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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老龄事业“浙江样板”
浙江康养研究院首席专家如是说

本报记者 汪成明/文 陶悦清/视频

今年的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了

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奋斗

目标。去年底，国家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观”是

这份文件的亮点。

浙江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化的省份之

一，如何实现浙江省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两个先行”的标志性成果。通过解码

“浙江现象”，为中国老龄化总结“浙江经

验”，创新“浙江模式”，为“共富浙江”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创制提供智力支持。

理论创新指引高质量发展

记者：早在 2019 年，由您参与主编的

《老年价值论》一书中提出，我们在中等收入

国家中寿命已经是最长的，但我们还不能称

为进入健康长寿国家。为实现新时代老龄

工作新目标，您认为老龄化研究领域还需要

有哪些关键性的突破？

答：我觉得应从三个方面加强老龄研究

工作。

一是加强老龄学的基础研究。我国虽

然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 22 年，但在老龄化

与老年人口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基本数

据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当

前中国到底有多少失能老人？我国人均寿

命增长与健康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价值是

什么？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社会发展

会不会影响到年轻人就业？如果不影响，在

不同行业领域如何去揭示其背后事实和规

律，等等。

二是转变观念。《意见》提出，要把积极

老龄化、健康老龄观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过

程。如何融入社会活动方方面面，在全国所

有省份及国家相关部门社会治理进程中落

在实处，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拓展。

三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

化道路。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目

前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2.7 亿，百岁老

人人数居世界第一，但按照人口比例，仍低

于日本及欧美等不少发达国家。经过 20 多

年发展，全国已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覆

盖，实现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又在 49 个城

市积极探索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我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过去该如何总结？

面向未来 30 年到 40 年我国人

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又该有什

么样的理论创新，去指引下一

步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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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市海曙区 2022 年老年人健身气功、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活动中，近

300名老年人展示太极拳、八段锦、太极功夫扇等健身项目。 贺元凯 忻之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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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养研究院是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江老年报社负责运营和日常管理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旨在建设养
老领域媒体思想库，助力打造幸福养老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全国知名养老专家杜鹏教授受邀担任首席专家。在
研究院正式挂牌前夕，杜鹏应邀接受本报副总编辑汪成明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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