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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规模老去。

今年年初， 全国老龄办在北
京 召 开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称 ，到
2015 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将达到 2.16 亿 ， 约占总人口的
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 800 多
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而这样庞
大的一个数字，在城市或乡村，因
为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而面临
各自不同的问题。 一时间，“空巢
老人 ”、“失独老人 ”、“留守老人 ”
等因养老问题派生出的专有名词
层出不穷， 而且每一个问题都会
相应地引起热烈的关注和空前的
探讨。

10 月 6 日， 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杨燕绥的发言让人备
感压力：“国际上通常认为， 当 65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 7%的时候，这
个国家就进入老龄化 ， 占 14%的
时候是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
则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中国在
2010 年之前进入深度老龄化社
会 ，预计 2035 年前后 ，中国和英
国等欧洲国家将一起进入超级老
龄化社会。 ”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
十年至 100 多年，法国 115 年 ，瑞

士 85 年 ， 英国 80
年 ， 美国 60 年 ，而
我 国 只 用 了 18 年
（1981-1999 年 ）就
进 入 了 老 龄 化 社
会 ， 而且老龄化的
速度还在加快 。 在
全 球 72 个 人 口 老
龄化国家中 ， 人均
GNP 达一万美元的
占 36%， 一万至三

千美元的占 28%， 而我国在 2002
年只有 980 多美元， 就提前进入
了老龄化。

而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而变
化的人口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
展与社会的变迁， 使得传统家庭
养老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传统文
化中代际之间的孝道、赡养、照料
老人的观念日益淡化， 家庭对老
人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力度也
随现实环境不断削弱， 获得子女
经济支持的老人比例下降， 据老
龄科研中心调查， 城市老人经济
支持率为 30%，农村为 60%左右。

老龄化的加速对经济社会都
将产生巨大的压力。我们几乎没有
时间做准备，老龄社会来的让人没
有喘息之机。在扑面而来的巨大压
力下，如何改革公共政策？ 如何提
供更多的社会化服务？如何让老年
人具有购买养老社会化服务的购
买力？如何真正指向老有所养的社
会愿景？这一切的追问都在全社会
的范围内迫切地寻求答案。

在此背景下， 公益时报通过
深入采访， 通过描摹养老的社会
图景，解读政策轮廓，探讨公益组
织和民间力量的种种尝试与努
力， 也试图探寻养老地产等纯商
业力量的介入对于这个领域发生
的影响。 我们也试图寻找欧美等
国的成功经验以资对照。

种种情况表明， 在老龄社会
所引致的问题逐渐显现的今天 ，
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
境下， 单单通过政府力量解决数
量庞大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养老问
题是很难得到统一的完美答案
的。 而在不断力图构建良好的政
策环境下， 大力推动社会化养老

服务的大发展， 并率先由政府出
资，向民间购买服务，以此来触动
社会力量提供更多、更丰富、更优
质的个性化、细致化的养老服务，
最终通过市场化竞争提升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 最终将对于服务的
选择权交到老人手中， 让老人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来选择和构架最
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体系或许才
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用积极的视角看待问题往往
会更容易地找到解决之道———台
湾社会政策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
教授古允文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
道：“老人在一生中累积了庞大的
财富，如果去算财富分配，可能大
部分比例是老年人掌握的。 所以，
未来的老人有能力去购买他所需
要的服务， 只要你能够按需要提
供。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福利政策
把他们当成是依赖人口、 弱势人
口，只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这样的
假设是错误的。高龄化不是一个问
题，而是一个议题。 我们要跳出量
的思维， 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威胁，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机会。未来
会产生新的社会安排，让不同时代
的人在一个社会里和谐生活。 ”

我们试图通过这期专刊 ，引
发思考和讨论， 综合更广泛的力
量， 共同求解每一个人都会面临
的白发困境。 期望政府、 民间社
会、家庭以及老年人本身，各安其
位，协同作战，共同面对这个已经
来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之道一
定是社会化养老，社会化养老的真
正核心，就是让老人能够在充分发
育的养老服务市场上自主、自如地
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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