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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养老问题，我们有着至少二十年的持续、深刻和系统性的思考。

本文将暂时抛开养老方面的具体问题，建立一个探讨经济增长、回报与养

老问题之间关系的宏观框架，从而推算我国未来养老金的规模及其相关情

况。 

养老问题基于人口特点和经济基础 

归根结底，养老问题与人口密切相关，因此构建模型时需要首先探讨

人口问题。 

从 1949 年至 2021 年，我国人口系统性地从 5 亿增长至 14 亿。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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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的一个基本指标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即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

这一数值近年呈波动下降趋势。此外，我国总人口逐步接近顶峰，65 岁以

上的人口则不断上升，这是我国人口变化的基本特点。 

图 1 中国人口时图（1949-2021） 

 

从 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这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生成的年龄结构

图来看，20 岁以下部分在逐步收窄，60 岁以上部分则在逐步变大，反映

了人均寿命的延长。 

图 2 人口结构时图（2000、2010、2020） 



 

 - 4 -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0 至 14 岁人口的数量在减少，下降至约 2

亿人；60 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增长至 2 亿人左右。粗略地说，

中国的老年与青少年人口各约 2 亿，15 至 65 岁的劳动人口约 10 亿人。 

图 3 人口年龄结构时图（195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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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 2020 年的人口数据为基础，按照人口变化规律，并借用寿险

中精算学的原理，对人口在未来 30 年的变化进行推算，得到的结果将如下

图所示。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基本特点是 22 岁以下人口占比逐步降低，

而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逐步上升，二者的交叉点大约出现在 2025 年。 

图 4 中国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推算（2020-2050） 



 

 - 6 - 

 

最后，从人口死亡率来看，60 岁以下人口的死亡率较低，60 岁以上

人口的死亡率会随年龄大幅上升。目前，中国的人均寿命约为 76 岁，不过

本文的模型中人均寿命采用了 80 岁，计算结果会相对更宽泛一些。 

图 5 分年龄段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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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中国人口的基本特点，接下来探讨我国的经济基础。 

就养老而言，经济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居民的收入结余是否足以维

持养老开销。所谓收入结余，指的是居民或住户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

国家统计局对这些数据有着详尽、系统的统计。 

图 6 居民人均收消时图（197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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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8 年至 2018 年居民和住户人均消费、收入和结余数据来看，

无论是居民人均结余还是住户人均结余，都基本相当，维持在一万有余的

水平。 

图 7 住户人均收消时图（197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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