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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积极老龄化研究 倡

刘　文， 焦　佩

　　摘　要：全球范围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 学术界在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理论
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对老龄化的研究从“消极老龄化”转向了“积极老龄化”，逐渐形成了应对 ２１ 世纪人口老
龄化问题的新的理论、政策和发展战略，并在国际层面上体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联合国的前瞻性、针对性
和全面配套的政策措施促进了积极老龄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国际劳工组织更关注老龄人口的就业机会和社
会保障；欧盟是最主动推动积极老龄化的地区组织，欧洲积极老龄化布局正逐渐机制化、平台化。 加强与国际
组织的联合，推进积极老龄化的“中国化”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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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龄化已是一个全球现象，它清晰地预示着社会群体和结构将出现重大改变，经济结构和运行
方式将面临巨大冲击。 国际社会将如何应对？ 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和实践即是一份正在探索中的答卷。
本文在分析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基础上，阐释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提出及其政策设计，旨在为积极老龄化研
究及其在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推进提供一个概括和广泛的分析框架。

一、老龄化的全球发展趋势：现实图谱

伴随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至低的转变，１９世纪后期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 先是发达国家出现
出生率低于替代率的现象，然后发展中国家也加入此列并有加速趋势。 人口规模的变动，人口结构和区
域的分布变化，刻画出全球老龄化的发展态势。

（一）全球老龄化趋势逐渐凸显
从全球视角看，经过 １７、１８世纪人均预期寿命和生育率平稳的发展，人口规模逐渐扩大。 伴随人口

状况的转变，全球总人口数在经历急剧增长后缓慢增加。 １９ 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率先
进入持续下降的阶段，老龄化现象开始在部分国家出现（Ｒｏｎａｌｄ Ｌｅｅ．， ２００３）。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老
龄化超越国别和地区成为全球现象，部分国家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进入 ２１世纪，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
预计 ６５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７％迅速提高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１６％、２１００ 的 ２２％，并超
过 １５ 岁以下的人口比重（见表 １）。
老龄化的重要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 全球每个女性的生育率将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的２．５３下降到２０４５—２０５０ 年的 ２．２４，甚至 ２０９５—２１００年的 １．９９。 大多数发达国家经历了低于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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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生育率①，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日本、西欧和北欧的大多数国家每个女性的生育率甚至低于 １畅５；同时，
全球预期寿命则明显提高，从 １９５０年的 ４６畅９ 岁提高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７畅１ 岁，２１００ 年将提高到 ８１畅８ 岁②。
由于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老龄女性数量和比重将高于男性，造成老龄化程度越高人口性别不平衡现
象越显著的结果。

表 １　全球人口发展趋势的估计和预测（１７００—２１００年）

年份
预期寿命（岁）

总生育率

（每个妇女
生育数）

总人口

（１０亿）

人口年

增长率

（％）

１５岁以下
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

６５岁以上
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男性 女性 总体
１７００ Ó— — ２７ Û６ Ì０ º．６８ ０ ·．５ ３６ 6４ 0
１８００ Ó— — ２７ Û６ Ì０ º．９８ ０ ·．５１ ３６ 6４ 0
１９００ Ó— — ３０ Û５ Ì．２ １ º．６５ ０ ·．５６ ３５ 6４ 0
１９５０ Ó４５ §．９ ４７ µ．９ ４６ Û．９ ５ Ì２ º．５２ １ ·．８ ３４ 6５ 0
２０００ Ó６４ §．９ ６９ µ．３ ６７ Û．１ ２ Ì．７ ６ º．１３ １ ·．２２ ３０ 6７ 0
２０１０ Ó６７ §．８ ７２ µ．３ ７０ Û２ Ì．５ ６ º．９２ １ ·．２ ２７ 6８ 0
２０２０ Ó６８ §．８ ７３ µ．３ ７１ Û２ Ì．４ ７ º．７２ １ ·．０４ ２５ 6９ 0
２０３０ Ó７０ §．６ ７５ µ．１ ７２ Û．８ ２ Ì．３ ８ º．４２ ０ ·．８３ ２３ 6１２ 0
２０４０ Ó７２ §．２ ７６ µ．７ ７４ Û．４ ２ Ì．２ ９ º．０４ ０ ·．６６ ２２ 6１４ 0
２０５０ Ó７３ §．７ ７８ µ．２ ７５ Û．９ ２ Ì．２ ９ º．５５ ０ ·．５１ ２２ 6１６ 0
２１００ Ó７９ §．９ ８３ µ．７ ８１ Û．８ １ Ì．９９ １０ º．８５ ０ ·．１１ １８ 6２２ 0

　注：“— ”表示缺乏该年数据；表中数据根据中位预测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２０００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 Ｒｏｎａｌｄ Ｌｅｅ．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The Journal of Eco-
nomic Perspectives， 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０３，１７（４）：１６７—１９０； ２０００ 年以后的数据来自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ＳＴ／ＥＳＡ／ＳＥＲ．Ａ／３３６．

　　（二）老龄化国家从欧洲向全球扩散
首先，无论是老龄化程度还是数量，欧洲国家都是典型，甚至马耳他、卢森堡等人口不足 １００ 万的欧

洲国家也会经历比较严重的老龄化。 就全球总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国家来看，１９５０ 年只有 ９ 个欧洲国家
的 ６５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超过 １０％，而其中数值最高的法国也仅为１１％；但１９７５年有２６个国家６５岁
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超过 １０％，瑞典值最高为 １５．１％，前 ２０位除美国外都是欧洲国家；２０００年则有 ４１个
国家 ６５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超过 １０％，意大利为最高值，攀升为 １８．１％，除欧洲国家外，美国和日本也
居于前 ２０位。 ２０５０年，将有 １０５ 个国家的老龄人口比超过 １０％，其中列于首位的西班牙更是高达
３８％。 老龄化甚至引发对欧洲足球的担忧，２０１４ 年世界杯前夕高盛分析师根据人口分析指出：生育率
低而又低的欧洲怕是与世界杯渐行渐远了⋯⋯２０５０ 年的世界杯就基本没欧洲什么事了（黄丽瑾，
２０１４）。

其次，老龄化国家正在从欧洲向亚洲和拉美扩散。 由于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等国家的发展，到
２０２５ 年东亚将会成为像欧洲一样老龄化严重的地区。 这一年，日本成为 ６５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最高
的国家，达 ２８．９％；几乎所有的本世纪初的老龄化国家超过 ６５ 岁的人口比例将超过四分之一，其中欧
洲和东亚的 １１个国家将会遭遇“高度老龄化”。 ２１００年，预计将有 １９８个国家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超过 １０％，新加坡居首位，高达 ４０．１％，中国香港、韩国、古巴、日本等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比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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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生育更替水平（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是指净人口再生产率为 １畅００。 总生育率表明能够替代父母双方所需的平均子
女数，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总生育率为 ２畅１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 之所以为 ２畅１ 而不是 ２畅０（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
的一个），是由于一部分孩子可能会在育龄期前死亡。 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因此，达到生育更替水平的总生育率要
高于 ２畅１。

本文中的预测数据均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中位预测得到的数据整理。 参见：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Population Division （201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ＳＴ／ＥＳＡ／ＳＥＲ．Ａ／３３６．



３０％。
（三）老龄人口的全球分布状况
在老龄人口比例没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人口大国即老龄人口大国，因此中国、印度、美国是老龄人

口最多的国家。 １９７５年，中国有 ４１００万老龄人口，印度和美国亦各有 ２３００ 万的老龄人口，老龄总人口
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总人口。 ２１世纪中叶，印度和中国的老龄人口将占全球老龄人口的 ３９％，是欧洲国
家老龄人口的 ３倍。 ２１００年，印度以 ３．７ 亿、中国以 ３．０６ 亿老龄人口而成为两个老龄人口的“超级巨
头”。 ２０００、２０２５、２０５０、２１００ 年将分别有 １４、２８、４２、７１ 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达到和超过 ５００ 万（ＵＮ，
２０１３）。

２０５０ 年，世界上老年人的数目将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年轻人的数目。 老龄化加速的一个指标是超过
６５岁的人口比例从 ７％上升到 １４％的时间间隔。 法国的这一时间间隔为 １１５ 年（１８６５—１９８０），瑞典是
８５年（１８９０—１９７５），美国是 ６９年（１９４４—２０１３），英国是 ４５ 年（１９３０—１９７５）。 相比之下，日本（１９７０—
１９９６）和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２６）是 ２６ 年，泰国和巴西等国家则更短（Ｋｉｎｓｅｌｌａ Ｋ，２００５）。 不论是发达国家的
“先富后老”，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未富先老”，都面临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
从 １９５０—２１００年，老龄人口比重最高和数量最多的“双高”国家由部分重叠到逐渐增多。 ２０００ 年

两项数值均相对较高的国家中，有许多的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 ２０５０ 年至少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２０个发展中国家也将进入这两项数值均高的行列。 ２１００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这两项数值均高的
行列。 亦因此，在钓鱼岛争端升温时，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老龄人口数和老龄人口比重双高突出的国家，
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机构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的文章中被称：从未看到过两
个这么老的对手①。

（四）大量国际移民改变了人口分布和性别结构

图 １　１９５０—２０５０年世界各地区移民趋势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Population Division （201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
vision，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ＳＴ／ＥＳＡ／ＳＥＲ．Ａ／３３６．７．２０１３

　　移民是改变一国人口结构的又一重要因素，而全球化更是增强了其重要性。 目前，在全球移民数量
稳步上升的同时，显现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单向流动性和移民人群年轻化的特征。 自 １９６０ 年
以来，每年有 １８８万人移民欧洲，１２０万人移民北美。 而亚洲是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区，每年平均流出 １７８
万人。 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每年平均流出 １１６万人。 预计 ２０１０—２０５０ 年发达国家的净移民
数量将达到 ９６００万人，其中美国（年均 １００万人）、加拿大（年均 ２０畅５ 万人）、英国（年均 １７畅２５ 万人）、
澳大利亚（年均 １５万人）、意大利（年均 １３畅１２５万人）、俄罗斯（年均 １２畅７５ 万人）、法国（年均 １０畅６２５ 万
人）、西班牙（年均 １０畅２５万人）在移入国家中位居前列；相反孟加拉国（３３畅１ 万人）、中国（３０ 万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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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The Coming Rivalry of Grumpy Old Men in East Asia．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７．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ｈａｄｏｗ．ｆｏｒｅ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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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２８畅４万人）、墨西哥（２１万人）、巴基斯坦（１７万人）、印度尼西亚（１４万人）、菲律宾（９畅２５万人）将成
为移出大国（ＵＮ，２０１３）。
由于移民人口相对年轻，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因移民而得到缓解。 ２０１３年全球移民总数

（存量）合计达２畅３２亿，其中 １５％（３５００万人）是 ２０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 １５—１９岁的占３３％（１１００万
人），０—９岁占 ２２％（８００万人），其他占 ２０％（７００ 万人）。 这些年轻移民中，有 ２２００万来自于最不发达
和欠发达地区，约占 ６２％。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 ２０岁以下的移民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是 ９０：１００，其中
北美是 ９６：１０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 ９７：１００，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分别是 ８２：１００ 和 ９６：１００，非洲则
是 １０１：１００，这将使全球性别比例在地区间重组（ＵＮ，２０１３）。

二、积极老龄化的提出：理论与政策框架

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影响着经济增长、储
蓄、消费与投资、劳动力市场、税收及代际间的资源配置。 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影响着保健和医疗、
家庭构成、生活安排、住房与人口流动等。 在政治方面，人口老龄化会影响投票模式与代表性（ＵＮ，
２００２ａ）。 因而，对老龄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一）积极老龄化的理论研究
“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一切时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马歇尔（１８９０）早就指出：在东方和西方世界

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发生影
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往往
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 但是，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和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
在性格丰富上的发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 亚当· 斯密（１８７６）曾指出：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
是居民人数的增加。 希克斯（Ｈｉｃｋｓ，１９３９）也认为：过去 ２００ 年工业革命的全部成果不外乎是巨大而长
期的繁荣，这主要是由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而引起的。 但是，历史上对人口的关注，更多的是因其在财
富创造和战争中的作用，因而，年轻型人口被重视，老龄人口则被看作负担。 传统的文化价值、经济环境
及制度化的生活曾经导致出现老龄化的黑暗时代，即“消极的老龄化”时代（Ｇｅｒｇｅｎ， Ｋ．Ｊ．＆ Ｇｅｒｇｅｎ，
Ｍ．，２０００）。
然而，老龄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变化现象，而是一个被社会和历史环境所建构的概念，随着经济

环境和年龄认知的变化，对老龄化的看法逐渐从消极向积极转变。 拉斯勒（Ｌａｓｌｅｔｔ，１９８９）在其著作枟生
命的新地图：第三年龄的出现枠中，将人生分为四个年龄段：第一阶段具有依赖、社会化、不成熟、受教育
等特征；第二阶段具有独立、成熟、责任、收入、储蓄等特征；第三阶段具有个人价值实现或成功的特征；
第四阶段具有依赖、衰老、死亡等特征。 并以第三年龄阶段的概念为基础对老年生活进行讨论，认为仅
关注老年人的衰老和依赖会扼杀人类潜能。 在拉斯勒看来，老年生活应分为两个部分，即拥有健康身体
追求自由发展的第三年龄阶段和出现生理和心理功能障碍只能被动依赖的第四年龄阶段。 退休的一大
群体，健康、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进而第三年龄的出现成为促使发达国家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力量。
社会面临的挑战是意识到这个巨大群体的潜力并将第三年龄阶段的积极特征（例如，对社会和个人均有
利的时间和能力的使用）进行最大程度的普及。 尽管对于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和发展中国家多数人来
说，第三年龄阶段的特征难以呈现，但是这仍然是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和老年群体特征较为合适的起点。
其实，早在公元前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就对老年人的经历、生活态度、信仰等作过相关论述，他关于“人如何
维持自己的健康和活力”的预测，在 ２０００年之后对“成功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等研究产生了深刻影
响（Ｃｉｃｅｒｏ Ｍ．Ｔ．，１９９８）。

“成功老龄化”概念的提出促进了从“消极老龄观”到“积极老龄观”的转变。 “成功老龄化”概念最
早由美国学者在 １９５０年代提出，但广泛使用却是约翰和卡恩（Ｊｏｈｎ ＆ Ｋａｈｎ，１９８７）在枟科学枠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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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人的老龄化：普通与成功枠之后。 １９９８年，约翰和卡恩进一步将“成功”的涵义扩展为三个方面———没
有疾病和残疾、身体和心理机能正常、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学者们认为老年人个体生理功能的衰退差异
性较大，应探索老人保持健康状态的方式和方法，老龄化整体水平向“成功”的趋近是摆脱老龄化困境
的有效出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Ｓｔｒａｗ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Ｉ．，２００２）。 此后就“成功老龄化”展开的大部分研究主要
围绕“身体健康”这个核心指标进行（Ｄｅｐ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健康老龄化”是对“成功老龄化”表达方式的一种修正。 因为“成功”一词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
彩，在实证研究中，许多老龄人口虽然患有各种疾病或身体残疾，但却认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是成功的（Ｅ-
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自 １９８７年 ５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概念开始，健康老
龄化理论研究关注影响老龄健康的主要因素，把老龄化研究视角从结果移向进程，对于维护老年人口的
基本健康和提高其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但是，该理论仍然存在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而
非社会财富、从其需要而非社会权利的视角看待老年人口健康的缺陷。

“生产性老龄化”则开始注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罗伯特（Ｂｕｔｌ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１９８２）首次提出“生产性
老龄化”。 在他看来，没有必要把老龄化和生产率描述为人生命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所谓老年人缺
乏生产率是一个虚构的概念。 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疾病和社会不利环境的影响，老年人能够、也确实
有生产率，并且可以积极参与生活。 “生产性老龄化”概念引起对工业社会老年人角色变迁的辩论。 玛
蒂尔达等（Ｍａｔｉｌｄ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指出：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增长为国家提供了重新分配日益增加的所有年
龄的人休闲时间的机会。 她们认为随着产出和休闲的增加，老年人可以承担一些中年人的工作，这样，
年轻人可以从劳动力和家庭角色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 贝斯和卡罗（Ｂａｓｓ ＆ Ｃａｒｏ，１９９２）的研究也确
认了这一趋势：近十年来，在美国，人们越来越对让老年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感兴趣。
因此，如何消除那些阻碍老年人角色发挥的因素，包括年龄歧视、缺乏培训机会、惩罚性养老保障条款
（如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退休审查），以及需要更多兼职工作的机会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积极老龄化”将老龄人口的社会参与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 ２０ 世纪末积极心理学运
动的盛行，推动了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出现。 积极心理学将心理学的目标由治疗转为潜能开发，表现在老
龄化问题上就是要帮助老年人群开发潜能、树立积极的社会参与心态，消除非老年人群的年龄偏见，为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适宜环境。 ２００２年 １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ＷＨＯ）出版的枟积极老龄
化： 从论证到行动枠一书，对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释，不仅延续和发展了“成功
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的内涵，在“健康”和“参与”两个维度以外又因老年人群的
差异性而增加了“保障”维度；而且“参与”也不仅仅指经济参与，而是将社会、文化、体育和公共事务都
涵盖其中，目的是使所有进入老年的人，包括那些残疾、虚弱和需要照料的人，都能提高健康的预期寿命
和生活质量（ＷＨＯ，２００２）。
把西方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见表 ２），可以看出，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的研究主

要是确立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理论框架，通过明晰一些概念对积极老龄化的研究和实践进行总结，２１ 世
纪，则是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应用。
　　（二）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
世界卫生组织在“积极老龄化”概念之下，围绕“健康”、“参与”、“保障”三大维度提出六组用于具

体测量的指标体系，成为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支柱。 这六组指标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健康和社会服
务指标，用来测量和健康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具体包括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措施、卫生服务、
长期护理、心理卫生保健的覆盖面及质量；第二，个人行为指标，用来测量老人与健康有关的行为频度，
具体包括老人在吸烟、锻炼、饮食、口腔卫生、酒精、用药等方面的情况；第三，个人身心指标，用来测量影
响老人健康的身心因素，如生物因素、遗传因素、心理因素等；第四，物理环境指标，用来测量老人健康生
活所需物理环境的适宜度，如亲环境指数、住宅安全指数、防跌落指数、无污染指数等等；第五，社会指
标，用来测量社会对老年社会参与的支持度，具体包括社会支持指标、消除暴力和虐待的程度、老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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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等等；第六，经济指标，用来测量企业和政府对老年经济参与的支持度，具体包括老年工资制度、老
年社会保障、老年就业等方面（ＷＨＯ，２００２）。

表 ２　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发展脉络

时间（年） 提出者 成果

１９８７ 约翰和卡恩 （Ｊｏｈｎ ＆ Ｋａｈｎ） 在枟科学枠杂志上发表枟人的老龄化：普通与成功枠，认为过去的研究只
考察了受损和正常两种类型的老龄化，没有考虑老年人口的异质性。
主张在正常老龄化中增加成功老龄化类型的研究， “成功”意指生理
健康，即不被老年疾病困扰，针对那些功能局限最少的老年人

１９８７ 世界卫生大会 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概念，把“健康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列为老龄
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课题

１９９０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老龄问题大会

（哥本哈根大会）
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

１９９３ 第 １５届国际老年学大会（布达佩
斯大会）

把“科学要为健康的老龄化服务”作为会议的主题

１９８２ 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国际长寿中心

主任罗伯特（Ｂｕｔｌ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提出“生产性老龄化”，不仅强调老年人要有健康，而且认为老年人应
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有所贡献

１９９７ 西方七国丹佛会议 首次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

１９９９ ¡欧盟召开 “积极老龄化”国际会议 学者们从理论上探讨了积极老龄化问题及其解决的现实可能性

２００２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

（ＷＨＯ）
出版枟积极老龄化： 从论证到行动枠一书，将“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定
义为“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
可能发挥至最大效应的过程”

２００２ 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通过枟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枠、枟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积极老龄化进入政策制定层面后，决策者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老龄化问题必须被融入更广泛的发
展进程，并关注整个社会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２００２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枟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枠
提出了 １９章的指导原则，强调了“社会各年龄段发展”的承诺，呼吁包括国家和国际社会在内的各级组
织都要在三个重点方向上行动起来：老年人及其发展；促进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确保建立有利的支持
性环境（ＵＮ，２００２ａ）。 其中，重点方向旨在指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成功实现老龄化的特定目标，并能
通过社会发展、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各种正式非正式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整个生命历程的幸
福指数来加以衡量。 另外，还建议发展中国家将老龄问题纳入国家消除贫困战略，将性别观念纳入国家
老龄政策方案。 枟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提出确保所有人都能够有保障、有尊严地步入老年，并作为
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参与其社会的目标。 根据枟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枠中的三个优先方向以及“实施
及其后续”战略提出的 ２３９ 项“行动建议”来指导政策制定和项目发展，为各种组织团体提供了促进老
年人福利和及时调整人口结构、社会变化的方向和标准，其政策支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１．充分的社会参与。 消除年龄歧视与性别歧视，促进两性平等，消除对老年人的怠慢、虐待和暴力
行为，加强社区建设，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改善老年人参与社会的自身条件和社会条件，增加老年人口保
持独立的机会，实现他们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潜力。

２．提高生命质量，重视老年人口追求生理和精神健康享受最高标准的权利。 这需要除公共卫生部
门（例如与健康和护理相关的政策，支持性环境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完善等）以外的其他社会和经济部门
的支持。 在提供照顾和治疗，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有利的环境方面拟定新的政策。

３．重视老年人口的生产力。 高龄群体的技能、经验和资源是成熟、充分融合及富有人性的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资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 老年人应该享有他们希望并能够胜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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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会的权利，以及继续获得教育和培训机会。
４．采取协调的行动来改变老年男人和女人的工作机会和生活质量，并确保对老年人支助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 全社会都要关心老年人， 努力营造支持性环境，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使他们活得有尊严、
有价值、有意义。

５．将老龄问题纳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议程中，纳入消除贫穷战略和争取使所有发展中国家充分参
与全球经济的战略中。 同时基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确认有所差异的国别政策。 考虑到老年妇女和男性
的需求和经验的不同，在所有政策和方案中都注意体现出性别特点。

６．各国政府应当为社会基础服务承担主要责任，并在老龄化问题中发挥领导作用。 研究优先发展
方向，有助于政策制定。 加强代际间团结，以及家庭、志愿者、组织、企业、工人、教育和宗教机构及媒体
的合作支持。 联合国和国际合作组织的作用十分重要。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积极老龄化行动计划目标总结如下：我们需要认识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教育水平的提高，寿命越长以及健康状况越好，老年人相比以前可以对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通过引导他
们积极参与社会及其发展，他们宝贵的经验及能力就会得到很好的利用。 任何想要工作并且能够工作
的老年人都应拥有工作的机会，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 通过创建支持性网络和营造相关
环境，加强两代人之间团结，打击虐待、暴力、不尊重、歧视老年人的行为。 通过提供充分的、负担能力之
内的医疗保健，包括预防性卫生措施等，我们可以帮助老年人在尽可能长时间内保持独立生活（安南，
２００２）。

三、积极老龄化的推进：国际层面

枟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提出时就涉及到各个层面的行动推进，国际行动的核心是建议、支持、交
流、合作，其中联合国大会、国际劳工组织和欧盟的表现最为突出。

（一）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在积极老龄化方面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４８年通过的枟世界人权宣言枠。 虽然其中没有

专门针对老年人权力的内容，但是在权利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各项基本人权特别是“人人有权工作、自由
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
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
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等内容为老年权利
保障奠定了基础。 １９７６年生效的枟经济社会国际权利公约枠深化了人权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内容，虽然还
是没有专门针对老龄人口的条款，但根据其中的第 ６—７ 条、第 ９ 条和第 １１—１３ 条的内容，老年人也应
享有平等工作、社会保障、健康充裕生活、接受教育的权利。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包括 ６２ 项建议在内的枟老龄问题国
际行动计划枠，１９９１年通过了枟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枠。 １９９２ 年通过了 ２００１ 年以前老年问题全球 ８ 项指
标，以及制定国家指标的简要指南；同时为纪念枟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枠颁布 １０ 周年而通过了枟老龄问
题宣言枠，除呼吁扩大国际合作之外还专门就老龄权利的性别问题作了区分，认为要充分承认老龄妇女
的社会贡献，全力支持老龄男性开发那些因养家糊口而被忽略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方面的能力。 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枟经济社会国际权利公约枠的基础上提出了题为枟老龄人口的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枠的第 ６号一般性建议。 １９９９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老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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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联合国大会老龄化行动时序表

阶段 时间（年） 形成公约、协议或计划 内容

积极老

龄化概

念出现

以前

１９４８ w枟世界人权宣言枠 为老年权利保障奠定了基础

１９７６ w枟经济社会国际权利公约枠 深化了人权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内容

１９８２ 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
枟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

明确了各成员国在枟国际人权公约枠范围内为保障老龄人
口权利而应采取的各项措施

１９９１ w枟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枠 确立“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尊严”五原则
１９９２ w枟老龄问题宣言枠 呼吁扩大国际合作，注意老龄女性问题
１９９５ 枟老龄人口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枠 各缔约国有义务特别注意促进和保护老龄人口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强调老龄人口在工
作、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水准、身心健康、教育文化等方面
的权利

１９９９ 确定“国际老人年” 主题是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具体包括“个人终
身发展、多代关系、老龄化与发展、老年人处境”４个方面

积极老

龄化概

念出现

以后

２００２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
枟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枠、枟老龄
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

枟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枠提出了 １９章的指导原则，枟老龄
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提出了 ２３９项行动建议

２００３ 召开老龄问题区域协商会议 落实枟马德里行动计划枠，促使各国制定出具体执行战略，
鼓励各国政府将老龄化问题纳入消除贫困计划，建议各国
按年龄和性别进行数据统计

２００４ 决定定期发布枟联合国人口估计
与预测枠

按性别和年龄对世界人口状况加以统计，６０ 岁及 ６５ 岁以
上人口比例、抚养比、年龄中位数、各年龄段人口分布状况
都被纳入统计和预测范围

２００５ 枟把住房纳入贫困弱势群体适当
生活标准权利枠

专门讨论老年人居住问题

２００５ w枟加强老有所为和增进老年健康枠 敦促成员国执行枟马德里行动计划枠
２００６ 审查和评价马德里行动计划的执

行情况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为第一个审查和评价周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为
第二个审查和评价周期

２０１０ w设立老龄问题工作组 不限成员名额，每年召开工作会议
２０１３ 召开第四次工作会议 对枟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第二次全球审查与评

价的贡献、多边进程最新情况、社会保障和健康权、歧视和
获得工作机会”四个主题展开小组讨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２００２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总结就维也纳会议后 ２０ 年来各国在老龄
问题上的行动进展，通过了枟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枠和枟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积极老龄化观念被
纳入各国发展框架，成员国可以根据建议制定优先执行事项、评估执行需要并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相关资
源和帮助。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维也纳为落实枟马德里行动计划枠召开老龄问题区域协
商会议。 此后，联合国鼓励各国将老龄问题贯穿社会的各个领域，例如在扶贫问题中考虑贫困老人，在
青少年问题中考虑代际沟通，在妇女问题中考虑老年妇女，在农村问题中考虑到农村老人，在疾病问题
中考虑到老人健康，在人权问题中考虑到虐待老人。 这样老龄化就不再只是一个宏观的议题，而被分解
为许多相关的具体议题，包括就业和社会保护、老年人与卫生、老年人虐待、消除老年贫困、世代关系、农
村发展与迁徙等等。 这一年，联合国社会政策和发展司启动技术援助行动，划拨老年发展经费用于支持
会员国执行枟马德里行动计划枠。 同年，联合国人口司着手在人口报告中增加老龄化相关内容，自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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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定期发布枟联合国人口估计与预测枠。 ２００５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通过了枟把住房纳入贫困弱势
群体适当生活标准权利枠的决议。 同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召开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枟加强老有所为和
增进老年健康枠的决议，从三个方面敦促各国提高应对老龄健康问题的能力：开发一套“工具包”，帮助
初级保健服务提供者认识到并了解老龄人口的特殊需要；制定一套“关爱老龄城市准则”，为老龄人口
参与社会提供环境；建立一个“知识库”，完善老龄人口保健体系。

２００６年以来，联合国就枟马德里行动计划枠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审查和评价。 ２０１０ 年联合国大会决定
设立老龄问题工作组，２０１１年至今已经召开 ４ 次工作会议。 连续几年的审查和评价表明，积极老龄化
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推进呈现出良好绩效。
联合国大会在世界老龄人口方面的行动内容详见表 ３。
（二）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在落实枟马德里行动计划枠时更注重为老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为此，自 ２００３ 年起的

年度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中都特别讨论老龄劳动者就业问题。 ２００３年的国际劳工大会着手修改 １９７５ 年
制定的枟人力资源开发建议枠，决定增加为老年员工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的内容。 ２００４ 年国际劳工大会
进一步就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问题，通过了题为枟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枠的建议，强调终
身学习的重要性及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其中所承担的责任。 建议各国政府应加强对各级教育和培训的
投资，企业应不断培训雇员，个人应承诺开发自身的能力和事业（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０４）。
首先，对成员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政策提出 ６ 点要求，将促进终身学习和就业能力列入可持续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同时强调可持续发展和能力开发。 如采用新的教育培训方法以获得新
技能创造新就业机会、通过教育培训帮助非正规就业实现向正规就业的转变、促进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教
育培训中的运用、减少成年人在教育和培训参与中的不平衡现象等。
其次，敦促成员国在 １２个方面有所行动，保证所有人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确定国家教育战略，为

建立各级行为主体参与的教育培训机制建立指导框架。 使教育培训与就业增长保持一致，鼓励各种行
为体参与教育培训计划、促进建成一套与国情和实践相符的培训系统。 承担对教育培训的主要投资责
任，建立起相关的资格认证国家框架，加强社会对话，促进机会均等，向社会伙伴提供支助，对支持性的
社会政策和其他政策做出规定。
最后，明确了政府、企业和个人在老龄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中的责任。 包括教育和就业前培训、

在职和失业工人的能力开发、技能认证和发证框架、为体面劳动和社会融入而培训、培训提供者、相关研
究和培训支助服务、国际合作与技术合作等 ７个问题。
除通过教育培训来促进老龄人口就业以外，国际劳工组织还关注其他与老龄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

问题。 自 ２００４年起筹划召开以“老龄社会的就业和社会保护”为主题的会议，制定一项涵盖国际劳工
组织文书、研究活动、技术合作和其他行动的有效行动计划，通过促进充分就业来达到老年人能够体面
且有保障地生活的目的，其中如何解决老龄保障与资金、老龄保障与促进就业、老龄保障与公平的关系
是关键。 老龄保障与资金是指如何为社保方案提供健全且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老年保障与就业是指如
何将保障从被动变为主动，使老龄人口通过保障达到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老龄保障与公平是指要考虑
女性、非正规就业、残疾等弱势群体的需求。
从 ２００６年起，老龄就业和社会保护问题成为国际劳工大会的常设议题之一，定期出版的枟全球社会

保护报告枠反映了发展现状。 ２０１４年 ６ 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枟２０１４ 全球保护报告枠，其中第四部分专
门论述“老年男女的社会保护问题”，指出：全球仍有 ４８％的人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却无法领到养老金，
领取到养老金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无法满足正常生活；根据现行法规在职劳动者中只有 ４２％可以预期领
到退休金，退休金的实际有效覆盖率可能更低；许多国家正在扩大缴费养老金的覆盖范围并建立非缴费
养老金制度以保障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 在 １７８个被调查国家中，只有 ２７ 个国家建立起缴费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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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普惠型养老金制度，５０个国家建立起缴费和非缴费条件限制型养老金制度，７７ 个国家只有缴费养
老金制度，９个国家只有非缴费普惠型养老金制度，３ 个国家只有非缴费条件限制型养老金制度。 全球
持续遭受来自老龄化社会和政府财政不足的压力，有通过提高养老金缴费比例和领取年龄来把政府的
责任和风险转嫁给个人的倾向；除养老金以外，老龄人口的收入安全还要依靠一国包括卫生保健和长期
照护在内的其他社会服务，全球只有 １０．８％的 ６５岁以上人群享有非公共卫生的社会保障，占 ＧＤＰ总量
的 ３畅３％（ＩＬＯ，２０１４）。

（三）欧洲联盟
欧盟是使用和研究积极老龄化概念最多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都是积极老龄

化的信奉者和推动力量。 ２００３ 年以后欧洲议会先后通过一系列和积极老龄化相关的建议和决议，其中
包括“欧洲老龄化社会中的社会政策挑战”建议（２００３）、“老龄移民的权利”建议（２００３）、“社会凝聚力
面临的人口挑战”建议和决议（２００６）、“欧洲老年人的状况”建议（２００７）、“２１ 世纪的老龄化与残疾：建
立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来实现包容社会中的更高质量生活”建议（２００９）、“降低老龄移民脆弱性风险和提
高他们的福利”建议（２０１１）、“促进积极老龄化———利用老年人的工作潜能”决议（２０１１）等。
为消除退休前的失业，逐渐推进延迟退休，欧盟第 ２ 个十年经济发展规划把“２０２０ 年实现 ２０ 岁至

６４岁人群的就业率达到 ７５％”列入欧洲“２０２０战略”的五项核心目标之一，设定相应的政策议程和战略
目标并分解到各成员国。 欧盟还将 ２０１２ 年确定为“欧洲积极老龄化和代际团结年”，推进在老年人雇
佣、社会参与和独立生活三方面的行动。 由于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公众参与和努力，欧洲积极老龄化
布局正逐渐机制化、平台化。
欧洲人权委员会（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ＤＤＨ ）下设老龄人权起草小组（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ＣＤＤＨ-ＡＧＥ），分别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召开会议，通过了保护老
龄人权的建议草案并提交欧洲议会。 在遵循保护所有老龄人口享有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基础上，从消
除歧视、自主与参与、免予暴力和虐待、社会保障和就业、照顾、公正等 ６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并且在每个
建议内容中给出了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ＣＤＤＨ-ＡＧＥ，２０１４）。 另外，２０１０ 年欧盟委员会旗下设立积极
健康老龄化创新伙伴（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ｇｅｉｎｇ ）组织，２０１２年提出了
欧洲积极健康老龄化战略计划，包括三大支柱十个行动领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ｏ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２），其内容见表
４。

表 ４　欧洲积极健康老龄化战略计划

支柱 先行行动领域 特别行动领域

预防、筛查和早期
诊断

健康素养，增强患者权利、伦理，坚守道德计
划，使用新型器械和服务

在地区水准上能够识别是否在更好地坚持治

疗上的创新

个性化的健康管理 发现新方法以更好地管理老年人健康并防止

恶化

对老年人生理和认知功能的下降进行预防和

早期诊断

帮助防止功能衰退和脆化

护理和治疗 提高对基于新器械和服务的成功的综合护理

体系的建立和复制能力

包括使用地区远程监控技术在内的方法来建

立慢性疾病综合护理体系

积极老龄化和独立

生活

通过开放和个性化的方案提高积极老龄化和

独立生活水平

发展信息和通讯技术用于帮助老年人能够独

立和自由活动地活得更久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为了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对欧盟的积极老龄化进程进行判断，欧盟和联合国人
口机构的一些专家合作，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对积极老龄化内涵的界定，从就业、社会参与、独立健康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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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活、积极老龄化的能力和环境四个方面设计指标，确定权重，设计出积极老龄化指数（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ＡＡＩ）（见表 ５）。 推出了枟欧盟 ２０１２积极老龄化指数枠报告，对欧盟 ２７ 个国家的积极老龄化发展
水平进行了排名，瑞士、丹麦、爱尔兰、英国、荷兰、芬兰、塞浦路斯、卢森堡、德国、奥地利排名居前 １０ 位，
这些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指标中得分较高。

表 ５　积极老龄化指数（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ＡＡＩ）及其指标构成
总指数 积极老龄化指数

领域 就业 社会参与 独立健康和安全生活 积极老龄化的能力和环境

指标 ５５—５９ 岁的就业率 志愿活动 锻炼身体 ５５ 岁时的预期寿命
６０—６４ 岁的就业率 照顾儿女、 健康及牙齿医疗 ５５ 岁时享有的健康的预期寿命

孙子、孙女 独立居住 心理幸福感

６５—６９ 岁的就业率 照顾老人 金融保障 ＩＣＴ使用
７０—７４ 岁的就业率 政治参与 终身学习 教育程度

积极老龄化的实际经验 积极老龄化的能力

　注：金融保障取决于 ３ 个指标：相对于 ６５ 岁以下的人口，６５ 岁以上居中等收入水平；没有老年人的贫困风险；没有严重的物资匮乏。

ＩＣＴ使用指 ５５—７４ 岁的人每周至少使用一次互联网。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Active Ageing Index ２０１２ Concept， Methodology and Final Results．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ＣＳＲ Ｅｕｒｏｐｅ）是欧盟官方 ＣＳＲ 议程和政策的重要建议方。 ２０１３ 年该协会
联合英特尔、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 （ＧＤＦ Ｓｕｅｚ），以及非政府组织欧洲年龄平台（Ａ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ｕｒｏｐｅ），
对 ＣＳＲ Ｅｕｒｏｐｅ 的 ２３个会员企业进行调查，推出枟职业生涯再思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应对更长
的工作年限枠报告。 作为欧洲“企业 ２０２０”倡议的重要内容，该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员工从业能力的优
势，提出改变传统的人力资源流程和系统，旨在帮助企业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应对欧洲老龄化，详见
表 ６。

表 ６　老龄化社会的人力资源管理流程

项目 内容
文化 强化年龄层次多元化的价值体系

提供系统化、年龄多样化的合作机会
健康安全 引入一套劳动力方法学

基于年龄的人体工程学
减压、健康素养，健身活动
扩大范围，提高透明度

劳动力管理 成熟的人力资源规划
个人层面的重组预期

对招聘人员／管理人员进行年龄歧视风险的培训
招聘和培训中的年龄透明度
以终身学习为核心的培训政策
适应任何年龄需要的培训方法
年龄多元化的项目团队
定期的岗位流动

增加对年龄阶段的关注
设计逐步过渡到退休的方法

补偿机制 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审查工资形成过程
在能力提高（工资增长）和表现（奖金）之间取得平衡

　资料来源：ＣＳＲ Ｅｕｒｏｐｅ， Rethinking career．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ｒｅｕｒｏｐｅ．ｏｒｇ／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ｃａｒｅｅｒｓ＃．Ｕ８ｏｇＺＸｌ５ＲＲｓ
　　除政府间组织以外，非政府间组织也积极参与了欧盟的积极老龄化行动。 欧洲年龄平台（Ａｇｅ Ｐｌ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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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 Ｅｕｒｏｐｅ）致力提高对欧盟老龄人口的社会关注，推进欧盟在反歧视、老龄员工雇用、社会保障、社会
包容、健康、无障碍、新技术和世代团结等方面的行动。 自 ２００４ 年成立以来，欧洲年龄平台每年都会制
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并从 ２００７年起开始发布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年的年度报告以“通向一个年龄友好型的
欧盟”为主题，着重论述了其在推进欧盟老龄人口的权利保障和社会参与问题上的行动。 在老龄权利保
障方面，它不断收集枟欧盟就业平等法枠在各个成员国的影响和与年龄歧视相关的判例，游说欧盟议会
制定法律消除就业领域以外的年龄歧视。 促进建立欧盟内外在老龄权利保障问题上的多边对话机制。
与欧洲女性游说团（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ｏｂｂｙ）就老年妇女歧视问题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共同建议，呼吁
淡化养老金与缴费数额之间的关系，以便关注老年贫困特别是老年妇女贫困问题，协助欧洲公共卫生联
盟在老年疾病数据收集和新技术新方案上的交流与开发。 在老龄社会参与方面，它帮助老年人参加欧
洲议会选举，建立“欧洲积极老年市民”（Ａｃｔｉｖｅ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组织影响欧盟决策，动员组织
老人志愿参加 ４月 ２９ 日欧洲世代团结日和 １０月 １ 日世界老人日的活动。 发起“老年企业家支持青年
就业”研讨会，消减劳动市场中的年龄层对立，促进老年人在各个领域的社会参与（Ａ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１３）。

四、结　论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哈耶克，１９９８）从老年人的生存需要到发展
需求，积极老龄化概念的提出，凸显了老龄化研究的新视角，为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它改变了
人们对老龄人群的看法，也改变着老龄人群自身。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人口老龄化在全球的发展和扩散，是积极老龄化提出的现实依据。 　
１９世纪后期欧洲出现老龄化现象，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逐渐向亚洲和美洲地区扩散，目前已经成为

全球现象。 老龄和超老龄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发达国家面临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问
题和养老保障的财政负担；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维持了世界人口规模的增长，但也面临给年轻人提供
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压力。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沒有太多时间调整适
应人口老龄化的后果；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发生在比发达国家更低的社会经济水平之上，
“未富先老”使其老龄化面临更多的问题。 积极老龄化正是要从生理、心理、政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为
破解这些难题提供普遍有效的途径。

２．老龄化在国际层面被融入更宽泛的发展进程，并关注整个社会和各年龄段的人们。 　
积极老龄化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身体积极”，到经济参与积极，再到全面社会参与积极的发展过程。

强调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成功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是积极老龄化的最初形态。 生产性老龄化将老龄人群
从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关注转为对个体经济参与度的关注，积极老龄化将老龄人群的社会参与扩展到各
个方面，并要求政府和社会为老年社会参与提供帮助和支持。 目前，健康、参与、保障已经成为积极老龄
化的三大维度，其中具体的测量指标也处于不断完善中；从学理层面进入政策设计层面，旨在通过具体
的措施使不同的老年个体都能根据自身情况，更好地维持健康，更好地参与社会，更好地得到权利保障
和照顾。

３．积极老龄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 ２１世纪老龄化问题的新理论、政策和发展战略。 　
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枟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枠和枟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确

定了积极老龄化的国际行动框架。 此后积极老龄化理念体现在联合国的各项工作中，扶贫计划、人口统
计、城市发展、就业保障、人权保护、居住规划、妇女问题、青少年问题等领域都将老龄问题作为一个独立
议题来加以研究讨论。 ２００６年以来，对枟马德里行动计划枠执行情况的持续审查和评价，促进了积极老
龄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 国际劳工组织以促进老龄就业为目标，从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保障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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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落实马德里行动计划，解决的正是积极老龄化中最为实际的问题。 欧盟是最主动推动积极老龄化
的地区组织，欧洲积极老龄化布局正逐渐机制化、平台化。

４．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合，推进积极老龄化的“中国化”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老龄事业与联合国的政策基本同步。 自 １９８２ 年维也纳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中国的

老龄政策、老龄研究及相关管理系统开始发展完善起来。 ２００２ 年中国参加了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
界大会，赞成并带回“积极老龄化”的新概念和政策建议；枟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枠文本也被翻译出版，成
为国内积极老龄化政策和研究的重要参考。 但是，中国的“积极老龄化”主要体现在各种学科的研究
中，在主要的政策架构中还应用较少。 ２００６年，中国发表枟老龄事业发展白皮书枠，在“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六个老有”目标之外增加了“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的
内容，形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想。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虽仅有四字之
差，但在客观上体现出“积极老龄化”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显示了发展中人口大国的东方智慧，是对
“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创新和中国化升级版（邬沧萍，２０１３）。 目前，积极老龄化的观念已经逐渐渗透到
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各种科研立项中受到重视①，深刻影响着中国的老龄政策和研究。 作为老龄人口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老龄化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加
强与国际组织的联合，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深入探索这一领域中的若干重大基础科学
问题，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发展趋势及与东西方各国的比较；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生理、心理
以及社会参与）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老龄社会的经济特征及发展趋势（老龄产业、老龄就业、老龄消
费、储蓄与投资关系变动趋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工业化、老龄化、城镇化“三化”
互动发展；老龄社会的代际关系和代际资源配置；老龄社会支持体系（老年护理体系、老年通讯设施
等）；老龄社会制度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企业、个人和家庭等主体之间的责任与权利制度安排）；老龄
公共管理体系及相关政策设计（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等。 为中国积极老龄化相关的制度、政策与
法规的设计、制定和运行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支撑，促进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成为兼具
学术与实践价值的重大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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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积极老龄化研究

① ２０１４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十二五”第四批重大项目招标，１８００万元的老龄化项目中对研究内容的要求
就体现了枟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枠和枟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枠的具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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