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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

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俄罗斯人口转变过程开始的时间较晚，但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地区差异

大，而且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差别，老龄化形势严峻。制定合理的、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政策能够缓解

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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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转变与老龄化

20 世纪老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预计 21 世纪仍将保持这种趋势。1950 年老

年人口( 60 岁及以上) 占世界人口的 8%，2000 年这个比重达到 10%，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 2050
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 21%。20 年前人们还认为人口老龄化只是发达国家特有的现象，但是现在

全球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形势。1959 ～ 2002 年间，俄罗斯人口总数增长了约 1 /4，老年

人口数量增长了 2． 5 倍多。
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居民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一种表现。最近 200 年间，社会经济、心理

和其他生活领域发生深刻变化，受其影响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即现代型人口再生产方式取代了传

统型( 粗放型) 人口再生产方式①。换言之，人口转变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在时间上是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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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最先提出人口转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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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1］

粗放型人口再生产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阶段特有的方式。在死亡率极高的条件下形成

了传统的人口行为准则，目的是维持生存水平。显然，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较高的出生率。这种

图 1 1959 ～ 2002 年俄罗斯总人口和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

( 与 1959 年人口数相比，% )

图 2 1987 年和 1997 年俄罗斯的人口金字塔

图 3 1959 ～ 2002 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和 60 岁及

以上人口比重( % )

认识在社会上占主流，因而排除了家庭内部调节

生育的可能性。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社会加强了对引发

人口过早死亡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监督，人口平

均寿命大幅提高。因而社会价值尺度、人们对待

生与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死亡率与婴幼儿死亡

率显著下降，客观上不再需要维持高出生率，今后

制定影响出生率的社会机制的出发点是保持相对

较低水平的出生率，因此家庭内部调节生育成为

普遍现象。
由传统的、粗放型人口再生产方式向现代型

人口再生产方式的转变伴随着居民年龄结构的变

化，通常采用年龄金字塔图形表示。在人口转变

时期，居民年龄结构的一般发展趋势是塔形下端

窄、上端宽的倒金字塔取代下端宽、上端窄的金

字塔。
出生率下降时，年龄结构的变化最明显。图

3 显示了俄罗斯的出生率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

关系。
如图 3 所示，在过去的 40多年里俄罗斯的总

和生育率下降了约 1 /2 ( 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

从 1959 年的 2. 7 个和 1989 年的 2. 1 个下降到

2002 年的 1. 3 个) ，同时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

加 2 倍多。
欧洲国家人口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家

庭内部生育调节开始的时间早于世界其他地区，

人口老龄化出现的时间也较早。由于俄罗斯人口

转变开始的时间晚于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因此

居民还“比较年轻”，但是俄罗斯的老龄化进程在

加速。
人口老龄化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

必要认真分析人口发展形势，制定关系到全社会

利益的卫生、教育、人才培养和进修、保险、社会保

障、退休制度等领域的决策。因此，研究人口老龄

化的特点不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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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50、1970、2000 年部分欧洲国家60 岁以上人口比重( % )

图 5 1950、1970、2000 年部分欧洲国家 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 % )

表 1 1950、1970、2000、2025 年俄罗斯和

欧洲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指标( % )

国家 年份
60 岁以上

人口比重
老少比

老年人口

负担系数
俄罗斯 1950 9． 2 31． 8 14． 9

1970 12． 0 45． 1 19． 5
2000 18． 5 101． 2 29． 2
2025 26． 0 197． 0 42． 8

西欧 1950 15． 0 64． 4 24． 3
1970 18． 7 77． 6 32． 7
2000 21． 7 127． 6 35． 4
2025 31． 3 223． 6 57． 2

北欧 1950 14． 9 62． 9 24． 3
1970 18． 1 74． 8 31． 4
2000 20． 4 107． 9 33． 6
2025 29． 2 193． 4 52． 4

南欧 1950 11． 3 40． 9 18． 5
1970 14． 7 55． 7 25． 0
2000 21． 8 138． 0 34． 9
2025 30． 8 252． 4 54． 0

注: 2025 年指标的数值以联合国预测的平均方案为基础。

二、人口老龄化的评价指标

联合国划分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标准是: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足总人口 4% 的社会称为

年轻型社会，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 总 人 口

4% ～7%的社会称为成年型社会，如果这个比重

超过 7% 则属于老年型社会。［2］俄罗斯 16 ～ 59
岁的男性和 16 ～ 54 岁的女性属于劳动年龄人

口，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属于老年人口。但是为了

比较一致，我们根据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将 60
岁( 或者 65 岁) 及以上人口称为老年人口。

为了评价人口老龄化，在人口学研究中常用

到下列指标: 某个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或部分人

口的比重，60 或者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7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75 岁以上

或者 80 岁以上人口与 60 岁以上人口之比等。
老少比是衡量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指标之一。

是指每 100 名少儿对应的老龄人口数，为大于劳

动年龄的人口数与少儿( 0 ～ 14 岁年龄段) 人口

数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人口负担系数是用于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

之一，人口负担系数是指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与

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用百分数表示。除总负担系

数以外，人们感兴趣的指标还有老年人口负担系

数和这个指标占总负担系数的比重。
近年来，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研究中经常用

到父母供养系数。在评价对老年人口给予非正

式帮助时这个指标具有重要意义。它表示的是

85 岁以上人口数与 50 ～ 64 岁人口数之比，用百

分数表示。
计算结果表明，1950 年西欧 60 岁以上人口

数比俄罗斯多约 60%，而 2000 年这个数字不足

20% ; 1950 年 西 欧 国 家 的 老 少 比 超 过 俄 罗 斯

100%，而到 2000 年这个差别缩小到 26% ; 在过

去的 50 年间，俄罗斯与西欧老年人口负担系数

的相对差别缩小了 1 /3。结果表明，俄罗斯与西

欧发达国家之间的老龄化发展趋势不存在根本

差别，西欧、北欧和南欧指标的数值接近。［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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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俄罗斯及各联邦区 60 岁以上人口比重( % )

分析俄罗斯的老龄化指标有助于揭示俄罗斯

人口发展的重要特点。俄罗斯人口年龄结构的性

别失衡问题比西欧突出，2002 年，60 岁以上人口的

男女比例为 529 ∶ 1000。因此，俄罗斯 60 岁及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老少比和老年人口负担系数

等指标的数值女性比男性高近 2 倍。而 2000 年西

欧 60 岁以上人口的男女比例为 720∶ 1000。
俄罗斯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老龄化指标存在差

别: ［6］农村居民的 60 岁以上人口比重、老年人口负

担系数、父母供养系数比城市高，而城市居民的老

少比高于农村。考虑到性别失衡，可以预计，将来

应该特别关注农村的女性老年人口问题。
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时必须考虑人口再生产

和老龄化过程的地区特点。［7］21 世纪初俄罗斯人口形势为: 出生率明显下降，死亡率升高，人口预

期寿命缩短。
俄罗斯人口发展主要指标数值的地区差异较大。2001 ～ 2002 年，西部联邦区总和生育率为

1. 12，南部联邦区为 1. 43; 西伯利亚联邦区的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为 63. 43 岁，南部联邦区为 67. 04
岁; 人口迁移增长系数①在 － 40( 远东联邦区) 到 34( 中央联邦区) 之间。

图 7 俄罗斯与各联邦区的老少比( % )

出生、死亡和迁移指标的分布形势决定了

人口老龄化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图 6 ～ 图 9
反映了俄罗斯各联邦区的老龄化差异。1995 ～
2002 年俄罗斯和所有联邦区的人口老龄化指标

数值出现增长。
2002 年，人口老龄化指标最低的地区是远东

联邦区，最高的地区是中央联邦区。亚马尔 － 涅

涅茨自治区和楚克奇自治区( 属于远东联邦区)

的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 3. 4% 和 4. 8%，

亚马尔 － 涅涅茨自治区每 100 名少儿对应的 60
岁以上人口数为 14. 8 人，楚克奇自治区为 22. 7
人。这个地区的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很低，亚马

尔 －涅涅茨自治区每 100 名劳动人口负担的退休

人员为 4. 5 人，楚克奇自治区为 6. 5 人。
这与俄罗斯中部地区的指标存在很大差别。图拉州老年人口占居民总数的 24. 5%，梁赞州为

24%。该地区老少比最高的分别是图拉州的 181. 8% 和梁赞州的 169. 4%。图拉州和特维尔州的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最高，分别为 39. 4%和 38. 8%。
父母供养系数的地区差别最大，泰梅尔自治区为 0. 1%，楚克奇自治区为 0. 4%，沃罗涅日州为

7. 3%，唐波夫州为 6. 7%。

—16—
① 人口迁移增长系数是指一年内每万人的迁移增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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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时，通常首先提到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上升问题( 见图 8) 。
但需要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不仅是老年人，还包括少儿人口，后者在人口负担系数中的比重下降。
因此总负担系数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 结果如图 9 所示) 。

图 8 俄罗斯与各联邦区的老年人口负担系数( % ) 图 9 俄罗斯与各联邦区的总人口负担系数( % )

三、老年人的预期寿命

研究老年人的预期寿命需要考虑人口年龄别死亡率的发展趋势，这个指标表示的是某年龄组

每 1 000 名男性或者女性的死亡人数。
近几十年来俄罗斯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率没有下降，相反，从 1989 年到 2001 年，60 ～ 64 岁

年龄组的男性死亡率从 32. 6‰上升到 47. 0‰，女性从 13. 2‰上升到 16. 5‰。通过比较俄罗斯和

瑞典的人口资料可以发现，俄罗斯明显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2000 年，俄罗斯 60 ～ 64 岁组男性的

死亡率与瑞典 1835 年的水平相当，70 ～ 74 岁组男性的死亡率相当于瑞典 1865 年的水平; 俄罗斯

60 ～ 64 岁组女性的死亡率与瑞典 1945 年的水平一致，70 ～ 74 岁组女性的死亡率与瑞典 1950 年的

水平相吻合。
所有年龄组的死亡率男性普遍高于女性，俄罗斯男女死亡率的差别非常大。60 ～ 64 岁组男性

的死亡率几乎与 70 ～ 74 岁组女性的死亡率相当。下列统计数字证明了俄罗斯男性死亡率的严峻

形势: 2000 年，每 100 名活到 20 岁的男性只有 55 人活到 60 岁，只有 45 人活到 65 岁; 1933 ～ 1937
年间，瑞典每 100 名活到 20 岁的男性有 78 人活到 60 岁，有 70 人活到 65 岁。这些资料再次表明，

俄罗斯老年人口的死亡率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扭转这种局面。
表 2 比较了俄罗斯、乌克兰同北欧、南欧、西欧和东欧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
如表 2 所示，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到 21 世纪初，除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外，欧洲国家老年

人口的预期寿命普遍提高。俄罗斯由于死亡率上升，导致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下降，其绝对值显著

低于发达国家。如果西欧、北欧和南欧国家 2000 年满 60 岁的男性平均还能继续生存 19 ～ 21 年，

那么在俄罗斯只有 13. 5 年，甚至低于发达国家 65 岁男性的预期寿命。俄罗斯与日本的差距更大，

目前俄罗斯 65 岁男性平均能够继续生存 11. 1 年，日本为 17. 4 年; 同一年龄的俄罗斯女性平均能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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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继续生存 15 年，日本女性则为 22. 6 年。图 10 和图 11 清晰地表现了这种趋势。

表 2 人口预期寿命( 岁)

国家 /年份
男性预期寿命

出生时 60 岁时 65 岁时

女性预期寿命

出生时 60 岁时 65 岁时

法国
1965 68． 3 16． 1 13． 0 75． 5 20． 5 16． 6
1985 71． 3 17． 9 14． 5 79． 6 23． 2 18． 9

2000 ～ 2005 75． 2 20． 0 16． 3 82． 8 25． 5 21． 2
2025 ～ 2030 78． 6 22． 1 18． 1 85． 3 27． 3 22． 9

德国
1965 67． 6 15． 4 12． 2 73． 4 18． 8 15． 0
1985 71． 5 17． 1 13． 6 78． 2 21． 7 17． 6

2000 ～ 2005 75． 0 18． 9 15． 2 81． 1 23． 7 19． 5
2025 ～ 2030 78． 7 21． 6 17． 7 84． 2 26． 2 21． 8

意大利
1964 67． 7 16． 6 13． 4 73． 2 19． 6 15． 6
1983 71． 4 17． 0 13． 6 78． 0 21． 4 17． 2

2000 ～ 2005 75． 5 19． 5 15． 8 81． 9 24． 3 20． 0
2025 ～ 2030 77． 9 21． 2 17． 3 84． 0 26． 0 21． 6

西班牙
1963 68． 1 16． 7 13． 1 73． 0 19． 2 15． 2
1983 72． 9 18． 5 14． 9 79． 2 22． 4 18． 2

2000 ～ 2005 75． 4 20． 0 16． 2 82． 3 24． 7 20． 3
2025 ～ 2030 77． 8 21． 5 17． 5 84． 3 26． 2 21． 8

瑞典
1965 71． 5 17． 5 13． 9 76． 1 20． 2 16． 1
1985 73． 8 18． 4 14． 7 79． 8 22． 9 18． 7

2000 ～ 2005 77． 6 20． 7 16． 7 82． 6 24． 8 20． 5
2025 ～ 2030 80． 1 22． 4 18． 3 85． 1 26． 8 22． 4

英国
1965 67． 9 14． 8 11． 6 73． 9 18． 9 15． 1
1985 71． 6 16． 6 13． 3 77． 4 21． 0 17． 2

2000 ～ 2005 75． 5 19． 4 15． 6 80． 7 23． 3 19． 2
2025 ～ 2030 79． 0 21． 6 17． 6 84． 0 25． 9 21． 6

波兰
1962 64． 6 15． 3 12． 1 70． 7 18． 5 14． 7
1985 66． 5 15． 2 12． 1 74． 8 19． 5 15． 6

2000 ～ 2005 69． 8 16． 6 13． 5 78． 0 21． 5 17． 4
2025 ～ 2030 74． 6 18． 5 14． 9 81． 4 24． 0 19． 7

乌克兰
1959 66． 0 17． 2 14． 0 72． 6 20． 5 16． 6
1979 64． 8 15． 4 12． 4 74． 1 19． 6 15． 7
1994 62． 4 14． 0 11． 4 73． 0 18． 6 14． 8
1998 62． 7 14． 5 11． 9 73． 5 19． 7 15． 3

2000 ～ 2005 62． 7 14． 3 11． 7 73． 5 18． 9 15． 2
2025 ～ 2030 70． 2 16． 8 13． 6 77． 9 21． 6 17． 6

俄罗斯
1959 62． 6 15． 5 12． 6 71． 1 19． 7 16． 0
1979 61． 6 14． 4 11． 7 73． 1 19． 5 15． 7
1994 57． 6 12． 7 10． 4 71． 2 18． 3 14． 7
1998 61． 4 14． 2 11． 6 73． 3 19． 3 15． 4

2000 ～ 2005 60． 0 13． 5 11． 1 72． 5 18． 7 15． 0
2025 ～ 2030 68． 7 16． 2 13． 2 77． 4 21． 4 17． 5

注: 数据根据联合国、欧洲委员会、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和联合国 2030 年前人口预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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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02 ～ 2005 年、2025 ～ 2030 年俄罗斯与七国集 图11 2002 ～ 2005 年、2025 ～ 2030 年俄罗斯与七国集

团国家 65 岁人口( 男性) 的预期寿命 团国家 65 岁人口( 女性) 的预期寿命

四、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政策

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退休人员的养老支出增加。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为 65
岁。提高退休年龄可以适当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养老负担，但是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模式与

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区别，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经验。由于俄罗斯老年人口的预

期寿命相对较短，提高退休年龄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剥夺了他们有限的“自由时间”。［8］

同时，不能忽视这项措施可能带来的其他消极后果。俄罗斯祖父母在培养教育后代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提高退休年龄可能会导致出生率下降，孩子无人看管和社会孤儿现象激增。联合国

老龄化问题纲要负责人 А． В． 西多连科在国际生态保护论坛( 2003 年在圣彼得堡召开) 期间接受采

访时就此问题指出:“在西方文化中存在‘俄罗斯祖母’的概念，这是对俄罗斯退休女性的形象概

括，她们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女性截然不同。她们精力充沛，勤劳肯干，为了自己儿孙的利益甘于奉

献。”［9］需要指出的是，近来西方人已经注意到祖父母与孩子沟通的重要性。
应当承认，最近几十年来，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一样，由较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供

养较多的退休人员。但如果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不仅能够缓和尖锐的人口问题，而且可以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
联合国发表的《2003 年世界人口政策》表明了各国政府对待人口问题，包括老龄化问题的重视

程度。俄罗斯政府表示深切关注这一问题。［10］但是在俄罗斯联邦 2015 年前人口发展构想中人口

老龄化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述，甚至没有列为独立章节。
从国际社会角度，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人口老龄化没有给人类提出无法解决的课题。但由于人

口老龄化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后果将逐步显现出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得到及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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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population aging has be-
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of modern society，also it is a major social problem in most countries． Although
Russi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egan late，the pace of population aging rapidly．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between regions，especial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develop reasonable so-
cial policy in line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will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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