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其仁：积极发挥市场作用

应对长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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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 周其仁 

 

编者按：在经济学家眼中，泰康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价值几何、

影响多大？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表示，乐见泰康“长寿时代”理论

的提出，对泰康解决方案逻辑的说服力和情怀的积极性予以肯定。原文为

周其仁在《长寿时代》新书发布会所作演讲，标题为编者所加，内文有删

减。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讲讲对这本书的一些感受。这本书名很有意思，

长寿时代和老龄社会好像有点细微不同，它更积极一点。老龄化、老龄社

会总是觉得多多少少有负面、包袱的意味，长寿时代感受上就有点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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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新问题要有人做新的努力 

人类会遇到很多问题，老龄是说人的生命越来越长了，这是人类梦寐

以求的事，因为生命有意思，有意思的事长久一点，当然很好。《长寿时代》

研究的问题本身是非常积极的。现在很难说我们搞清楚人类变得这么长寿

到底哪些因素在支持。我记得有位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位先生，在他 90 岁的

时候我们给他祝寿，他底气非常足，第一句话就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

活到了 90 岁”，这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感慨，但是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科学

问题，人怎么轻而易举就可以活到 90 岁，它一定是很多条件发生变化的一

个综合的结果。这个结果总的来说都来自人类奋斗，包括大家那么注重健

康、养生，医疗方方面面的器械，现代化工业品，夏天有空调，在非常炎

热的情况人很难活到 90 岁了。 

因为做了很多努力才让人的寿命变得这么长，中国平均期望值可以达

到 77 岁，可以造成这个结果，也造成了解决新问题的很多条件。人能活到

77 岁是很多东西在支撑，这些对于解决 77 岁平均年龄带来的问题，也提

供了一个基础。这是真正面对问题乐观主义的一个科学基础，如果这个问

题完全没办法、没条件解决，那再乐观也就是一个心理活动罢了。 

所以这本书取了《长寿时代》，把多少年围绕这个领域专业的思考、探

索凝聚到《长寿时代》来，我读下来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一个现象，一个

问题有不同的来历，长寿这个问题的来历是人类过去的很多努力和奋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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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例如工业化、城市化、技术进步、环境改造、医学、生命科学，还

包括每个人都在乎生命。这些东西都带来了长寿时代。 

方方面面的进步带来的结果也会产生新问题，这些问题要认真梳理和

观察，挑战也不小。中国的预期寿命是 77 岁，但健康预期寿命差 10 年，

书里有些发达国家这个差距会小一点，有 9 年，有 7 年，好的大概是 7 年。

寿命延长了，但有尊严的生活多长呢？这中间有个差距，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要很好地聚焦应对，我刚才讲了能把中国人的寿命延长到 77

岁，是社会具备了很多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并不是自动就可以解决它所带

来的一些新问题，中间要调整，要有人做新的努力，要重新去重组现有资

源，同时恐怕还要开发一些新的资源才能应对未来。 

真正所谓把问题引向解决问题，就应该非常聚焦的分析客观条件，哪

些条件可以集聚起来。在这个领域我熟悉的语言就是所谓新问题是让相对

价格发生变化，任何均衡一打破相对价格就发生变化，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以后最重要的是要让社会方方面面对这个变动的价格变化做反应，如果有

障碍，那人类要面对新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困难。 

允许要素在更大范围 

比较自由流动 

从认识路线来说，我对老龄社会的认识跟这本书里路线是一致的。最

早对老龄社会有印象就是看看日本，日本这个问题是比较重，确实是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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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人开出租车，我那时候岁数比现在还年轻，弄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去

多了以后跟日本的一些学者、朋友讨论，比较日本和欧洲的一些高收入社

会，差距在什么地方呢？日本在移民政策上弹性太小，他们希望岛国非常

纯粹的日本人，外国人移民的壁垒太高。其实这就是一个相对价格的问题，

有这么多老人，老人也有很多财富，其实有很多购买能力，但很多事情做

不了。 

如果日本移民政策增加一点弹性，不要说达到非常开放，自由进出，

但比如说达到英国的水平，我们现在到英国去看，英国有许多印巴人，非

洲人。对他们来说给老人家服务有很好的收入。 

所以今天有些问题这里有一个想法要跟在座各位一起讨论，今天有很

多问题仅仅在民族主权国家范围内不能完全解决，有些问题当然还是民族

主权国家主导，比如地缘政治、国防、防疫，但是有些问题要打通来解决。

全球化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相信它还会继续，因为有些问题需要这个来

解决。 

某种程度可以把全世界发达国家就看作全世界的城市，全世界发展中

国家就是全世界的农村，其实是世界范围的城市化问题。我们国内城市化

问题怎么解决的？城里很多老人，泰康养老社区工作人员哪来的？如果没

有一定的允许要素在更大范围比较自由流动，有很多难题就会变成难以解

决。 

方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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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普遍把老龄化看作是负担，因为去日本人很多，看了以后脑子

里容易形成一个概念，觉得老了就很惨，老龄化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重大的

压在我们头上的一个事儿。 

我想这里首先有一个思维的问题，看到这个问题怎么产生的，如果是

多少年积极努力的结果，它可以产生这样的现象就创造了一些条件。倒过

去讲也没有那么绝望，如果真是储蓄没有了，钱没有了，力气也没有了，

那寿命还能这么长吗？ 

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方蛇的故事，一个人见了另外一个人吹牛说见过

一条蛇，10 丈宽，100 丈长，没有人相信。他说那就 90 丈长，还没有人

相信。他就不断地减，最后减到长 10 丈，但是忘了把宽也减下去，所以最

后说是条方蛇。 

世界上万物是好多变量要变一起变的，怎么可以说所有问题都不行，

只有寿命会很长呢？所以焦虑是无源的焦虑，无源的焦虑不导向问题的解

决。其实战争一结束，和平一来，人口就会增长。人口增长是非常好的现

象，但最后得出结论说人口太多，要进行一次强干预，强干预的结果当时

是恢复了某种平衡，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 

当年很多专家计算中国资源最优承载人口，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突

然发布了这样一个权威报道，结论是中国最优承载人口是 6.7 亿，当时中

国人口公报数已经 9 亿了。我老师课堂上就问把谁去掉呢？有一个答案我

到今天也不能忘记，说先把这两位作者去掉吧。资源是技术的函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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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9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