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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实

中 国 经 济 进 入 到 一 个 新

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有

许多新机遇，也会遇到不少挑

战。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一个巨

大的挑战是老龄化问题。伴随

着“少子化”问题，老龄化带

来的挑战变得更加突显。在过

去 10 年中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

加速的进程，而未来这一进程还

会进一步加速。根据第六次和第

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相比

2010 年，2020 年 60 岁 以 上 和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分别上升了 5.44 个和 4.63 个百分

点，10 年的上升幅度分别是 41%

和 52%。 据 预 测， 到 2035 年，

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仍

将继续上升，有可能会达到 20%

左 右， 远 高 于 现 在 的 13.5%。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出生率

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少子

化”问题开始显现。这就形成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得不面对

的一个挑战 ：“一老一小”问题。

去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规划”，指出“到 2035 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拉开了将共

同富裕理念转化为战略部署的

序幕。今年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

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解决“一老一小”问题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题讨论推进

共同富裕问题，并明确提出“共

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

言而喻，共同富裕包括了老年

人和儿童的富裕，因此促进老

年人和儿童的富裕，缩小他们

在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差距，消

除他们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

面的差距，也是推进共同富裕

的重要内容。

推进共同富裕中“一老

一小”存在的问题

从收入、财产和基本公共

服务三个维度来理解共同富裕的

基本内涵，由此也可以看到老年

人和儿童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

题，从中去寻求一些解决的办

法。从共同富裕的标准来看，

中国老年人和儿童在收入水平、

财产积累和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

方面都有很大的不足，而且他们

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乡老

年人在收入上、养老待遇水平

上、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上存在着

很大的差距，城乡儿童在学前教

育上、义务教育质量上也存在很

大的差别。这种情况还存在地区

之间，甚至一个省市内部不同地

区之间。由此来看，实现共同富

裕，一方面要提高他们的富裕水

平，整体上拥有更高水平，更多

财产积累，更高质量的基本公共

服务 ；另一方面要缩小他们之间

在收入、财产和公共服务上的差

距。

农村老年人尤其是一个更

需要关注的人群。在农村脱贫攻

坚时期，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就比

较突出。根据中国收入分配课

题组的数据（CHIP），农村老年

人的绝对贫困发生率要高于一

般人群。按照最新的农村贫困标

准，在 2002 年农村整体的贫困

发生率为 31.5%，而老年人的贫

困 发 生 率 33.5%， 到 了 2013 年

农村整体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6%，而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则

为 8%，后者比前者仍高出 2 个

百分点。在消除绝对贫困后，农

村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更为突

显。同样，农村老年人是一个更

易于陷入到相对贫困的人群。如

2013 年农村全体人口的相对贫

困发生率不足 16%，而老年人则

高达超过 21%。而且农村老年

人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是不断上升

的，这意味着老年人的收入增长

速度明显低于其他人群。自从新

农保政策实施以后，农村 60 岁

以上老年人都可以领到数额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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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金，这对于缓解农村老

年人的相对贫困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相当多

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是

很低的，基本上是每人每月 80-

100 元， 甚 至 明 显 低 于 农 村 的

绝对贫困标准。大部分农村老

年人的收入低，财产少，只是

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他们难

以享受到养老服务，即使有也

是低水平的养老服务。由于大

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就

业生活，造成了一大批留守老

人。社会化养老服务跟不上，

一些农村老人生活陷入到凄惨

状况。

中国儿童的发展条件不足

和不平衡是实现共同富裕中的

“ 一 小 ” 问 题。 任 何 事 情 都 需

要“从娃娃抓起”，实现共同富

裕也不例外。儿童发展的好与

不好关系着国家未来社会经济

发展进程，更关系着能否顺利

实现共同富裕。在老龄化的大

背景下，儿童发展更具有特别

的意义。老龄化意味着社会赡

养老人的负担加重，也意味着

单个劳动力要承担更多“养人”

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提

高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力创

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保证

人均收入的提高，保证人们生

活水平不断改善，实现更高水

平的富裕。这一切都依赖于个

人能力的提高，而个人能力的

提升来自于人力资本积累，来

自于教育和健康上的投资。大

量的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发展

对其后来能力提高起到直接而

又明显的影响，而且对儿童的

早期投资也是最重要，具有最

高收益率。因此，为了让现在

的儿童将来能够承担赡养老人

的能力，必须加大对他们的人

力资本投资，让他们有健康的

身体，获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

机会。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中国

儿童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

仍然突出。特别在农村有一些

儿童处于贫困边缘状态，生活

在低收入家庭，加上当地公共

服务水平低，造成了农村儿童

缺少发展环境和条件。一些研

究成果表明，儿童的相对贫困

发生率要高于成年人。在 2018

年，全国儿童相对贫困发生率

比成年人高出近 4 个百分点，农

村的儿童相对贫困发生率比农

村成年人高出近 3 个百分点。而

且，从多维贫困的角度来看，

儿童的多维贫困也要高出一般

人群。分城乡来看，农村儿童

的多维贫困状况更加严重，其

多维贫困发生率比城市儿童高

出 近 10 倍。 在 农 村 中， 即 使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也有一

定比例的儿童处于多维贫困状

态。儿童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另

一种表现是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儿童分享的教育资源严重失

衡。即使到了 2018 年，不同省

份之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差

异仍很明显。比如，小学教育

的生均公共经费支出，几个直辖

市以及东部发达省份远高于中西

部地区。特别是学前教育的生均

公共经费支出，发达省份更是远

高于中西部省份。由于公共教育

资源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分配的不

均等，造成了儿童受教育机会的

不同，造成了一些落后地区儿童

难以分享到优质教育资源，难以

获得高质量人力资本，影响到他

们将来发展能力的提高。

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解决

“一老一小”问题

面对上述“一老一小”问

题，我们需要寻求解决办法。

“一老一小”都是社会上的弱势

人群，都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从人的生命周期来

看，每个人都要经历儿童成长阶

段，劳动就业阶段和退休阶段。

相对来说，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

阶段是对公共服务依赖最多的，

而且这两个年龄段中人群需要的

公共服务占全社会公共服务的比

重也是最高的。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决定了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更决定了他们的富裕程度。

解决“一老”问题，需要

进一步完善两类政策措施，一是

养老保障政策，二是养老服务政

策。养老保障政策创新的重点是

要缩小不同老年群体的养老金待

遇差异。由于养老制度是碎片化

的，养老金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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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养老金高于农村老年人

养老金，城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

金待遇更高，比农村老年人高出

二十几倍，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是最高

的，比农村老年人高出三十几

倍。即使在城市内部，过去十多

年老年人的养老金差异呈现不断

扩大的趋势。2018 年的城镇退

休人员养老金差距的基尼系数已

超过了 0.5。在这种情况下，进

一步缩小养老金待遇的差距成为

了一种选择。缩小差距并不意味

着要压低一部分退休人员的高养

老金水平，而是要提高一部分老

年人的低养老金水平，特别是提

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一种办

法是在今后每年的养老金调整

中，适当较大幅度上调城乡居民

养老金水平，更大幅度地提高农

村老年人的养老金，从而逐步地

缩小他们与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差距。

应该看到，老年人过上有

质量、体面的生活，只有养老金

是不够的，还需要养老服务和医

疗保障和服务。给老年人提供高

质量的养老服务也是推进共同富

裕的一项主要内容，尤其是针对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质量的提

高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从长期

来看，社会化养老会是一种主流

方式，在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影

响下，少子女的老年人占比会越

来越高，家庭养老方式会越来越

少。相对来说，中国社会养老业

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而农村更

是极其落后的。这意味着农村老

年人养老问题成了推进共同富裕

中的一个必须要面对，不得不解

决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

题，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社会养

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给予优惠

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提高社会养

老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另一方面

让农村老年人有机会转移到城市

养老，或者跟随其在城镇就业和

居住的子女生活，或者到城镇社

会养老机构养老。对于农村老年

人到城镇养老的选择，不论采取

哪种方式，对于提高他们的养老

质量，还是节约社会成本来说，

都比他们留在农村养老更有优

势。相比而言，更值得鼓励的是

农村老年人随其子女到城镇一起

生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给他

们在城里的子女提供更好的赡养

父母的条件，特别是住房条件。

如果城镇农民工和农村流动人口

能够有更好的住房保障，有较为

宽敞的住房条件，那么他们就有

条件把农村的父母接过来一起生

活。也可以考虑给赡养父母的子

女给予一定经济上奖励，因为他

们赡养父母实际上节省了社会养

老支出，理应获得一种奖励性的

补贴。

解决“一小”的问题，也

是要从推进共同富裕的角度出

发，重点解决一些农村落后地区

和低收入家庭儿童在享有优质教

育和医疗资源方面面对的问题。

从儿童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学

龄前阶段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

这一阶段中城乡和地区之间，大

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不同收入家

庭之间儿童享有的公共资源的差

别非常明显。在城市中学前教育

已基本普及的情况下，一些落后

农村地区仍有很大比例的学前儿

童缺少幼儿园教育的机会。即使

一些市县基本普及了学前教育，

但是教育质量的差异也是相当明

显。在义务教育阶段，城乡之

间、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教育质

量的差异也是非常显著。这一方

面反映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出

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将来会造成

人与人之间发展能力的差距，从

而进一步导致收入差距和人群分

化。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

下，社会需要更多的高学历、高

素质、高能力的劳动力才能应对

老龄化带来的收入增长和社会福

利增加的压力。应对这种挑战，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优质教育资

源实现充分共享，让所有儿童具

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和条件应该是

不二的选择，更是推进共同富裕

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的必

经之路。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

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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