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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的日本 

如果在日本街头写生，那些满头银发的老人就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他们有些急匆匆地赶地铁上班，有些稳稳当当地开出租车谋生，少有闲暇

的时刻。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2017 年的数据，日本出租车司机的平均年龄

高达 59 岁，他们穿戴得整整齐齐迎接乘客，看到行人拿行李还会主动下车

帮忙搬运。这些难免让很多去日本旅游的年轻人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可以

说，日本爷爷辈的出租车司机和奶奶辈的服务员已经成为老年人参加工作

的典型例子。日本最近提出将把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从 65 岁延长至 70 岁，

整个日本营造的终身活跃社会氛围，既是对老人就业需求的保障，也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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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这些老人时，回溯历史，他们正是日本二战后的

婴儿潮一代。1947—1949 年，日本平均每年出生婴儿 270 万。这个年龄

层的人也被称为“团块世代”，他们曾参与过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黄金时

期，但也经历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年代。 

 

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万得（ Wind ）数据库，世界银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的人口红利期很快就被人口老化进程叫停了。

1964—1994 年，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原有的 6%逐步上升为 14%，

用了 30 年。在接下来的 25 年内，这个比重很快再次翻番，在 2019 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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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28%。这个“老化”速度远远快于欧美发达国家。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

2020 年，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高达 361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8.7%。中

国预计会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日本老年人口的占比。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长寿纪录基本都被日本拿下了，日本人也为此

自豪。比如田中力子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全球在世最长寿老人”，

2021 年她 118 岁，还曾积极准备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最后由

于疫情原因未能成功）。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在 2020 年 9 月发布的数据，

日本共有 8 万多名百岁老人，他们都将获得日本首相颁发的奖状和银质奖

杯。从 2013 年起，日本就一直是世界上人口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

这得益于日本优质有效的健康管理。以心脏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 2018

年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仅为 32/100000，为全球最低。在

55~64 岁的男性中，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还不到美国的 1/10。 

与相对平稳的死亡率不同，日本的出生率一路下滑。1947—1990 年

这 40 多年时间里，日本的出生率从 34‰ 变为 10‰。近 30 年，日本生

育率持续走低，导致 2005 年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到了 2019 年出生率已

经跌至 7‰，相应地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4.2‰。2020 年日本出生人口

不足 85 万，降至历史最低。从总和生育率来看，过去 10 年，日本的总和

生育率基本维持在 1.4 左右，虽有小幅回升，但一直陷在低生育率陷阱之

中。 

日本人口的巨大变化，让人惊讶的同时也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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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或许会以比人们想象中更快的速度到来。受制于生育率长期低迷和人

均寿命延长，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由 1960 年的 25.4 岁跃升至 2020 年

的 48.4 岁，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倒梯形，人口老化程度

不断加重。在长寿时代下，日本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挤入中低端零工就业市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批发零售业和餐饮

业。1975 年时，日本劳动人口中仅有 9.2%是 60 岁以上的，而 2000 年以

后，这个占比就一直维持在 20%左右，老年人口就业数量比 20 世纪 80 年

代末增加了 2 倍。日本正在通过一系列政策法案保障老年人的就业。就业

率的提高使部分老年人可以在储蓄不足时改善生活，而退休年龄的调整，

也使日本的财政压力得以缓解。 

在日本，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们还看到了“购物难民”的现

象。在 2000 年前后，日本的零售企业之间竞争激化，与此同时，商业设

施走向大型化，而私家车越发普及，这些都助推了商业设施向郊区转移，

使得近邻型商业设施不断减少，购物消费远距离化。对此，日本国土交通

省将“想在直径 500 米范围内的商店购物，但由于现实条件制约而无法完

成的老年群体”称为“购物难民”。 

日本这些就业和消费现状带来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日本 NHK 电视

台在 2014 年编写出版了《无缘社会》一书，通过历时两年的调查，追寻

死者的生活轨迹，了解他们是如何走向孤独死的悲惨结局的。“孤独死”

是由日本创造的概念，是日本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孤独状态的反映，通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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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独居老人死后多日才被人发现的一种现象。而所谓“无缘社会”，就

是那些失去了地缘、血缘和职场缘的人，他们孤独死去而无人认领，也被

称为“无缘死”。“无缘社会”的成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以地缘和

血缘为中心的地域共同体的崩塌，以及终身雇用制解体和人口老化加剧导

致的职场缘的断裂。这一点急需政府和社会予以回应，构筑新的联结纽带。 

在社会阶层上，日本还形成了“M 形社会”，反映的是生活在“中流

阶层”、贫富差距较小的“一亿总中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中流

阶层”的下滑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这是经济不景气导致雇用环境恶化、

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造成的。进入 21 世纪后，雇用制度变革，越来越多

的企业终结了终身雇用制，非正式雇用开始被广泛采用。劳动者对福利待

遇和未来就业的预期稳定性也随之大打折扣。日本中产阶层的消失，对日

本造成了长远的消极影响，“低欲望社会”是显著特征之一。国民生活态

度消极，缺乏奋斗动力，变得无欲望、无梦想、无干劲，“蛰居族”激增。

他们不上学、不工作、不与人交往，长期闭居在家，不与外界接触。日本

政府 2015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15~39 岁的青少年“蛰居族”达到 54.1 万

人，40~64 岁的中老年“蛰居族”已高达 61.3 万人。 

当然，面对少子高龄化，日本开始呼吁正向和积极的声音。比如，日

本 2018 年在《老龄社会对策大纲》里提出构建“无龄感社会”的目标。

该大纲指出，“把 65 岁及以上的人一律视为‘老年人’这一普遍观念已经

不现实，所以有必要改变依据年龄来划分人生阶段的方式”。所谓“无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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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社会”就是指不以年龄对人进行区分，而是根据个人的意愿与能力选择

生活方式。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构建“无龄感社会”，利用老年人所积累下

来的知识、技术、经验、人生阅历与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在民间，有识

之士发动了“新老人运动”。在日本“国宝级”医生日野原重明看来，“新

老人”是 75 岁及以上能自理生活和坚持工作的健康老人。日本的“新老人

运动”对改变传统观念、重新定义老年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人口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 

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日

本经济快速崛起挑战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与日本展开了长达 30 年的贸易战。

后来美国政府以解决美日贸易逆差为名与日本政府协商日元升值。1985 年

日本与美国签署《广场协议》。此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受到重击。为

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大幅降息。1986—1989 年，大量热钱流入日本，

导致投机盛行，股价、房价大幅上涨，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随着泡沫

经济愈演愈烈，1989—1990 年，日本政府连续五次紧急加息，主动刺破

泡沫，日本股市、房市大幅下跌，之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 30 年的低增长

期，被称为“失去的 30 年”。 

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 世纪 90 年代，

投资、消费需求均大幅下跌。再加上此时日本政局持续动荡，日本首相如

走马灯一般接连更替，国家缺乏有效改革措施，日本企业信心持续低迷，

企业的经营目标由利润最大化变为负债最小化，日本企业选择不断偿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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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而且不愿意扩大投资，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持续时间长达 15 年。

资产负债表衰退期结束之后，人口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使得科技进步和创

新效率下降，未能赶上移动互联网浪潮，再加上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需求萎

缩，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在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初期，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是泡

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一般持续时间是 2~4 年，即使历史

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也只持续了 12 年，

而日本经济的萧条期已经持续了多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低

迷的根本原因与日本人口老化现象密切相关。日本出现劳动力供给下降、

社会技术进步整体放缓、资本形成率下降、国家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人

口老化对经济的拖累日益明显。 

 

不同时期日本经济增长要素分解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