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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

阿塔尔表示，如果马克龙成功连任，养老

金制度改革将是其第二任期的优先改革

事项。目前，法国大选在即，国民养老作

为民众最关注的总统竞选议题之一，再次

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法国作为高福

利国家，对养老问题拥有丰富经验，除去

马克龙力推的养老金改革，发展“银发经

济”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另一举措。

当前，法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正

加速迈向老龄化社会。法国国家统计局

此前关于法国人口的最新报告显示，预

计法国人口于 2044 年达到 6930 万的峰

值后逐渐下滑，2070 年将降至 6810 万。

在此期间法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持续加

重，届时 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占法国

总人口的 29%，目前该比例为 20%。法

国国家统计局强调，法国人口老龄化趋

势至少将持续到 2040 年。

事实上，不仅是未来人口老龄化加

速，近 10 年来法国生育率连年走低，已

饱受人口老龄化之苦，政府养老金早已

不堪重负。法国退休指导委员会数据显

示，法国 2019 年养老金账单高达 3297 亿

欧元，占 GDP 的 13.5%，2020 年养老金缺

口高达 180 亿欧元，目前法国养老金年

赤字超过 100 亿欧元已是司空见惯。

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类问题，

法国政府并未袖手旁观，而是通过开源

节流，试图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除去马克龙政府大刀阔斧的养老金制度

改革外，法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扶持老年

人相关行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2005年 6月，法国政府成立全国家庭

服务署，将包括养老服务业在内的家庭

服务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2007

年，法国政府通过了面向老年人的两项

全国养老规划《安度晚年（2007—2009）》

和《高龄互助（2007—2012）》，鼓励养老服

务和养老机构的发展。除此之外，法国

政府于 2009 年成立“法国白银生态”协

会，将其作为相关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

沟通合作的平台。2015 年 9 月 29 日，彼

时担任法国经济、工业和数字化部长的

马克龙就曾主持召开关于法国“银发经

济”部门发展战略的会议，并在当时就将

“银发经济”视为法国的巨大经济机遇。

在法国政府的推动下，法国多个行

业已经在“银发经济”领域脱颖而出。法

国生活条件研究及观察中心数据显示，

法国 50 岁以上的人包揽了约 50%的消

费量。如健康领域，法国老年人在卫生

产品、家庭护理、远程医疗、营养食

品等方面的消费占比约为 65%，而

在旅游、运动、多媒体设备购买等休

闲 领 域 的 消 费 有 57% 由 老 年 人 承

包。根据法国此前的官方数据预测，

法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自 2020 年

起将达到 1300 亿欧元左右。

机构养老是法国“银发经济”的一

大特点。法国政府对于入住相关机构

的老年人给予相应补贴，极大推动了该

行业的发展。法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法国国内包括老年公寓在内的养

老机构超过 1 万家，并拥有超过 70 万

张床位。其中，公共机构占 40%，私

营营利机构占 31%，私营非营利机构

占 29%。2019 年，法国养老服务行

业营业额达到 180 亿欧元，雇佣超

过 100 万名员工。

法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是短时

间 内 能 解 决 的 问 题 ，但“ 银 发 经

济”已经在法国具有一定规模，并

在家庭与社区养老等领域形成

了自身独特的优势，法国未来

“银发经济”的发展无疑将成为

缓解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重

要举措之一。

韩国“单人家庭”的数量正在急速

增长。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最新数据，韩

国 “ 单 人 家 庭 ” 的 比 例 由 2018 年 的

29.3%增长至 2019 年的 30.2%,并在 2020

年达到 31.7%，相比 2000 年的 15.5%增

长 1 倍有余，近乎每 3 个家庭中就有 1 个

“单人家庭”。

“单人家庭”激增的原因是韩国人结

婚年龄正在持续向后延。2021 年 12 月

首尔市发布了人口动向报告书，以 10 年

为界，2000 年首尔市男性的初婚平均年

龄是 29.65 岁，2010 年增至 32.16 岁，而到

了 2020 年已推延至 33.61 岁；相应女性

的这三个数值为 27.5 岁、29.82 岁、31.60

岁，也已超过 30 岁。而根据韩国统计厅

2020 年人口调查统计，30 岁至 40 岁男性

独身比例达到 50.8%，这是该数值有统

计以来首次过半；而这一年龄层女性独

身比例达到 33.6%，也超过了总数的三

分之一。

对于“为什么选择单身生活”，40%

的人给出的答案是“独自生活更自由方

便”。但事实上这只道出了问题的一个

方面。

“单人家庭”往往使人难以求得帮助

和关怀。韩国统计厅 2021 年就“社会孤

立度”数值进行了调查。社会孤立度指

的是在人际关系、经济、精神上需要帮助

时难以求得帮助的人口比例。得出结果

为 34.1%，相比 2019 年 27.7%高出了 6.4

个百分点。韩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处

于社会孤立状态。“单人家庭”数量的增

长、老龄化的加剧是这一数值持续增长

的根本原因。

“单人家庭”会加重人的孤独感。去

年国际舆论调查公司益普索在全球就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进行过一次调查，在“感

到孤独”一项中，有 38%的韩国人勾选，

在发达经济体中处于明显偏高的水平，

而加拿大、美国的比例为 31%，日本则为

16%。韩国“单人家庭”比例过高是一个

重要原因。

“单人家庭”还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单人家庭”激增带动了韩国酒类

消费。据韩国政府部门调查，受疫情影

响，近 90%的韩国人将饮酒场所搬到家

中，而其中近半数是独自饮酒。另外，

“单人家庭”患抑郁症的比例也明显高于

其他人群，目前韩国每百人中，就有 15

人出现过抑郁症状况。

为应对“单人家庭”现象，韩国各

地方政府已展开积极行动。首尔市近期

公布了未来 5 年的“单人家庭安心生活

综 合 对 策 ”， 并 为 此 投 入 5.58 万 亿 韩

元，从医疗、安全、心理健康、住房四

个方面着手，帮助“单人家庭”解决生

活难题。

在医疗方面，首尔市继续推广“安心

就医”服务。市民通过电话申请后，专业

陪护人员将提供往返医院的陪同服务，

并可帮助办理挂号、缴费、住院和出院等

手续。针对某些居民区犯罪多发现象，

将增加社区安全员数量、增设监控摄像

头，并推出“安全门卫士”服务。政府还

试点引入人工智能电话问候服

务，服务对象可定期收到有关

生活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的

问询电话。在住房方面，至

2026 年，首尔市将向“单人家

庭”提供 7 万户以上的小型

定制住宅，并从今年开始

试运行租房签约协助服务。

韩国地方政府还通过

优 惠 措 施 吸 附“ 单 人 家

庭 ”，以 期 拉 动 地 方 经

济。京畿道城南市计划

从 今 年 4 月 开 始 ，每 月

向满 19 岁以上的“单人

家庭”组成的社团提供

活 动 费 支 援 ，并 组 建

“单人家庭”社区。釜

山市计划在单间式公

寓密集的大学街建立

女性亲和型“单人家

庭”安全综合小镇，租

赁对象为单人青年家

庭。韩国多地还出现

了由旧房改造而来的

“共享租赁”房屋，

在 为 “ 单 人 家 庭 ”

减 轻 租 房 负 担 的

同时，将有效防

止 “ 单 人 家 庭 ”

可 能 引 发 的 抑

郁症和孤独死

等风险。

说起希腊，人们脑中浮现

的往往是一个人间天堂的模

样 ：退 休 早 、假 期 长 、工 作 轻

松⋯⋯外界甚至戏称其为“懒

人国家”。

希腊式的“懒”其实有其

深层原因。长期以来，希腊

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而以

旅游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劳动人

口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和可替代性特

征，加之债务危机以来国内高等教育

人才流失、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加剧

等因素，希腊劳动力结构趋于不合理并

陷入不良循环，经济创新转型所必需的

高端人才储备不足。

根 据 希 腊 央 行 的 数 据 ，2008 年 至

2016 年期间，至少有 42.7 万名希腊高等

教育人才离开希腊前往其他国家。根据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希腊 65 岁以上老龄

化人口连续多年位居欧盟前列。

近年来，希腊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拟将希腊打造成南欧数字中心。数

字人才作为数字经济中最重要和最基础

的一环，也是希腊经济转型中最薄弱和

最急需的一环。为提高数字型高端人才

储备，希腊政府采取吸引数字移民和扩

大数字教育两种手段，保障中短期的数

字人才供给。

2021 年 9 月，希腊政府专门出台法

案，设立了新的签证类别“吸引投资和数

字移民签证”，首次发放期限最长可达一

年，并可在到期前继续再延长两年。此

举旨在依托希腊适宜的地理气候、单一

的欧元货币区、良好的投资环境、较低的

犯罪率、热情丰富的人文环境、较低的生

活成本等独特的有利条件，吸引从事数

字经济的高端人才移居希腊，以快速满

足未来数字经济转型发展的人才缺口。

同时，希腊政府还为数字移民群体专门设定了具有竞争力的

税收框架，为符合条件的数字移民提供最多 7 年 50%的税收优惠

和激励政策，以提高数字移民在希腊的稳定性。根据希腊政府估

计，如果每年吸引 10 万名数字移民，平均停留时长 6 个月，每年通

过税收和消费等带来的收入将至少达到 16 亿欧元，几乎相当于

250 万名游客在希腊逗留一周所带来的收入。

利好政策为希腊数字移民快速增长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希

腊正逐步成为最受全球数字移民欢迎的目的地之一。根据远程工

作 网 站 Nomad list 的 统 计 ，希 腊 2021 年 数 字 移 民 数 量 较

2017 年大幅增长 198%，增速排名全球第三。借助希

腊得天独厚的美丽海岛风光和激励政策，希腊克里

特岛和罗德岛等诸多岛屿均已开始吸引数字移民的

目光，数字移民群体可将远程工作和悠闲度假相结

合，感受独一无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此外，希腊政府通过加大对劳动力人口的数字教育培训，提

高整体就业人口的数字技能和数字能力。根据希腊商业和工业

协会发布的 2022 年版《经济和商业数字技术成熟度》报告，希腊

理工科高等教育毕业生排名欧盟第 13 位。但与其他欧盟国家相

比，希腊社会整体数字化水平较为落后。数字教育与公司和劳

动力市场的联系不足、数字人才外流、终身学习水平低，以及公

共部门缺乏监测和评估数字技能的机制等，导致了希腊整体社

会数字能力水平较低，理工科毕业生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社

会和经济的整体数字发展推动力。

为此，希腊政府专门创建了“数字公民学院”这一网络倡

议，为教育机构、工商业企业、相关就业人口提供超过 2000

小时的数字技能培训和教育，包括互联网使用、计算机应

用、移动应用程序、数字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各个

相关领域，提高劳动力人口的数字技能水平。

人口负增长日益成为全球人口发

展的显著趋势，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

进程和低位徘徊的生育率被视为这一

趋 势 的 主 要 推 手 。 据 联 合 国 最 新 版

《世界人口展望》 预计，至 2050 年全球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增至 77.1 岁，全

球生育率将降至 2.2，未来 10 年人口增

长将呈总体减缓趋势。作为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基 础 性 、

全 局 性 和 战 略 性

支 撑 要 素 ， 人 口

的 增 长 模 式 发 生

方 向 性 变 化 ， 引

发了人们对 经 济

是 否 能 够 持 续

增 长 下 去 的 普

遍担忧。

从 生 产 机 制

分 析 ， 人 口 负 增

长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产出，而是通

过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投

入、技术进步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来

影响经济产出。一方面，人口负增长

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将导

致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等经济增

长阻滞。但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

少也有利于倒逼技术进步与推广，特

别是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有望抵消人

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负面影响。麦肯锡

咨询公司此前研究预测，若人工智能

发展速率保持中等水平，至 2030 年全

球范围内人工智能的劳动力替代平均

比率将达 15%，美国和德国的这一比

率将可能高达 23%和 24%。

从消费机制分析，总消费规模受到

人口规模与消费结构的综合影响。一

方面，人口负增长带来整体消费需求规

模下降、风险厌恶情绪弥漫，会直接减

少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造成经济低

迷、通货紧缩。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经

济社会发展，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可

能带来消费规模增长。以连续多年人

口负增长的日本为例，伴随其国内老年

群体壮大及消费偏好变化，近年来其不

断推进养老地产、数字养老、养老医疗

护理、老年人教育及文娱等多个老龄化

细分产业发展，精准释放出老年群体消

费潜力。

由此来看，虽然人口负增长可能

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但科

学应对仍可扭转其负面效应，创造发

展新机遇。当前我国正面临人口增速

放缓、总和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接近

深度老龄化等新趋势。与此同时，我

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民生福祉尚有

提升空间，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未备先老”。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

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适应人口发展转向的发展道路，将可

有效应对与人口负增长时代相关联的

劳动力短缺和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

首先，可通过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

策和消除就业歧视，挖掘潜在劳动力资

源，减少主动失业人口；同时加强技能

型劳动力的培训、提升雇主利用技能型

劳动力的能力等，全面激活人口质量红

利。其次，重视科学研究与创新，注重

拓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引入，推动向技术

红利发展模式的转变。再次，把握地区

人口发展差异的机遇，优化人才政策和

移民机制以吸引劳动力流入。此外，从

长远来看还需改革完善相适应的人口

政策制度，重视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

人口分布和人口素质等问题，构建适宜

人口发展的制度环境，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