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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规老龄化需要超常规应对

郑功成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趋势，更是中国的世纪国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具有超常规性，直接表现为老龄化速度超快、老年群体规模超大，同

时伴随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的少子化、快速发展的高龄化、传统家庭

保障功能式微以及养老文化日益多元化。短短 20余年间发生如此巨

变，是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这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具综合意

义的进步标志，也是需要超常规应对的巨大挑战。

面对超常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服务刚需持续高涨，按照先行国家的市

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应对显然行不通，因为既有逻辑都需要较长的循序

渐进的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不允许以牺牲一代老年人权益并波及亿

万家庭为代价。因此，目前亟须突破惯性思维，以尊重老年人意愿为

出发点，以有效供给满足真实需要为路径，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与传统

优势，走出一条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模式主导的中国之路。

需要破除的惯性思维包括：抱怨“未富先老”的消极等待心态，批评

中国老年人保守落后的西方“先进”理念，相信“政府万能”“市场

万能”的路径依赖心理，依靠“全国一刀切”“大水漫灌”的行为习

惯，以及只考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而不顾长远发展与稳定预期的短期

政绩观。

当前亟须解决养老服务供需错位与脱节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养

老床位 800 多万张，总量明显不足，空置率却高达近 50%。一些地方

兴建养老服务设施时不深入社区做需求调查，不尊重老年人居家养老

的偏好，而是“拍脑袋”决策，试图让老年人迁居适应，这种做法并

未形成有效供给，更未能满足真正有需要者的需求。因此，发展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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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必须以当地人口结构变化作为规划布局的决策依据，以老年人

需求调查为行动依据，聚焦具有刚需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和空巢高

龄老年人，全面提升政策精准度，真正做到供给有效，不断满足老年

群体的需要。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与传统优势是积极有效应对老龄化的法宝。一方

面，党的集中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的行政执行力为有效应对老龄化提

供了政治保障，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确

保聚焦关键问题发力，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先天优势，公有土地、国

有企业和雄厚的公共设施等是可供利用且西方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

条件。另一方面，我国家庭保障传统深厚，虽然少子化现象使这种传

统走向式微，但老年人偏好居家养老仍属必然，家庭成员事实上承担

着 99%以上的老年人照护责任，因此，国家应将助力家庭养老作为主

攻方向，并由此扩展到邻里互助、亲友相济，以使传统优势得以延续。

如能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尽可能维系养老文化传统，就能应对好

超常规老龄化。

合理的超常规应对举措应当是由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公建民营

养老服务模式为主导的多元并举之策。社会主义公有制用于普惠人民

符合其公有公平的本义，利用公有制优势可以降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

运营成本，使养老服务业迅速摆脱一次性投入成本偏高、运营效益不

良、对民间资本缺乏吸引力的局面，因此，应尽快总结公建民营养老

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形成可供复制的中国模式，这是超常规应对老龄

化的必由之路，也应当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本文来源《群言》2025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