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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人口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我们此前推出《中国人口报告》、《中国

人口形势报告》、《中国婚姻报告 2021》、《中国生育报告》、《中国人口大迁

移报告 2021》、《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2021》等系列深度报告，社会

影响广泛。较早呼吁“是该放开三孩了”，全网 6 亿阅读，推动成为社会

共识和公共政策。做有情怀、有温度、有责任的研究。 

本篇报告聚焦先行的日本人口形势与政策，探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

影响、应对、经验与教训。 

日本是世界上少子化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被安倍称为“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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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应对措施谈不上成功，比如错过鼓励生育的时机、老年人口过多社

会活力下降、社会阶层固化、“M 型社会”、“草系”年轻人步入“低欲

望社会”、社会医疗养老负担持续加重、移民政策不如美国开放等。日本

老龄化严重，叠加 90 年代初股市房市大泡沫破裂，债务通缩循环，经济陷

入“失去的三十年”。同时，日本相对完善的社保三支柱体系、制造业工

匠精神、相对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受教育水平高等值得学习。 

202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3.5%，总和生育率 1.3、已

经与日本持平，而且 2021 年可能会低于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的速度和规

模也是前所未有，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阶层固化、低欲望化、城市

群化等同步到来。同为东亚国家，韩国正在步日本后尘，总和生育率降至 1。

中国会步日本后尘吗？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会不会是中国的明

天？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灰犀牛之一，带来哪些机遇和挑

战？ 

日本给中国的五大启示是：加快尽早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

育；加强养老保险二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金基金入市；建立强制性护理

服务体系，针对护理服务进行分级，扩大保险资金来源；推动养老观念从

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加快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鼓励社会资本进

军养老产业；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大养老健康科技投入力度；

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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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上日本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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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国民皆年金：第一支柱为主、第二三支柱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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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示 

正文 

1    日本人口转型：政策前瞻性不足，人口快速转至“三低”难恢复 

1）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十九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以封建小

农经济为主，生产力不发达，医疗条件有限。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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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人口数据缺失严重，从有限数据看，弥生时代至平安时代（公元前 300

年-1150 年），人口从 59.5 万增至 683.7 万，年均复合增速为 2.9‰。江

户时代前期（1600-1721 年），幕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势统治保

障了社会稳定，生产工具改造、经济作物的种植促进了商品经济繁荣，日

本进入“人口爆炸”时代，根据速水融和鬼头宏测算，人口由 1227.3 万增

至 3128.9 万，年均复合增速为 7.8‰。江户中后期（1721-1867 年）因

自然灾害、疫病，日本人口在 3100 万左右波动。 

2）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明治维新、第二次工业革命、侵略

战争时期人口政策促使日本人口保持高速增长，1872-1945 年总人口由

3481 万人增至 7214.7 万，年均复合增速达 10.0‰。1868-1925 年日本

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国策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促进了

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水平提高、卫生与医疗条件改善，叠加“多生贵子”

传统观念，日本人口进入高出生、中死亡、高增长阶段，1872-1925 年人

口增长率由 4.7‰增至 14.7‰，总人口由 3481 万增至 5974 万。此后 20

年日本策划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期间力推“结婚报国、为国生育、早婚

多育”的人口政策，将结婚年龄提前三年、要求每对夫妇以生育 5 个为目

标、预防结核病以降低死亡率，人口呈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特征，

1926-1945 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13.4‰的高水平，总人口增长 1.2

倍至 7214.7 万人。 

3）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二战后日本长期控制人口，政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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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前瞻性，错失应对人口问题最佳时机，1947-2020 年人口出生率由 34.3‰

降到 10‰以下，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1947-1949 年由于士兵归国扎堆

结婚生育，日本迎来“团块世代”婴儿潮，出生率出现 34.3‰的小高峰。

1949 年起政府开始出台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政策导致日本人口快

速转型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出生率在短短 5 年内由 30‰降至 20‰，

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15-40 年的时间。1955-1974 年由于“团块世代”婴

儿潮在 20-30 年后出现回声婴儿潮，出生率小幅增长，总和生育率小幅下

降，到 1974 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然而日本政府缺乏前瞻

性，忽视了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内在趋势和强大惯性，1974 年仍提出“把

静止人口作为日本发展目标”，直到 1989 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1.57 时才

放松人口政策、推出支持生育措施，错失了应对问题的最佳时机，叠加 90

年代泡沫破裂，人口出生率、增长率下降问题已积重难返，1974-2020 年

出生率由 18.6‰降至 6.7‰，自然增长率 2005 年由正转负，但由于移民

迁入，总人口 2008 年达到顶点后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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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9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