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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究河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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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业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2000 年，河南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1%，这也就意味着河南省从 2000 年便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人

口大省的河南省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十分严峻，这将对河南省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以河南省人

口老龄化问题为中心，从现状、特点、形成原因、挑战与机遇以及解决策略五方面展开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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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截至 2022 年年末，河南省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862 万人，占

全省人口总量的 18.9%（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 1436 万人，

占全省人口总量 14.5%）。与 2010 年相比，河南省 60 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上升 6.2 个百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6.1

个百分点）。

老龄化系数是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是指某一时

期内某一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该地区全部总人口数量

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Ｗ＝Ｏ / Ｐ ×100％

公式中：Ｗ为老龄化系数，Ｏ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

Ｐ为总人口数量。按照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划分方法并结合相关

研究，根据老龄化系数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６个类型，其中老

龄化系数 14% 以上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为老年型后期。

截至 2022 年年末，河南省的老龄化系数已达到 14.5%，这表

明目前河南省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已经处于老年型后期，也就意味

着河南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这将是未来长期内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点

（一）老龄化人口规模大

截至 2022 年年末，河南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已经接

近全省总人口的 1/7。且该比重还在逐年增大，预计到 21 世纪中

叶河南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可能达到 2400 万人左右，

将达到全省总人口的 1/4 左右。

（二）老龄化程度地域分布不平衡

河南省的农村老龄化程度高，城乡倒置现象日益加剧。传统

粗放式农业的收入会因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许

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因无法承担整个家庭的生活开销便选择到城

市就业以供养整个家庭。而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农民数量大，

加之农村老年人对多年生存环境的深情，许多农村老年人会选择

留在农村继续务农。

河南省老龄化还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以郑州为

分界线，郑州以北地区老龄化程度普遍低于全省，郑州以南地区

老龄化程度普遍高于全省。截至 2022 年年末，郑州以北地区濮阳

市的老龄化系数为 13.8%，低于全省老龄化系数。而郑州以南地

区漯河市与驻马店市的老龄化系数分别为 17.2%、16.72%，均高

于全省老龄化系数。

（三）高龄化趋势明显

从 2000 年开始，河南省高龄化趋势愈发明显，2000 年河南

省百岁老人首次突破一千人达到 1130 人，2010 年达到 2941 人，

而 2020 年突破一万人达到了 10673 人，是十年前的 3.63 倍、二十

年前的 9.44 倍。

（四）“未富先老”特征显著

西方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 GDP 一般在 1 万美元左右，

这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在河南省刚

步入老龄化社会之时，人均 GDP 仅为 0.55 万元。与西方国家相比，

河南省在尚不富裕的情况下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将对河南省

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

三、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一）年轻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

2020 年全国人口流出 10“强”城市榜单上前四名均为河南省

城市，其中前 10 名有一半为河南省城市。调研期间，许多河南青

壮年劳动力表示由于在省内就业工资水平较低便会选择出省就业。

同时许多河南籍高三学生也会因河南教育环境等问题而选择出省

上学，并在学业完成时留在省外就业。这些都导致了河南省内劳

动力的流失，造成老龄化的加剧。

（二）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河南省人民政府一直努力在改善人居环境上下功夫，日益完

善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公共卫生设施设备，目前河南省农村无害

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接近七成、自来水普及率已超九成，所有行政

村已覆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且都已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

这一系列措施都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河南人均预期寿命

已提高至 77.9 岁，较 2015 年的 75.6 岁提高了 2.3 岁。截至 2022

年年末，河南省已有医疗卫生机构八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七十五万多张，卫生技术人员将近八十万人，医疗水平正在持续

进步，人均寿命也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三）育儿成本的巨大负担与生育意愿的降低

相关调查显示：中等水平家庭抚养子女至本科毕业大约需要

投入 70 万元，平均抚养 1 个孩子到本科毕业家庭的总收入大约为

165 万元，约 70 万的育儿成本几乎占整个家庭收入的一半，沉重

的育儿负担严重降低了居民的生育意愿，出生率便会呈现出逐年

下降的趋势。根据计算，河南省人口出生率从 2016 年的 13.26‰

开始逐年下降，到 2022 年已降至 7.42‰。这就导致着河南省人口

老龄化问题逐年严峻。

四、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风险与挑战

（一）加重劳动人口负担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颁布，许多年

轻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然而当下，这些独生子女夫妇中许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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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着四个老人的赡养义务，加之当下生活成本和育儿成本的不

断增加，都加重着劳动人口的负担。

（二）导致“老人上当受骗”现象频出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当下社会“老人上当受骗”的现

象频出。骗子往往抓住老年人对健康需求较大、生活节省、对人

易产生信任等弱点，以保健品延年益寿、夕阳红免费旅游、养老

房房价低廉等由头对老年人进行不同花样的诈骗。

（三）影响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近年来，河南省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这必然会导致河南省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进而导致一些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加之

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这将会严重阻碍河南经济增长。同时老年人

逐渐从“财富积累型”角色向“消费型”角色转变，会严重影响

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不利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另外老年人因体力脑力都处于衰退状态而逐渐退出劳动市场，

加之劳动人口的减少，许多省内用人单位会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南省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加剧财政和养老公共服务体系压力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支

出也在不断增加，这给国家以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都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

同时在养老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虽然目前河南省已经构建了

较为完善的社会养老服体系，但省内的养老服务床位总量、服务

质量仍难以满足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的养老服务需求，社会化养

老供需缺口仍然较大，居家社区养老供给能力明显还存在着供给

能力不足的情况，专业化人才队伍较少，这些都会加大目前已有

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

五、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解决策略

（一）积极构建“尊老、爱老、敬老、老当自强”的良好社

会氛围

相关主体应积极引导志愿者参与到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中去，

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帮助，让志愿者们在服务老人的过程中感受

到乐趣、温暖与力量，构建起“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相关主体还应引导老年人自强，鼓励老年人过高质量有意义

的老年生活，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强，

构建起“老当自强”的社会氛围。

（二）大力发展经济

要降低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

扩大社会养老储备，为社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努力发展既有产业的同时还应注意到老龄产业的优缺点。

老年人已经从物质资料生产者转向为消费者，老年人广泛的消费

需求将带动老龄产业的发展。目前河南省老龄产业仍存在着供不

应求的情况，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因此相关部门还应在发展

老龄产业上下功夫，加大对老龄产业的扶持与监管力度，促进其

健康、平稳、有序地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给老年

人带来愉快安详的晚年。

（三）积极构建较为完善的专业化、智慧化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

面对河南省老龄化问题逐渐严峻的状况，构建较为完善的社

会养老服体系的任务迫在眉睫。

对于街道和社区的公立养老场所，应做到专业化与高质量托

管，提供全方位的医养对接、日间照料等服务；对于社会养老机构，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其经营资质和从业人员资质的评审，保证其可

以真正让老人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调研期间发现，目前河南省许多养老机构的养老设施仍十分

落后，相关部门还应在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设施上下功夫，努力

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推动互联网智能设备的投用，让“互联网＋”

在养老机构中得到广泛应用，积极构建智慧化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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