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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 “老年
人 不 是 包 袱 ，而 是‘ 富
矿’。”日前，经济学家、国
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国 家 统 计 局 原 总 经 济 师
姚 景 源 在 第 三 届 中 国 保
险 养 老 融 合 与 发 展 论 坛
上 谈 及 发 展 银 发 经 济 时
表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23年末，我
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超
2.96 亿。如何应对老龄化
挑战，增进老年人福祉。

“养老是当下最重要
的民生之一。”姚景源指

出，2024 年 1 月，国务院办
公 厅 印 发 第 一 个 聚 焦 银
发 经 济 发 展 的 政 策 文 件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
老 年 人 福 祉 的 意 见》，
2024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再
次强调“加强老年用品和
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银发
经济”，这意味着养老问
题、银发经济问题摆在了
重要位置。

“有人把老年人当成
包袱、当成负担，这是不对
的。老年人不是包袱，而
是‘富矿’。我们要努力发
掘，‘矿’要挖出来才能变

成财富。”他说。
国家发改委公开数据

显示，2020年，我国银发经
济的总规模约 5.4 万亿元，
占 全 球 银 发 市 场 的
5.56%。据保守预测，2035
年银发经济将占我国GDP
比重的 10.9%，2050年将超
过 15.9%，银发经济将成为
影响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变量。

姚景源认为，目前我
国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在
银发经济方面的投入还不
够，服务和产品还不完善，
但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增长

潜力。“老年人的需求是多
元的、有差异性的，也是不
断升级的。”

“解决老龄化问题、解
决老年人养老问题，归根
结底第一位是让老年人有
钱。”他建议，一要加大财
政转移支付中对老年人养
老的支付；二要推广义工
制度，让年轻人加入到养
老事业中。

“什么是老年人养老
最好的状况？让老年人感
觉到处处充满爱就是最佳
的养老状况。”他说。

（左雨晴）

银发经济潜力巨大 老年“富矿”尚待挖掘
专家指出发展银发经济、解决老龄化问题首要是让老年人有钱

本报讯 近 日 ，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与山东省财政厅联
合 发 布 了《关 于 调 整 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建国
前老工人退休待遇的通
知》，宣布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对符合条件的建
国前老工人退休待遇进
行调整。

此次调整范围明确
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前

已按原劳动人事部劳人
险〔1983〕3 号 文 件 规 定
办理退休手续的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建国前老
工人。

根据通知，抗日战争
时期及以前参加革命工
作的，每人每月增加 260
元；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
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
210 元 。 本 次 增 加 的 待
遇，作为计发 2 至 4 个月

生活补贴的基数。
此次增加建国前老

工人退休待遇所需资金，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从企业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列支；参加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
本养老保险的，从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列支；未参加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由原渠道
解决。 （本报记者）

山东省调整建国前老工人退休待遇

本报讯 近日，山东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印发《关于 2024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通知》，决定从从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 ，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职）手续，并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
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

此次调整将采取定
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
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具体
调整办法和标准如下：

一是定额调整。每人
每月增加32.6元养老金。

二是挂钩调整。按
以下两部分计算增加养
老金：1、按 2023 年 12 月
本人基本养老金的 0.9%
确定月增加额。2、按本

人缴费年限分段确定月
增 加 额 ，其 中 ，对 15 年

（含）以下的部分，每满 1
年，月增加 0.8元；16年以
上至 25 年的部分，每满 1
年，月增加 0.9元；26年以
上至 35 年的部分，每满 1
年，月增加1元；36年以上
至 45 年 的 部 分 ，每 满 1
年，月增加 1.1元；46年以
上的部分，每满1年，月增
加 1.2 元。缴费年限含视
同缴费年限，不含特殊工
种等折算增加的年限；缴
费年限不足 1 年的，按 1
年计算。

三是适当倾斜。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70
周岁不满75周岁（以办理
退休手续时按规定确认
的出生年月计算，下同）、
年满 75 周岁不满 80 周岁

和年满 80 周岁以上的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分别增
加 10 元、15 元和 20 元养
老金。同时，综合考虑不
同年龄、不同情况人员以
往 年 度 倾 斜 标 准 等 因
素 ，对 达 到 相 应 年 龄 的
有 关 人 员 ，再 适 当 增 加
一定数额的养老金。其
中，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期 间 达 到 70 周
岁、75周岁和80周岁的企
业退休人员（不含企业一
次性补缴参保人员）每人
每月分别增加290元、190
元和 360 元，企业一次性
补缴参保人员每人每月分
别增加 70 元、60 元和 120
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每人每月分别增加 20
元、80元和80元。

（本报记者）

退休人员看过来！

您退休金待遇是这样调整的

居民体重管理核心知识发布

老年人也要
“管理体重”

本报北京讯 按照《“体
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
有关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近日印发《居民体重
管理核心知识（2024 年版）》
及其释义，进一步倡导和推
广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提升
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

核 心 知 识 主 要 包 括 8
条，即正确认知，重在预防；
终生管理，持之以恒；主动监
测，合理评估；平衡膳食，总
量控制；动则有益，贵在坚
持；良好睡眠，积极心态；目
标合理，科学减重；共同行
动，全家健康。

根据核心知识释义，体
重是客观评价人体营养和健
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体重过
高或过低都会对健康造成不
利影响。保持健康体重能减
少相关疾病的患病风险。全
人群都应把保持健康体重作
为目标，并贯穿孕前期、孕
期、婴幼儿期、儿童青少年
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全生命
周期。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
急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
要高度重视体重管理科普宣
传和健康教育工作，围绕《居
民体重管理核心知识（2024
年版）》，有计划性、有针对性
地开展经常性的宣教工作，
确保“体重管理年”活动取得
实效。 （李恒）

居世界之最

中国百岁寿星
达11.9万
本报北京讯 近日，一项

发表在国家一级人口学核心
期刊《人口研究》上的论文指
出，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中国在2020年已经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百岁老人数量
最多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正式
迈入“长寿大国”行列，但距离

“长寿强国”尚有距离。
从绝对数量上看，全国百

岁老人从2010年的约3.6万人
增长到2020年的约11.9万人，
增长了2.3倍。从比例上看，中
国每10万人中百岁老人数量从
2010 年的 2.70 人提高到 2020
年的 8.43人。联合国《世界人
口展望2022》的中方案预测结
果显示，到2050年，中国百岁老
人将接近50万人，每10万人中
百岁老人数量将达到37.18人。

从地域上看，近 40%的百
岁老人分布在东部地区，东北
地区拥有超过 12%的百岁老
人，中部地区（22.70%）和西部
地区（25.25%）百岁老人的占
比较为接近。

从性别上看，中国百岁老
人中女性占多数，女性百岁老
人数量是男性百岁老人数量
的2.38倍。2020年，中国女性
百岁老人为 8.37 万人，占比
70.4%，男性百岁老人为 3.51
万人，占比29.6%。

从城乡差异看，中国更多
的百岁老人生活在城镇地区，
改变了过去百岁老人农村多
城镇少的格局，但农村地区的
百岁老人比例一直高于城镇
地区。2020 年，中国约有 6.3
万百岁老人生活在城镇地区，
占比53.3%，约5.6万百岁老人
生活在农村地区，占比46.7%。

文章指出，中国要实现
从长寿大国到长寿强国的跨
越，必须从提高长寿人口数
量 转 变 为 提 升 长 寿 人 口 质
量，从实现整体性长寿转变
为实现均衡性长寿。在最长
寿人群的百岁老人中，这种转
变具体体现为百岁老人比例
向发达地区平均水平靠拢，
且百岁老人在城乡和地区的
分布更加均衡。百岁老人数
量的增长和比例的提高依赖
于全人口健康水平和老年人
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这需
要依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制度保障和持续稳定的经
济社会发展。 （赵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