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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及应对思路

都  阳 *A

内  容  提  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加强政策的针

对性。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

和巨大的老年人口绝对规模。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负

面冲击，使社会负担骤然增加，并对储蓄、消费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结构性

影响。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加强人口、经济和社会等各项政策的相

互协调，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系统。

关  键  词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

JEL 分类号  J01，J40

人口快速老龄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情。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

须基于我国的国情和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充分考虑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影响，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政策的协调。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情况及趋势

联合国把一个国家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7% 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根据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 2000 年达

到 7.0%，2010 年上升到 8.9%。按照联合国的上述标准，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2.5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1%；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1.7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2.6%。从世界范围看，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全世界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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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的比重为 9.1%，其中，主要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和北美洲达到了 18%。

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发展。如果把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

14% 称为中度人口老龄化社会，超过 21% 称为重度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预

测结果，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 2023 年超过 14%，到“十四五”末

将达到 14.7%。“十四五”时期中国将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高龄老

年人口规模继续扩大，2025 年，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 3376 万，比

2020 年上升 446 万，老年人口的长期照料问题将更加突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不断攀升，并推动总

抚养比上扬。根据抚养比不同的定义，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在 2011 年（抚养比

1 情形）或 2013 年（抚养比 2 情形）已经达到最低点，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

如图 1 所示。在抚养比 1 情形下，中国将于 2044 年左右出现抚养比大于 1 的情

形，即出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情形，社会经济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

图 1 中国 1990—2050 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注：“抚养比 1”定义为 0 ～ 19 岁人口与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之和除以 20 ～ 59 岁人口数量；“抚养比 2”

定义为 0 ～ 19 岁人口与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之和除以 20 ～ 64 岁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1990 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2000—2010 年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数据计算。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预期寿命的显著提升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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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因而，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的时间并

不长，从总体上看，人类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尚缺乏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对

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更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制定系统的应

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未富先老

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和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综合分析，大多数国家

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达 7%）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

如上所述，我国在 2000 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其时，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

分类标准，我国还是中下收入经济体，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经过 2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均 GDP 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了跨越式的提高，但未

富先老的特征仍然明显。表 1 列举了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达到中度老龄化社

会（65 岁以上人口比重为 14%）的年份以及刚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的人

均 GDP 水平。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人均 GDP 统一为 2010 年的美元不变价。

很显然，越晚进入中度老龄化，达到中度老龄化时的发展水平也越高。我国大

约在 2023 年左右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届时的人均 GDP 水平将接近世界银行

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不过，与其他经济体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的发展

水平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例如，最早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

德国，在 1972 年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两万多美元，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后尚不足其水平的一半。因此，未富先老不仅仍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

征，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表 1 主要经济体进入中度老龄化的年份和发展水平

国家 进入中度老龄化的年份 中度老龄化时的人均GDP
（2010 年美元不变价）

德国 1972 21031

瑞典 1972 27255

英国 1975 19609

意大利 1988 2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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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进入中度老龄化的年份 中度老龄化时的人均GDP
（2010 年美元不变价）

法国 1990 32524

葡萄牙 1992 17640

西班牙 1992 23128

日本 1995 40369

荷兰 2004 47576

加拿大 2010 47448

澳大利亚 2013 54130

美国 2014 51066

俄罗斯 2017 11551

韩国 2018 28158

中国（预测值） 2023 10371

资料来源：中国的老龄化和人均 GDP 数据根据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预测数据，其他国家的人口数

据来源于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库，人均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

正是由于未富先老，“发展”这一重大命题在我国较之其他在富裕阶段进

入老龄化的国家更加重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核心

使命。同时，未富先老也意味着一旦人口老龄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我

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够高的时候，就面临较之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约束条

件。同时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从宏观上看，由于未富先老，用于发展的积累仍然存在巨大需求，相应

地，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均资源必然有限。提高应对老龄化的资源使用效

率，坚持广覆盖、低水平的保障原则应该成为长期的战略。从微观上看，在总

体的发展水平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大部分老年人口在生命周期中的积累必然有

限，应对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贫困问题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

由于我国人口转变进程的独特性A，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较其他许多国家更为

A		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和快速的经济发展相继影响，使生育率迅速降低至超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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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图 2 展示了从 2020—2050 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10 个经济体 65 岁及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虽然这 10 个经济体中除印度外均已步入老龄化社

会，但在随后的 30 余年时间里，老龄化的进程却有所差别。其中，我国是这 10

个经济体中老龄化进程变动最为迅速的国家：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未来三十

年间将提高14.1个百分点A，老龄化水平增长的幅度最大，达到26.1%；在十个

最大的经济体中，老龄化水平将由 2020 年的第 8 位上升至 2050 年的第 5 位。

图 2 经济总量最大的 10 个国家的老龄化进程（2020—2050 年）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 年修订版》数据计算得到。

从更广的范围看，我们也可以对中国即将出现的老龄化有多快，有更

深刻的认识。表 2 对比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 2020—2035 年老龄化速度的差

别。其中，我们把其他中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按照老龄化的速度进行三等分的

分组。根据人口预测数据推算，202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 18.2%，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2.9%，到 2035 年这两个比重

A		为增加数据的可比性，此处的人口预测数据统一使用联合国数据，但联合国数据可能高估了中国当下实际

的生育率水平。显然，以更高的生育率为估算基础，可能会低估未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也就是说，中国

未来的老龄化速度可能较上述预测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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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别达到 30.1% 和 22.2%。如表 2 所示，以 2020 年为起点，在目前的中等

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并不是特别高，介于中收入和高收入

国家中的中速组和快速组的均值之间。然而，在随后的时间里，较之于其他

经济体，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速：2020—2035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提高 11.9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均值将增

长 11.3 个百分点。其他国家的人口预测结果显示，快速老龄化组到 2035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均值为 27.7%，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

均值为 21.5%。中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将仅提高 3.4 个百分点和 2.9

个百分点，即便是快速老龄化组，也仅分别提高 6.5 个百分点和 6.1 个百分点。

表 2 不同类型国家的老龄化进程

年份 中国
中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不含中国）

平均 慢速组 中速组 快速组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2020 18.17 13.57（7.55） 8.35（5.64） 16.78（7.45） 21.21（7.10）

2025 21.86 14.81（8.01） 9.42（6.03） 18.46（7.85） 23.63（7.29）

2030 26.37 15.92（8.40） 10.56（6.43） 20.02（8.14） 25.71（7.47）

2035 30.11 16.99（8.78） 11.81（6.84） 21.58（8.43） 27.68（7.77）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2020 12.86 9.46（6.11） 5.52（4.39） 12.06（5.95） 15.38（6.00）

2025 14.80 10.48（6.55） 6.25（4.74） 13.49（6.36） 17.51（6.18）

2030 18.19 11.52（7.01） 7.18（5.14） 14.99（6.81） 19.68（6.45）

2035 22.22 12.44（7.41） 8.14（5.53） 16.34（7.14） 21.51（6.70）

注：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分年龄人口数据预测数据库”计算，其他国

家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9 数据库”计算；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差；各个国家的数据按照人口加权。

资料来源：都阳、封永刚（2021）。

可见，世界范围的横向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十五年里的加速发

展将成为具有典型特征和重大影响的现象。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老龄化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般影响，还需要特别关注这种具有风格化的快速老龄化进程是

否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冲击。这一特点在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与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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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融合，很容易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往往很难在其他国家的发

展历程中找到可循的先例。

（三）巨大的老年人口绝对规模

2019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 1.76 亿，占世界同年龄组人

口的 1/4，这一比重未来还会上升。如果以 1.76 亿作为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

计算，其人口规模可以排在世界第六位（除中国）。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形成

了特殊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依据自身发展条件和老龄化特点制定老龄

化战略，而难以仿效其他已有的模式。例如，中小经济体（例如智利、挪威、

新加坡）可以通过主权基金投资于国际市场，通过分享其他国家的增长红利，

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但对于我们这样有着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的国家而言，这

种方式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养老资源的筹集永远只能依赖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世界范围看，为这么巨大的群体养老还没有任何经验

可循，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和自己的制度创新。

养老负担的持续增加已经使一些深度老龄化国家不堪重负，根据 OECD

的统计数据，2019 年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日本为 9.7%，意大利为

16.2%，法国为 13.9%。日本已经计划降低养老金替代率，以弥补即将出现的

养老金缺口。而降低替代率，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同样的问题在我国已经初

露端倪，2019 年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 5.2%。老年人口规模的持

续、快速增加，必将使上述矛盾加速显现，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三、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未来一段时期人口快速老龄

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性的影响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产出增长来源于两个部分，劳动力市场

规模的扩大和人均产出水平（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又来源于资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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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如果人口老龄化对上述任何一个因

素产生影响，都将会对总体的经济增长绩效产生影响，这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经

济增长的一般路径。大量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劳动年龄人口

减少、劳动力市场规模萎缩，使经济增长放缓；对资本产出比的负面影响虽然

不甚明显，但显著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

而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时，则有可能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

性的负面影响，A使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大程度的下滑。如前所述，未来一段

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加速发展。基于世界上 122 个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

济体 B25 年的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速度达到一定阈值后，对经

济增长产生更为明显的负面影响。考虑到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居于世界前列，根据相应的估计参数和人口预测数据推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仅仅由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使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

下降 1 个百分点左右（都阳、封永刚，2021）。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对经济增长不利的约束条件，也将使我国和

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处于更加不利的局面。如图 3 所示，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

在 2035 年前后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超过美国，成为中美之间竞争条件的

一个重要转折。我国相对于欧盟的人口抚养比优势，也将由目前的 15 个百分

点左右缩小至 12 个百分点左右，与印度的人口抚养比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成

为发展中的不利因素。

（二）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结构性变化

人口快速老龄化使人口结构产生快速变化，通过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加总

还可能引起一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结构性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储蓄率在世界各国中具有风格化的特征，而居民储蓄

A		快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来源于几个路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减少，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

丧失优势；社会负担骤然增加引起宏观结构失衡；诱致性技术进步未及发生，有效劳动投入的减少对经济

增长的负面效应未能被技术替代抵消。

B			低收入国家一般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不存在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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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部分经济体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 年修订版》中方案预测数据计算。

在国民储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是高储蓄率的主要来源。高储蓄率是支撑高

投资率的重要基础，即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保持一定的投资

水平仍将是确保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前提。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影响储蓄率的因素非常复杂，但由于各个国

家情况的差异，同样的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往往有很大差别。然

而，人口老龄化是各个因素中对储蓄率影响最为明确的因素，随着人口老龄

化程度提升，储蓄率将下降。这种负向关系也为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所

支持。A 储蓄率的下降将会引起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指标，如储蓄、投

资、国际收支平衡等出现结构性变化，增加了发展的不确定性（蔡昉、都阳，

2020）。

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拉大作用越来越明显，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行为

也会产生影响，突出体现为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都阳、王美艳，2020）。如图

4 所示，随着老龄化水平上升，与工作相关的消费（衣着消费、交通通信消费

和文化娱乐消费）明显下降，而医疗消费支出则明显上升。从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看，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即便人

口老龄化没有影响消费水平，消费模式的转换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A		具体结果可参见蔡昉、都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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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类别消费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注：与工作相关消费包括衣着消费、交通通信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

资料来源：根据 2010 年和 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在家庭消费的各个类别中，食品、衣着、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旅游、

住房、生活用品及服务等消费支出都具有很强的私人属性，但医疗消费与公共

支出有着更紧密的关联。目前，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已覆盖了全国绝大多

数人群，这意味着伴随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的增长将会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持

续压力。鉴于基本医疗保险的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公共财政不可避免地对医

疗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社会负担的急速增加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使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

赡养老年人口的社会负担将急速增长。首先，养老金支出将大幅增加。在支

付水平等其他制度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考虑人口老龄化的额外影响，到

2030 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总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将超过 8.5%；到 2050 年，

该比重将达到 13.5%。其次，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公共支出将不断增加。以

60 岁作为老年人口界定的话，老年抚养比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提高 0.133 个百分点；相应地，政府卫生费用支出占 GDP 的比重

会提高 0.077 个百分点。如果在未来 10 年仍然保持这一参数关系，那么，到

2030 年，由于老年抚养比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将导致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

比重提高 2.6 个百分点；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提高 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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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深度老龄化还将带来照料、看护成本的快速提高。根据预测，即

便保持现行的服务水平，以当前价格计算长期照料的资金需求规模将由 2020

年的 1540 亿元上升至 2050 年的 18133 亿元，增长 10.77 倍。

四、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各项政策的系统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从人口

老龄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看，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系统应对人口

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一）提高应对老龄化政策的系统性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已经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产生显著的

负面影响，不仅对经济增长速度、就业规模与结构、储蓄（投资）与消费模

式、居民收入增长等重要经济指标产生抑制作用，也对医疗看护、家庭模式、

居住安排、社会保障等社会民生领域提出巨大挑战。鉴于人口老龄化既是不可

逆转的长期趋势，又带来了十分紧迫的现实挑战，需要强化政策设计，加强各

领域政策的相互协调与系统谋划。应该在国家层面统筹谋划老龄化时代的经济

发展方式、生育政策、就业和退休政策、涉老产业发展政策、养老体系建设等

问题。“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彻底改变

目前仅仅从人口和健康等少数领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二）形成适应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

鉴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的核心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形成适应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老龄化

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来自老年抚养比恶化对社会赡养体系的挑战。因此，依靠劳

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老龄化社

会保持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中国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大大压缩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要求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进程也必须加速。对于很多发达国家而言，人口转变过程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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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政策干预的，因此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在这种

情况下，根据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的变化，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机制，

就可以形成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中国迅速进入老龄

化社会的事实以及不断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很容易对经济发展形成冲击性的

影响，难以通过自发的机制实现结构变化，必须辅之以经济发展政策的干预

和诱导。

在老龄化社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

度。因此，从依赖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至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增长

方式应该成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

老龄化社会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冲击就是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不断缩小。因

此，鼓励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在经济发展政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

注意的是，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必须辅之以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再分配体

系，才能真正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的目的。否则，就会

出现收入差距扩大、与老龄化相关的贫困加剧的不利局面。

（三）拓宽渠道为老龄化筹资

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拓宽支持老龄化社会的融资

渠道，才能有效地将经济资源转化成养老资源。在经济保持高速或中高速增

长的时期，依赖事实上的现收现付体系可以维持养老支付体系的运转，但也

延误了建立多渠道融资体系的决心，在人口快速老龄化时形成隐患。要抓紧

为时不多的窗口期，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改变过分依赖现收现付体系的不

利局面。

构建更具弹性的收支系统，加强个人缴费与未来收益的联系，为个人提

供更多的缴费选择方案，激励个人为未来储蓄，从而充实养老基金。鼓励发展

商业化的养老保险。加大财政补助与国有资本的划拨力度，充实养老资源池。

注重加强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使养老基金不断保值增值，形成与经济发展的

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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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与老龄化社会相顺应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在劳动年龄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更广泛的就业，

对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已为德国等较早进入老龄

化社会国家的经验所证实。

尽快完善退休制度。延长退休年龄，既可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也可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在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建立养老金

领取的弹性制度，即“早领低水平、晚领高水平”，既可以满足不同劳动者的

个性化需求，也可以更充分地开发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力资源。

遏制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趋势。针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情况，通

过打击就业歧视、补贴生育、加强托幼公共服务等措施，鼓励女性的劳动参与。

（五）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

建立和完善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制度，建立普惠性、兜底性的第一层次养老

金。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改革为公民养老金，形成覆盖全民的普惠性

和兜底性的第一层次养老金。在此基础上，将现有制度整合成个人缴费相关的养老

金、单位补充养老金、个人养老储蓄等多个层次，建立起多层次的老年收入保障体

系。同时，通过将养老金统筹到全国层次，可以消除养老金积累丰富地区不断提升

支付待遇的激励，提升基本养老金待遇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通过提高养老保险的

统筹层次，可以提高养老资源的经办效率、使用效率，提高系统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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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coping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ertinence of polic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s 

population aging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rapid aging and huge absolute scal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rapid aging of population ma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uture 

economic growth, increase the social burden suddenly, and have a structural 

impact on the savings, consumption and other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so as to form an effective strategic system to actively deal 

with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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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gning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marks the formal formation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populous 

free trade area.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scale, trade, 

investment, production network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CEP 

region,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MB circulation in the RCEP re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