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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应对老龄化社会危机的经验与启示
＊

●　张慧敏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３）

摘　要：人口老龄化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现急需要采取一些有效地措施来应对这

一危机。本文主要通过介绍欧洲一些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采取的措施，从而从中汲取经验以 有 利 于 我 国 应 对 人 口 老

龄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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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

口总数的１０％，或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７％，即意味着

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统计，在全世界１８６个

国家和地区中，有６８个已经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而我国早在１９９９
年就正式进人老龄化社会，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是不断加

深，社会老龄化程度较高，人口结构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具体来说，

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国６０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１．３４亿，占人

口总数的１０．２？％？，？２００５年６０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１．４４亿，６５岁

以上老龄人口总数达８８１１万人。到２００９年，我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口达到１．６７亿，占到人口总数的１２．５％。特是从刚结束了２０１０年

第六次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来 看，我 们 发 现６０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１７７６４８７０５人，占１３．２６％，其中６５岁及以上人口为１１８８３１７０９人，占

８．８７％。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上升２．９３个百分点，６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１．９１个百分

点。我们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正进入一个社会快速老

龄化的阶段，这也将是个长期的问题，现今我们就急需要采取有效措

施以应对这一问题，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快速的发展。

　　二、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上采取

的措施和对策

　　１．欧洲各国的养老金体系

为了缓解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促进私人承担更多

的养老责任，世界银行倡导在公共养老金计划之外建立强制、私人管

理和基金积累的第二支柱，并鼓励构建多支柱。据２００３年统计数据

显示，近三分之一的欧盟国家实现了部分养老保障私营化。在丹麦、

爱尔兰、荷兰等国家，雇主提供的养老金被强制化，国家社会保障制

度只提供最低退休生活保障。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也形成了基本

保险加补充保险的两支柱体制。具体而言，如荷兰养老保障体系由

国家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三个支柱组成。其中，国家养

老金是基础，职业养老金占主导地位，个人养老金是补充。而挪威经

过三阶段的发展，在国家保险计划中，基本养老金是第一支柱。挪威

的补充养老金制度是国家养老保险计划中的第二支柱，从１９６７年开

始实施，旨在提高退休者的生活水平。２００６年，挪威引入职业养老

金作为其国家保险计划的第三支柱，并通过立法加以实施，要求所有

的雇员都必须加入。

２．欧洲各国的各种灵活退休制度

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欧洲国家开始鼓励推迟退休年龄，实

行灵活的退休制度，并制定了２０１０年老龄工人就业率目标。在具体

实践层面，奥地利早在１９９３年就引入了“部分养老金”计划，５５岁到

６０岁的女性和６０岁到６５岁的男性可以减少一半的工作时间，同时

获得５０％的养老金。德国从１９７２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

凡年满６３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且德国的退

休年龄将在２０１２年前逐步提高到６５岁，并且引入“部分退休选择

权”，鼓励退休者参加半日制等部分时间工作。此外，英国为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挑战，把最高工作年龄从目前的６５岁延长到７０岁，并禁

止雇主强迫雇员在７０岁之前退休。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

性６０岁、女性５５岁分别逐步提高到６５岁和６０岁。在瑞典，男女退

休年龄均为６５岁这些措施改变了以往对退休年龄的硬性规定，鼓励

有能力的高龄劳动者参与就业，从而降低了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

３．多种多样的促进老龄人口就业的政策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老龄人口在他到了所谓的法定退休年龄

是依然有很强的精力，仍然希望能找到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２００５
年３月１６日，欧盟发表《应对人口变化：构建新的代际团结》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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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书，其中就包括促进更多的老年劳动力供给。对此，欧洲国家

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来促进老年就业。其中为了消除对老龄

工人的歧视，荷兰专门成立了反年龄歧视局；为了老年人延长退休年

龄，芬兰出台“国家老龄工人计划”。除此之外芬兰更是从上世纪８０
年代开始，当时赫尔辛基政府发出“劳动人口工作４５年”的号召，并

积极推动延长工作年限方面的立法，推广弹性工作制等，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间老年人就业率逐步上升，５５－６４岁年龄段

人口继续工作的比例达到了６０％以上。由于政府方面的积极推动，

芬兰４０％的企业积极录用高龄员工并改善其工作条件。自２００５年

以来，芬兰政府还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延迟退休。把法定退休年龄确

定为６３－６８岁，拟将享受全额养老金的年龄从目前的６５岁提高到

６７岁或６８岁。丹麦、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

荷兰、法国和英国则引入激励措施，鼓励老龄工人推迟退休，意大利

还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

除以上政策措施外，欧洲国家还大力发展了老年照料和老护理

事业，如荷兰政府大幅度修改各项养老保险法律，推行“首先是家庭、

其次是社区、最后才是保险机构”的老年人养老护理原则，逐渐形成

家庭、社区、保险机构共同负责的老年人护理机制，支持家庭成员护

理生活尚能自理的老年人。这样，社会保险机构把工作重点放在生

活不能自理，需要救助的对象身上。在老年护理方面，荷兰通过提供

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如住房、交通设施的人性化设计和改造，提供预

防性的保健照料知识等措施，为老年病人和残疾老年人提供看护服

务。

　　三、启示与借鉴

　　１．积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目前正努力的建设和完善我

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我国现已实施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而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起，启动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工作，这将弥补养老保险制度最后一个缺失，这将有利于我国

养老保险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因而我国在继续实施与完善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一定要积极努力地弄

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尽快建立起适应老龄化社会的

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２．正确看待推迟老年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目前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６０周岁，女干部年满

５５周岁，女工人年满５０周岁。对比欧洲国家，我国的退休年龄比较

短，但是否现在就需要延迟退休年龄，我们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来

制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在退休年龄方面存在着一些矛

盾和问题：一是退休年龄偏低与人口寿命延长的矛盾；二是女职工按

不同身份执行两种退休年龄。这在企业早已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

限的情况下难以操作，在实际工作中引发诸多纠纷；三是提前退休问

题比较突出。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企业职工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

５３岁。我国若要像欧洲国家一样推迟退休年龄，必须考虑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并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

３．大力发展老年产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以满足老年人需求为主的商品和服务

市场必然随之扩大。包括老年用品制造、老年家政服务、老年健康服

务、老年文化教育旅游服务、失能老人护理服务等等。到２０２０年，中

国的老龄人口将增加到２．５亿左右。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老年消费

群体，我国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大力发展老年产业，提高老年人

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产业的蓬勃发展。

４．建立多方主体的养老机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养老的功能在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已不能仅靠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我们应在正式的养老保障

制度外积极主动的发挥社区、社会机构组织、企业等主体的作用，和

家庭一起承担养老功能。如像荷兰政府一样，推行“首先是家庭、其

次是社区、最后才是保险机构”的老年人养老护理原则，逐渐形成家

庭、社区、保险机构共同负责的老年人护理机制，支持家庭成员护理

生活尚能自理的老年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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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我们一直在追求技术上的突破，但是

技术应用到一定领域内之后，我们必须依靠法律来保障电子政务

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比较落后。然而真正的差距

在于软环境的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我们必须树立“技术是手

段，法律是保障”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走

入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４．加强对公务员信息化知识培训力度，全面提高政府服务质量

开展电子政务建设，我们需要对各级政府官员、公务员、信息

管理人员进行电子政务技能及知识的培训，在培训方面，我国与西

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设立培

训机构，不仅对政府部门人员进行，而且面向整个社会公众，提升

公民信息技术方面的技能，实现全面上网，在中国，我们应该加强

激励工作人员、社会公众适应时代的需要，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提

升自我素质。

网络信息技术促进了电子政务的发展，电子政务使政府职能

实现了电子化、网络化，这对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非常深远的意

义，促使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强制型政府向责

任型转变，塑造一个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电子政务对责任政府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组织重

组；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促进政务公开，催动廉政政府的建设；社会政府责任理

念，发挥民众监督作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与办

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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