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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龄经济学》共六篇二十九章：　　第一篇　“总论”　集中论述人口老龄化的起源与发展、
老年学与老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回顾、观察和展望世界和中国人口老龄化历史
现状和未来。
　　第二篇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重点论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针对社会上担心人口老龄化不利影响的顾虑多，了解人口老龄化有利发展的信心少的悲观情绪，运用
科学发展观论证了老龄化对劳力资源、劳动生产率、储蓄投资、以及消费市场的不利影响可以减少和
消除。
运用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论述，并参照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定义，提出了劳动年龄上限不能一成不变的
观点。
建议按照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幅度，相应提高劳动年龄上限，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始终保持在有利于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延长“人口红利期”。
　　第三篇　“人口老龄化与老龄社会保障”　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观点，论证
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本质，对比分析了全球不同养老保险模式的理论依据、社会经济效益和改革发展趋
势。
评介了法国、瑞典、英国、美国、日本以及独联体的养老保障制度，以解除某些人担心人口老龄化导
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崩溃的疑虑。
　　第四篇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研究了我国老年人口收入来源、水平，老年人口收入的城乡差
距、性别差距、年龄差距，以及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提出了消除和预防老年人口贫困的措施和和建议
。
　　第五篇　“老年人参与发展和开发老年人才资源”论述了在老龄社会老年人参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和作用，开发老年人才资源对于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对我国开发老年人才资源的历史、现状。
和未来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并运用人才学和劳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开发老年人才资源需要澄清的
几个问题进行了说明。
　　第六篇　“发展老龄产业为老龄社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论述了老龄产业在老龄事业中的地
位和作用，介绍我国老龄产业兴起与发展的过程，解读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依托，
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格局，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老龄产业的构思和建议，其中特别强调
“住有所居”是老年人的基本人权，老龄产业要协助设计和建造老年住宅，优化居住环境，为老年人
安度晚年服务。
　　老龄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涉及的理论面广，与人们的关系密切。
这本书既要有助于解决老年人的问题，又要为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服务，理论要求高，写作难
度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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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面发展老年产业第二十七章　建造老年住宅、优化居住环境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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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世界人口老龄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探源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总和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人类在原始人阶段人口死亡率很高，总和生育率很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很短。
公元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不到20岁，中世纪延长到30岁。
l9世纪初欧洲人平均寿命为40岁，19世纪末延长到50岁。
直到20世纪上半叶总和生育率都很高，每位妇女生育超过5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人口数量
的稳定，高死亡率必然要以高生育率来补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死亡率降低就很难有生育
率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延长。
由此可见，没有总和生育率的降低和平均寿命较大的延长，就不可能出现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
　　人口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生物基础。
年龄是人的基本自然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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