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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陈东升 

 

长寿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老年人占比上升后，对经济活动中

的供给和需求进行改造，进而形成的新经济形态。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20 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国家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老年人口占比的提升使得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例如日

本经济中与老年人刚需相关的产业不断发展。然而，在这种状态下，老年

人更多扮演的是消费者的角色。长寿时代的来临必将呼唤出崭新的、更适

老的长寿经济。届时老年人将不仅仅是需求者，也会主动参与社会生产过

程，扮演生产者的角色。 

未来老年人将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改造长寿经济。从需求端看，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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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时代，老年人的数量增加将进一步推升老年人的需求，带动大量新产品

和新服务的形成与推广，尤其是那些采用技术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直接、

间接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市场，创造出新的需求。从供给端看，老年人在过

了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继续工作或创业，继续赚取和支出

工资，创造了新的供给，对经济活动的贡献持续增加，并推动经济增长。

在长寿时代，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年龄划分来看待老年人的工作状态与需求。 

与此同时，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变化是，数据时代的到来正在不断降低

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

一轮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通过与传统产业融合，创造出如

带货主播、视频 up 主等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崭新的数据时代。我们认

为数据时代将为长寿经济的形成助力，赋能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生产与价

值创造，挖掘潜在的老年人力资本价值，而这一过程也将创造出由老年人

主导的、不同于前两次人口红利的新一轮人口红利，即第三次人口红利。 

老年人成为长寿经济的主导 

长寿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健康预期寿命

也相应延长。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

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分别为 73.5 岁和 63.5 岁，较 1990 年分

别延长了 8.1 岁和 6.6 岁。 

健康状态的改善提升了老年人的工作意愿，许多保持健康状态的老年

人在退休之后仍然有继续工作的愿望，而财务状况并非唯一原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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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由美银美林参与的研究表明，在老年人的工作动机中，保持精神活跃

也是老年人工作的重要原因，在调查中，选择“保持精神活跃”的老年人

是选择“金钱”的 2 倍。这些证据都表明，未来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

时间将延长，劳动力供给水平将提高。在这一背景下，老年人的社会身份

将出现一次重大转换，即从纯粹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合。 

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和雇用形式的多元化也有利于老年人在劳动力市

场中扬长避短。在工业时代，员工主要是和企业签订长期合同，全职全天

候地工作，但在数据时代，平台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灵活的雇用形式

更加有利老年人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例如，移动互联网经济已经催生

出以独立律师、独立媒体人、独立设计师、网红主播、自媒体大 V 等为代

表的灵活工作形式。在头部短视频网站，包括济公爷爷游本昌、网红教授

戴建业、罗姑婆、北海爷爷等一批中老年网红涌现出来，他们个性鲜明，

树立了与年轻网红迥异的形象，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汲取经验与知识，不少

老年人也在这里找到归属感。泰康之家长寿社区中也有一批拥有自媒体账

号的老年居民，他们创造的内容颇具价值，如 93 岁的宋词老师钮女士和为

居民讲解火星探测知识的陈先生等，相信他们也有潜力成为长寿时代的新

兴网红。 

未来灵活的雇用形式可能会更加常见，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零工经

济（gig economy），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非全职工作，并且公司也日

益依赖非全职人员来完成业务的一种经济和工作形态。对于老年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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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作方式在时间上更加灵活，也能让他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擅长的

内容，从而充分发挥其在专业领域的高人力资本和充足经验的比较优势，

不用担心因为体力劣势和健康问题失去工作机会。 

 

技术进步有望弥补老年人体力不足的劣势。一般来说，相比年轻人，

老年人的优势在于学识、经验丰富，但在体力和精力方面则处于劣势。不

过，随着技术的进步，老年人的生产率随年龄下降的趋势将会变缓，在许

多情况下，甚至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例如，宝马为了留住技术

熟练、经验丰富的老龄工人，改造生产线、创造合适的工作环境以便让其

继续工作。2011 年新生产线应用于其在德国丁戈尔芬（Dingolfing）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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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型新工厂，该工厂完全由 50 岁及以上的工人运营。为了适应老龄化的

特点，生产线上进行了许多适老化改造，比如在办公室配备缓解身体疲劳

的智能工作椅，在车间里铺设有利于膝关节的软木地板等。宝马的管理者

还表示，“老员工生产线”与年轻员工主导的生产线效率相当，甚至还有

优势。这表明，只要进行适当改造，老年人的经验将会提高生产效率。此

外，宝马、奥迪、大众等各大汽车制造商均在试验可穿戴机器人——外骨

骼，通过减轻关节负担并增强力量来提升老龄工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在

知识密集型行业，这种现象将更为明显。长期的经验和培训造就了人力资

本更高、经验更丰富，因此更有价值的员工。 

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优势在未来将发挥更明显的作用，这种改变将有利

于老年人持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当然，维持较高的人力资本优势也需要不

断学习，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变化。 

用好长寿人力资本 

过去 30 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获取知识的便捷程度不

断上升，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也不断提升。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将更加多元，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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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代将帮助人们更方便地获取知识，提升人力资本。当前，技术

和产业快速迭代更新，在长寿时代，人的一生可能会经历多次产业和技术

变革，终身学习、不断迭代升级自身技能将成为一种刚需。然而，脱胎于

工业时代的分科治学、讲授知识的教育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数据时代人们

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数据时代将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思路。当前

的教育模式更类似于一刀切，在数据时代，人们将会基于自身的实际问题

和学习特点，建立一套线上线下融合、个性化、精准的学习方式。学习内

容也将不仅仅局限于专业机构编写的教科书，而是将涵盖特定技能传授、

行业经验方法，以及针对特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等新型教育内容。 

老年人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多年来积累的人力资本，并做好知识和经

验的传播。我们已经看到，国外许多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改造生产线、创造

合适的工作环境等方式，保障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龄工人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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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积累的“工程师红利”正在逐渐释放，而拥有这项红利的一

代人未来将伴随人口浪潮率先进入长寿时代，未来工程师红利和长寿时代

结合，能够为中国经济持续提供增长潜能。老年人甚至可以创业，将自己

一生积累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根据牛津经济研究

所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研究，在美国，50 岁及以上人士的创业率最高，

约为 20 多岁人士的 2 倍。2005—2015 年，50 岁以上的老年人创立了美

国近 1/3 的创业企业。 

同时，经过一生的人力资本积累，老年人也比年轻人具有更为丰富的

知识和经验。在美国电影《实习生》中，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老人在退休

之后对过去的职场生活无比怀念，做出了重回职场的决定，并成为一家初

创企业 CEO 手下的实习生。在剧中，虽然老人的身份是实习生，但是一生

积累的种种经验使他能够帮助这位年轻的 CEO 处理工作、生活乃至家庭中

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并和这位 CEO 成了忘年交，这家企业的经营因此蒸蒸

日上。这部电影反映了老年人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并且清晰地表明老年

人可以通过传播知识和经验为企业创造价值。 

除人力资本外，老年人一生积累的房产等实物资本也将为老年人参与

长寿经济提供重要机会。随着成年子女搬出原生家庭，老年人居住房屋的

空间通常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近年来，以爱彼迎（Airbnb）为代表的网络

预订民宿的兴起，为老年人充分利用自己的房屋，获得更多收入，打下了

重要基础。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提到，他的一个朋友曾在泡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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