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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国际安全战略

初晓波

内容摘要 ： 国 际安全战略的制定者和研究者不应忽视人口 老龄化 问题。
人 口

老龄化将直接影响一个国 家的 经济发展能力 、 军 事及防务开支以及战争可动 员人

口数量 。 目前 ，

世界大 多数 国 家都必须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人 口老龄化

对各大国和地区 的影响程度有所不 同 ，
国 际安全焦点和热点 问题可能继续在人 口

老龄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持续 ，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可能引发新冲突 。

关键词 ：
人口老龄化 国际安全战略 青年群体膨胀 国 际人口移徙

国际安全战略的制定者和研究者正面临着新的问题。 无论强调权力与均衡的

规实主义 ， 重视格局与治理的 自 由主义 ， 还是执著于观念与规范的建构主义 ， 都

无法忽视
一

股不可阻遏的洪流 ： 到 2 0世纪 中叶才开始真正为人们所认识的人 口

老龄化 ，
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

从
“

银发欧洲
”

、

“

银发 日本
”

到现在的
“

银

发中国
”

， 而在可预计的 2 1 世纪中 叶 ，
我们将面临着

“

银发世界
”

的严峻现实 。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结非常精辟 ，

“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最重大的成就之
一

， 也是对

我们最严峻的挑战之
一

”

。

1

本文试图结合世界人 口老龄化发展的现状 ， 重点思

考人口 老龄化影响国际安全战略的内在逻辑 ， 在此基础上阐述不断加深的人口老

龄化对国际安全战略可能引发的具体影响 。

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

1 世界卫生组织编 、 中国老龄协会译 ：
《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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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口老龄化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现状

一

般认为 ， 国际上较早使用人 口老龄化的概念是从美国约翰斯 ？

’

霍普金斯大

学的雷蒙德 ？

珀尔 （ ＲａｙｍｏｎｄＰｅａｒｌ ） 开始 。 他在 1 9 4 0 年发表了
“

人口 的老龄化
”

一文 ， 虽然这篇为纪念美国统计学会百年华诞而写的文章 ， 很难说是对人口老龄

化问题的深入阐述 ， 但它不仅提出 了人 口老龄化概念 ， 还运用大量篇幅从人口结

构 （ 特别是出生率 ） 的视角来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同 国家

阵营的特点 ， 可视为从人口老龄化角度考量国际安全战略的较早尝试 ， 应引起我

们的髙度关注 。

1

而对人 口老龄化认识最为重要的学者是法国人口 学家阿尔弗雷

德 ？

索维 （ Ａ ｌｆｒｅｄＳａｕｖｙ ）
， 他于 1 9 4 8年发表的文章

“

西欧人口 老龄化的社会经

济后果
”

，
涉及人 口老龄化对就业 、 社会负担等层面的全面影响 ，

甚至包括人 口

老龄化与货币贬值 、 选民构成 、 对和平追求以及人 口迁移等问题的相关性 ，
至今

对学界仍有重要启发 。

2

此后 ， 世界各国学者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人 口老龄化

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

3

各个层面的研究不断深人 ，

4

并逐渐在整个世界范围 内

形成了共识——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 ， 必须充分估计其复杂影响 ，

并积极应对。

对于人口 老龄化的概念界定存在较大争议 ， 按照 中 国学者的归纳和总结 ，

“

所谓人 口老龄化 ， 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

人口在总人 口 中 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 。 国际社会通

常把年满 6 0 岁及以上的人 口称为老龄人口
， 把 6 0 岁及以上的人 口 占总人 口 比重

的 1 0％ 或 6 5 岁及以上人 口 占总人 口  7％ 以上的 国家或地区称为
‘

老年型国家
’

或
‘

老年型地区
’ ”

。

5

在研究中 ， 学者们强调要区分动态的人口 老龄化与静态的

年老型人口
， 强调人 口老龄化不是简单的老年人 口绝对数量的增加 ， 而是老年

人 口相对于少儿组人 口 的增加 ， 也就是人 口年龄结构的相对变化 。 除了重视人

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性变化特征之外 ， 还需要关注其与个人衰老过程的紧密相

关性 ， 等等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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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对人 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的努力综述 ， 参见党俊武 ： 《老龄社会引论 》 ， 北京 ： 华龄

出版社 ，

2 0 0 4年版 ， 第 5 7
—

7 6页 。

4 对当下世界各国人 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现状的综述 ， 参见杨光辉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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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理解 ，
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在人口 中的 比例增大 ， 但在具体研究

过程中 ， 我们还需要
一

套具体的指标体系 。 按照我国学者的研究和总结 ，
测度

人 口老龄化的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 程度指标 、 速度指标和社会经济影响指

标 。 而常用的测度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包括 ： 6 0 岁或 6 5 岁及以上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 、 人口年龄中位数 、 少儿人 口 比例 、 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的比值 ； 常用

的测度人口 老龄化速度的指标有 ： 老年人口 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 、 老年人口 比例

达到某
一

水平所需要的年数 ； 常用的测度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指标有 ：

少儿人 口 抚养比 、 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 ， 等等 。

1

从联合国和国际学

界研究的结论来看 ， 判定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指标可以概括如下 ：

表 1 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指标

年龄构成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年老型

6 5 岁及以上人 口


4％ 以下


4％— 7％


7％ 以上

0＿ 1 4 岁人 口4 0％ 以上 3 0％— 4 0％ 3 0％ 以下

老少比 1 5％ 以下 1 5％— 3 0％ 3 0％ 以上

年龄中位数


2 0 岁以下


2 0
－

3 0 岁


3 0 岁 以上

来源 ： 杜鹏 ： 《 中 国人口 老龄化过程研究 》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

1 9 9 4 年版 ，

第 3 8 页 。

按照这些指标来看 ， 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速度非常快 ， 而且范

围之广 、 影响力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 根据联合国统计 ，
二战结束后 ， 全球范围内

人 口 出生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 ， 而同时人均寿命则不断攀升 。 2 0 0 0 年 ，
全

球 6 5 岁 以上人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大约为 6 ． 8％
， 2 0 1 0年这个比例上升为 7 ． 6％

， 而

到 2 0 3 0 年左右接近 1 0亿人 ， 达到 1 1 ． 7 ％（ 表 2 ） 。 而同时少子化趋向 同样明显 ，

2 0 0 0年 ，
0
—

1 4 岁人口 占世界总人口 的比例仍有 3 0 ． 3％ ， 到 2 0 1 0年下降到 2 6
．
9％

，

表 2 世界 6 5 岁以上人口变化趋势及占人 口比例 （
2 0 0 0

—

2 0 3 0
） 单位 ： 千人

年份 2 0 0 02 0 0 5 2 0 1 0 2 0 1 5 2 0 2 0 2 0 2 5 2 0 3 0

数量 4 1 7  2 4 2 4 7 2  5 8 9 5 2 3  4 7 8 6 0 1 1 8 57 1 3  8 5 5 8 3 2  3 2 6 9 6 9  4 4 0

比例％ 6 ． 8 7 ． 3 7 ． 6 8 ． 2 9 ． 3 1 0 ． 41 1 ． 7

来源 ：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Ｄｉ

ｖ ｉ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ｅｐａｒ
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ｅｉｒｓ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 ａｔ ｉｏｎ ｓＳｅ ｃ ｒｅｔ ａｒ ｉａ ｔ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ｍ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2 0 0 8 Ｒｅｖｉｓ ｉｏｎ

，ｈｔ ｔ
ｐ

： ／ ／ｅ ｓ ａ ．ｕ ｎ ． ｏ ｒ
ｇ ／

ｕｎｐｐ 。 本文所有来 自 联合 国 的数据 ， 都是按照 中等 出 生率 （ ｍｅｄｉｕｍｖａｒｉａｎｔ ） 进行统计 ，

以 下不说明 。

1 杜鹏 ： ＜ 中国人 口老龄化过程研究 》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 9 9 4 年版 ， 第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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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 0 2 0年这一 比例将降到 2 5％ ， 总额不足 2 0亿人 （ 表 3 ） ， 令人担忧 。

表 3 世界 0
—

1 4 岁人 口变化趋势及 占人 口 比例 （
2 0 0 0

—

2 0 3 0 ） 单位 ： 千人

年份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5 2 0 2 0 2 0 2 5 2 0 3 0

数量 1 8 5 4  5 7 7 1 8 4 7  4 8 8 1  8 6 1 5 0 5 1 8 9 7  1 6 2
1 9 2 2  1 9 3 1 9 1 7  1 5 8 18 8 4  6 3 1

比例％3 0 ． 3 2 8 ． 4 2 6 ． 9 2 6 ． 0 2 5 ． 0 2 3 ． 9 2 2 ． 7

来源
：
同表 2 。

从老少比来看 ， 形势非常不容乐观 。 2 0 0 0 年 ， 老少 比仍停留在 3 2 ． 5 4％
， 但

到 2 0 1 0 年就迅速上升到 4 0 ． 3 5％
，
而 2 0 3 0年这一比例将继续上升到 7 2 ． 7 1 ％（ 表

4 ） 。 此外 ， 年龄 中位数的发展也很迅猛 ，
2 0 0 0年仍在 2 6 ． 6 岁 ， 但到 2 0 1 0年就接

近 3 0 岁 ， 2 0 3 0年将继续攀升至 3 4
．
2 岁 （ 图 1） ，

3 0年 内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

表 4 世界老少比变化趋势 （
2 0 0 Ｑ

－

2 0 3 0 ） 单位 ： 千人

年份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5 2 0 2 0 2 0 2 5 2 0 3 0

6 0 3  5 3 8 6 6 6  5 9 2 7 5 9  1 1 0 8 9 0  4 9 71  0 3 0  5 3 9 1 1 9 3  6 2 1 1 3 7 0  3 8 6

数量


0
—

1 4 ＾ ｉｔ

ｊ 8 5 4  5 7 7 1 8 4 7  4 8 8 1 8 6 1 5 0 5 1 8 9 7  1 6 2 1 9 2 2  1 9 3 1  9 1 7  1 5 8 1 8 8 4  6 3 1

量


老少 比 3 2 ． 5 4％ 3 6 ． 0 8％ 4 0 ． 3 5％ 4 6 ． 9 4％ 5 3 ． 6 1％ 6 2 ． 2 5％ 7 2 ． 7 1％

来源 ： 基本数据同表 2
，
老少 比根据相关数 字计算得来 。

ＩＩ ；


^

1 5’

斌 成赛气蚤靈
二 、

畫 育齋
一

Ｊ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5 2 0 2 0 2 0 2 5 2 0 3 0

年

图 1 世界人口 年龄中位数变化趋势 （
2 0 0 0

—

2 0 3 0 ） 单位 ： 岁

来源 ： 同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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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 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 ， 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抚养比 ，
也

就是人口 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 ，

一般以百分数表示 ， 也称为抚

养系数 ， 从中可以说明每 1 0 0 名劳动人 口负担多少非劳动人口 。 从联合国的调查

来看 ， 总人口抚养比的总体变化并不非常明显 ， 甚至略有下降 ， 而少儿人口抚养

比的比例则持续下降 ， 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则非常明显 （ 表 5 ） 。 如果从动态

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 ， 这种变化趋势将对未来社会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

表 5 世界老少比变化趋势 （
2 0 0 0
—

2 0 3 0 ） 单位 ：

％

＿

年份总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

2 0 0 0 5 9 4 81 1

2 0 0 5 5 5 4 4 1 1

2 0 1 0 5 3 4 1 1 2

2 0 1 5 5 2 3 9 1 3

2 0 2 0 5 2 3 81 4

2 0 2 55 2 3 61 6

2 0 3 0 5 2 3 5 1 8

来源
：
同表 2 。

二、 老龄化如何影响国际絲战略选择

人口 老龄化的深远影响 ， 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 在经济领域 ，

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 储蓄 、 投资 、 消费 、 劳动力市场 、 养老金 、 税收等 ， 甚至包

括住房需求 、 流行病防控 、 政治选举模式以及国家安全 ，
等等 。

1

其实早在 1 9 4 8

年 ， 阿尔弗雷德 ？ 索维就曾在他的
“

西欧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
”

中提出 ，

“

在那些遭遇老龄问题的国家里 ， 进取精神 以及支撑资本主义存在的冒险精神 ，

将会逐渐萎缩 ， 并代之以新的情感 ： 对安全的追求
”

。

2

也就是说 ， 他意识到人

口 老龄化将会对国际安全战略产生深层次影响 。 但这种影响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

对此 ，
国际学界意见并不一致 ， 其中最惹人注 目 的是

“

老龄和平论
”

（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Ｐｅａｃｅ ） 假说 。

“

所谓假说 ， 就是根据已知的科学原理和事实 ， 对未知的事物现象

1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Ｄｉｖ ｉ ｓ ｉｏｎｏ 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 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 ｆａｉ ｒｓ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ｉｔｅｄ

Ｎａｔ 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 ｉａｔ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
ｏｎ

Ａｇｅｉｎｇ

2 0 0 9
，

ＥＳＡ／ＰＡ／ＶＰ／ 2 1 2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2 0 0 9 ，ｐ ｖｉ ｉ ｉ

，

2Ａｌｆ ｒｅｄＳａｕｖｙ，

＂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ｏｎｓｅｑｕ ｅｎｃ ｅｓｏｆ ｔｈｅＡ
ｇ
ｅ ｉｎ

ｇ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ｏｎｓ

，

＂

ｐ ． 1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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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性或规律性所做出 的假定性解释
”

。

1

从大量经验性事实出发 ， 人们总结

出人口老龄化将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和平 ， 但迄今所做的研究并不足以证明这种论

断的必然性 ，
特别是在预测国际安全未来走向 问题上 ， 人口老龄化还很难成为一

个独立的基本推论前提 。

2

（

一

） 人口老龄化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要素的国家实力

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中指出 ，

“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

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 更为重要的是 ，

“

全部

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 口
， 是社会生产力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

”

。

3

人 口老龄化最直接的后果是劳动人口 的减少和劳动人口结构的老化 ， 其结果是从

量和质两个方面直接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下降 。 人 口老龄化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质

量 ， 按照学界的研究 ， 虽然老龄或者接近老龄的劳动力有丰富的经验 ， 但随着年

龄上升 ， 体力 、 智力与记忆力都逐渐衰退 ， 导致劳动能力及劳动速度缩减 ， 影响

产品精密程度和整体质量 。 而且在当代新兴产业和行业不断涌现 ， 知识更新换代

和岗位轮换不断加速的背景下 ，
老化的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 虽

然当代老龄人口身体状况和教育水平有很大程度提高 ， 但从整体趋势来看 ， 人口

老龄化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还是负面性居多 。

4

人口 老龄化对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 以 中 国为例 ， 中 国 目前 6 0 岁以

上老年人 口 已经达到 1
．
4 3 亿人 ， 占总人口 的 1 1 ％ ， 进人老龄化的初期阶段 。 预计

到 2 0 2 0 年 ， 这个 比例将达到 1 6％
， 总数超过 2 ． 3 4 亿人 ，

5

形成所谓
“

未富先老
”

的情况 。 预计到 2 0 2 0年
，
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缺口 达到 1 ． 2 1 万亿元 ；

农村养老风险也在加大 ，
随着家庭小型化 、 空巢化和土地收益下降 ，

传统的家庭

养老和土地养老的功能将 日趋削弱 。

6

美国战略与 国际研究中心 （ ＣＳＩＳ ） 学者在

研究报告 《银发中国 》 中提出 ， 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 ， 将决定其能否成为
一

个繁荣和稳定的发达国家 。 虽然 目前中国仍然处于
“

人 口红利
”

阶段 ， 但未

来情况不容乐观 ，

“

中 国今天的劳动力人口数量 ， 到 2 0 5 0 年可能会失去约 1 8％ 到

3 5％
”

。 他们警告 ， 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 、 约 3 ／ 4 劳动者没有养老金以及医疗保

1 赵泽宗 、 林正锐、 姜全吉主编 ：
《逻辑学辅导 Ｗ 第三版 1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 0 0 4年版
， 第 1 1 9页。

2 相关研究除了本文引用的 ＭａｒｋＬ ．Ｈａａｓ 以美国为视点的研究外 ，
还包括韩国学者Ｓｅｏｎ

ｇ
ｈｏ

Ｓｈｅｅｎ 在

ＡＰＳＡ  2 0 0 9
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ｅｅｔ

ｉ
ｎｇ
上发表的论文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ｅａｃｅ： Ｄｅｃ 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 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Ｎ 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 ｉ ａｎ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

，
以及 曰本学者猪 口

邦子在 
Ｂｅｌｄ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


Ｆｏｒｕｍ 上发表的论文 

“

Ａ

Ｇｅｒｉａｔ ｒ
ｉ
ｃ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Ｍｕ ｌｔ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 ｓ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 ｄＤｅｍｏ
ｇ

ｒａｐｈｙ
ｉ ｎｔ

ｈｅ
2 1 ｓｔＣｅｎ ｔｕｒｙ

＂

3 马克思 、 恩格斯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第 1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 9 7 5 年版 ， 第 1 8页 。

4 李通屏等编著 ： 《 人 口经济学 》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 0 0 8 年版 ，
第 1 1 0 页 。

5 国家人 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编 ： 《国家人 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读本 》 ， 第 8 页 。

6 王梦奎主编 ： 《 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 （
2 0 0＆

－

2 0 2 0 ） 》 ． 第 2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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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1 1ｉＭＭｇｍＦｉｉａｉｉｍｆｆｌＥｔｉａｓｇｉａｓｒｉｉｉｗ—

险不健全 ，

“

如果中国未能在迎接老龄化浪潮方面准备就绪 ，
它将在 2 1 世纪下半

期面临
一

场危机
”

。

1

（
二 ） 人 口老龄化与军事和防务开支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中退 出生产与创造的人群不断增加 ， 各个负责任的国

家政府需要在保证老年人生活需要 ， 维持其健康水平以及提高老年护理费用等方

面承担更大负担 。 作为对外战略选择的基础 ， 国家必须审视人 口 老龄化带来的经

济社会问题 ， 必须权衡国 内事务预算与对外战略预算之间的关系 ， 思考为达成对

外战略 目标可供选择的手段和成本 。 在一国总体财政状况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 与

社会保障相关的费用支出 的持续增长必然会影响用于军事安全的费用开支的扩

大 。 简单来说 ， 就是
“

到底是枪还是轮椅
”

的问题。

2

养老保险因其延迟支付特征 ， 最容易受到人 口老龄化的影响 。 当前
， 退休人

口领取退休金的时间比以前更长 ， 社会保障缴费年数因实际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减

少 ， 出生率的下降导致费基不断缩小 ， 这三种趋势互动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状况

不断恶化 。

3

如果前
一

代和下
一

代的养老待遇水平都不变 ， 那么后
一代就必须支

付更高比例的缴费 ， 这被称为负向 的再分配效应 。 在世界范围内 ， 日本的人 口 老

龄化状况非常严重 ， 预计 2 0 2 0年 6 5 岁以上的人口 将达 3 3 3 3 万 ，
约 占人 口总数的

2 6 ． 9％
； 而 0

—

1 4 岁人 口为 1 6 9 9 万 ， 仅占总人 口 的 1 3 ． 7％
， 到那时 ，

日本的人 口

变化将对 日本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

4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 ， 除非 日本政

府不断提高普通国 民的退休年龄 ， 例如 2 0 2 0年必须达到 6 7 岁 ， 不然无法缓解后

一代人不断上涨的缴费压力 。 否则 ， 如果保持退休年龄相对不变 ， 现收现付制度

下的缴费虽然开始时仅相当于国民平均工资的 7％
，
但到 2 0 5 0 年 ， 这个比例将提

高到 3 0％ 。

5

日 本存在着
一

个所谓的
“

团块世代
”

， 即战后 1 9 4 7 年到 1 9 4 9 年之间

婴儿潮时代的出生者 ， 在这三年中共有 8 0 5 ． 7万人出生 ， 他们是 日本战后重建的

主力军 ， 也被尊奉为 日本现代经济 、 文化和价值观的缔造者 。 2 0 0 7年以后 ，
这批

人开始进人老龄阶段并形成大规模退休潮 ，
对社会保障构成严重压力 ，

直接造成

1 Ｎｅｉ ｌＨｏｗｅ＆Ｒ ｉｃｈａｒｄＪａｃｋｓｏｎ ，

ｕ
Ｔｈｅ

Ｇｒａｙ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ａｎｄＢｘｔ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 ｔ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ｎ

Ｃｅｎｔｅ ｒ ｆｏ ｒ Ｓｔ ｒａｔｅｇｉ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 ， 

Ａｐ ｒｉ ｌ 2 0 0 4
，ｐ

2
，
 5

，

 1 1
．

2 但这很难直接推论出 ， 国家为 了
“

轮椅
”

就会放下
“

枪
”

，
菲利普朗曼认为 ，

老龄化与和平之间并无必

然联系
，
参见 Ｐｈ ｉ ｌ ｌ ｉ

ｐ 
Ｌｏｎ

ｇ
ｍａｎ

，

“
Ｔｈ ｉｎｋＡｇａｉｎ ：Ｇ ｌｏｂａｌ Ａｇ ｉｎ

ｇ ，

”


Ｆｏｒｅ／

ｇ
ｎＰｏ／ｆｃｙ ， Ｎｏｖ ． 2 0

1 0 ， ｐ
5 7 。

3 香伶 ： 《 养老社会保险与收入再分配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0 8年版 ， 第 1 0 9
—

1 1 0页 。

4 日本学者的研究 ， 在 2 0 2 0年前综合来看 ，
人 口变化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 ， 但到 2 0 2 0 年后则转为负面影

响 。 参见衣笠智子 ： 「 日本Ｏ人 口動態 匕経済成長 」 ，
「 国際問題 Ｊ ，

Ｎｏ ． 5 9 3
， 2 0 1 0 年 7

—

8 月 「合併号 Ｊ ，

第 2 3
—

2 4 頁 。

5 科林 ？ 吉列恩等编 ： 《全球养老保障 ：
改革与发展 》 ， 杨燕绥等译 ，

北京 ： 中国劳动出版社 ， 2 0 0 2 年版 ，

第 

2 3 6
—

2 3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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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 内拒缴养老金情况的大量发生 ，

1

甚至酿成了福 田康夫 、 管直人等大批政

治家因养老金缴纳问题而被迫辞职 、 道歉等重大政治事件。

医疗保险问题与人 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 在大量数据统计分析的基

础上 ，
牛津大学教授格雷 （ Ａ ｌａｓｔａｉｒ Ｇｒａｙ ） 提出

：

“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卫生保健需

求和卫生总费用增长的观点被证明并不完全正确
……

年龄并不是
一

个预测医疗保

健费用的特别好的指标……死亡逼近时间明显比年龄更适合作为医疗保健费用的

预测指标 。

”

但格雷教授同时指出 ，
根据经合组织 （ ＯＥＣＤ ） 关于人口 老龄化对

财政支出影响的报告 ，
2 0 0 0
—

2 0 5 0年间 ， 与年龄相关的社会支出的增长大约一半

是由医疗卫生和长期护理引起的 ，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 2 0 0 0年的平均低

于 1 9％上升到 2 0 5 0年的大约 2 6％
”

。

2

日本人 口老龄化对医疗开支的影响非常明

显 。 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 ，
2 0 0 0 年 ， 日本 7 5 岁 以上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大约是 7 ． 6

兆 日 元 ， 而到 2 0 0 7年 ， 这个数字增长到 1 0 ． 1 兆 日元 ， 这一年 日本所有国民的医

疗费用总和大约为 3 4兆 日元 ， 也就是说 ， 7 5 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用约占所有医

疗费用的 1 ／ 3 。

3

 2 0 0 8年 ，
日 本国民健康保险 出现了  2 6 3 3亿 日元的赤字 ， 而 2 0 0 7

年的赤字是 2 3 8 3亿 日 元 ， 而且拒绝缴纳保险的国民比例不断升高 ，
全国纳付率

为 8 8 ． 0 1％
，
创造了1 9 6 1 年开始国民保险缴纳以来的最低点 。

4

在 日本人均寿命不

断升高的情况下 ， 政府已通过法令 ， 进一步削减老龄者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 ，
这

无疑将进一步恶化已经非常庞大的医疗保险赤字 。

据 日本财务省统计 ，
2 0 1 0年末 日本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达到 8 6 9 兆 日 元 ，

占 日本 ＧＤＰ 的比例为 1 8 1 ％
； 而根据 2 0 1 1 年的预算 ， 债务总额将达 8 9 2 兆 日元 ，

占 ＧＤＰ 比例将达到 1 8 4％ 。 从 2 0 0 9 年开始 ， 与社会保障相关的费用支出分别为

2 4 8 3 4 4亿 、 2 7 2 6 8 6 亿 、 2 8 7 0 7 9亿 日元 ， 增长趋势非常明显 。 如果仅考虑总额为

6 6 8兆 日元的国债 ， 大约相当于每个国 民要负担 5 2 4万 日元 ，
四 口之家合计要负

担 2 0 9 4万 日元。

5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对此敲响了警钟 ，
他认为面临严

重财政危机的 日本 ，

“

就像在那艘直接前行即将撞上冰川的泰坦尼克号上狂舞的

1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由国民年金 、 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等组成。 曰本政府管辖的养老保险主要由两大部分

组成 。

一

是由拥有 5 名职工 以上的企业参加 ，
以行业或大型企业为单位组成的

“

厚生年金
”

。 加入该养老

保险每月应交纳 的保费为月工资 的 1 3 ． 5 8％
， 由企业和职工本人各交纳

一

半 。 二是由农民 、 个体经营者和

自 由职业者以及 2 0 岁以上的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
“

国民年金
”

。 日本成立了年金积立金管理运用独立行

政法人 （ ＧＰＩＦ
） 来管理运作总额达 1 2 3 兆 曰元的庞大基金 ，

2 0 0 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严重亏损 ，
更加

剧了年金问题的复杂性 。

2 阿拉斯泰尔 ． 格雷 ：

＂

人 口老龄化与医疗卫生费用
”

，
载王德文主编 ： 《 中国劳动经济学 ＞ ，

2 0 0 9年第 5卷 ，

北京 ：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

2 0 0 9 年版
，
第 1 1 0

， 1 0 5 页 。

3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网页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ｈ ｌｗ．

ｇ
ｏ ．

ｊｐ／ｂｕｎｙａ／ｓｈａｋａｉｈｏｓｈｏ／ｉ
ｒｙｏｕｓｅｉｄｏ 0 1

／ｉｎｆｏ 0 2ｄ
－

2 3 ．ｈｔｍｌ 。

4曰本厚生劳动省的网页 ：
ｈｔｔｐ ： 7Ａｖｗｗ

．

ｍｈ ｌｗ．ｇａｊｐ／
ｓｔｆ／ｈｏｕｄｏｕ／ 2 ｒ9 8 5 2 0 0 0 0 0 1 1 ｖｗ 8 －ａｔｔ／ 2 ｒ 9 8 5 2 0 0 0 0 0 1 1 ｖｘｙ

＿

ｐｄｆ〇

5 財務省主計局 我把国仍財政事情 （ 平成 2 3年度予算政府案 ） ｊ ，
2 0 1 1 年 ， 東京 ： 財務省 ， 第 1 、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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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1 1－ＢｉｍｍＢＭ ＳｉｉｍＢｉｉｍｇｓｍｍｇｍ——

5 0 0 0 0－

｜



4 9 5 0 0—
ｔ





4 9 0 0 0


4 8 5 0 0
 

4 8 0 0 0
—

 

4 7 0 0 0 —

4 6 5 0 0

4 6 0 0 0

4 5 5 0 0 Ｉ Ｉ ＩＩ ＩＩ Ｉ！Ｉ ｉ

1 2 3 4 5 6 7 8 9 1 0

图 2 日本过去十年防卫相关费用变迁 （
2 0 0 1
—

2 0 1 0
｝ 单位 ： 亿 曰元

来源 ： 数据来 自 日 本防卫省 《 防卫白皮书 2 0 1 0 》 ，

推 ？据公布的数据重新制作 图表 。 数

据参见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ｃｌｅａｒｉｎ

ｇ
．ｍｏｄ ．

ｇｏ
．

ｊ ｐ／
ｈａｋｕｓｈｏ＿ｄａｔａ／ 2 0 1 0 ／ 2 0 1 0 ／ｈ ｔｍｌ／ｍ 2 2 5 1 0 0 0 ．ｈｔｍｌ 。

人们
”

。

1

考虑到 2 0 1 1 年
“

3
？

 1 1

”

大地震的影响 ，
日本的财政状况在未来几年内

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 在长期经济不景气加上政府部门财政赤字庞大的情况下 ，
日

本必须深化
“

行政改革 、 财政改革 、 金融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制度改革 ， 要对战后

以来形成的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全面重构的重大改革
”

。

2

在这种背景下 ，
日本的

防卫安全费用开支明显呈下降趋势 （ 图 2 ） ，

3

在未来 1 0 年 ， 仅从财政状况来看 ，

日本军费全面增长的空间非常小 。

（
三 ） 人 口老龄化与军事可动员人口

战争直接意味着大量人 口 （ 包括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 ） 的非正常死亡 ， 从

而改变人口性别比例和人 口分布等 。 在世界范围内主要国家人口 老龄化背景下 ，

最关键的影响是战争动员 的可能性 。 战争中的人力动员实际上是对既有人口 资

源的全面集中有效运用 ，
以保证前方和后方对劳动力的需求 。 第

一次世界大战
＿

期

间 ， 各参战国军队总人数达到 7 0 0 0万之多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军队总人数达

＇

到

1
＿

1 亿人 ，
占参战国役龄男性公民的 5 2 ． 4％

， 各主要交战国动员军队总人数占国家

总人口 的 1 8％
—

2 1 ％
，
苏联动员量为 2 7 0 0万人 ， 占本国总人口的 1 4 ． 1％

； 德国动

员量为 1 7 0 0万人 ， 占本国人 口 的 2 1％
； 美国动员量为 1 4 0 0万人 ， 占本国总人 口

1 野 口悠紀雄 ： ｒ

＊

3 Ｌ 、
ｔＣ国债破徒＃＇Ｕ。／；； 」 ， ［

■

文芸春秋 ｊ 8 8（ 4
） ， 2 0 1 0

， 3
， 第 1 5 8 頁 。

2 国武輝久編 ：
『 高龄社会 0 政策讓 ｊ ， 東京 ： 同文館 ，

1 9 9 8年
，
第 4

、
7 頁。

3 日本最新公布的 2 0 1 1 年防卫费用预算额为 4 6 6 2 5亿日元
，
比 2 0 1 0年减少了

0 ． 4％
， 大约 2 0 1 亿曰元。

数据参见 ： 防衛省 ： 『我＃ 防衛ｆｃ予算 ： 平成 2 3 度予算 0概要 Ｊ ｌ ， 東京 ： 防衛省
，
第 2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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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0％ 。

1

不可否认 ， 当代战争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
出现了兵员动员量 、 直接

参战人数和死亡人数相对下降的趋势 ， 但必须看到 ， 与战争动员相关的其他类迤

人员的数量实际上在上升 ，
如为保证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后备兵员 、 后勤及服务支

援人群 ， 还有为保证战争进行的军事工业及相关部门的人员 。 在人 口老龄化日益

严重的今天 ，
很多国家都面临

一

个严峻的现实 ．

？ 不是去进一步拓展国土和海外利

益 ， 而是如何确保本国安全 。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 ， 2 0 0 0 年
， 俄罗斯的总人 口约为 1 ．

4 7亿 ， 到 2 0 3 0年这个

数字仅为 1 ． 2 9亿人 ， 每年下降大约 4 6万至 7 0 万左右 ， 年均人口增长率为 －0 ． 3 4％

至 －

0 ． 5 3 ％ 。

2

从人 口老龄化的几个指标来看 ， 俄罗斯未来老龄化程度 日益深化之

势似乎难以轻易扭转 。 更重要的是 ， 从俄罗斯的人口性别比来看 ， 男性数量远远

低于女性 ， 到 2 0 3 0 年有可能突破 8 5 ： 1 0 0 的大关。 而与劳动人 口和役龄人 口
（

一

般指 1 8
—

4 5 岁的男性公民 ） 最为接近的人群占总人 口 的比例 ， 都有明显的下降

趋势 （ 表 6 ） ， 考虑到性别比因素及俄罗斯的辽阔幅员 ， 不要说发动大规模对外

战争
，
就是确保本国安全都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

表 6 俄罗斯人口变化趋势 （
2 0 0 0— 2 0 3 0 ） 单位 ： 千人

3

年份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5 2 0 2 0 2 0 2 5 2 0 3 0

总人口 1 4 6  6 7 0 1 4 3  1 7 0 1 4 0  3 6 7 1 3 7  9 8 3 1 3 5  4 0 6 1 3 2  3 4 5 1 2 8  8 6 4

6 5
岁以上人口 比例％ 1 2 ． 4 1 3 ． 81 2 ． 9 1 3 ． 6 1 5 ． 41 7 ． 7 1 9 ． 4

0
—

1 4 岁人口 比例
％ 1 8 ． 2 1 5

．
1 1 5 1 6 ． 1 1 6

．
7 1 6

．
21 5 ． 3

老少比 （ 总 ） 4 4 4 1 3 9 4 2 4 7 5 1 5 3

年龄中位数 3 6 ． 5 3 7 ．
33 8 ． 1 3 8 ． 9 4 0 ． 0 4 1 ． 7 4 3 ． 5

性别 比

＊

 8 7 ． 7 8 6
．
5 8 5

．
8 8 5

．
4 8 5

． 2 8 5 ．
0 8 4

．
9

1 5
—

5 9
岁人口数量 9 3  0 5 6 9 6  9 5 3 9 3  9 7 7 8 7  9 7 4 8 2  3 5 4 7 8  6 4 9 7 7  0 2 6

1 5
—

5 9 岁人口比例％ 6 3 ． 4 6 7 ． 7 6 7 ． 0 6 3 ． 8 6 0 ． 8 5 9 ． 4 5 9 ． 8

人 口密度 （人 ／ ｓｑ
． ｋｍ ） 9 8 8 8 8 8 8

＊人口 性别比是人口性别 结构 中 的一个子概念
，
反映一个国 家或地 区一定时期 内每 出

生 1 0 0 个女婴所对应的 男嬰数 。

来源 ： 同表 2 。

1 利益平主编 ： 《人 口理论简明教材 》 ，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1 9 9 1 年版 ， 第 6 2
—

6 3 页。

2 根据俄罗斯刚刚公布的 2 0 1 0年人 口普査结果 ， 俄罗斯总人 口从 2 0 0 2年的 1 ． 4 5 1 6 亿人 ， 减少到 了 2 0 1 0

年的 1 ． 4 3亿人
，

8 年减少 2 2 0 万人
，
占居民总数的 1 ． 6 ％ ，

而男女平均寿命差距达到 1 0 岁 ， 性别比例进
一

步失调。 参见李永全 ：

“

俄人 口数置继续减少
”

， 载 《 光明 日报 》 ，
2 0 1 1 年 4 月 2 曰第 8 版。

3 基本数据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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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际战略评论 2 0 1 1—

学界对于人口 老龄化造成的个体心理特征变化也进行了诸多研究 。

1

虽然我

们现在还很难在老龄阶段的个体心理特征与国家安全战略决策之间建立直接联

系 ， 但随着整个社会中老龄人 口 的 比例不断增长 ， 特别是民主 国家中的老龄人

口
， 必然会通过选举等方式扩展个体心理特征的影响 ， 这将是国家在制定安全战

略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

三、 老龄化对国际安全战略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无 论 老 龄 化 会无论老龄化会推动或是阻碍国际和平 ， 目前 ， 世界大多

推动或是阻碍国际和 数国家都必须面对人 口 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同时 ， 联合国也

平 ， 目前 ，
世界大多 在大力推动有关老龄化的共同研

1

究 ， 协调各国应对
■

这；种共同

数国家都必须面对人 挑战 。 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类似 ， 人 口老龄化问题一旦

口 老 龄化 的现 实挑 形成
， 很难在短时期内解决 ， 而且将对国际安全战略产生

一

战。 同时 ， 联合国也 些可能的直接影响 。

ｆ
关
ｆ（ 

－

）Ａ
□雜制 n ＿駆胃抑離 Ｊｔ黝向

龄化的共同研究
，
协

调各国应对这种共 同从人 口老龄化的地域分布来看 ，
欧洲的老年人比例将继

挑战 。续保持最高 ：
2 〇 〇 9年为 2 2 ％

， 2 〇 5 〇年为 3 5％ 。 相 比之下 ， 非

ｒ 4 叫“
＾ 2〇．ｎＩｆｉ ｉ ｓｒ

ｉ＿Ｍ］ ．ａＪ ＿ ＿ ＿ｃＵ
一一一^

Ｕ 1 9 5 0 ■  2 0 0 9□ 2 0 5 0

图 3 1 9 5 0 年 、 2 0 0 9 年和 2 0 5 0 年各主要区域 6 0 岁或以上人口 的分布情况

来 源 ： 根据联合国数据重新制作 ，
数据参见 网 页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ｕｎ ．ｏｒｇ／ ｚｈ／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ｐ
ｏ
ｐ
ｕｌａ ｔ

ｉ
ｏｎ／ａｇ

ｅｉｎｇ
． ｓｈｔｍｌ 。

1Ｋ． Ｗ． 夏埃 、
Ｓ ． Ｌ． 威里斯著 ： 《成人发展 与老龄化 》 ，

乐国安等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 2 0 0 3

年版 ， 第 6 9— 7 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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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6 0 岁或以上人 口 比例 2 0 0 9 年为 5％
， 到 2 0 5 0年预计只有 1 0

°

、 亚洲以及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预计将是老年人比例增长最快的地区 ，
2 0 0 9 年老年人比例都为

1 0％
，

2 0 5 0 年都将增至 2 4％（ 图 3 ） 。

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的最大影响体现在国家战略基础

和战略 目 标的重新构建 。 西方发达国家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和卫生保健公共预算

的增长
，
到 2 0 2 0年前后会出现加速上涨的趋势 （ 表 7 ） 。 但需要注意的是 ， 美国

的这个比例明显 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 ， 而且增长速度也相对平缓 ， 按照 中等出

生率推算 ，
2 0 2 0年美国平均年龄仍保持在 3 7 ． 9 岁 ，

2 0 5 0年以 1 ［1右仝的隹

才 4 1 ． 7 岁 。 相比较来看 ，
日 本的这两个数字将可能达到 4 8 ． 6

岁和 5 5
． 1 岁 。 中国 的下降速度也很快 ， 分别为 3 7 ． 1 岁和 4 5 ． 2

岁
，
基本上介于美 日 的中间水平 。 娜结合美国 白宫公布的

2 0 1 0
－

2 0 1 5年睡露 （ 估ｉ十额 ） 的情况来看 ， 其占 ＧＤＰ

的指标至少在五年内仍将保持在非常稳定的水平 （ 表 8）
；

1Ｈ 9
Ｗ＝

问题的制－他度

比例来看 ， 美国也具有鲜明优势 ， 特别是与中 国和 日 本相比

较而言 （ 表 9 ） 。 因此
，
从人口 安全的角度来看

，
到 2 0 2 0年 ， 美国对外战略选择

表 7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支付养老金与卫生保健公共开支预测 （ 占ＧＤＰ 比例 ， 单位 ：
％｝

＾

国家 ｜

美国
？

｜

英国
｜

法国
丨

加拿大
｜Ｂ本

丨

德国
｜

意大利

1 9 9 5
年 1 0 ． 51 0 ． 5 1 7 ． 61 2 ． 6 1 1 ． 51 7 ． 3 1 9 ． 7

2 0 3 0
年 1 5 ． 5 1 72 5 ． 8 2 2 ． 5 2 3 ． 1 2 8 ． 8 3 3 ． 3

＊
美 国 2 0 1 0 年 最新的预测 ， 社会保障与 医 疗保险在 2 0 1 0 年 占 ＧＤＰ 的 百 分 比分别

为 4 ． 9％ 和 3 ． 5％ ，
合计 为 8 ． 4％

； 2 0 3 0 年这 两 个比 例分 别 为 6 ． 1％ 和 6 ． 4％ ， 合计为 1 2 ． 5％ ；

2 0 5 0 年 比例分别 为 5 ． 8％ 和 8 ． 7％
，
合计为 1 4 ． 5％。 比 2 0 0 1 年的预测要更低＼

资 蛛 表 源 ？

？

？
ＣＩＡ ＿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Ｔｒｅｎｄｓ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Ｊｕｌ

ｙ
2 0 0 1

，ｐ
2 6 ．

表 8 美国国防开支总额预测 （ 单位 ：
1 0万美元 ）

年份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预算估计 6 9 2 0 3 1 7 2 1 2 8 5 6 5 3 4 2 4 6 3 3 9 1 8 6 4 2 9 0 3 6 5 7 3 3 6

资料源 ： 美 国 白 宫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 ｏｕｓｅ ＿

ｇｏ
ｖ／ｓ 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 ／ｏｍｂ／ｂｕｄｇ

ｅｔ／ｆｙ 2 0 1 1 ／

ａ ｓｓｅ
ｔ
ｓ ／ｈｉ ｓ ｔ 0 4 ｚｌ ． ｘｋ 〇

1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 ｃｅＢｕｒｅａｕ
，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 2 0 1 0
，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 2 0 1 0
，ｐ

5 ．
Ａｖａｉ ｌａｂｌ ｅ

ｏｎ ｌ ｉ ｎｅａ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 ｒｂ ．ｏｒ
ｇ
／ｐｄｆ 1 0 ／ 1 0ｗｐｄｓ＿ｅｎｇ

． ｐｄｆ ．

 ——＿————． ．． ． ． ． ．——— ．． ． … 3 8 9



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1 1 ｗＢｉｒｒｒａｉＢｆ＾ａｓｉＭｉａｉｒａｍｉｍａｍ——

不太需要考虑人口 问题 ， 或者说美国受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制约程度较小 。

1

表 9 中美 日三国 1 5— 5 9 岁人口预测 （
2 0 1 0

－ 2 0 5 0 ）

￣￣￣

＼ｉｌＨ
年份




人口 （千人 ） 百分比 （
％

）
人口 （ 千人 ． ） 百分比 （

％
）
人 口 （ 千人 ） 百分比 （

％
）

2 0 1 0 9 1 8  2 4 2 6 7
．
8 7 1 5 3 2 5 6

．
3 1 9 5  6 3 3 6 1

．
6

2 0 1 5 9 2 3  4 9 1 6 6 ． 2 6 8  6 1 7 5 4 ． 5 1 9 9  8 3 1 6 0 ． 1

2 0 2 0 9 2 3  4 8 4 6 4 ． 5 6 6  6 6 3 5 3 ． 9 2 0 2  3 1 4 5 8 ． 4

2 0 2 5 9 0 5  7 2 3 6 2
．
3 6 3  9 9 0 5 3 ． 0 2 0 5  3 5 9 5 7 ． 2

2 0 3 0 8 7 3  5 8 1 5 9 ． 7 6 0  2 3 9 5 1
．
3 2 0 9  9 8 3 5 6 ． 8

2 0 3 5 8 4 5  5 0 7 5 7 ． 8 5 5  0 3 0 4 8 ． 4 2 1 5  0 5 7 5 6 ． 6

2 0 4 0 8 3 2  6 2 5 5 7 ． 2 5 0  9 8 3 4 6 ． 4 2 1 9  5 5 6 5 6 ． 5

2 0 4 5 8 0 7  2 4 0 5 6 ． 0 4 7  7 4 6 4 5 ． 2 2 2 2  5 2 1 5 6 ． 1

2 0 5 0 7 6 0  2 5 5 5 3 ． 7 4 5  3 4 5 4 4 ． 6 2 2 4  5 4 4 5 5 ． 6

来源
：
同表 2 。

相反 ， 在未来 1 0
—

2 0年内 ， 其他发达国家 ， 尤其是欧洲和 日本都将面临人

口老龄化的严重制约。 美国学者也因此在预测 2 0 2 0 年的世界大国格局时说 ：

“

我

们并不否认有可能出现一个强大 、 团结的欧洲和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 日 本 ，

但欧洲 、 日本和俄罗斯将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 。

”
2

（ 二 ） 国际安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可能继续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

升温

目前 ， 学界比较重视
“

青年群体膨胀国家带
”

与 国际冲突的关联性问题 。

3

数量庞大 、 比例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团体 ， 在社会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情况下 ， 面

临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 ， 城市化进程以及 日益减少的耕地和淡水

资源等带来的
“

人口结构风险因素
”

也很可能会造成冲突的恶性循环以及政治形

1 也有学者认为 ， 美 国同样受到老龄化问题的困扰
，
而且世界主要国家的老龄化将迫使美 国更有必要重

新审视 目前的主要战略及政策 。 参见 Ｍａｒｋ Ｌ． Ｈａａｓ ， 

“

Ａ Ｇｅｒｉ ａｔｒ ｉｃＰｅａｃｅ？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Ｕ ．Ｓ ．Ｐｏｗｅｒ ｉ

ｎａ

Ｗｏ ｒ ｌｄ
ｏｆＡｇ ｉ

ｎ
ｇ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ｓ
， 

”


／
ｎｔｅｍａｔｏｎａ

／Ｓｅｃｔ ■／办 ， Ｖｏ ｌ

， 3 2
，Ｎｏ ． 1

，Ｓｕｍｍｅｒ  2 0 0 7
，ｐ 1 1 4 0

2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ｕ ｎｃ ｉ ｌ

，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ｐｏ 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2 0 2 0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2 0 0 4
，ｐ


4 8 ．

3 研 究综述参见 Ｈ ｅｌ

ｇ
ｅＢｒｕｎｂｏ ｒ

ｇ 
ａｎｄＨｅｎｒｉｋＵｒｄａｌ

，

“

Ｔｈ ｅＤＯＴｏ
ｇ

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ｌ ｉ ｃｔａｎｄＶｉｏ 丨ｅｎｃｅ ：

Ａｎ

Ｉ ｎｔ 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
，

”


Ｊｏｕｍａ／ ｏ， Ｐｅａｃｅ

ｆｌｅｓ朗厂ｃｒｔ
，

Ｖｏ ｌ ． 4 2

，
Ｎｏ，

 4
｜Ｓｐｅｃ ｉａｌ Ｉ防ｕｅｏｎｔｈｅＤｅｍｏｇ ｒ印ｈ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ｌ ^

Ｖｉｏ
ｌ

ｅｎｃ ｅ
， Ｊ ｕ ｌ

．

（ 2 0 0 5
，ｐｐ

． 3 7 1
－

3 7 4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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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恶化 。

1

亨利克 ？ 乌尔达尔 （ ＨｅｎｒｉｋＵｒｄａｌ ） 利用大量数据资料论证了几个假

设
： 青年群体 （ ｙｏｕｔｈ ｂｕ ｌｇｅｓ ） 膨胀国家要比其他国家更易 出现政治暴力 ；

国家对

外依附程度越大 ，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的影响越深 ； 国家经济发展越慢 ， 对

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的影响越深 ，

？ 高等教育越发展 ，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

的影响越深 ； 国家专制程度越强 ，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的影响越深 ；
城市化

程度越高 ，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 的影响越深 。

2

人口 老龄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 ， 如果又恰巧位于历史和地缘政治比较敏感的

地区 ， 这些地区通常拥有重要的能源资源 ， 也存在宗教或种族冲突等导火线 ， 在

这种情况下 ， 出现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 目 前 ， 年轻人 口目前 年轻人□
占总人口 比例较高的国家已形成了

一

个新月 形地带
，
从拉丁

美洲安第斯地区穿过撒哈拉以南非洲 、 直至中东及高加索 ，

了一＋＿
然后再到南亚北部 。 按照西方学者的预测 ， 虽然这个新月形＆＠了｜｜

地带内 的国家问样面临人口 减少的压力 ， 但到 2 0 2 5 年則后 ，

洲 斯地 撒
仍然有 3 6个国家处于

“

青年群体膨胀
”

之中 ， 其中大部分

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中东 、 亚洲的国家和部分太平洋岛＾东及高加索

＇

然后
屿国家。

“

青年群体膨胀
”

在某些国家将转变为正向的
“

劳
Ｉ ‘

动力膨胀
”

， 进而为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 包括拉美的哥伦比
ｎ °

亚 、 哥斯达黎加 、 智利以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 、 中东地区的土耳其 、 黎巴嫩以

及亚洲的越南 、 印尼和马来西亚等 ； 相反 ， 中东的伊拉克 、 沙特 、 阿富汗以及

巴基斯坦等国家则可能出现负 同发展趋势 ， 国 内及地区动荡可能向相关区域蔓

延。

3

根据联合国的人 口预测 ，

＇

到 2 0 2 0年 ， 上述国家的青年人口 （ 1 5
—

2 4 岁 ） 比

例的确非常髙 ，
与发达国家平均 1 0％ 左右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 （ 表 1 0 ） 。 2 0 1 1 年

Ｉ ！

表 1 0 世界部分国家 1 5— 2 4 岁人口变迁预测 ｛ 2 0 1 0
—

2 0 2 0 ） ｛ 单位 ： 千人 ）

国家阿富汗
｜也门沙特 1 拉克

丨

巴勒斯坦
｜巴基斯坦

人 口％人口％人 口°
／。 人 口％人 口％人口％

2 0 1 0 5  8 5 1 2 0
．

1 5  3 5 9 2 2 ． 1 4  9 4 9 1 8 ． 9 6  2 7 2 1 9
．
9 8 7 91 9 ． 9 3 8  6 5 8 2 0 ． 9

2 0 1 5 7  0 2 6 2 0 ． 5 5  9 9 6 2 1 ． 6 5  2 9 8 1 8 ． 3 7  4 4 5 2 0 ． 7 1 0 5 3 2 0 ． 7 4 0  3 5 3 1 9 ． 6

2 0 2 0 8 1 4 0 2 0 ． 6 6  4 7 8 2 0 ． 5 5  4 9 0 1 7 ． 4 8  2 9 22 0 ． 6 1 2 3 0 2 1 ． 2 4 2  5 0 6 1 8 ． 8

来源 ： 同表 2 。

1 莉萨 ？ 马斯尼 、 理查德 ？ 辛科塔 ：

“

审视人 口与安全＇ 载世界观察研究所编 ： 《世界报告 2 0 0 5 重新定义

全球安全 》 ， 曹建海 、 谢玲、 邓文华译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 0 0 5年版 ， 第 2 8 页 。

2Ｈｅｎｒ ｉ ｋＵ
ｒｄａｌ ，

＂

ＡＣ ｌａｓｈ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ｓ？Ｙｏｕｔｈ Ｂｕ ｌ

ｇ
ｅｓａｎｄ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 ｌＶ

ｉｏｌ ｅｎｃｅ ，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Ｖｏ ｌ

．
 5 0

，

Ｎｏ ．  3
（ Ｓｅ

ｐ
．

，  2 0 0 6
，ｐｐ

．  6 0 7 － 6 2 9
．

3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 ： 《全球趋势 2 0 2 5

： 转型的世界＞
，
北

京 ： 时事出版社 ， 第 3 7
— 3 8 页 。

— — 3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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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在北非中东出现的动荡局势与
“

青年群体膨胀
”

也有
一

定程度的关系 。

（
三 ）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可能 引发新冲突

人口流动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引发新的冲突。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 ，
2 0 0 5

年的国际移徙者人数为 1
．
9 2亿人 ，

2 0 1 0 年预计将达到 2
． 1 亿人 ， 约占世界人口 的

3 ％。 大约 1 ． 2 8亿国际移徙者 （ 6 1 ％ ） 将居住在发达国家 ， 另外 8 2 0 0万人 （ 3 9 ％ ）

预计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 2 0 1 0年 ， 国际移徙者将占发达国家人 口约 1 0％
， 但仅

占发展中国家的 1 ．
4 ％。 预计欧洲收留国际移徙者的人数最多 （ 3 3％ ） ， 其次是亚

洲 （ 2 8％ ） 、 北美洲 （ 2 4％ ） 、 非洲 （ 9％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大洋洲 （ 各占

3 ％） 。 预计高收人国家将收留所有国际移徙者中 6 2％ 的人 。

1

李大钊先生在近
一

个世纪以前 ， 曾这样评价美国人口保

脾健：嶋＆ ’ 认細細家很雜齓
“

ｉｆ陈代谢 ’ｗ

2

越
初来之繁 ，

补久居之衰
，
美国人口 得以维持 ， 亦宇宙之－奇

疋

观也
”

。

2

如今 ，
人 口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家 ，

无论是￥

动的还是被动的 ， 都在推动类似美国式的
“

新陈代谢
”
—

麵外来移民 。 大规模的新移民将不可避免地带来
一

国国内

＊ 5＝民族、 种族 、 宗教的多元化 ， 同时也会带来传统国家身份的

移民将不可避免地带
模糊和再凊晰 。

萨缪尔 ？ 亨龍认为 ， 類酿賊份挑战中 ， 除了苏

联的消失外 ， 其他如多元文化与多样性理论 、 来 自 拉丁美

洲 、 亚洲的第三波移民潮 、 移民不讲英语现象的出现等都与

Ａ 口流动有直接关系 。

3

与美国相比 ，
俄罗斯面临 的挑战更

＾
■

份的模糊和冉
減实 、 直接 。 除了人口下降 、 地域分布不均衡 、 高死亡率

ｍｍ〇

和低出 生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缩短 、 劳动力枯竭等危险之

外
，

“

俄罗斯还面临着人 口 民族结构上的重要变化—— 别地区俄罗斯族人比例

大幅下降 ， 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人口 民族构成上的本地化和单一化 、 宗教信仰上的

伊斯兰化 、 文化取向上的非俄罗斯化倾向 ， 而这些倾向势必会助长当地政治上已

有的分离主义思潮 ， 进而对国家统一形成巨大的威胁
”

。

4

美国 中央情报局的预

测也认为 ，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需要从亚洲邻国引入宝贵的劳动力资源 ， 尤其

是来 自 中 国的移民会不断增加 。

“

类似这种人 口迁移已经造成社会紧张 ， 并且被

1 《世界人 口趋势秘书长的报告 》
， 联合国人 口与发展委员会第 4 2 届会议 ，

2 0 0 9年 3 月 3 0 日
， 第 1 5 页 。

2 李大钊 ：

“

战争与人 口
”

， 载朱文通等整理编辑 ： 《李大钊全集 》 （ 第 2卷 ＞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 9 9 9 年版 ， 第 5 9 1 页 。

3 塞缪尔 ？ 亨廷顿 ： 《 我们是谁 ？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
，

程克雄译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2 0 0 5年版
，

第 1 6＿ 1 7页 。

4 程亦军 ： 《俄罗斯人 口安全与社会发展 》
， 北京 ： 经济管理出版社 ，

2 0 0 7年版 ， 第 1

一

2页 。

3 9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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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所利用 ， 大规模外来者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将造成社会 、 政治和外交的紧

张状态Ｖ

特别要提及的是阿拉伯裔人 口 的流动 。 据统计 ，
2 0 0 0 年 ，

以摩洛哥为首的

1 7个阿拉伯国家共向经合组织国家合法移民 4 9 1 6 3 8人 ，
主要流 向法国 （ 接受了

约 4 8 ． 1 ％ ） 、 美国 （ 1 1 ． 6％ ） 、 西班牙 （ 7 ． 2％ ） 、 意大利 （ 6 ． 3％ ） 、 加拿大 （ 5％ ）

等国 。 而且 ， 部分国家的阿拉伯裔往往流向特定的经合组织国家 ， 如进人西

班牙的摩洛哥人 占进人西班牙的所有阿拉伯裔人 口 的 8 8 ． 3 ％
， 法国 的情况则是

5 2 ． 5％ 。 而且 ， 这些阿拉伯裔移民相对年轻 ，
比例最高的是 3 5

—

4 4 岁群体 （ 大约

2 3 ． 4％ ）
，
男性的 比例比女性要高 （ 大约 占 5 5％ ） ， 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

持续下去 ，

2

已引起欧美社会的髙度重视 。 当然 ，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

国 内的保

守主义 ， 甚至排外主义可能抬头 ， 例如 日 本石原慎太郎的
“

三国人
”

就是很好的

例子 。

另外 ， 人口老龄化还可能引发国际战略手段的
一

些微妙变化 ： 从综合国力竞

争的层面来看 ， 单纯的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较 ， 可能会更彻底地转向可持续发展 、

高精尖领域争夺以及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的掌控 ； 具有全球核心影响力的大国在

安全战略上 ， 有可能被迫做出调整 ， 从传统的直接全面干预、 出兵占领等成本较

高的方式 ， 更多转向依靠结盟 、 强调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作用 ， 等等 。

3

阿尔弗雷德
？

索维在他的名著 《人口通论 》 中这样谈及^
人口老龄化问题 ，

“

在现代－麵象中 ， 人口老化總是最

无可怀疑的 ， 最易于衡量的 ， 其后果是最有规律的 ， 最易于

在雜麵＿ ， 又是最有影响的 。 但或许也是人们所知最少 ＾＝＝＝
的

”

。 他同时提醒我们 ，

“

那些最容易衡量 ，
最常见的社会事

物也就是最不 弓 丨人注意的事救Ｉ

”

。

4

显然 ，
中 国面临着 Ｓ 益

严峻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 ， 能否准确麵和应对 ， 将对未来－

段时期内中 国国际安全战略的基础和走向带来直接而重大的

影响 。

1Ｃ ＩＡ
： Ｌ

＜ｏ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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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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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2 0 0 1

，ｐ
1 9 ．

2相关数据采集自 ？

？Ｐｈ ｉ ｌ ｉｐｐｅＰａｒｇｕ ｅｓ ，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Ｍｉ

ｇｒａｔ
ｉｏｎ ｂｔｈｅ 

Ａｒａｂ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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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 ｉｒｕｔ ：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Ｄｉｖｉ ｓ ｉｏｎ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ａｌＡｆ ｆａｉ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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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ｙ

2 0 0 6 〇

3 参见 Ｃｈｒ
ｉ
ｓｔｏｐｈ ｅｒＬａｙｎｅ，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Ｂａ ｌ

ａｎｃ
ｉ

ｎ
ｇＲｅｖ ｉ

ｓ
ｉ

ｔｅ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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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8 。

4 阿尔弗雷德 ？ 索维 ：
《人 口通论 》 （ 下 ）

，
查瑞传等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 9 8 2年 ， 第 5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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