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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岳 静

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重庆市的老龄化已经非常

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目前重庆市 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17.08%。老龄化对经济

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重庆市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把握人口老龄化这个关键时期来促进经济发展，都对重庆市

未来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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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our national situatio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Chongqing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the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population aged 65 and above in Chongqing currently
accounts for 17.08% of the city's permanent residents. Population aging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Chongqing actively responds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leverages this critical period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holds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city's futur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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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

1.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呈快速增长趋势

根据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重庆市

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都在不断增长。2020年重庆市 65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比 2010年增加了 209.81万人，占重庆市常

住人口的比重提升了5.36%。重庆市80岁及以上老人在2010

年至 2020 年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由 1.99%上升至 3.13%。

虽然重庆不是人口大省，但是重庆市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

例已经达到了 17.0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6%，这已

经显示出了重庆市老龄化的严峻现实。

2.重庆市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

重庆市老年人口不仅规模大，增长速度也比较快。2000

年重庆市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为 13.04%，2010年的老年人口

抚养比为 16.45%，老年人口抚养比还比少儿人口抚养比高

出 1.75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目前重庆市的人口总体负担

已经超越了人口红利，整体的养老负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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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市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2010年重庆市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6.91%，

城镇 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 4.91%，农村地区的老龄

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 2个百分点。但是到了 2020

年，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水平为 7.96%，城镇地区的老龄化水

平为 9.11%，城镇地区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地区 1.15个百

分点。按照目前重庆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来看，虽然这种城乡

差异缩小了，但是由于重庆市的一些特殊情况，农村依旧是

养老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

4.重庆市空巢化现象日益凸显

随着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国的独生子女

家庭日益增多，家庭户的规模也在不断减小。同时，家庭中

子女数量的减少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使得家庭的空巢期延长，

空巢家庭的比例也持续上升。在 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中，重庆市家庭户规模为 2.45人，比 2010年的 2.7 人

降低了 0.35 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空巢老人和独

居老人不断增多。

二、重庆市经济增长现状

1.经济发展现状

自重庆市直辖以来，重庆市的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经济

发展取得巨大进步。2004年重庆市经济总量突破 3000亿元，

2017年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于

此同时，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庆优化结构的迫切需要，重庆

市在 2020年经济总量依然达到了 25041.43亿元的高峰。

目前，重庆市 GDP 增速已经放缓，呈现出“倒 U”型的

趋势。2010年重庆市经济增速达到了顶峰，增速为 17.2%，

至此之后，重庆市经济趋于放缓，但增速都保持在 10%以上。

但从 2018年开始，重庆已主动将目标调低至 8.5%，转变经

济增长目标，着重优化产业结构，将经济增速保持在 6%，

增速趋于平稳。

2.产业结构现状 随着重庆市经济发展转型，重庆市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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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2021 年重庆市第一产业增加值 1922.03 亿元，增长

7.8%；第二产业增加值 11184.94亿元，增长 7.3%；第三产

业增加值 14787.05 亿元，增长 9.0%。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6.9:40.1:53.0。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6879 元，比上

年增长 7.8%。目前，重庆市的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三二一”

格局，但是产业结构东西部发展差异大、产业结构内部发展

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

3.消费现状

通常来说，消费水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2021年重庆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33803元，比上年增长 9.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502 元，增长 8.7%；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00元，增长 10.6%。全市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24598元，比上年增长 13.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9850 元，增长 12.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096元，

增长 13.8%。全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3.2%，比上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重庆市居民消费水平整体都在提高。

4.投资现状

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重庆市直辖与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也对重庆市的经济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12-2021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年均增长 11.9%，高于全国 2个百分点，增速始终保持在全

国中上游水平。持续稳定的投资增长为全市经济平稳运行奠

定了良好基础。

5.对外贸易现状

重庆市是西部地区唯一拥有公、铁、水、空综合交通优

势的特大城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交通的便

捷，使得重庆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8000.59亿元，比上年增长 22.8%。其中，出口 5168.33亿元，

增长 23.4%；进口 2832.26亿元，增长 21.7%。全市对东盟、

欧盟、美国三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 1292.33亿元、1239.79

亿元、1199.3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5.2%、19.5%、11.4%；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2207.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0%。重庆的对外贸易也在不断飞速发展。

三、人口老龄化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改变，人口红利消失

根据 1957年瑞典人口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总抚养

比在 54%-59%，少儿抚养比在 31%-33%，老年抚养比在

24%-26%这个区间内，人口对经济的效应处于人口红利和人

口负债的临界值，也就是盈亏平衡的状态。2021 重庆市的

总抚养比为 49.34%，少儿抚养比为 22.83%，老年抚养比为

26.51%，由此可以看到重庆市老年人口比重过大，人口红利

基本消失。

2.重庆市人民消费-储蓄结构发生改变

在消费方面，随着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收

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老年人作为市场

消费者的主体，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养老服务

消费市场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近年来，老年人口规模持

续扩大，老年人群体也出现了全新的特征和消费需求。除了

日常用品的消费（例如保健食品、老年服饰等）之外，养老

社交娱乐市场、养生理疗和照护市场消费日渐活跃。

在储蓄方面，从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考察，劳动

年龄人口在总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导致个人储蓄增加以备养

老、医疗之需，从而家庭储蓄率上升。随着老年人口占比的

上升，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对国民储蓄率产生下行影响。

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储蓄的增加。

3.投资规模逐渐缩小

目前，重庆市已经处于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从长期的趋

势来看，由于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的增

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85%BB%E7%94%9F%E7%90%86%E7%96%97&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1342334754%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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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利息所得基本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重庆市人

口老龄化的加速，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

势必要影响居民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储蓄等

于投资，储蓄的减少也就相当于投资的减少。

4.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

当前是重庆市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研究重庆市老

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十分重

要的。目前重庆市的产业结构为“三二一”结构，第三产业对

重庆市经济的贡献程度最大。随着重庆市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老年人口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也不断增多，社会

资源也就会相应的向满足老年人口需求而倾斜，而这些需求

也将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新的转变方向和发展机遇。从而促使

政府和企业急速进行科技变革和技术革新，加速产业结构的

升级。

5.社会保障负担加重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正在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重庆市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和规模

增大，使得目前重庆市养老保障负担沉重。首先是离退休人

员增加，使得财政负担加重；其次是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

出压力越来越大，养老保险的支出压力大；再次是老龄化加

重了劳动人口的赡养负担；最后是老龄化对社会救助的需求

增大，尤其是城市和农村的空巢老年、孤寡老人是社会救助

的主要对象。

四、政策建议

1.激发人口生育潜力、改善人口结构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的放开能够加快改

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首先要依据重庆市发

展基本情况，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政策，提供经济支持减轻

抚养孩子的成本、为子女入学创造便利等等。通过经济、教

育、就业等方面，降低育儿成本，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促

进人口均衡发展。其次是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完善人才激励措

施，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人口质量。通过人口质量的提高

来形成新一轮的人口红利。

2.重视老龄资源，积极应对老龄化

在老龄人口增多，社会就业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更加应

该以开放的眼光，正视和尊重老年人再就业的现实需求和经

济社会发展客观事实。首先，通常情况下老年人的社会经验

丰富、社会资源充足，一方面，通过再就业老人们获得了更

好的收入；另一方面，老年人通过再就业，运用一技之长，

实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其次，老龄人口积极再就业可

以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政府的养老压力也相应缓解。

最后，低龄老人再就业可以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的问题，进

而减轻或迟滞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对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3.健全养老产业体系，积极培育银发经济

中国是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人口老龄化

的快速发展，高龄老人、孤独老人、病残老人、空巢家庭的

不断增加，对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老年人需求相关的产品也存在巨大的需求。医疗健康、生

活照料、老年用品、休闲旅游产业等将会迎来规模庞大的消

费需求，鼓励发展特色老龄产业，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个性化，让老龄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资源、新财富和新动

力。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积极应对老龄化，必须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首先要

加强对养老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加快养老服务立法，增强

制度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其次是加快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

设。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健全基本养老待遇适时调整机制。再次是充分发挥社区

的枢纽作用，加大社区养老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优先发

展社区嵌入式养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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