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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与

全国其它省区一样，已相继步入老龄化社会。党

的十八大把民生问题和养老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

程，基于国家的相关政策指导，内蒙古自治区积

极执行相关政策，并借鉴成功经验，致力于解决

好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着力改善民生，以

利民惠民，实现自治区的和谐稳定发展。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及指标

一般来说，界定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 60 岁以上的比例达到 10%，

或者是 65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 7%。这一概念包括

以下两个含义 ：一方面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占

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数量呈现增多现象 ；另一

方面是指非年轻状态在人口的结构中明显，显示

出老龄化现象。

（一）老龄化程度指标

1. 老年人口比例 ：是指在总体人口中，60 或

65 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百分比。正是在这

一比例变动的基础上，获得了关于人口老龄化的

概念定义，同时，也是以这一比例的变动为指标

来衡量某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或年轻化。如

果该比例上升，那么说明在人口金字塔结构上已

经达到了顶部老龄化。

2. 人口年龄中位数 ：是指根据年龄这一标准

将总体人口平均分成两部分，在年龄中位数以上

和以下各自平均分配这两部分人口，因此，根据

人口老龄化这一衡量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年

龄较大的人口在总体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动趋势

就可以通过年龄中位数的上升或下降获得清楚的

反映。

3. 少儿人口比例系数 ：是指在总体人口中，

14 岁及以下少儿人口所占的比例。如果该比例有

所下降，那就表示在人口金字塔结构上已达到了

底部老龄化。如果社会成为老年型人口结构，那

么此时该比例即为 30% 以下。

4. 老少比 ：是指年老人口数量比少儿人口数

量。这一指标能够比较全面清楚地反映出人口年龄

构成结构中高、低两端的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

（二）老龄化速度指标

1. 老年人口比例年平均增长率 ：65 岁以上的

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的比率。

2. 老年人口达到一定阶段需要的时间年数 ：

在总人口中 65 岁以上的占比重达到 7%、10%，

14% 所需要的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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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指标

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

数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以百分比来表示。该指标

反映出，从社会人口总数上来看，每 100 名非劳

动人口需要多少劳动人口来负担。

1. 少儿人口抚养比 ：【14 岁以下人口数 /15-

59 岁劳动人口数】×100%

2. 老年人口抚养比 ：【60 岁以上人口数 /15-

59 岁劳动人口数】×100%

3. 总人口抚养比 ：【少儿人口抚养比 / 老年人

口抚养比】×100%

二、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

因分析

（一）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老龄化现状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内蒙古自治

区全区定量人口为 24706321 人，与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 23755427 人数对比，十年共增加 950894

人， 增 长 4.00 %，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0.39%。 在

全区常住的人口中，0—14 岁人口数达 3482598

人，占人口总数的 14.11% ；15—64 岁人口数达

19355566 人，占人口总数的 78.35% ；65 岁及以

上人口数达 1868158 人，占总人口数的 7.57%。

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64 岁

人口所占比上升至 4.98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

口所占比上升至 2.22 个百分点，0—14 岁人口所

占比下降至 7.19 个百分点。

根据表 1 显示，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规模不断

扩大，老龄人口比重逐渐增加，年轻型人口越来

越少，可见自治区的老龄化趋势将会呈逐年增加

趋势。

（二）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老龄化特征及形成

原因

1.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老龄化特征

（1）年老型人口增多，老龄化速度过快

老龄化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构成中顶端的老

年人口数量快速增加造成，也是底端少儿人口数

量增加减慢而致。顶部老年人口增长加速与底部

少年人口增长减慢共同“夹击”，从而导致人口老

龄化发展速度迅猛惊人。内蒙古自治区自 2007 年

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近十年来发展速度惊人，

老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

（2）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

截至 2015 年，自治区突破人口百万的盟市只

有 9 个，全区人口的一半还都只是分布于 102 个

旗县区的 11159 个嘎查村中。就老年人的养老服

务业看，农村基本没有任何建设发展。此外，在

全区的农村中，老年人口数大约有一半，比例非

常大。由此可见，农村的养老任务和养老问题需

要被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解决。

（3）老龄人口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公共

服务事业的健康良好发展，使得自治区人民的生

活条件得到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社会

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这让全区人民生活条件

有良好的改善，而且健康程度增加，人均寿命有

所延长，从而导致了人口高龄化趋势。相反地，

近年来外出打工人员不断增加，全区流动性人口

较多，特别是全区农村人口比重大，大部分年轻

人都外出，从而导致大部分乡村以老年人口居

多，从而产生空巢老人。

2.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老龄化形成原因

（1）内蒙古自治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生

育水平从整体上有了明显下降，从而导致得青少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表 1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内蒙古人口的基本情况       
                                                        单位 ：万人

年份

总人口

男

女

其中各年龄组人口

0-5 岁

6-14 岁

15-64 岁

65 岁及以上

1953 年

610.62

343.19

266.83

-

-

-

-

1964 年

1233.41

669.28

564.13

-

-

-

-

1982 年

1927.43

1005.29

922.14

237.1

447.58

1173.22

69.62

1990 年

2145.65

1115.57

1030.08

246.92

363.45

1449.29

85.99

2000 年

2375.54

1228.90

1146.64

151.13

354.43

1742.85

1271.3

2010 年

2470.63

1283.14

1187.50

1935.56

1868.16

34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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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数量减少，青年人口比重呈现下降。

（2）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快速良好发展，社会

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使人们健康水平提高，人均寿命有所延长。

（3）自治区内流动性人口较多，尤其近年来

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都外

出，年轻人口越来越少。此外，很多毕业生在就

业时没有回到家乡，而父母仍留在原家乡。这些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自治区内的人口老龄化速

度，尤其是对区内经济发展缓慢的较偏远的农村

牧区地区。

三、人口老龄化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之

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内蒙古自治

区的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作

用，其中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我们需要

准确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用，积极利用这

一趋势的推动性力量，并努力克服它带来的问题。

（一）积极影响

1. 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人口作为人类社会上生产和需求的终端主体

者，主要会通过对物质及精神上的供给和需求两

个点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人口老龄化

主要通过需求方面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推动作用。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相对较晚，从历史上及先进

入老龄化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看，我们

不难发现，老龄化社会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社会服务业的发展。在我国大多城市中，

老年人口多对养老服务需求很大，包括家政服

务、护理服务及法律援助服务等，这些养老服务

业主要从属于第三产业，而这些需求的增加则促

进了该的发展，从而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2. 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水平呈现快速

增加趋势，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都有了明显

的改观，休闲娱乐事业发展的也比较快。老龄化

使老龄人口增加，老龄人口时间充足，大部分老

年人都借此闲暇时间外出旅游度假，相应的促进

了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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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极影响

1.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

老年人口增加，对社会医疗、保健等社会保

障事业需求增加，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分配财政收

入，将对社会保障事业方面投入更多费用，以满

足老年人口的需要，从而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2. 人口老龄化影响了自治区的劳动力供给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整体结构的群体老

化，它既代表着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增加，比

重增大，而且也会引起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平

均年龄逐渐增大，从而进一步导致劳动力的老化

程度加重，劳动效率的降低。

3. 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单纯消费，降低投资比

率

人口老龄化使人们大多数开始逐渐丧失相应

的劳动能力，成为仅能消费的人口，并且会开始

减少适度的投资活动和动用原有储蓄，从长期来

看，会导致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对自治区经济

的良好发展带来不利。

四、内蒙古自治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

策建议

（一）发展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完善医疗保

健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进入到老龄化阶段，老龄人

口增加，需要政府更加积极的发展社会公共卫生

事业，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使老年人及其家

庭能够避免因疾病而致的危机，健全和完善多层

次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医疗保健制度，此

外，在逐步妥善解决提高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

时，要强调并重视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

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逐步实

现健康老龄化。

（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就目前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的形势非常紧张

的情况下，人们对老年人的日常照料需求更多，

养老服务需求呈现不断增加趋势。加强养老服务

体系的制度性建设，是解决养老问题、满足人民

群众对养老服务强烈需求的必然反映和要求，因

此需要积极努力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保障

制度，以使得“老有所养”，并全面建成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覆

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三）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老龄产业，是指由于要满足老年人相关生

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活动的特殊需求有所增

加，从而导致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有所增长继而带

动和形成的一类产业。目前，还很缺乏一些专门

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和市场，因此需要大力开拓

和发展一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事业。除此以外，

要积极引导和帮助老年人进行理性的合理的消

费，培育和壮大老年型用品的消费市场。

（四）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精神

力量，当人们进入到退休阶段时，老年生活会很

单调。为了充实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努力发展传

统文化产业，让老年人积极参加，确保他们生活

更有意义，从而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

平，为社会减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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