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守正创新应对老龄化

蔡 武 原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于仍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中国，提出了深化结构性改革的重大

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需要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成功经验的同时，坚

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深化，以适应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

◆ 无论从哪个层面切入，应对老龄化只能坚持守正、创新，也就是在创新中继承，在继承

中创新，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一句话，创新文化。

◆ 老龄化问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涉及人的伦理、信仰等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问

题，核心是使一代又一代人能够享受有尊严、有保障的健康人生，我们必须以深厚的人

文情怀来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推进这一事业。“以人为中心”是养老事业的核心价值理

念。

* 本文系作者2019年3月30-31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2019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本文系作者2019年3月30-31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2019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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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老龄化问题及其应

对，都不仅仅是一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而是一个涉及人类文明，即人类精神生活与

物质生活的广义的文化问题。

一、老龄化对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老龄化对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及其生活

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老龄化对传统的养老

政策、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民生问题

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老龄化对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进

程和体制、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龄化

对城乡、区域和国际战略格局同样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具体看：

中国的老龄化是与中国工业化、农业现

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同步发生，与中

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文化复兴进程同步。各个

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分化嬗变

中重构。

面对一个比少儿期要长很多的老龄期，

需要重新看待生命延长的价值，健全全生命

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实现积极、健康、有

尊严、有作为，从而有价值地生活。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日新月

异，传统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正在被解

构重塑。老龄群体如何适应？老龄群体日益

增长的对文化、健康等软性以及日益个性化

的需求如何满足？这些已成为新的课题。

二、要客观、理性、历史地认知老龄化

社会趋势

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使中国社会面临一

系列重大的矛盾、挑战。当然，如果能够更

加客观、理性、历史地认识和看待这些矛

盾，也会发现老龄化问题的凸显给中国经济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改 革 提 供 了 难 得 而 巨 大 的

机遇。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于仍处于转型发

展关键期的中国，提出了深化结构性改革的

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需要在深

入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成功的经验、释

放改革红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

深化，以适应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提出的新

要求。换句话说，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制度和突出特色的同时，处理好体

系、体制的传承和创新。同时，要广泛吸取

世界各国，特别是像挪威这样的发达国家在

应对社会老龄化方面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

我们的思路，秉持包容的精神，完善应对老

龄化社会的规划、政策体系，以形成广泛社

会共识。

由于人口基数的巨大，迄今为止，还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实践经验能够成为解决14

亿人口中 5 亿至 6 亿老年群体的现成方案，

对于中国人来讲，这种急剧发展的快速老龄

化也是出乎预料的。用“史无前例”来表达

这一局面是恰当的。

三、守正创新应对老龄化

无论从哪个层面切入，应对老龄化只能

坚持守正创新，也就是在创新中继承，在继

承中创新，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机

制、创新政策，一句话，创新文化。

1.中国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决定和制约

着中国老龄社会的发展路径和应对模式。脱

离中国特定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老龄问题

是难解的。所谓守正，就是要礼敬传统，不

忘初心，牢记根本。遵从中国传统文化中

“以人为本”“道法自然”“百德孝为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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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理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价值观念，以深厚的人文情怀

来应对老龄化问题。

2.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换位思考，辩

证思维，平衡、协调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一

系列变化。比如，老龄群体也可以成为推动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传统的家庭结

构解体，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新家庭结构的

现实，对建立在前工业化传统农业社会基础

上的大家庭及居家养老方式釜底抽薪，被赡

养者和赡养者都面临观念变化调整的大问

题。

社会要加大对老龄人口新需求的供给，

必须改变中国传统的代际利益分配格局。当

面临社会利益分配链条的一系列矛盾时，必

须平衡、统筹、协调地寻找破解之道。

3.调整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关系，

创新政策体系，形成新的动能。比如，适应

老龄群体生存空间的变化，适应老年人对社

区的归属感、认同感、依赖感的需求，加大

社区建设，增强社区在社会管理体系中提供

各种管理和服务的作用。

随着老年群体转化为“社会人”“社区

人”，要大力发展能够提供各种社会服务、

填补政府兜底与市场逐利之间广阔空白地带

的社会组织，使其以不同能力和知识发挥功

能，增强老龄群体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机能。

政府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公共政策产

品，培育、发展兼具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社会

企业，参与为老龄群体提供养老、健康、娱

乐等服务，鼓励和保障市场机制在促进老龄

产业发展方面起到更大作用。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公共教育机构

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为老龄群体提供享受

传统形式和新形式的群体性文化娱乐活动，

接受培训和再教育的空间、机会和条件，真

正把老龄人群视为文化创造、评价、享用的

重要主体。

四、用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来研究和制定

各种方案和建议

由于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是与我国改革

的进程基本同步的，那么应对和解决这一问

题只能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在深化改革的

进程中，与各个领域中的深化改革相适应、

相同步去破解；由于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世界

性的问题，解决的思路和路径也是因时、因

地而宜，是多样化、多形式的。中国的老龄

化虽有自身的特色，但总体上仍然是与其他

国家、地区有共性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权衡各种思路、各种

方案、各种方法的优劣利弊。

老龄化问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自然历史

进程，涉及人的伦理、信仰等更深层次的精

神文化问题，核心是使一代又一代人能够享

受有尊严、有保障的健康人生，我们必须以

深厚的人文情怀来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推

进这一事业。“以人为中心”是养老事业的

核心价值理念。

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涉及利益格局调

整，涉及社会结构、制度体制、政策体系等

一系列重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必须以

求真务实的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心规

划、作好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要注重

实际措施，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这一事

业，使老龄事业得到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得

以稳定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实现，每个

人的正当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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