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提高生育率，应对老龄化的

另一个举措则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会议指出，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

退休年龄。

“社会对延迟退休问题早有共

识，必须延迟退休，但一直没有办法

实行。今年延迟退休的声音更大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

授赵耀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人口

老龄化给养老制度带来非常大的压

力，虽然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还

比较年轻，但是养老金账户已经出现

赤字。

最近一次关于延迟退休的官方

发布在今年3月，彼时，人社部中国劳

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

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延

迟退休将用较小的幅度逐步实施到

位，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个月延迟

1个月，节奏总体平缓。

“比如，原本满50岁退休的女性，

政策实施后，第一年，变成50岁1个月

或几个月退休。不同年龄段的人，退

休年龄不同。以此类推，经过若干年

过渡期完成改革。”金维刚指出。而根

据人社部此前发布的过渡期，这个时

间或将在五年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

中心主任郑秉文也建议，在“十四五”

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最好能一揽子把弹性退休机制也

“装进去”，提高透明度，减少改革成

本和阻力。

弹性退休机制指的是每个人可

以根据自己家庭经济情况和需求来

设定延迟退休的情况。“例如，如果要

设定65岁是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可以

设定63岁作为提前退休年龄，有的人

不需要提前退休，这个时候可以申请

67岁退休。”郑秉文指出，在法定退休

年龄之前，设定一个提前退休年龄，

在之后又设定一个延迟退休年龄，也

就是自愿申请弹性退休年龄，目前好

多国家也都在实行这种弹性退休年

龄政策。

“三孩政策的出台有望促进新

生儿数量的增长。婴配粉作为婴幼

儿的刚需产品，其消费需求也有望

随之拉动，这无疑对整个婴配粉行

业都是利好的。”澳优相关负责人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婴童消

费市场，其中婴幼儿奶粉行业发展

迅猛。从2016年以来，中国婴幼儿

奶粉市场规模持续 扩 大 。据

iiMediaResearch（艾媒咨询）数

据显示，2018年达到2221亿元的

市场规模。预计未来婴幼儿奶粉市

场规模将继续扩大，但增长速度将

有所放缓。

在乳业专家宋亮看来，三孩政

策开放很大程度上对人口出生率

下滑起到了支撑作用，在此背景

下，对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婴幼

儿配方奶粉的容量提升有很大帮

助，乳企之间能够逐渐形成一个良

性的竞争格局，价格战可能会因此

减缓，从而提升资本市场对上市乳

企的信心。

除了婴幼儿相关的产业之

外，“银发经济”则将受益于人口

老龄化的趋势。数据显示，2020

年，养老服务相关企业年注册量

超过5万家，同比增长8%。而据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产

业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30年，

中国养老产业的规模将达到13万

亿元。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在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会上

也指出，人口老龄化促进了“银发

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

务消费，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同

样，发展老龄产业，推动各领域各

行业适老化转型升级也成为本次

会议明确的方向之一。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也

认为，现在的“银发经济”应该有新

的内涵：“过去我们理解的‘银发经

济’，就是服务老年人的经济。但现

在要重新理解，因为我们的老龄人

口是可以去消费的，还是可以进行

社会生产的，很多人虽然退休了，

但还在参加工作。”

具体来看，曹和平解释称：“老

年人已经拥有了房和车，家庭生活

趋于完善，手里的资金就会用来旅

游或者康复。比如在房地产领域，

很多老年人会为了旅游度假而购

买房产，那么未来的房地产就需要

考虑适老化的建设：电梯是否能容

纳轮椅和急救推车，房间内是否有

与医院直呼的电话，社区内是否有

诊所和医院等等。”

北京商报记者 常蕾 关子辰
阮航达 姚倩 白杨

具体来看，会议指出，进一步优

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

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样政府

支持生育的当下，放开甚至可以全面

放开。”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

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表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

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

新则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个时间

点的选择，应该是基于第七次人口普

查对中国人口国情的全面认识，同时

也是基于对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进

一步认识。”原新指出，三孩生育政策

是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的大框架之下，推动实现适度生

育水平的重要举措。

两周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刚

刚公布。数据显示，受二孩等生育政

策影响，与2010年第六次普查比，我

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2011年11月，

全国各地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四年

后，二孩政策全面铺开。二孩政策走

过十年，尽管2016年的生育小高峰为

社会带来了信心，但生育率较低依然

是当下面临的问题。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

数量为1200万人，相比2019年降幅约

18%。至此，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

出现了“四连降”；与此同时，老龄化

问题日益凸显。截至2020年底，我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5亿，占

总人口的比重达13.5%。

原新也指出，单纯依靠生育政

策的优化和宽松，想达成适度生育

水平的目标仍然远远不够，还必

须建立一系列的、与三孩生育政

策相互配套衔接的经济社会政策体

系，这是决定未来是否能够达成三

孩政策生育效果的关键要素和决定

因素。

不过，梁建章在回答北京商报记

者提问时表示，生三孩的边际成本是

远远小于生二孩和一孩的，而且三孩

的相关政策配套措施可能没有那么

快，也许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把

育儿成本降下来。

从5月11日的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来看，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达到18.7%，其中65岁及

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会议指

出，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

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框架。

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

此前曾透露，目前基本养老保险

已经覆盖近10亿人，2020年结余

达到5800亿元。跨省调剂基金规

模则达到1768亿元，即按一定比

例收取上来的各省养老基金，已

按照各省发放养老金的人数反

馈，对于养老基金负担比较重的省

起到调剂作用。

就在6月1日，银保监会开展的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也在浙江

省和重庆市启动，试点期限暂定一

年。对于试点保险公司开发的专属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消费者达到60

周岁及以上方可领取养老金，且领

取期限不短于10年。

这一市场化投资运营的内容

即属于养老金体系中的第三支柱，

但发展速度尚且较慢。中国社科院

世界社保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总体来看，第二和第三支柱覆盖

人口比较少，第二支柱主要针对

国有企业，人数在2000万左右，发

挥的作用有限。第三支柱的规模就

更小，民营企业和个人加入的还比

较少。”

5月中旬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

结果后，三孩政策紧接着放开。相

比人口政策的紧锣密鼓，养老金的

发展看起来却相对迟缓。但房连泉

解释说：“放开三孩是一个长期的

社会人口再生产。现在放开的这些

三孩，在20年后就能开始参加养老

保险。到2035年或者2050年，老龄

化更严重的时候，现在放开的生育

政策就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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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口结构“三孩”养老配套多轨并行
自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至今，十年之后，“三孩”来了！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会议要求，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此外，为应对日益加

深的老龄化问题，延迟退休年龄、完善养老配套等诸多政策也被同时提上日程。

受此消息影响，当日，A股及港股两地婴童及养老概念股尾盘集体异动，高乐股份、宜华健康直线拉升封板，贝因美、戴维医

疗、康芝药业等纷纷大幅拉升，好孩子国际涨30.89%，爱帝宫涨超21.67%。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 会议指出，进
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上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发生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
会。会议决定：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
可生育两个孩子。这意味着，在“全面两孩”施行五年
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再次进行重大调整。

从“只生一个好”到“单独二孩”，从“全面二孩”到
“三孩来了”，在漫长的独生子女时代后，如今的生育权
正重新回归家庭。这一回归的背后，是正视人口现状，
认识人口问题的重大转变。

过去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城镇化，颠覆了过往，改变
了经济发展模式、人口生存状态，人口是国力的根基，
人口红利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宝贵的资源。

推动生育潮的，并不仅仅是个人被曾压抑的生育
意愿的释放，还有时代语境下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根据
最新普查数据，我国人口出生数连续四年下降，总和生
育率低于警戒线，全社会老龄化结构加重。

见证朝夕之变，生育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提高生育率，求解老龄化，不仅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
也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心理。

潮水般涌来的各种舆论，有的置身其中代入感极
强， 有的置身事外表达关切。 这样一则新闻的惊爆程
度，来自于经济数据的变化、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社
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公共领域，这些声音并没有笼统地围绕生育政
策的历史之变、命运之变，而是与经济发展动力、劳动
力人口、老龄化、婚姻制度、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经济
议题紧密相联。

在私人领域，这些声音更加细碎、更加具体、甚至
更锋利，指向生育所关联的一切命题。超越了人们最平
实的情感和诉求，直接指向社会文化变迁、企业用工、
家庭观重塑及个体选择的今非昔比。

随着城镇化的深化，都市生活的养成和巩固，中产
阶级的崛起，国民收入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见的现状
便是， 中国的家庭会越来越小， 家庭生活越来越精致
化，父母不会选择生更多的孩子，但会花更多的心思养
更少的孩子。

社会转型的变革期，经济换挡的调试期，生与养给
女性及整个家庭带来经济、精神的双重压力。从某种意
义上看，配套可能比三孩政策本身更重要。

配套需要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
机制。从最基本的财政支持，到教育、医疗、养老等，生
育与养育所关联的一切物质与服务支持。

人口变量，常常需要厚积薄发。就像人口红利的漫
长累积， 重拾生育热情，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周密准
备。这个准备要考虑经济账，还要考虑比经济账更深刻
的观念扭转， 而观念扭转背后则是事关全局的硬件和
制度建设。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三孩：被正视的与被期待的
陶凤

“三孩”来了！

婴幼、银发产业新机遇

养老配套未雨绸缪

延迟退休一小步

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

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

我国总人口

1200万人

比2019年减少265万人 出生率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2.62人
比2010年的3.1人减少0.48人

户别人口

141178万人

1465万人

比2018年减少58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0.53%
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
下降0.04个百分点

2020年出生人口 2019年出生人口

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