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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感受超老龄化社会
我在中国北方一座小城待了快一个月

了，这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位于全国前列。
从全球来看，人类社会的老龄化并不最早出
现在大城市，而是先出现在人口流出的乡村
和中小城市，无论欧美、日韩还是中国，都遵
循这一规律。从大城市的视角来看，这是一
个从乡村和中小城市“虹吸”人口的过程；但
从乡村和中小城市来看，则是一个“人往高
处走”的“用脚投票”的过程。

超老龄化后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我
想今天在大城市搞人口经济研究，写分析报
告的专家们可能难以切身体会。正因为如
此，最近有三位网红人口研究者又写了一份
报告，他们认为通过每月向年轻人提供 1,
000元现金，就能促使年轻人多生一胎。这
算新时代的何不食肉糜吗？

超老龄化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我想提供
一些直观的所见所闻，身处大城市的读者
们，可以感受一下。

见闻一：人少
人少是第一个感受。少到什么程度

呢？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开车在城区行
驶，许多地方都没有行人，也没有行驶的车
辆。城区和市辖县城的基建是完善的，植被
覆盖率高，也有不少供人锻炼、休闲的公园、
绿地，但就是很难看到有人。

可能跟冬季寒冷有关，但据说春夏季节
也差不了太多。人口稀少的老龄化，这应该
是中国首先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中小城市
的一个共同特点。与之不同的是，今后大城
市可能要经历的是人口密集的超老龄化。

见闻二：服务业人口年龄普遍接近或超
过40周岁

通常来讲，城市服务业人口的年龄是偏
低的，尤其是在工业化之后，服务业承载的
新增就业更多，在服务业更能见到年轻人的
身影。但在这座小城，城区 40万人口，服务
业人口的年龄已经普遍接近或超过40周岁。

简单来讲，无论是餐饮、零售、还是其他
现场消费，顾客能够遇到的大部分服务业人
员，都已经是 40岁以上的中年人。相应的，
大多数顾客的年龄，其实也在这个数值之
上。由于大多数人的年龄都步入中年，整个
社会的节奏就慢下来了，慢条斯理成为常
态。大家都不需要着急，着急也没用。

见闻三：低频的现场商业消费
城区前几年建了一座比较大的购物商

场，之后这两年新建了一座万达广场。万达
开始营业后，之前那座商场的人气就几乎归
零了。所谓归零，就是几乎没有顾客。不只
工作日几乎没有顾客，就是晚上或周末，也
没有几个顾客。万达在工作日的情况其实
是类似的，在周末好一些。现场商业的消费
是低频的，大型商业设施空置的可能性很
高。

这令我想到了德国的城市情况。德国
许多知名城市只有一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
往往只有一个大型商场，其余都是社区的小
超市和临街店铺，这应该也是城市早年进入
老龄化后，低频消费导致的。

见闻四：电商消费的不方便
这是非常难得的体验，近十年来，我首

次体会到了电商消费的不方便。不方便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快递慢，无论是京东自
营还是淘宝顺丰发货，大部分商品都做不到
次日达。二是收取货物困难，这里的快递
（包括京东）都不会把商品直接送上楼，这有
小区自疫情以来管控的原因，可能也有当地
习惯的原因。

小区都设置了快递代收点，京东和顺丰
在送货时会电话询问，如果顾客需要送上
楼，也会送，但需要家中有人。其他快递都
会自动将快递送到驿站并发一条短信。经
历了两三次之后，我发现直接在小区楼下的
超市买东西是最方便的，其次是去大商场里
的超市（商品价格普遍比电商平台和小区超
市高，但品种会多一些），最不方便的竟然是
通过电商平台购物。

即便如此，当地人也认为，电商普及之
后，许多现场购物的小商店也逐渐消失了。
老城区的临街店铺大量空置，无法出租。

见闻五：县城大量房屋空置甚至废弃
市下辖的若干县城，包括县城中心区

域，临街的店铺都有大量空置的情况，部分
地区甚至存在临街废弃的商业房产。县域
的人口比城区更少且更分散，县城中心位置
的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比城区显得更为突
出。乡村人口的老龄化更加突出，不少乡村
甚至只剩下老年人，年轻人均已外出工作。
乡村人口的老龄化情况与其他许多地区是
类似的。

见闻六：年轻人较强的生育意愿
尽管城乡区域已经步入超老龄化，但已

经在本地实现就业的年轻人，生育意愿明显
比大城市更为强烈。本地年轻人生育二胎
是常态，可能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本地的收入与消费对已经留在本
地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并不构成生育压力。
本地比较稳定的普通工作岗位的月薪资在
3000-4000元左右，高一些的可以达到 5000
元以上，当地的房价新区目前在4000元/平，
旧区甚至有3000元/平的房产。其他现场消
费比大城市也还是偏低不少。

二是父母都在身边，能够照顾，传统上
还是希望子女能够多生养。

三是教育资源对本地来讲是足够的。
人口外迁导致的老龄化同时伴随着少子化，
这导致学籍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这种不需要
争抢学区和学位的状态，类似于大城市二十
年前的情况。

见闻七：鸡娃是一个不存在的话题
大城市的年轻人每天在社交网络上被

教育，小地方的教育资源差，没人愿意留下
来。实际上，这个视角的话题在本地根本不
存在。人们也会讨论谁家的孩子去年高考
去了哪里，但没人感觉自己身处本地导致下
一代丧失了希望。

本地的中学尤其是高中也引入了类似
衡中那样的学校，但家长亲自上手鸡娃或者
在小学阶段开始鸡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这也导致一些学生到了高中甚至高三才发
力改变名次，这与大城市二十年前也是类似
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是一个极其普通
家庭的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通过考试改
变命运的机会，可能要好于在大城市进入一
个非常普通的学校去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
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里仍然允许一个
小孩在高考之前以较慢的方式发展。

见闻八：年轻人的机会
本地比较好的企事业单位中，具有统招

本科以上学历的年轻人仍然是少数，前几年
仍然只能够招录到大专或专升本这个层次
的学生，近几年陆续可以招录到统招本科
生，但211学校毕业的本科生极少，985学校
毕业的本科生可以说罕见，硕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的则几乎不存在。这反而为普通学校
本科生的个人发展带来了机会。

非 211中等档次院校毕业的本科生，进
入单位后都能受到一定重视，在五六年之内
都会获得一定的职位机会，这在大中城市几
乎是难以见到的。尽管在本地仍然会讲求

“关系”，但任何单位，也不可能全由“关系”
来决定全部人员的选拔，尤其是在企业中，
业绩和能力的评价标准是相对客观的。

见闻九：地方政治经济环境改善的影响
自上而下的反腐、扫黑除恶，对当地政

治经济环境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与当地人在交流中能够直接感受到
的。尤其对于老百姓而言，摆在台面上的腐
败和黑恶势力大幅减少，这也直接改善了当
地的营商环境。

地方官员希望发力经济转型，由于地区
相对落后，有不少外地干部前来交流任职，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地方固有的一些
落后意识，开始利用一些政策优惠，逐渐引
入大城市的新兴企业。尽管与经济发达地
区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但转变仍然是明显
的。

以上是最近的见闻，同时附一些思考。
思考一：超老龄化小城市经济发展的可

持续性
在当地能够深切感受到，进入超老龄化

社会之后，消费的提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
事。人的年龄越大，消费的意愿越低，这是
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消费意愿降低，导致
经济需求下降，进而影响就业。

应当讲，如果收入尚可，当地的日常生
活舒适程度是比大城市更高的。但相应的，
日常消费与生活在大城市相比，其实是减少
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的经济支柱产
业不明显，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年
轻人总体上还会流失，导致老龄化程度进一
步加剧。

随着退休人员数量在未来二十年的急
剧上升，养老金负担将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
问题。但正如之前所述，由于这类小城市的
公共基础资源对于满足普通生活来讲，在一
定程度上并不弱于许多大城市，对一些年轻
人来讲其实仍然是存在吸引力的，甚至这种
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还会逐渐提升。

日本也经历过这一阶段，也就是先行老
龄化的地区，反而开始吸引年轻人前往。如
果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无法确立，那么未来
的养老最终仍然要靠转移支付来实现。这
也是为什么目前决策层通过分析先发国家
老龄化经验后，达成了共识，也即只能通过
继续发展制造业和先进科技，去保持经济的
持续增长。

思考二：生育率提高的关键在中小城市
和流动人口

我们以前分析过，中国的生育问题目前
仍有改善的可能，但改善的方法与今天专家
学者们提出的学习欧洲的方案完全不同
（《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
人口问题》）。中国的政策应当是去针对性
解决 3.7亿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而不是泛
泛地学习西方国家，普遍地给予年轻人口税
收甚至现金激励。

在今天中国的大城市，必要支出（住宅、
教育）与收入比非常高，已经进入了一个大
多数年轻人难以生养子女（二胎子女）的状
态，少数具有育养能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工
作又是非常繁忙的，而首胎生育时间过晚，
又直接导致了二胎生育的可能性大幅下降，
这是一个先发国家也普遍存在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今天仍然有比较强的生育
意愿的，恰恰是身处中小城市，生活压力不
是太大的年轻人。我们今天有3.7亿流动人
口在为大城市服务，如果他们之中有相当部
分能够安家于中小城市，那么这部分生育意
愿将有效释放。但问题是，我们愿意反思全
球化带来的巨型都市化，进而改变全球首屈
一指的超大型都市化进程吗？在这个问题
上，我与上海一派的学者一直持有相反的认
识。

思考三：小城市超老龄化是大城市超老
龄化的先声

如果我们坚持推进全球首屈一指的超
大型都市化进程，那么今天小城市的超老龄
化就将成为大城市超老龄化的先声。

如果超老龄化的小城市由于地广人稀、
基础设施完善还能感受到生活的舒适，那大
城市在人口密集的超老龄化时代，可能就难
言舒适，个体生活成本也将大幅提升。届
时，甚至会出现养老移民的情况。事实上，
大城市对养老的唯一吸引力就是医疗资源，
这也意味着，未来应对人口密集超老龄化问
题的方案，主要也将从医疗资源的分配出发
去做安排。我们今天已经能够从老年病学
的知识，充分认识到老年人的医疗需求类
型，随着时间的推进，部分地区和企业可能
也会进一步发现其中的机会。

最后，我仍然建议那些洋洋洒洒数万
言，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坐而论道的人们，
如果对老龄化这个话题有足够的兴趣，不妨
真的去到一个超老龄化城市，住上一段时
间，慢慢体会一个真实的超老龄化世界是怎
样的。至少，那并不是一个会令人感到惧怕
的社会，毕竟，欧洲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开始
步入老龄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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