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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下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和开发
——以黑龙江省为例

国福丽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损害劳动供给潜力，给社保基金造成支付压力，但另一

方面也带动了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应把重点放在培育和开发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上，实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技能型人才发展战略，变“人口数量红利”为“人口质量红利”。

人口老龄化；银发经济；人口质量红利；经济发展新动能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低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的重
要转折期。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优
化人口结构，扩展人口质量红利”，从顶层设计的层面上强调
了新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出存在性。本文将以黑龙江省为
例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分析。

1、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 

1.1  老龄人口规模庞大，已进入中等老龄化阶段
根据联合国标准，老龄化社会的具体程度取决于两个指标：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前者超过 20% 或后者超过 14%，则为中度老龄化社会。
据全国第 7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省现有 60 岁以上老
年人口 739.56 万，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497.18 万，占全省总人
口的比重分别为 23.22% 和 15.61%。可见，黑龙江省已进入
中等老龄化社会，显著超过全国老龄化的平均水平。

1.2  老龄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失衡
黑龙江省由 2005 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十几年来老龄

人口迅速增长，老年人口抚养比激增。2016 － 2019 年黑龙江
省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年增长速度分别为 14.28%、3.42%、
6.47% 和 6.28%。2019 年全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是 12.6%，而黑龙江省占比为 13.8%，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 2019 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平均为 16.8，而黑龙
江省为 18.1%，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

1.3  常住人口连续 6 年负增长，人口流失严重
2019 年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为 5.73‰，死亡率为 6.74‰，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01‰。当年常住总人口 3751.3 万人，
比上年减少 21.8 万人。据统计，自 2014 年开始黑龙江省常住
人口出现负增长，此后连续 6 年常住人口持续流失，年流失人
口数以十万计。黑龙江省地处边境，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常住
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虽具有个体理性，但长期来看，必将
造成产业空心化等严重危害。

显然，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一员，目前黑龙江省正
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流失的双重叠加风险，人口
问题带来的经济影响已不容忽视。

2、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

2.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总量的影响
2.1.1  劳动供给潜力不断下降
劳动供给潜力衡量的是一个地区 15 － 64 岁可能为经济

增长提供要素来源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与之相区别，就业
规模衡量的是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就业人口总量。人口老龄化

和人口流失必然损害劳动供给潜力和现实就业规模。根据统计
年鉴，黑龙江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和就业规模均呈现明显下降
的趋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数从 2015 年的 2973.4 万下降到
2019 年的 2848 万，就业人员总数由 2015 年的 2013.7 万减少
到 2019 年的 1776.9 万。

2.1.2  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
受老龄化影响，黑龙江省离退休人数持续增加，从 2015

年 471 万增长到 2019 年 599.8 万。这直接导致养老保险基金
入不敷出，出现赤字。2016 年黑龙江的养老保险基金首次“穿
底”，负债约 200 亿元，此后几年养老保险基金负债持续增加，
至 2019 年负债超过 433 亿元，规模翻倍。养老保险基金的结
余状况在我国各个省份之间是不均衡的，黑龙江省的问题比较
严峻。

2.1.3  经济增速呈下行趋势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唯一能动的要素，老龄化社会中

人口红利已然消失，再加上产业结构过于单一，近年来黑龙江
省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连续多年垫底全国。2020 年虽有
所回暖，扭负为正，但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排名全国第 7，人均
GDP 排名则是全国倒数第 2。

2.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2.2.1  消费结构的变化
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进出口贸易受到剧烈影

响，消费取代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头武器。由于不同年
龄人口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均有所差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
化必然对社会消费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有可能提高
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给予社会消费需求更多的增长空间。
老年人口对医疗保健、养老服务、家政服务、文化旅游等行业
的消费需求存在一定的刚性，这也会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带动
“银发经济”。2019 年黑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
增长 6.2%，在 27 类商品中药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3.9%。
2020 年全省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17056 元，其中医疗保健支
出 2023 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12%。

2.2.2  产业结构的转型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途径是多方面的。首先，人

口老龄化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企业的工资成本，将倒逼
理性企业加大科研投入，促进资本替代劳动型技术进步的发生，
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其次，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丰富，
如能恰当地运用到产业发展上，也将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
供助力。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相适应的。
人口老龄化带动了消费结构的现代化，必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
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近年来我国养老服
务相关企业年注册量呈逐年上涨趋势，2020 年全国注册量超过
5 万家，同比增长 8%。从股市的表现来看，养老概念板块也长
期涨势良好，股价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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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口老龄化给劳动供给和社会保障带来的主要是冲
击和挑战，那么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方面，人口老龄
化则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

3、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措施 

3.1  化危为机的关键是培育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

在人口问题上，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少子化，已经成为一个
社会现实，我们不能只悲观地陷入分母效应中无所作为，更需
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做大分子，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挖掘
经济增长新潜力上。对黑龙江省来说，除了抓住机会发展医疗、
养老、健康等老龄产业之外，还要看到，黑龙江是装备制造业
大省，但是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还在起步阶段，装备制造
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通过数字化转型
驱动企业高效运转，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进一
步释放“银发经济”潜力，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轨道迈进。

3.2  实施技能型人才发展战略，变“人口数量红利”为“人
口质量红利”

通过“三胎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是着眼于人口数量的调
整角度，同时还需提升人口质量，包括在人才培养和青少年教
育中贯彻“德育、体育、智育”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延长退
休年龄，注重开发老年人口的“智慧红利”。黑龙江省高水平
科研院所数量众多，存在着人才储备优势，未来应重点加强专
业技术人才和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创新改革人才工作机制，
在人才的“引、用、培、留”上下足功夫。

3.3  提升国企盈利能力，推进国企股权划转，充实社保
基金规模

为避免养老保险基金“穿底”现象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必
须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营效率，通过多渠道、广投资、
专业化管理等方式，增强社保基金的盈利性，实现其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应继续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划转力度，利用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账户，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2020 年 9 月黑龙

江省出台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确定了
10% 的股权划转比例。黑龙江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
重大，只有从根本上改革国企经营机制，提升国企的经济效益，
才能增加股权分红基数，为充实社保基金提供本质源泉。

3.4  将老龄产业作为未来支柱产业，培育老龄产业的市
场化主体

养老服务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医疗、家政、健康管理、
购物旅游等产业都与养老问题相联系，未来“全民养老”将取
代“家庭养老”。老龄产业的发展也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扶持，
更需要市场化参与，需要引导和培育老龄产业的市场化主体。
在老龄化较为严重的黑龙江省，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短缺的问题
更容易凸显出来，因此吸纳社会资本、发展老龄产业更是任务
艰巨，应坚持“政策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社会支持”
的总体思路，核心是靠市场。

3.5  发挥区域优势，内外联通，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要促进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

地流动，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人口老龄化提升了资本和
技术要素的经济价值，劳动力、资本、技术三大要素的相互匹
配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意义更为重要。2019 年 8 月国务院正式批
准设立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了哈尔滨、黑河和绥芬河
三个片区 120 平方公里地域。未来三到五年，黑龙江自贸试验
区应抓住这一历史性政策机遇，通过开展更多制度创新方面的
有益尝试，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国际国内流动，推
动贸易投资便利化、集聚更多高端产业，加快打造对俄罗斯及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不遗余力。

未来，人口老龄化不但会长期存在，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剧，
从地方层面上来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找
准产业发展的区域优势，深度开发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新动
能，才有可能做大经济总量，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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