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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1.32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lO％以上，这标志
着中国人口开始进入老龄化发展阶段。
据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1.53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1.6％。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受到了政府、学术界、社会各界、甚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果我们用150年的时间考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历程.即从1950年到2100年，那么，中国人口老龄化
的发展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杜鹏，翟振武，陈卫，2005；全国老龄办，2000，2003b，2006a；杜
鹏a，2006；邬沧萍，杜鹏，2006）：　　（1）1950年1999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
在此期间，人口老龄化的比例从1950年的7.5％上升到1999年10％。
　　（2）2000年到2050年为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
在这期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老龄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10.5％上升到2050年的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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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老龄政策研究》主要讲述了整个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始终与人口老龄化问题交织
在一起，老龄问题不解决好，势必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因此，必须认真探讨解决老龄问题的政策措施，积极筹划老龄社会建设的蓝图，以实现中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目标和促进人的终生发展。
　　老龄政策不仅仅是政府部门所从事的一项常规工作，它还是一门科学，需要从科学和学术的角度
进行理论、方法、政策过程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探讨。
国外有专门的老龄研究的学术杂志，老龄政策研究的成果也很多，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
，老龄研究正式成为一门专业，在大学课堂讲授。
但在中国，虽然各级政府建立有了老龄科研机构，个别大学也建立了老龄研究所，但总的来看，老龄
政策科学研究还较为薄弱，大学课堂开设的老龄研究课程还不系统。
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
　　本文共分为十章，从整体上遵循着概念→理论基础→政策过程→政策体系→应用研究的研究路线
，反映了对老龄政策研究的逐步深入；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使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老龄政策有一
个较清晰的认识。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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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老龄政策的结构　　从事老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老龄政策、老龄政
策的发展历程、人口老龄化与老龄政策的关系、老龄政策要解决哪些问题，在老龄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过程中政府和科学知识各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我们尝试将学术研究与老龄实践相结合，通过回答这些基本问题，为构建中国老龄政策体系做好必要
的准备。
　　第一节 老龄政策研究的一般阐述　　一、老龄政策研究的分类　　从类型学上讲，政策研究可分
为学术领域的政策研究和应用领域的政策研究（Westhues，2003），老龄政策研究也是如此。
学术上的老龄政策研究是指，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1）定义和解释老龄问题，（2）阐述老龄政策
过程，包括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等，（3）以提高福利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提出解决老
龄问题的办法和干预措施。
实践上的老龄政策研究，仅仅指在老龄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内部，决策官员通过收集信息，提出解决
老龄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并付诸实施的一种行政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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