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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多廿年，不斷有聲音指 「人口老化危機」
迫近眉睫。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7%，便進入 「老齡化社
會」（Ageing society），14%稱為 「老齡社會」
（Aged society）。中國現時60至65歲人口六千多
萬，大約是人口的5-6%左右，即是說，中國已開
始進入 「老齡化社會」。

談到人口老化危機時，必須先說清楚人口老
化帶來的是什麼危機。經濟繁榮、醫學進步，人
類的平均壽命增加了。過去是 「人生七十古來稀」，
今天75歲才是人口平均年齡。老人長壽，是文明
進步。老人多，一定是社會的負累嗎？像日本副
首相麻生太郎般說： 「老人早死，不要浪費日本
資源」，未免太涼薄、太冷血了！

內地步入老齡化社會
單看表面，人口老化，政府便要花費資源，

提供綜援使老有所養，乃至免費或低廉的醫藥、
住院服務、居所、照顧和其他福利……等等。可
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發達經濟體GDP部分來自
「內需」。老年人增加了對服務行業的 「內需」，

增加了職位，不能純粹視之為 「耗費」或 「浪費」。
人口老化不完全是老年人的責任。出生率下

降，亦會令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加，而且對經濟
的負面影響更大。假若出生率保持在2以上，人口
正增長，勞動力人口能相應增加，推動經濟增長，
那多些老年人，一樣能照顧得來。可惜，出生率
下降的速度，往往大過人口老化的速度。1950-1970
年代的香港，一般夫婦都有三、四個孩子，有些
甚至六、七個，今天三孩家庭已不普遍，多是一
孩至兩孩家庭。

勞動人口持續減少
1979年實施一孩政策後，中國人口一直負增

長。國家統計局今年公布，2012年15至59歲的勞動
人口比上年減少345萬人，是開放改革以來首次出
現勞動人口減少的現象。難怪這幾年，中國沿海
的工業城市（如天津、上海）、福建及廣東省都
勞工短缺，提高工資也請不到足夠低技術工人。
往後，勞動人口繼續減少， 「人口紅利」逐漸消
失，連內陸及偏遠省份都會受到波及。中國有些
學者已提出，應改變（優化）人口政策，至少由

一孩增至兩孩。
目前，中國經濟仍以低增值工業生產和出口

為主，勞動人口的 「生產力」及不上發達經濟體，
亦會加深 「危機」。日本人口中位數年齡達45.4歲，
日人對人口老化深感憂慮。可是，德國人口中位
數年齡其實跟日本差不多一樣（45.3歲），卻沒有
同樣的憂慮。為什麼？這廿多年來，日本經濟一
直停滯不前，增長緩慢， 「人口危機」當然嚴重。
德國經濟保持增長，危機感便沒那麼重。

如此說來， 「人口老化的危機」這個叫法，
不大正確，因為危機不純是來自老人，還要加上
出生率下降、經濟停滯，才會出現危機。其實，
知識經濟倚重的是 「創意」，港人所謂 「食腦」，
老年人可能比青年（參考思考點）更有生產力。
他們長壽得來健康，可以做散工或義工，對社會
作出貢獻。把老年人看作純負累，才是真正的 「人
口老化危機」。 撰文：博文

人口問題是全球不少地區共同面對的問題。中
國在急速發展30多年以來，亦正出現人口增量減少、
生育率過低、生育觀念轉變、老齡化加快、出生性
別比持續攀升等問題。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
會結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不單調查了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成因，亦提出了解
決這些矛盾的方法。作者對於如何才能解決中國人
口的問題，提出政府應採取以下的方法：

首先，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根據實際人口，區
別情況實行 「彈性計劃生育政策」。如目前逐步推
進的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已婚夫妻可生育二胎，人
口負增長地區需要放棄生育政策和戶籍控制等。其
次，要以提高人口素質為核心，把教育放在優先發
展的戰略位置上，確保教育公平，加強教育創新，
加大公共教育資源投放比重，降低家庭教育成本，
提高人力資本收益。

第三，面對老齡化加速問題，要積極開掘老年

資源，通過合理調整社會政策確保老齡社會的活力。
重新界定老年人口的標準，建立 「彈性退休制度」，
如界定退休年齡是否可以推遲五歲。此外，解決性
別比失調的問題，要倡導男女平等的文化氛圍，從
物質保障上和觀念上幫助人們改變 「重男輕女」思
想，扶助女性發展。最後，創造寬鬆的人口流動環
境，改革束縛人口合理流動的戶籍制度、高考制度
等，消除歧視，完善農民工落戶制度。

本書除討論了中國的人口問題之外，亦對國家
的就業、消費、城鄉差異、地域差異等問題，作出
了全面的調查。我發現書中的內容，基本上是通識
科要學的議題。如果同學想深入認識 「現代中國」
的議題，本書是必然之選。我建議，閱畢本書後，
可再研究陸先生主編的另外兩部作品──《當代中
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當代中國階層關係》。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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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人口減少，除了出生率下降外，還有另一個
原因。近十年八載，在日本、歐洲、美國甚至香港，25

歲以下青年的失業率遠超平均，且薪酬長期沒隨通脹水漲船
高。香港政府統計處年初發表報告，青年收入中位數與十年
前幾乎一樣，停留在$8,000水平。25至34歲的一群遭到 「低
薪詛咒」 ，長期沒升職、人工加幅落後通脹，等於年年減
實質工資，連置業結婚也困難，令他們失去 「上進

心」 。不肯屈就低薪工作的青年，寧願躲在家中當
「宅男 」 ，依賴父母供養，變成 「啃老

族」 。這當然會令 「人口老化危
機」 更加嚴重。

宅男加劇老化危機

點

人口中位數年齡
中位數年齡是人口年齡分布的指數。若將總人口分成兩半，

其中一半人的年齡比中位數要小，另一半人則比中位數要大。根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網站的估計：發達經濟體中，以
中、美中位數年齡最低，在2010年時，中國是35.2歲（男34.5，
女35.8）；兩年後，2012年是35.9歲（男35.2，女36.6）。美國
跟中國差不多，2010年是36.8歲（男35.5，女38.1）；2012年是
37.1歲（男35.8，女38.5）。香港2010年已是42.8歲（男42.4、
女43.2），2012年是43.9歲（男43.3、女44.4），比加拿大41.2
歲還要高，開始接近日本和德國。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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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內地人口問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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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向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普遍問題，美國便是
一個好例子。

美國的人口少，教育水平高，以及科技水平高，而且
政治穩定，也很少自然災害，因此，美國的發展一日千里，
而人口的結構亦影響國家的發展水平。我們可用人口金字
塔去顯示該國的人口結構。

現時美國的人口金字塔反映出，成人以及老人的人口
比例持續增大，而兒童人口比例持續縮小，這是人口老化
加劇的特徵。

這樣說明了人口老化的問題愈來愈嚴重，當中不乏貧
窮長者。

本港的情況與美國不遑多讓。過去十年，長者人口亦
有上升趨勢。2001年，長者的人口有七十四萬多人。而2011
年老人的人口高達九十四萬多人，呈現人口老化的現象。
在2001年時，有10%是老人，但2011年時，已上升至13.4%，
代表長者在過去十年人口不斷上升，而且老人的依賴比率
由154增至177。當中不少是獨居長者。現在獨居長者人口
不斷增加，可是他們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卻不斷下降，令他
們的生活質素下降。由於獨居的長者大多數也是因為他們
的子女另建家庭而搬到其他地方居住，於是成為獨居長者，
無子女在側，要自己照顧自己。

獨居長者需要政府的幫助，例如醫療服務，生果金等
等，即形成所謂的依賴比率。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增加房
屋的津貼，也應該改善其他福利，鼓勵港人多生育，提高
出生率，增加將來的勞動人口，這樣便可以紓緩本港人口
老化的問題。

因此，政府要鼓勵市民生育，好讓人口老化問題不會
太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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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我見

今年2月出版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
指出，2012年中國老年人口達到1.94億，老齡化水平達到
14.3%，預計2013年老年人口數量突破2億大關，達到2.02
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

藍皮書透露，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從2011年的峰值9.40
億人下降到2012年的9.39億人，2013年則為9.36億人。與
此同時，高齡老年人口（80歲以上）繼續增長，從2012
年的0.22億人上升到2013年的0.23億人，年均增長100萬
人的走勢將持續到2025年。退化老年人口在2012年已達
3600萬人，2013年將增到3750萬人。慢性病老年人於2012
年達0.97億人，2013年將突破1億大關。

空巢老年人口繼續上升，2012年為0.99億人，2013年
將突破1億人大關。由於計劃生育一代陸續開始進入老年
期，無子女老年人越來越多。2012年中國至少有100萬個
失獨家庭，每年更以約7.6萬個的數量持續增加。

藍皮書指出，人口老齡化超前於現代化， 「未富先
老」和 「未備先老」日益凸顯。

2012年全國貧困和低收入老年人約有2300萬人。七
成以上的城鎮老年人口居住的老舊樓房沒有安裝電梯，
其中的高齡、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外出舉步維艱。

農村老年人留守現象更加突出，2012年約有5000萬
人。再者，三成以上老年人游離於社會管理之外，少數
老年人被非法組織利用。

目前，中國老齡服務體系的建設仍然主要是依靠民
政、衛生、老齡等幾個部門來推動，部門之間協作與配
合不足，導致現有老齡服務體系建設滯後的主因。

根據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的3次調查數據顯示，中
國失能老人願意入住養老機構的比例為16.6%，即有597.6
萬失能老人需要入住養老機構，但目前護理型養老床位
嚴重不足，民辦養老機構中僅有15%左右以提供 「康復護
理」服務為主。

藍皮書指出，老年人醫療衛生服務需求不斷增長，
而保障服務能力與之不相適應，這已經成為積極應對人
口老齡化、實現健康老齡化的一個嚴峻挑戰。目前，全
國老年病醫院有61家，其中三級醫院只有1家，二級醫院
19家，一級醫院18家，其他為未評級醫院。

與老年健康緊密相關的康復醫院全國有265家，其中
城市地區219家，農村地區只有46家。全國有護理院41
家，全都集中於城市地區，縣及縣以上護理醫院只有11
家，護理站全國有65家，其中城市地區59家，農村地區
只有6家。

2010年，近六成的農村老年人擔心無錢看病，與10
年前相比，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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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7%，便進入 「老齡

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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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是一孩至兩孩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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