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建章：可怕的是少子化而

不是长寿引起的老龄化 

  



 

 - 2 -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建章 

 

根据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中，0-14 岁人口占 17.95%；

15-59 岁人口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

口占 13.50%。与 2010 年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 1.35 个

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6.79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

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按照

这样的速度，预计到 2035 年前后，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

超过 1/4，2050 年前后将超过 1/3。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老龄化

速度非常快，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 

导致老龄化的两个原因：寿命延长与少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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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老龄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需要分析导致老龄化的两个原

因：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带来老年人口增加，二是少子化带来孩子和年

轻人减少推高老年人口占比。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由于少儿人口

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提高老

龄化程度。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追求健康长寿是人类

共同的愿望。因此，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是好事，体现了社会进步。随

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健康预期寿命也会增长，其占整体寿命的比例基本是

恒定的。因此，只要充分发挥健康人的潜能，社会负担并不会因为整体寿

命的延长而大幅增加，应对方法是逐渐延长退休年龄。 

而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则是坏事，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少子化不仅会

拉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使社会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

更替水平，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其后果是技术迭代趋缓，经济先停滞后

萎缩，社会会进一步内卷，整体国力大幅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将加

速向核心城市集聚，大量农村和中小城市将萧条甚至被废弃。 

因此，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与其说是老龄化，不如说是少子化。寿命

延长带来的老龄化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少子化则是

失去未来，长期的持续性少子化则是经济的崩溃和整个民族的消亡。 

少子化没有“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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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少子化也有好的一面，因为随着生

育率降低，少儿抚养比下降，带来储蓄率提高，从而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

推动经济增长，这样就可以获得人口红利。 

我们认为，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今天的人口

红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负债。现在出生的小孩少一些，虽然短期可以降低抚

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因为这些孩

子长大后参加工作的时候，其负担会更重，每个劳动力需要抚养更多的老

人。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

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

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打个比

方来说，这种人口红利相当于人口高利贷，贷款到手时，短期虽然可以提

高生活水平，但高利贷将来是要连本带息偿还的。 

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

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

的经济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少子化会削弱中国经济发展活力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核心优势之一，这是因为人口越多，规模效应越显

著。一个制造企业生产 100 万个产品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生产 1 万个产

品。一家服务企业要服务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服

务一个人烟稀少的乡村。人口密度越大，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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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市场大，规模生产就有了效益，大企业才会产生。经济活动的本质是

需求和供给的匹配，长期少子化必然导致人口不断萎缩，造成需求和供给

的同步萎缩，匹配效率下降，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

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不足。 

少子化也会削弱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有才华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 30

多岁时最具创造力。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 30 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

轻人，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

迅速少子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少子化会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 

人口规模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

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

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

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

述规律。在 16 至 17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都仅有数百万人口，依

靠海外殖民和贸易崛起为世界强国。到 18 至 19 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

等人口数千万级的国家凭借科技和工业革命所增强的国力成为强权。而 20

世纪的超级大国则是人口数亿的美国和苏联。 

当然，影响综合国力的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

等其他条件。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力与人口数

量成正比，甚至加速正比。虽然人口多并不必然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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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预示着衰亡。 

少子化会导致中华文明式微 

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也代表一种文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

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却历久弥新。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

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

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之一，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

现民族复兴的根基。然而，根据育娲人口研究在上个月发布的《中国人口

预测报告 2021 版》，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人口将在两年内进入负增长，

到 2050 年减少到 12.64 亿，2100 年中国人口将降到 6.85 亿，占世界比

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 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 2.56%。

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中华文明几千年积累的

人口优势，将在 100 年内丧失殆尽。 

虽然作为一个国家，中国的人口最多，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

没有人口优势。如果将人类分成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

华文明四大板块，相对较低的生育率已经让中华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

过去 200 年中不断萎缩，从四个文明中人口最多降为与印度文明相似的末

位，并将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过。如果无法显著提升生育率，中国占世

界人口的比例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将变得微不足道，中华文明将彻底

衰微。 

应对少子化问题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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