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图表：亚洲老龄化的代价 

 

2017 年 5 月 1 日 

 

谈到亚洲如何应对人口变化的挑战，各国决策者并没有一个普适的策略。在日本等国，

人口老龄化十分迅速，劳动人口正在萎缩。而在菲律宾等其他国家，年轻人正大量涌入

就业市场寻找工作。 

 

如图所示，在未来三十年中，老龄化可能使日本年均 GDP 增速下降 1 个百分点。而在

印度、菲律宾等本地区拥有最年轻人口的国家，劳动人口的增长可能使 GDP 年增速上

升 1 个百分点。 

 

 

本周图表也突显出了挑战因素。过去几十年，亚洲不断增长的年轻劳动人口（15 至 64

岁）曾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总体上亚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本地区的生

育率正在下降，人们的寿命延长。 

 



 2 
 

未来几十年，本地区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将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为迅速的国家。

日本的人口已经负增长，而本地区的人口增速也正在放缓，预计到 2050 年将下降至零。

在新加坡和韩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在 50 岁以上；而日本 50 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重

已接近一半。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少。亚洲的劳动人口预计将减少数亿人

之多。例如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可能减少 1.7 亿人。随着时间推移，劳

动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医疗费用和养老金支出将增加。这将给政府预算带来压

力，可能降低经济的增速，除非一国出台政策以提高生产率和提供高质量的工作。 

 

相比之下，其他亚洲经济体（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动适龄人口正在增加，生育率

也在上升，它们将从人口红利中获益。 

 

上述人口趋势将影响各经济体的未来。因此，让政策发挥作用十分重要。劳动力市场改

革对老龄化社会来说尤为关键。通过“客工”计划等方式鼓励外来劳工，移民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抵消国内劳动人口的预期下降，进而缓解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通过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如在日本，采取的措施是增加儿童保育设施）、老年人的

劳动参与率以及推广灵活就业，都将有助于减少劳动力短缺，减轻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

响。 

 

有关亚洲人口格局对经济前景影响的深度分析，请继续关注即将于 5 月 9 日发布的亚洲

和太平洋地区《地区经济展望》第二章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