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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2.6亿老年人背后有什么新商机？
短期看宏观、中期看结构、长期看人

口。当前“人口”这一核心，正处在时代
的大变革之中。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亿，占总人口的
18.7%，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据民
政部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
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
化。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必
然趋势，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与人
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发达国家相较而言，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是在还处于
中等收入的经济水平上时，就进入了老龄
化社会。“未富先老”让中国需要解决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

但老龄化，并不就意味着消极，老年
人成了社会的包袱。我们不仅要关注老龄
化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同样也要关注老龄
化社会所带来的机遇，这就是“长寿时
代”。

区别于“老龄化”，长寿时代是以一种
更加乐观的态度开看待人口趋势，前者是
一种现象、一个问题，而后者是和农业时
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比拟的一种社会
形态。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陈东升认为，长寿时代中人类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人口将呈现新的均衡状
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城市
建设等都将因此发生变化，因此长寿时代
也是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那么，面对正
在来临的长寿时代，个人、企业和政府应
该如何参与进来呢？

今天我们拆解的新书《长寿时代：从
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视人类未来》
中，作者给出了答案。陈东升根据自己经
营泰康的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考察结果，
从一位企业家、金融家的视角，提出了一
套应对老龄化压力的解决方案。

1 什么是长寿时代？
要了解什么是长寿时代，就要先知道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人口数量和年龄
结构的背后，是有关死亡水平和生育水平
的变化。陈东升认为当前全世界正在经历
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
生率的转型。

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表现为高死亡率、高出生
率，人口规模不变或增长极其缓慢；第二
阶段表现为死亡率下降，出生率较高，人
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表现为保持低死亡
率的同时，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速放
缓；第四阶段是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人
口规模趋于稳定。

这四个阶段，大致对应了人类的发展
历史。第一阶段对应的是狩猎采集和农业
社会时期；第二阶段对应工业时代早期，
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型，例如最典型
的就是工业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第三阶
段对应工业时代中后期，人口金字塔的基
座变小；第四阶段是低死亡率、低出生率
时期，人口年龄结构从典型的金字塔结构
变为柱状结构，一个重要标志是老年人群
占比赶上青少年人群占比，目前许多成熟
的工业化国家已处于或接近第四阶段，例
如英国、德国等。

而长寿时代，就是第四阶段的延伸，
人口增速放缓，甚至陷入负增长，同时人
口年龄结构向“柱状”收敛后，老龄人口
占比很高的一种社会状态，它将进入人口
转变的一个新均衡状态。这种状态下，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长期超过1/4。当前中
等以上收入国家普遍都在进入长寿时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60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了0~14岁人群，达
到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已经在向

“柱状”收敛。日本已经进入长寿时代，
2020年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28.7%，
并且日本在2005年就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在长寿时代，人的寿命会稳定增长，
但人口总数却稳定下降。当前人类的预期
寿命每 10年增长 2~3岁，大概再过 30~50
年，100岁的寿命将是人人都有可能预期
的。虽然寿命增长是好事，但是，当一个
国家的人口进入负增长，而老龄人口占比
很大时，经济增长必然会面临新的挑战，
社会也将承受巨大的再分配压力，原有的
发展轨道必须转型。

2 长寿时代的五个特征
在《长寿时代》中，陈东升提出，长

寿时代有五大特征：死亡率降至低水平，
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生育率降至低水平，
人口年龄结构呈柱状，65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长期超过1/4。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即将
全面满足这五个特征。

首先，死亡率下降会带来预期寿命的
延长。未来人们的预期寿命还将保持每 10
年 2~3岁的速度增长，百岁人生将变得越
来越普遍。

其次，在人口转型期，生育率的快速
下降是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走向柱状的
主导因素。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发
展的结果，随着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以
及家庭养育子女的成本持续增长，低生育
率成为几乎不可逆的现实。

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减
少，使得人口年龄结构的底部逐渐收窄，
加剧了人口金字塔向柱状转变，加上寿命
延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顶部扩张，65 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显著上升，并将超过总人口的
1/4，人类进入长寿时代。

但寿命的延长可能并不意味着健康长
寿，陈东升认为人类社会将会是一个“长
寿时代，人人带病生存”的状态。在这种
情况下，活得越久，就越需要养老和医疗
的支持。这就会改变产业结构，以及相应
的筹资制度安排。

但带病生存并不意味着老年的生活就
是疾病缠身，在病床上度过。这就给健康
产业带来了机遇，他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
要将疾病的损失最小化，甚至让人不生病。

另外，在长寿时代我们审视人生的尺
度也会发生变化。农业时代人均寿命不过
30岁，20岁是青年，40岁是中年，60岁是
老年；长寿时代，将是百岁人生，40岁是
青年，60岁是中年，80岁才是老年。这使
得我们能够重新对人生做规划，整个社会
的制度安排也要与这种个人的微观改变相
适应。

在这样的出发点上，我们再去放眼未
来世界，长寿时代就显得并不可怕，甚至
让人有些许期待。

3 老年人也有人口红利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劳

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增长快于其他年龄
组人口，总抚养比下降，从而产生一种对
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认为，人口总抚养
比低于 50%的阶段即为人口红利期。传统
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人口数量上的红
利，也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

实际上，中国近 40年来的快速发展就
是人口红利现象最鲜活的实例。20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总抚养比降至 50%以
下，进入人口红利期，经济水平随之快速
提升，2010年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如今，中国的总抚养比已经进入快速

回升通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已经升至45.9%，并可能
在 2030年上升至 50%以上。尽管中国目前
仍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但是人口数量的
红利正在快速消退。

那么，如今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4以上。面对长
寿时代，人口红利还能持续下去吗？

陈东升认为，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
次人口红利，老龄人口的潜在的价值都没
有挖掘出来。而在长寿时代，老年人的社
会角色将会实现从“传统消费者”到“长
寿经济生产者”的转变，老年人的价值再
创造，将会带来“第三次人口红利”。

未来，老年人可能会从供给和需求两
方面改造长寿经济。

从需求端看，老年人的数量增加将进
一步推升老年人的需求，带动大量新产品
和新服务的形成与推广，尤其是那些采用
技术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将会创造出新的
需求。

从供给端看，老年人在过了退休年龄
之后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继续工作或创
业，继续赚取和支出工资，创造了新的供
给，并推动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数
据时代的到来，正在不断降低老年人参与
经济活动的门槛。比如带货主播、视频 up
主等新业态、新模式，老年人都可以参与
进来。

陈东升认为数据时代将为长寿经济的
形成助力，赋能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生产
与价值创造，挖掘潜在的老年人力资本价
值，而这一过程也将创造出由老年人主导
的、不同于前两次人口红利的新一轮人口
红利，即第三次人口红利。

4 大健康产业的新机遇
实际上，长寿时代离我们不仅不遥

远，而且其带来的挑战已经近在眼前。上
面提到，当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达到 77
岁，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3%。反映到
现今社会中，便是人们对老年人生活状况
的关注。

而随着长寿时代的来临，长期带病生
存几乎是所有人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将带
来强烈的健康需求，引发健康时代的到
来。保险业更应该思考“大健康”的概
念，将与养老息息相关的保险、健康与财
富管理共同纳入其中，进行布局，来满足
全社会医养结合、富足养老的目标。

其实，“健康中国”已经上升到国家战
略，国家有关规划当中也有关于健康养老
事业发展的规划。健康养老可以从供给、
需求两端推动经济发展。另外，随着老龄
人口占比不断增加，医疗和养老的支出也
随之上涨，这就意味着长寿时代将会出现
因养老和医疗筹资的巨大需求，财富时代
随之到来。

按照传统养老金的运行模式，年轻人
缴纳养老金，抚养同时期的老年人。当这
批年轻人老了，又会有新一批年轻人通过
缴纳养老金支持他们。这个体系看似完
美，但是当老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消耗
的养老金也越来越多，就需要更多的年轻
人缴纳养老金。

如果整个社会仍保持着较高的生育
率，那么这种传统模式可以很好运行。而
当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下降，年轻一代创造
的资源不足以支撑老年一代时，养老金替
代率就会持续下降，整个社会的负担将会
加重。

也因此，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走
向柱状，养老金替代率也随之下降，为应
对未来养老资金的不足，个人、家庭和社
会都需要更加关注财富储备。

5 如何储备你的养老金？
长寿时代带来的最大风险是什么？那

就是“寿命延长、长期带病生存”的状态
会让居民资产枯竭，虽然长寿，但并不幸
福，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活着，钱没
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从个人到社
会都为养老多多积累财富，增加财富水池
的“长宽高”：即延长储备时间；充分发掘

“第二次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增加
本金投入；充分利用“复利”，提高收益水
平。

1. 延长储备时间
即尽早储备或延迟退休。退休后的寿

命越长，人们进行养老储备的时间也越
长，在退休时点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需要
提早为退休做财务规划，这应该成为人们
一进入职场就要考虑的必选项。

陈东升认为延迟退休是必要的，但也
需要逐步实行，区分不同行业和企业类
型，采取自愿原则。在长寿时代，老年人
可能退休后又参与就业，就业后又再次退
休，以这种灵活的方式补充财富储备。

2. 增加收入以及本金投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增加收入最重要

的路径就是提升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
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比如知识技能、
文化技术水平与健康状况等等，它的提升
可以使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进而增加财
富积累的本金投入。

例如人力资本和个人教育水平息息相
关，而后者又关乎我们的薪酬。当收入提
高了，也就意味着用于养老财富积累的本
金投入增加，积累下来它会形成一笔非常
可观的养老储备。

3. 利用复利效应提升收益水平
复利是一种指数级的增长方式。巴菲

特曾经用“滚雪球”比喻通过复利的长期
作用实现巨大财富的积累。

他还有一个简单的估算方法 72法则。
假设你的养老金平均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是
8%，实现翻倍的回报大概需要 9年（72 除
以8）；如果年平均回报率是6%，则大概12
年翻一番。复利效应的产生有三大重要条
件投资期限够长，投资收益率不能太低，
收益率波动不能太大。只有投资期限足够
长，才能真正获得复利产生的收益。

6 长寿时代，企业如何创新？
人性的弱点在利益面前很容易短视，

在商业上就体现为商业机会主义。作者认
为做企业一定要有“商业理想主义”，即要
站到一万米的高空看这个世界，身处一百
年的时空观察这个世界，这样才能有远见
与坚持。面对即将到来的长寿时代，我们
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在长寿时代，寿命延长和老龄人口数
量剧增，会带来健康、养老需求扩张和供
给压力，这就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和家
庭三个层面的合力应对。而企业至少可以
在三方面作出创新性的商业解决方案 一是
创造财富，做大支付基础；二是扩大供
给，振兴产业；三是创新商业模式，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甚至创造新需求。

作者认为，长寿时代将构成下一个庞
大的世界观，长寿经济也将成为人类社会
发展的新趋势，世界需要更多充满商业理
想主义的企业引领，企业家要不断实践，
创新商业模式，为人类提供切实可行的商
业解决方案。中国有着数量最多的长寿人
口，对于企业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