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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率、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回归方程拟合程度也比较好。拟合公式如下：

y=13.41017939+0.445135795X1+0.701873967X2

拟合度为 0.99544。

其中，y 为年城市化率 （%），X1、X2 分别为人均

GDP（千元）、城乡收入差距（%）。

从回归方程上看，两个变量都与城市化率正相

关。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快速推

进，对于农民来说，迁移到城市后可能带来的更高

的收入、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的平等机会等等，这

些都是居住在农村得不到的。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

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收入的增加确实是非常

重要的推动力；由此，理论上也可以得到结论，即目前

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其进程的快慢确实和城乡收入差距

正相关。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市化具有相互正

反影响的双重效应，加之城市病与逆城市化现象的出

现，此预测模型很可能不适用于城市化的后期阶段。

四、结束语

1.城市化进程应是一个非线性的发展过程，中国

目前正处于的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与时间序列

大致呈线性正比增长。

2.在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分

别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在目前城市化加速阶段，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

差距与城市化率正相关。

（作者单位：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年份
人均 GDP
（千元）

城乡收入
比值（%）

城市化率
（%）

年份
人均 GDP
（千元）

城乡收入
比值（%）

城市化率
（%）

1996 5.88 25.12 32.73 2005 14.26 32.24 42.85
1997 6.46 24.69 33.71 2006 16.60 32.78 44.34
1998 6.84 25.09 34.73 2007 20.34 33.30 45.92
1999 7.20 26.49 35.74 2008 23.91 33.15 46.86
2000 7.9 27.87 36.21 2009 25.96 33.33 48.51
2001 8.67 28.99 37.68 2010 30.57 32.28 49.95
2002 9.45 31.11 39.00 2011 36.02 31.26 51.11
2003 10.60 32.31 40.34 2012 39.54 31.03 52.74
2004 12.40 32.09 41.48

表 1 1996 - 2012 年期间城市化率及相关统计数据

女性人口老龄化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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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女性的人口无论是在人口规模

方面，还是在数量增长速度方面，抑或是在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方面，都比男性人口高。因此，对

于女性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在我国极为重要。本文以 65 岁及以上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从

我国老年女性人口发展现状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角度着手，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模

型所得结论，提出了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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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人口发展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发展

中国家尤为突出。而我国在人口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的

前提下，女性人口老龄化更为突出，女性人口的养老问

题也随之产生，日益加剧。因此，解决老年女性问题，探

索其影响因素，是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关键。预测其

未来发展趋势，可以为政策制定给予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女性老龄人口现状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按照国际标准规定，65 岁及以上的人被界定为老

年人，而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7%，则为老龄化社会。根据

我国 2000 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获得的数据，

2000 年我国的老年人比例超过了 7%，开始进入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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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全 国 总 人 口 数

（万人）
≥65 岁人口数

（万人）
老龄人口比重

（%）
老 年 抚 养 比

（%）

2000 126743 8821 7.0 9.9

2001 127627 9062 7.1 10.1

2002 128453 9377 7.3 10.4

2003 129227 9692 7.5 10.7

2004 129988 9857 7.6 10.7

2005 130756 10055 7.7 10.7

2006 131448 10419 7.9 11.0

2007 132129 10636 8.1 11.1

2008 132802 10956 8.3 11.3

2009 133450 11307 8.5 11.6

2010 134091 11894 8.9 11.9

2011 134735 12288 9.1 12.3

2012 135404 12714 9.4 12.7

2013 136072 13161 9.7 13.1

2014 136782 13755 10.1 13.7

表 1 2000 年到 2014 年的人口变化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

化社会。而在 2010 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这个

数字达到了 8.9%，比国际标准高出了 1.9 个百分点。由

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短短的十年间，我们国家的老龄

化发展是极其迅速的。具体数据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从 2000 年到 2014 年，15 年间我

国人口总数逐年递增，从 2000 年的 126743 万人增加

到了 2014 年的 136782 万人，增长幅度达到了 7.9%。

老 年 人 口 比 重 从 2000 年 的 7%增 加 到 2014 年 的

10.1%，十五年间增长了 3.1%，而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也

是逐年递增。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总人口数中老年人口比例逐渐

提高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人口数量的

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周期性的人口

现象。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造成了自然增长率的降

低，这也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但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的最根本的因素。据

此，选取 2000—2014 年的人口老龄化数据，计算得出

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的时间序列图。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大，人口

老龄化比重的增长速度快，65 岁及 65 岁以上的老龄人

口比重也从 2000 年的 7%增长到 2014 年的 10.1% ，整

整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这也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出生率

和死亡率的降低，而导致的自然增长率下降，人口数量

增长缓慢导致了老龄人口数比值上升；我们国家的老

年人口抚养比也由 2000 年的 9.9%上升到 2014 年的

13.7%，老年抚养比上升了 3.8 个百分点，这使得我们

国家的劳动力人口负担加重，同时也减缓了对经济发

展的投入，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二）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女性的人口无论是在人口规模方面，还

是在数量增长速度方面，抑或是在老年人的预期寿命

方面，都比男性人口高。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男女性别比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下降，年龄越高男女人口规模差异越大。65- 69 岁的

男女性别比例还在 97.33，相差不大，而在 95 岁以上的

组里，男女性别比仅为 43.98。

进一步来看，高龄人口女性化情况明显。低年龄

组，男女老年人口比重持平：在 75- 79 岁之前，男性老

年人口比重与女性老年人口比重相差无几，65- 69 岁

时男性老年比重为 1.83，女性老年比重为 1.88；70- 74

岁时男性老年比重为 1.29，女性老年比重为 1.3；75- 79

岁男性老年比重为 0.91，女的为 0.99，性别比下降的幅

度也明显较小。高年龄组，男性老年人口比重低于女
图 1 老龄化人口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趋势图

老龄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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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人口数
（人）

女 性 男 性 性别比

人口（人） 比重（%） 人口（人）比重（%）（女 =100）

65- 69 50740876 25714112 1.88 25027981 1.83 97.33

70- 74 35441606 17768856 1.3 17673966 1.29 99.47

75- 79 25948905 13565693 0.99 12383212 0.91 91.28

80- 84 16166667 8883212 0.65 7283455 0.53 81.99

85- 89 6817518 4087591 0.3 2729927 0.2 66.79

90- 94 2137469 1429440 0.1 706813 0.05 49.45

95+ 422141 293187 0.02 128954 0.01 43.98

表 2 2014 年老年人口按年龄和性别构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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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女性老
年人口
数比重
（%）y

人均
GDP

（元）X1

政府和社
会卫生支

出
（亿元）X2

基本养老
保险人数
（万人）

X3

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

（万人）X4

人口密度
（人 / 平
方公里）

X5

出生
率（%）
X6

2000 7.73 7902 1881.46 13617.4 595 132.02 14.03

2001 8.34 8670 2012.04 14182.5 681 132.94 13.38

2002 8.59 9450 2447.89 14736.6 770 133.81 12.86

2003 9.00 10600 2905.44 15506.7 800 134.61 12.41

2004 9.07 12400 3518.93 16352.9 827 135.40 12.29

2005 9.56 14259 4138.94 17487.9 839 136.20 12.40

2006 9.63 16602 4989.78 18766.3 847 136.93 12.09

2007 9.79 20337 6475.30 20136.9 830 137.63 12.10

2008 9.99 23912 8659.54 21891.1 886 138.34 12.14

2009 10.13 25963 10970.75 23549.9 921 139.01 11.95

2010 10.25 30567 12929.10 35984.1 908 139.68 11.90

2011 9.75 36018 15880.63 61573.3 922 140.35 11.93

2012 10.04 39544 18462.68 78796.3 917 141.05 12.10

2013 10.35 43320 20939.60 81968.4 926 141.74 12.08

2014 10.75 46629 24016.98 84231.9 952 142.48 12.37

表 3 女性人口老龄化及其影响因素数据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

性：在 75- 79 岁之后，男性人口规模整体来看都是明显

少于女性人口规模的，所占比重亦是如此；80- 84 岁

时，男性老年人口比重为 0.53，女性老年人口比重为

0.65；85- 89 岁时，男性老年人口比重为 0.2，而女性老

年人口比重为 0.3；90 岁以上的男性人口比重甚至是女

性老年人口比重的二分之一。

二、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分析女性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考虑到数据

的可获取性，本文选择了如下指标：将因变量定义为

65 岁及以上女性人口所占比重，记作 Y；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 X1；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 X2；城镇基本养老保

险人数 X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X4；人口密度 X5；出生

率 X6 等变量作为自变量。2000 年—2014 年数据如表 3

所示。

借助 SPSS16.0，使用逐步回归法对上述数据构建

多元回归模型，输出结果中，只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人口密度、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三变量进入了模型，初步

构建的回归模型为：

Y=0.002X4+0.28X5- 0.0125X3- 29.959

构建的模型不一定是有效的，要进行各种检验。其

中，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多重共线性

检验，如表 4 所示，三个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30，变量

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但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X4 的

显著性 P 值 Sig=0.289>0.05，没有通过检验，因此要对

其进行剔除，重新构建模型，如表 5 所示。

Coefficients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
ized
Coefficients t Sig.

Collinearity
Statistics

B Std.
Error Beta Tol-

erance VIF

1

(Constant) 2.797 .576 4.854 .000
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

X4

.008 .001 .956 11.763 .000 1.000 1.000

2

(Constant) - 9.190 5.190 - 1.771 .102
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

X4

.005 .002 .566 3.107 .009 .149 6.719

人口密度
X5

.107 .046 .423 2.320 .039 .149 6.719

3

(Constant) - 29.959 7.895 - 3.795 .003
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

X4

.002 .002 .205 1.115 .289 .087 11.530

人口密度
X5

.280 .067 1.104 4.186 .002 .042 23.816

基本养老
保险人数

X3

- 1.250E- 5 .000 - .409 - 3.049 .011 .162 6.173

4 (Constant) - 37.859 3.517 - 10.765 .000
人口密度

X5
.349 .026 1.375 13.280 .058 .278 3.598

基本养老
保险人数

X3

- 1.545E- 5 .000 - .506 - 4.888 .107 .278 3.598

表 4 回归分析输出结果（1）

a. Dependent Variable: 女性老年人口数比重

Coefficients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
ized
Coefficients t Sig.

Collinearity
Statistics

B Std.
Error Beta Tol-

erance VIF

1
(Constant) - 23.404 3.162 - 7.401 .000

人口密度 X5 .240 .023 .945 10.417 .000 1.000 1.000

2

(Constant) - 58.388 6.950 - 8.401 .000

人口密度 X5 .505 .053 1.994 9.598 .000 .063 15.810

人均GDPX1 - 6.753E- 5 .000 - 1.083 - 5.216 .000 .063 15.810

表 5 逐步回归中的统计量（2）

a. Dependent Variable: 女性老年人口数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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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以得到经过检验的回归方程为：

Y=0.505X5 - 0.0675 X1- 58.288

从表 6 可以看出决定系数 R2=0.983，调整后的 R2

值为 0.962，可以看出此模型回归效果显著。

图 2 是回归方程标准化预测值与标准化残差散点

图，图形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现象。最终的回归

方程为：

Y=0.5×X5- 0.0675×X1- 58.288

方程表明，当人口密度保持不变时，人均 GDP 每

增加一元，女性老年人口数比重降低 0.0675%；当人均

GDP 保持不变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一人，女性

老年人口数比重就增加 0.5%。

三、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用最小平方法，设

直线趋势方程的一般形式为：y=a+bt

由Σy=na，Σty=bΣt2 得 y=9.531+0.173t

由表 8 中的我国女性老年人口数比重发展趋势可

见，我国的女性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解

决和应对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成当务之急。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十分迅速，老年抚养

比也是在逐年递增的。随着老龄化的发展，我们国家的

男女的性别比不断下降。在低年龄组中，男女老龄人口

比重基本持平，性别比的下降幅度比较小；而在高年龄

组中，则是女性老龄人口比重明显高于男性，性别比的

下降幅度也明显增大，所以，在我国的老龄人口问题

中，“老龄人口女性化”的趋势显著。

在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比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和人口密度有显著的关系中，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

的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

则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越好，人的寿命就会得到延长。

人口密度反映了单位国土面积上的居住的人口数，是

描述人口密集的程度的指标，当人口密度较大时，由于

空间资源与自然资源的限制，势必会导致人口增长率

的下降，从而影响了女性人口老龄化。

（二）对策建议

1.建立弹性的退休制度

由于女性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老年抚养比

日益加大，调整目前的女性退休年龄的政策是政策发

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些高学历或者需要经验积累“越

老越吃香”的行业来说，“一刀切”退休制度无论是从个

Model Summaryc

Model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1 .945a .893 .885 .28209

2 .983b .967 .962 .16244

表 6 拟合优度检验

a. Predictors: (Constant), 人口密度；b. Predictors: (Constant), 人口密度,
人均 GDP；c. Dependent Variable: 女性老年人口数比重

图 2 回归标准化残差与回归标准化预测值散点图

年份 女性老年人口数比重 y（%） t t2 ty

2000 7.73 - 7 49 - 54.11

2001 8.34 - 6 36 - 50.04

2002 8.59 - 5 25 - 42.95

2003 9.00 - 4 16 - 36.00

2004 9.07 - 3 9 - 27.21

2005 9.56 - 2 4 - 19.12

2006 9.63 - 1 1 - 9.63

2007 9.79 0 0 0.00

2008 9.99 1 1 9.99

2009 10.13 2 4 20.26

2010 10.25 3 9 30.75

2011 9.75 4 16 39.00

2012 10.04 5 25 50.20

2013 10.35 6 36 62.10

2014 10.75 7 49 75.25

表 7 我国女性老年人口数比重趋势预测

年份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女 性 老 年 人 口 数 比
重 y（%）

10.92 11.78 12.65 13.51 14.38 15.24 16.11 15.97

表 8 我国女性老年人口数比重趋势预测 2015—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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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投资回报率来看，还是从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的

充分利用来看，都是不经济不合理的。这造成了我们国

家一些具有较高学历的女性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何况，

在现行的制度中，制约优秀女性人才的胜出，影响到她

们事业的发展，进而导致了一些具有较高学历的女性

在教育的培训还有职业发展和职位晋升等方面的机会

减少，进而影响到了她们晚年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状况。

在现实生活中，关于我们国家的女性退休年龄的

问题，针对不同的人群就应采取不同的标准。可以改变

现有的缺乏弹性的退休制度，根据不同的工作岗位和

不同工作性质的人群进行适当的差别政策。比如工人

等需要耗费一定的体力的岗位，可以保持原有的退休

年龄不变；在行政管理岗位上，老年人可以继续在岗位

上借助数十年的经验进行指导和协调工作，一定程度

得延后退休年龄；在一些经验为重的行业中，如教师、

医生等，可以进一步的再延后退休年龄，经验丰富的老

教授、老大夫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实现整个社

会的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令其带年轻的教师、医生，

传授经验使其更快的成熟起来，同时，也能够降低老年

抚养比、降低社会压力和子女压力。

2.设计公平的养老制度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我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也决定了我们要完善各项福利政策和养老

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是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实现形式

是由个人和单位共同缴纳，退休后继续发放一定额度

的工资，但是退休金的金额主要是由工作时的工资水

平和所缴纳的时间长度决定的，女性本就在职场上与

男性有差别待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还较早，因此缴

费工资和年限都较低；同时，还有部分“家庭妇女”、“全

职妈妈”，进行的家庭内部劳动，都是无酬的,他们的工

作不少却未能进入劳务市场的核算，无法获取退休金。需

要提及的是，我国老年女性丧偶比重很大，失去了配偶退

休金的女性，如何养老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见，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女性来说极不公平。

重新设计养老保险制度，消除制度设置中的隐性

性别歧视，实现真正的公平，在我国是势在必行的。这

也要与前文中所提及的退休制度构建相结合。在这方

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可以

制定非正规就业养老保险，对于那些不缴纳养老保险

的单位工作的女性，加以补偿和保障；另一方面，可以

设立配偶津贴、遗属津贴等，用于补贴那些进行家务劳

动的女性，补贴的额度不可局限在“救济”的层面，更要

真正实现提升老年女性的生活质量。

3.引入全面的保障制度

人口密度是影响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城镇

和农村之中，人口密度有所不同。而在农村，由于其与

城镇的传统观念和劳动性质区别，女性的劳动形式单

一，现如今，我国农村女性在保障制度覆盖的不足，这

就决定了农村女性养老的形式应与城镇加以区别对

待。退休保障制度，应当全面覆盖城乡所有老年人口。

“三农问题”是近年来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城乡

统筹规划也频频被提及，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也应当

事先统筹，使国家的优惠政策让农村老年女性获得实

惠，提升农村老年女性的幸福指数。我国已经在开展

“社区为老服务”，这一政策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全面铺

开。而农村居民自身也要努力思考，积极参与，开创适

应自身发展特征的农村社区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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