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东升：站在长寿时代的
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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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陈东升 

 

百万年前，当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人类先祖手持着简陋的工具与野兽

厮杀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会想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能够

一次次打破自然约束，不断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近 300

年的工业化、城市化、技术进步、人口持续增长，人类大概率会在 21世纪

迎来人口数量的巅峰。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 

人是一切经济供需和社会现象的主体。之所以很多人称人口的迅速老

化为“灰犀牛”，就是因为其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了新的限制。人类的工

业文明极少经受人口老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挑战，目前真正进入长寿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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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体只有日本。虽然日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其还未能找到让

社会在人口负增长下维持经济发展的最佳办法。关于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实际上各国到现在也没有达成共识。 

认识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纵观人类历史，一场社会变迁的最大推动

力其实是人们认识观念的转变，当打破对固有观念的惯性思维之后，新时

代的变革就会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到来。“长寿时代”是一个关于人

的命题。因此探究长寿时代下的人口特征与这些特征背后的逻辑，是我们

应对长寿时代挑战、给出解决方案的前提。我认为对长寿时代最主要的认

识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人类低死亡率与低生育率的共同作用，

这两个因素并非外力，而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长寿时代是一个无

法回避、必将到来的阶段。这也是我使用“长寿时代”这个中性词的原因，

人们需要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全新社会的各种新命题。 

其次，人类寿命延长，百岁人生来临，“人人带病长期生存”将成为

常态，这是长寿时代非常重要的图景。我之所以认为长寿时代也是健康与

财富的时代，就是因为长寿需要健康与财富的支撑，但健康与财富并不是

必然到来的，它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去创造，以适应人们在长寿时代最重

要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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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预期寿命的延长将带来个体人生阶段的尺度变化与节奏变化。

过去我们按照 60岁来划分人生阶段，在长寿时代，相应的尺度也随之拉长，

应当按照 100岁的尺度对人生阶段进行划分。另一方面，过去我们将人生

分为学习、工作和退休三个阶段，老年人退出经济活动，成为资源的消耗

者，在长寿时代，这种节奏必然会瓦解重构，变得更加灵活，终身学习和

终身工作也会成为常态，老年人可以重新创造价值，长寿经济的潜力无穷。 

最后，长寿时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尤其是经济中

的生产与消费，都会根据长寿社会的特征重新构造。各方一定要预见到这

种变革的来临，尽早调整、主动适应。长寿时代中最激烈的矛盾点是人们

需要解决长寿与健康两方面的筹资问题和服务问题，因而为此提供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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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经济形态将成为长寿经济下的主流。 

变革的来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包括个人和家庭、政府与企业在

内的社会各方达成共识，顺应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地投入新时代的开创活

动中。企业作为经济生产的核心，尤其需要预见变局，让企业在变局中规

避风险、抓住机遇，走得更长远。我所创办的泰康是长寿时代理论最坚定

的践行者，可以说泰康的发展历史也是企业为长寿时代创造解决方案的过

程。在《长寿时代》这本书里，我详细讲解了泰康方案这一凝聚我们思想

和实践的结晶。希望这本《长寿时代》能够启迪人们携手与共、迈步向前，

由此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个人和家庭： 

做好健康和财富的双重准备 

正如英国学者琳达·格拉顿在《百岁人生》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在长

寿时代，每个人都将拥有多段式人生。这种人生将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生活

方式，每个人都需要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自己在每个阶段的价值，并调

整自己的人生策略，应对这种生命历程的改变。 



 

 - 6 - 

 

首先，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健康和财富的积累值得加倍关注，可以

考虑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长寿时代带来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如何让生

命有质量地延长，如何储备充足的资金来维持人生各阶段财务的稳定，这

将成为个人和家庭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一方面，个人将更加重视自身的

健康，让健康状态尽可能地延长，在这个领域，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和医

疗模式的转型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改善自身健康。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医

疗和养老支出的增加，个人和家庭将更加关注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更有动

机增加财富总量、延长财富寿命，财富管理的方式也将更加多元化。同时，

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会去专业机构寻求健康和财富等全方位的管理服务。 

其次，长寿时代和数据时代交叠，个人和家庭将主动拥抱科技，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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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需求和供给。随着未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的运

用将会越来越普遍。一些传统的人工低效工作将逐步被机器替代，人们会

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转向脑力劳动。这为人们延长工作年龄，

释放生产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长寿时代，更长的工作生涯很可能成为人

生的必然，届时人们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会与工业社会大相径庭。未来

的工作方式将更加数字化、智能化，年龄增加并不会成为阻挡人们参与劳

动的障碍，老年人可以更加灵活地进入劳动市场，传授知识、经验、技能，

乃至参与服务工作。老年人不再是固有的、传统的纯消费者角色，他们将

更多地参与生产，扮演起生产者、创新者的角色，在需求端和消费端共同

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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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教育回报率上升会刺激更多的教育资本积累，“活到老，学到

老”会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选择。长寿时代，随着寿命的延长，教育所带

来的收益期限将拉长。脑力劳动带来的单位时间回报率更高，人们会不断

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形成终身学习的新常态。在工业时代“学习、工作

和退休”人生三段论的模式下，教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人生的最初阶段。

在长寿时代，人们迎来多阶段人生，学习策略会发生重大变革，或许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工作多年之后重新回归学业生涯，或者会在学习的间

隙继续丰富自身的社会经历，打磨职业技能。“间隔年”这一原本属于青

年学生的名词将可能在长寿时代的各个年龄段有所展现，也将在长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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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