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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向人力資本大國轉型
內地人口61年來首現負增長 專家：不意味人口紅利消失

◆1月17日，福建福州，家長帶着小孩前往福州
火車站候車廳。 中新社

◆早前在山東省濱州市沾化區康教醫養綜合服務中心國學堂，院長在為老人講解
疫情防控知識。 資料圖片

隨着中國人口老
齡化加速、老年人
口規模擴大，如何
讓「銀髮族」老有
所依、老有所養，

愈發成為社會關注話題。在近日密集
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地出台舉措，
代表、委員建言獻策，努力解決老年
人的難題。

正午時分，天津市河東區鶴童綜合
為老服務中心內飯香撲鼻，不少老人
正在用餐。「我們引入專業化餐飲團
隊，將老年人所需的營養元素融合在
飯菜中，還為居家老人提供配送餐服
務。」天津市人大代表、南開區鶴童
老年福利協會常務副秘書長馬丹說，
近年來天津養老服務綜合體建設成效
顯著，綜合體包括日間照料、休閒活
動、老年人食堂等多個板塊，能夠將
服務觸角延伸到老年人床邊，讓他們
真正享受到「一刻鐘」居家養老服務
圈帶來的生活便利。

民以食為天，圍繞老年人的用餐需
求，福建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福建將
新增300個長者食堂、50個嵌入式養老
服務機構。四川省政府工作報告明確，
將構建城市居家社區「15分鐘養老服
務圈」。過去五年，多地將老年人的
「食事」辦成「實事」。天津市老年日
間照料服務中心（站）達到1,357個、
「老人家食堂」達到1,701家；福建省
建成長者食堂（助餐點）1,474個，其
中已有 31 個市（區、縣）實現鄉鎮

（街道）全覆蓋。

加大農村養老支持力度
農村養老是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重

點和短板，今年地方兩會上，這一話
題備受關注。

四川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23
年，四川將更大力度解決「一老一
小」問題，完善農村三級養老服務網
絡。

福建省人大代表、民盟福建省委會副
主委歐陽松應建議，加大對農村互助養
老資源的培育和輸送，將農村互助養老
服務納入政府購買服務範圍，共建農村
互助養老多元經費籌集機制。

近年來，福建省三明市沙縣區姜後
村的留守老人們還上起了「家門口的
學校」。在社會組織幫助下，「鄉村
樂齡學堂」定期邀請志願者為老人帶
去糖尿病預防、智能手機使用等課
程，老人們不僅學到有用的知識，還
發起了朋友圈。

國家健委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
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7
億，佔總人口的18.9%，預計「十四
五」時期，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
將突破3億，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

多地部署「適老化改造」
面對快速增長的老齡人口，多地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作出「適老化改造」
部署。

天津市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天津將
基本建成四級養老服務體系，對特殊
困難老年人提供居家適老化改造服
務。福建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培育
銀髮經濟，推動智慧健康養老，優化
孤寡老人與失能老人服務，加強公共
環境適老化改造和無障礙環境建設。

「無障礙環境建設和適老化改造作
為扶老助殘的一項重要工作，對保障
老年人以及全社會成員參與社會生活
權益、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具有重要意
義。」福建省人大代表，民進福建省
委會原副主委張蘭說。

嚴寒冬日，暖陽照進黑龍江省哈爾濱
市道里區撫順社區的排練室，幾位年過
六旬的阿姨精神飽滿，正在聲情並茂地
排練歌曲。「撫順社區60歲以上老人
佔到三成左右。近年來，社區為老年人
在樓道裏安裝摺疊椅、在家裏免費安裝
洗手間扶手，大大方便老年人。」撫順
社區黨委書記郝麗影說，社區進行的老
舊小區改造，不僅改變了老人的生活環
境，更改變了精神面貌。

老有所樂，需要居有所安。在政府
工作報告中，各省還規劃了老舊小區
改造藍圖，福建省提出，深入推進城
市更新行動，改造提升 2,580 個老舊
小區，積極推動完整社區建設試點；
四川省提出，新開工改造老舊小區
5,200個、棚戶區6.7萬套，加裝住宅
電梯4,500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廣東
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17日消息，該
廳與廣東省衞生健康委員會聯合發布相關
通知，提出11條具體細則措施，推動新
修訂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
（以下簡稱《計生條例》）有關育兒假、
護理假等相關假期落實落地。

增設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假
《計生條例》明確，廣東實施一對夫妻
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在強化支持生育
的配套措施方面，增設父母育兒假，符合
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在子女三周
歲以內，父母每年各享受十日的育兒假。
同時，《計生條例》保障全面兩孩生育政
策實施前計劃生育家庭合法權益，增設獨
生子女父母護理假。
通知強調了相關假期的適用範圍，明確
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
和群眾自治組織都應當按《計生條例》的
規定，給予職工安排假期。
通知明確相關假期的工資水平，強調八

十日的女方獎勵假和十五日的男方陪產假
工資照發，不影響福利待遇和全勤評獎。
同時，明確用人單位要完善用工管理規章
制度，通過加強工資集體協商，與職工協
商一致明確育兒假、護理假期間的工資待
遇，簽訂集體合同；鼓勵有條件的用人單
位按照獎勵假、陪產假期間的工資標準，
支付育兒假、護理假期間的工資待遇；育
兒假、護理假期間的工資待遇不得低於本
地區最低工資標準。
通知還明確育兒假、護理假具體如何請

休。此外，《計生條例》規定的相關假期
不計入職工帶薪年休假假期。用人單位不
落實《計生條例》規定假期的，由縣級以
上人民政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責令
改正。

「中國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較為充沛。兩國應用好人口
紅利，實現各自發展振興，並為人類未來作出更大貢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7日回應「印度人口將超越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經歷新出生人口持

續多年下降後，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跌破1,000萬人，人口自

然增長率61年來首次由正轉負，全國總人口較2021年減少85萬人。

人口專家表示，中國人口負增長趨勢可能將延續，但不必過於恐慌。

中國正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本大國轉型，質量型人口機會厚積薄

發，為中國經濟更加強勁持久的增長提供新動力源。

地方兩會關注「銀髮族」老有所依
��

國務院新聞辦17日舉行2022年國民經
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國家統計局

局長康義介紹，2022年末，全國人口（包
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
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
轄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141,175萬
人，比2021年末減少85萬人。全年出生人
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
口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人口
自然增長率為-0.60%。這是1961年以來
中國首度出現人口負增長。

當前勞動力仍是供大於求
康義在發布會後接受訪問表示，人口
負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
的結果，很多國家也都在走這個路。
2022年中國人口減少85萬人，主要還是
由於新出生人口在減少，與生育意願下
降、婚育時間推遲等有關係，與育齡婦
女人口的減少也有關係，這些因素導致
新出生人口減少。出生人口減少，再加
上人口老齡化，導致了人口負增長。

人口負增長趨勢將延續
中國人口負增長的趨勢會延續嗎？康
義對此說，「這個趨勢應該是成立的，
但並不用太急着擔心這個問題。人口最
主要的問題在於人口總量、人口結構與
產業體系是否是相匹配的。當前中國勞
動力總體上還是供大於求，並不是說人
口總量減少，人口紅利就沒了。我們的
勞動力素質還在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
已經接近11年了，和整個產業相匹配，
這就是一個好的勞動力供給狀況。」

出生率下降是全球共同趨勢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析認
為，2022年中國人口總數減少，其中原
因既有疫情的影響，全球不同地區近幾
年出生率都出現較大幅度下降；同時也
是人口周期的內生趨勢。
近年中國每年新出生人口數和生育率
迅速下降，2000年以來前15年，每年新
出生人口基本在1,600萬人的水平上下波

動，2016年內地放寬「二孩」政策，當
年出生人口上升至1,786萬人的歷史高
點，但此後出生人口數快速下降，2021
年只有1,062萬人，2022年跌破1,000萬
人。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
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個婦
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僅為1.3。學
界研究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達到2.1是
保持人口總量基本穩定的生育更替水
平，降至2.1以下，人口將出現負增長，
低於1.5則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質量型人口機會厚積薄發
中國人口轉為負增長，南開大學經濟

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表
示，這並不意味着人口紅利消失。早期
將是溫和的人口減少，預測顯示，2035
年中國總人口預計仍將超過14億人，
2050年預計在13億人以上，中國仍是全
球兩個十億級以上的人口大國之一。
「中國的發展仍會沿襲人口規模巨大的
慣性，人口規模巨大意味着潛在市場規
模巨大，伴隨經濟持續發展、收入水平
提高、消費能力強勁，由此帶來的超大
市場規模不可估量。」
原新還說，中國正從人力資源大國向
人力資本大國轉型，質量型人口機會厚
積薄發，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更加強勁
和更加持久的新動力源。
「人口負增長的影響是長期的、漸進

的、緩慢的，不必過於恐慌，但一定要
及早規劃、積極應對。」 中國人民大學
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口學系
主任楊凡指出，其他國家的經驗已表
明，人口負增長一旦出現，人口總量持
續減少的態勢難以在短期內逆轉。中國
需要積極籌謀，轉危為機。

專家籲降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楊凡表示，要盡快研究和制定中長期
應對人口負增長的發展戰略；要提高勞
動參與率，穩定勞動供給，比如實施延
遲退休政策，挖掘老年人力資源，加強
對家庭支持力度，減少就業歧視，促進
女性就業等。與此同時，挖掘人口質量
紅利。一方面，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素

質，從健康、教育等多方面開發人口質
量紅利，從過去依賴人口數量眾多轉向
挖掘「工程師紅利」；另一方面，推動
創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
設與人力資源相匹配的產業體系，充分
吸收大幅增加的高素質勞動力，促進經
濟高質量發展。
另外，楊凡建議要全面降低人口流動成

本，完善人口流動政策體系，減少農業轉

移人口城市化、市民化的障礙，促進勞動
力在地區間重新配置，提高勞動力配置效
率。盡快實施積極的生育支持措施，降低
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完善普惠託育服
務體系，提升家庭生育意願。
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完
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積極應對人口老
齡化少子化。近期深圳等地也陸續醞釀
出台育兒補貼等鼓勵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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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勞動力總體上供大於求當前中國勞動力總體上供大於求。。圖圖
為早前山西太原人才大市場舉行大型公為早前山西太原人才大市場舉行大型公
益招聘會益招聘會，，吸引眾多求職者吸引眾多求職者。。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