直低于男性，但是两性

自评健康比例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差距略有缩小。虽然回答基本健康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但

从总体上看，自评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年人占男性的 88.11%, 女性比例则为 86.45%, 男性自评

健康状况仍然好于女性。全部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占了 55.01%，比 2010 年的

比例（57%）略有下降。

（四）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变差，生活不能自理比例在 80 岁以后明显提高

从图 5 的分年龄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变化看，随着年龄的上升，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开始

变差，自评为健康的老年人比例在 60 至 90 岁之间下降明显，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在 70 岁

之后提高，80 岁以后迅速上升。这反映出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最需要关注

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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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从几个关键的年龄可以明显看出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变化。自评健康的老年人比例在 60 岁

时占 74.18%，71 岁时下降到 50.41%。可见 71 岁及以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总体是相对比较

好的。自评健康的比例在 76 岁后下降到 40% 以下，82 岁后下降到 30% 以下，90 岁后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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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以下。10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仍然有 14.41% 自评是健康的。如果把自评健康和基本健

康归为一类来统计，70 岁时占 88.70%，80 岁时仍然占到 76.29%。不健康老年人比例在 80 岁

时达到 23.72%，84 岁时达到 30.54%，90 岁时达到 40.65%；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比例在 88 岁

时超过 10%（11.17%），94 岁时达到 20.35%。

（五）城镇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好于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比例最高

在 2000 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中，城镇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一直好于农村老年人。与

2010 年相比，2020 年城乡老年人口的自评健康的比例都大幅度提高了，而生活不能自理比例

都进一步下降。表 6 反映出我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城乡之间有明显差别 , 城镇老年人自评健

康状况普遍好于农村老年人。城市 62.98% 的老年人自评为健康，镇老年人健康比例达到

54.77%，而农村老年人只有 48.54% 认为自己健康。城乡老年人的基本健康比例农村最高，城

市最低，都在 30% 左右。另一个城乡差别主要反映在不健康老年人比例差异上。城市不健康

老年人比例只占 8.37%，而农村则高达 16.10%，高出城市近一倍。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在城市

只占 2.07%，而农村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占 2.55%。

表 6 2020 年和 2010 年分城乡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

年份 地区 健康 基本健康
不健康，但
生活能自理

生活不能自
理

合计

2020 年

城市 62.98 28.66 6.30 2.07 100

镇 54.77 32.88 10.03 2.32 100

乡村 48.54 35.36 13.55 2.55 100

2010 年

城市 49.95 39.41 8.29 2.35 100

镇 46.00 39.22 12.18 2.60 100

乡村 40.42 39.33 16.94 3.32 100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六）各地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很大，东部地区老年人健康状况普遍较好

我国各地区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差异。浙江、福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

东部地区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的比例均在 60% 以上，而贵州、江西之外的大多数中西部地区自

评健康的老年人比例相对较低。老年人自评健康比例最高的是浙江，高达 65%。比例最低的是

西藏，比例为 36%。与 2010 年相比，各个省份老年人自评健康比例都有大幅度提高，浙江从

52.8% 提高到 65.0%，自评健康比例最低的西藏也从 2010 年的 24.5% 提高到 36.0%。

各地不健康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直接关系着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的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的布局和服务方式，特别是其中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更是最需要关注的群体。从生活不能自

理老年人比例看，各地相差较大，比例最高的西藏，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比例达到 4.56%，新疆、

青海、吉林、内蒙古都在 3% 以上，而重庆、广东、湖北、贵州、福建、江苏的比例都低于 2%。

因此，各地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和养老服务发展要更加注重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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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通过长表调查提供了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最新数据，从中

可以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老年人经济自立能力的现状与变化，反映出城乡之间、

性别之间、地区之间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现状与变化，为我国今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制定

区域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数据。

（一）离退休金、养老金首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最主要生活来源，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的男性和女性比例都下降到半数以下

2020 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排序中，比例最高的是离退休金养老金，占老年人总

数的 34.67%；排在第二位的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占老年人总数的 32.66%；第三位的是老

年人自己的劳动收入，占 21.97%（见表 7）。离退休金养老金首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最主要

生活来源，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带来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2010 年及

以 前， 占 第 一 位 的 都 是 家 庭 其 他 成 员 供 养，2010 年 占 老 年 人 总 数 的 40.72%，2000 年 是

43.80%。

2020 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前四种方式占全部老年人的 93.6%。此外，财产性收

入和其他来源的比例都比 2010 年增长了一倍以上。

表 7 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

主要生活来源
2020 年 2010 年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劳动收入 21.97 28.78 15.62 29.07 36.59 21.92

离退休金养老金 34.67 36.71 32.77 24.10 24.12 28.89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32.66 23.29 41.39 40.72 28.24 52.59

最低生活保障金 4.30 4.79 3.84 3.89 4.11 3.69

财产性收入 0.88 0.97 0.80 0.37 0.41 0.33

其他 5.52 5.45 5.58 1.83 1.76 1.90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二）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的比例下降，进一步从家庭经济供养向社会养老

转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进步，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进一步从家

庭经济供养向社会养老转变。与 2010 年数据相比，三个主要生活来源在各自的比重方面都出

现了明显变化。主要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比例从 24.10% 提高到 34.67%；依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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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其他成员供养的老年人比例从 2010 年的 40.72% 下降到 2020 年的 32.66%；依靠老年人劳动

收入所占的比例从 29.07% 下降到 21.97%（见表 7） 。如果将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生活

保障金两部分相加，总体上有 38.97% 的老年人直接以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为主要生活来源，

比 2010 年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

（三）男性老年人主要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女性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分性别来看，我国男性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与十年前发生明显改变，36.71% 的男性老

年人主要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而 2010 年时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老年人的劳动收入。

女性老年人虽然仍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为主要生活来源，但是其比例首次下降到半数以下，

从 2010 年的 52.59% 下降到 2020 年的 41.39%，下降幅度超过 1/5。但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

性与男性老年人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在养老方面还较大地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的经济帮助。2020

年女性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从 2010 年的 28.89% 提高到

32.77%，超出以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比例一倍多。

（四）城市 70% 的老年人主要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农村 75% 的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其他成

员供养和劳动收入

从 2020 年分城乡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看，城市 69.83% 的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金

养 老 金 生 活， 而 农 村 老 年 人 主 要 依 靠 家 庭 其 他 成 员 供 养（ 占 41.87%） 和 劳 动 收 入（ 占

33.58%），两类合计占 75.45%（见表 8），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占 10.43%。镇的老年

人主要生活来源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结构上更加接近于乡村，也是以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为主，比例占到 37.15%，排在第二位的是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占 31.75%，主要来源的

顺序与城市和农村都不一样。上述差异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

依然存在明显差距。

表 8 2010 和 2020 年中国分城乡分性别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

年份 主要生活来源
城市 镇 乡村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20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劳动收入 7.33 10.71 4.29 19.67 26.54 13.34 33.58 42.38 25.11

离退休金养老金 69.83 72.35 67.56 31.75 35.76 28.06 10.43 12.15 8.78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17.29 11.54 22.46 37.15 25.95 47.47 41.87 30.40 52.89

最低生活保障金 1.52 1.45 1.58 4.16 4.46 3.88 6.37 7.27 5.50

财产性收入 0.64 0.72 0.58 0.85 0.95 0.76 1.07 1.15 0.99

其他 3.39 3.23 3.54 6.41 6.33 6.49 6.68 6.64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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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要生活来源
城市 镇 乡村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20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劳动收入 6.61 9.72 3.75 22.27 29.23 15.71 41.18 50.53 32.14

离退休金养老金 66.30 74.21 58.99 26.29 35.24 17.85 4.60 7.19 2.09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22.43 12.13 31.95 44.52 28.74 59.40 47.74 35.13 59.93

最低生活保障金 2.33 1.76 2.87 4.25 4.10 4.39 4.48 5.14 3.85

财产性收入 0.68 0.75 0.62 0.50 0.58 0.43 0.19 0.21 0.16

其他 1.64 1.44 1.83 2.18 2.12 2.23 1.81 1.79 1.83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我国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在主要生活来源上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总体上，无论是在

城市、镇，还是农村，女性老年人都比男性更多地依赖子女和家庭成员经济支持。城市男性老

年人是自我经济供养能力最强的老年人，高达 72.35% 的城市男性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金养

老金生活，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经济帮助依赖最少，只占 11.54%；城市女性老年人依靠离退休

金养老金生活的比例十年间有明显提高，与男性的差距大幅度缩小，从 2010 年的 58.99% 提高

到 2020 年的 67.56%，虽然仍低于城市男性老年人，但差距已经从 15.22 个百分点缩小到 4.79

个百分点。女性对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依赖也从 31.95% 下降到 22.46%，表明城市女性老年人

也已经具有较强的经济独立性。而镇和农村女性老年人则是另一个极端，分别有 47.47% 和

52.89% 的女性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虽然都比十年前有了显著改变，但在分

城乡的比较中，她们仍然是自我经济供养能力最弱、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比例最

低的群体，农村只有 8.78% 的女性老年人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因而农村女性老

年人应当成为养老经济支持上最受关注的老年人群体。

（五）各省份老年人生活来源差距明显，上海、北京、天津社会养老水平最高

2020 年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北京、天津的老年人

绝大多数已经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各省份老年人以家庭成员供养为主要来源的

比例都比十年前有显著下降。

根据 2020 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构成情况，按照以离退休

金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我们大致可以把各个省份分为三类。第一类地区是上海、北

京和天津，在这三个直辖市的老年人中，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都在 70%

以上，上海高达 94.07%，北京为 83.70%，天津为 70.48%。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的比例，北

京为 4.15%，上海是 3.19%，天津为 7.44%（见表 9）。上述三个城市是我国户籍人口老龄化突

出的地区，同时也是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最强的地区。随着老年人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上海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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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老年人比例下降到极低的 2.09%，北京也只有 8.40%。第二类地区包括辽宁、

黑龙江、新疆、宁夏，这些地区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在 50% 以上，依靠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老年人比例在 20% 以下。第三类地区包括前两类以外的其他所有省份。

表 9 2020 年中国各省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地区 劳动收入
离退休金

养老金
家庭其他
成员供养

最低生活
保障金

财产性收入 其他 合计

北京 4.15 83.70 8.40 1.34 0.41 2.00 100

天津 7.44 70.48 16.14 1.44 0.28 4.22 100

河北 26.12 23.95 38.26 5.24 0.70 5.73 100

山西 21.91 29.37 33.80 7.06 0.50 7.36 100

内蒙古 19.04 40.25 18.57 13.75 1.74 6.64 100

辽宁 17.84 55.62 17.94 3.41 0.73 4.46 100

吉林 20.73 43.98 23.94 4.91 3.44 3.00 100

黑龙江 15.97 52.93 18.11 3.76 4.73 4.50 100

上海 3.19 94.07 2.09 0.36 0.06 0.23 100

江苏 21.11 41.96 26.92 3.32 1.08 5.61 100

浙江 20.25 46.64 24.50 3.19 0.83 4.58 100

安徽 25.57 22.43 39.09 6.49 1.01 5.40 100

福建 24.15 24.72 45.36 2.37 0.82 2.58 100

江西 25.10 28.59 37.07 3.98 0.32 4.94 100

山东 29.34 24.42 34.42 4.38 0.80 6.64 100

河南 30.19 18.13 38.39 4.32 0.93 8.04 100

湖北 25.94 35.69 29.47 4.27 0.28 4.34 100

湖南 20.78 25.28 42.33 3.80 0.55 7.25 100

广东 13.17 34.13 44.57 2.66 0.81 4.67 100

广西 22.76 22.75 43.07 4.63 0.48 6.32 100

海南 18.43 39.66 29.91 3.93 0.86 7.21 100

重庆 19.11 40.91 30.41 4.11 0.28 5.18 100

四川 26.66 33.72 29.97 4.26 0.36 5.04 100

贵州 19.90 18.97 47.22 6.90 0.75 6.26 100

云南 26.29 19.80 43.52 4.34 0.98 5.06 100

西藏 15.93 13.17 42.81 3.83 2.86 21.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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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劳动收入
离退休金

养老金
家庭其他
成员供养

最低生活
保障金

财产性收入 其他 合计

陕西 21.55 28.04 37.25 4.13 1.12 7.91 100

甘肃 17.01 25.76 44.11 5.09 0.68 7.35 100

青海 10.59 33.98 41.64 5.58 1.02 7.20 100

宁夏 13.43 51.32 20.32 8.77 0.95 5.21 100

新疆 16.38 50.12 19.72 5.96 1.55 6.27 100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计

算而得。

2020 年与 2010 年相比，所有省份老年人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都显

著上升，而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老年人比例都明显下降，最高的比例也已经低于 50%。

依 靠 家 庭 其 他 成 员 供 养 比 例 最 高 的 贵 州 为 47.22%， 福 建 和 广 东 也 分 别 达 到 45.36% 和

44.57%。2010 年时，比例最高的省份是西藏（56.4%）、福建（54.9%）、青海（51.0%）和

广东（50.1%）。

五、小结

本文基于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入到老龄社会新阶段的中

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发展，预计 2020 年到 2030 年的十年，老年人数将净增 1.2 亿人，将是

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也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挑战最大的关键时期。中国老年人口状

况已经出现了多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城镇老年人数超过农村老年人数，成为全世界百岁老年

人最多的国家，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离退休金养老金成为中国老年人的最主要生

活来源。这些历史性转变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人口高龄化和庞大的不健康老年人群对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也带来新的挑战。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已经主要依靠离

退休金养老金，生活来源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都对我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和挑

战，为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明确了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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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Du Peng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odernization of a large population, 

including a signifi cant elderly population. Rapid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presents 

new challenges to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urthermore, changes in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come 

for the elderly refl ect the profound impac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n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Using data from the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conducted in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the link between regional diff erences and 

social security deficits, the impact of self-assessed health status and its changes o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nd the eff ect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n the main economic resources of the elderly. 

The 2020 Census data indicate several historic changes in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1) the number 

of urban elderly people exceeds the number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2) China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centenarians worldwide, (3) over half of older adults assess themselves as healthy, and (4) pensions 

have become the most signifi cant source of livelihood for the elderly. These dramatic changes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oint the way to solid progress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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