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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都能活到100岁

近年来，你在很多场合
都强调说，我们现在光讲老
龄化已经不够了，还要关注
长寿化，为什么这么讲？

沈洁：老龄化大家越来
越关注，但长寿化的问题在
国内还不太受重视。中国人
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提
高，根据联合国人口研究机
构预测，未来我国百岁老人
的数量将从 2005 年的 1.9 万
人增长到 2025 年的 14.4 万
人 ，再 到 2050 年 的 59.7 万
人。活到 100 岁曾是生命的
奇迹，但以后这可能是一种
常态了。一个人的生命延长
了 20年，过去的观念、过去积
攒的钱、过去做的各种安排
都不一定适应新需求了。这
场悄悄行进的长寿化将改变
我们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
和生活方式，快速地将我们
推进到一个新时代。

在日本，你个人对长寿
化有哪些亲身的感受？

沈洁：我家附近就有两
个超过 100岁的老人，还有一
个 98岁的。我们那里还是一
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社区，各种
设施比较全，我经常能看到这
些百岁老人出来活动，有时候
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活动活动

或者扫一扫地上的树叶。我
看到这种画面还是很受教育
的，就是一个人到了百岁年
纪，还可以这样自立。

重新定义老年

步入长寿时代后，我们
应该如何去重新定义“老年”？

沈洁：我觉得，对老年人
重新定义不仅仅是在年龄
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和认
知上，要改变过去对老人存
在的那种消极的看法。我们
现在遵循的“接受教育—参
加工作—退休养老”这样的
三阶段的人生模式已经不再
适用，应该将三阶段模式转
换为多阶段模式，即“受教育
—参加工作—受教育—参加
工作—受教育”的多阶段、多
项选择人生模式。

年轻人也可以中途退出
竞争激烈的职场，选择回归
学校接受再教育，储蓄知识
能源为再出发做准备。同
样，老年人度过一段休闲时
光后，也可以选择重返职场。
这种以个人为主体的选择方
式可以打破代际之间的鸿
沟，年龄的界限也会逐渐模
糊和淡化。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构
建一种什么样的“老年观”？

沈洁：日本社会这些年
在倡导一个口号，就是创建
共生社会。日文是这样表述
的：共同生活、相互帮助、相
互依存的社会。在老龄社会
里，不管你是老或者少，有钱
或者没钱，能不能自立，作为
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要得
到平等的尊重。

在这个逻辑之上，去构建
一种新型的老年观，需要长期
的社会教育。日本从中小学
开始就在课程体系里设置了
有关老龄社会的内容，比如开
设模拟课，高龄老人可能半身
不遂，还有一些眼睛看不见的
残障老人，他们怎么行动、怎
么生活，这些课程会给孩子们
提供一些模拟的工具和场景，
让他们亲身去体验。

我还提倡，我们是不是
可以考虑首先把老年人的用
词改一下，像中文圈里的香
港和台湾地区都把“老人”改
成了“长者”，日本从上世纪
70 年代也改成了“高龄者”。
日本首先在政策研究中改变
用语，后来在政府新闻中使
用，最后被全社会接受，“老
人”这个词已经很少再用。

从“重老”到强调代际公平

谈到日本的养老体系，
就不得不提到启动于2000年
的介护保险（护理保险）制度，
它被认为是以全社会之力来
支撑需要长期护理的人群。
介护保险最初在日本社会是
如何达成共识的？

沈洁：介护保险的性质
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不一
样：养老保险是我现在投保，
老了之后再拿回来；医疗保
险则是每个人肯定都会头疼
脑热，总会用到。这些保险
本质上还是为自己储蓄，但介
护保险可能我投了一辈子的
保，最后一分钱都不会用到，
这里面就需要一种利他主
义。介护保险可以说颠覆了
社会保险过去的一些基本概
念和理念。日本社会也是经
历了长时间的准备和复杂的

讨论，不同的利益团体也做了
很多妥协，最终才推出的。

中国这些年也在尝试推
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日本
的介护保险制度有哪些经验
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沈洁：日本的介护保险
制度是一个准市场原则，由
政府制定服务价格，每三年
调整一次，市场主体不能随
意抬价，老人到这个准市场
里去找第三方的服务机构，
根据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以
及相应的评分来获得保险方
的费用支付。这样一来，介
护服务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市
场，它既是公共产品，但又存
在市场化竞争，从而提高了
服务供给的规模和质量。

介护保险制度实施后，
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照护行
业。以往政府掌控所有的老
年人福利资源分配的格局也
被打破，经营主体开始多样化
并且快速增加。上世纪 90年
代，日本提供居家和机构护理
服务的机构数量只有几千家，
2022年已经超过25万家。

此外，护理专业人才的
配套也跟了上来，创建了很
多新的大学和专业，以专门
培养护理人才。如今的日
本，照护职业的工资待遇高
于餐饮行业，收入水平在整
个服务业里属于中高档，而
且工资上涨较快，社会评价
也比以前高了很多。不过，
护理人员仍然不足。为此，
日本下一步的改革是把护理
和社工、保育三个从事福利

服务的资格有效衔接起
来，培养全能人才，以便这
些人才可以在不同岗位上
自由流通。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在
网上对养老话题的讨论也
很多，这反映出年轻群体
对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
日本的年轻人是否也会思
考或者讨论养老的话题？
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沈洁：日本有一个专
门对 18～20岁年轻人的社
会调查，每年进行一次，
2023年调查的一个主题是
年轻人当下最关心的是什
么。这里面有一项对社会
保障的调查，大部分 18～
20岁的年轻人觉得维持年
金制度很困难，当下老年
人拿到的年金，可能等他
们退休的时候就拿不到
了。其实日本的年金制度
这些年一直都在改革，想
办法降低替代率。现在退
休的高收入老年人由于养
老金制度和医疗护理制度
改革，到手的养老金和 20
年前相比缩水了15%左右。

所以我们要尽早着手
解决社会保障代际负担不
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支
付能力的老年人退休以后
也应该负担一定的保费和
医疗费，减轻年轻一代的
保费负担，实现代际负担
均衡。我们应该考虑将有
限的社会资源投向未来一
代，以保持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张从志

进入长寿时代

我们需要怎样的老年观我们需要怎样的老年观我们需要怎样的老年观？？？

如今，人类的长寿化已经成为趋势，人均寿命以每 10
年 2～3岁的速度在延长，一些研究预测，新近出生的人口
中，活到100岁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在日本从事社会福利和老龄化研究长达30年的日本
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沈洁认为，我们大部分人对这种变化仍
然缺少认知，这导致我们对人生的很多规划依然建立在过
去的惯性思维上。但人活 80 岁和 100 岁相差了整整 20
年，人们对晚年生活的各种安排，包括健康、医疗、财务，都
需要做出调整。更重要的是，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需要构
建一种新的老年观。沈洁今年已经年满
70 周岁，但日程依然很满。从日本女子
大学社会福利学系退休后，她仍在复旦
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担任客座
教授，每年定期回国授课，还在为国内的
老龄化问题出谋划策。

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
授授、、老年问题专家沈洁老年问题专家沈洁。。

一位日本老年女性在弓箭俱乐部练习瞄准一位日本老年女性在弓箭俱乐部练习瞄准。。

7272 岁 的 小 田 原 邦 夫岁 的 小 田 原 邦 夫
（（中中））从一家汽车零件公司从一家汽车零件公司
的销售部门退休后的销售部门退休后，，选择选择
在横滨的一家养老院工在横滨的一家养老院工
作作。。

20222022 年年 99 月月 2424 日日，，日日
本岛根县本岛根县，，100100岁的山田美岁的山田美
子在餐厅里做饭团子在餐厅里做饭团。。这家这家
餐馆是她和丈夫于餐馆是她和丈夫于19701970年年
创办的创办的，，营业至今营业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