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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年贫困现状及应对措施

丁英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的贫困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人生的晚

年，老年人很难改变他们在收入上、身体上的弱势地位，易陷入贫困状态。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

最高的国家，已进入人口减少和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而且也带

来老年贫困问题。为应对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贫困现象，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对策措施，努力保障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其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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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日本的老年贫困问题呈现出逐渐加重

的态势，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受人口老龄化的影

响，日本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不断增加，国家

财政预算中养老金比重日益加大，而不参保的年轻

人及拖欠 保 费 的 人 增 多，导 致 养 老 金 水 平 难 以 提

高。同时，医疗、护理等各种社会保险要求个人负

担的比例越来越高，增大了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压

力，贫困老人数量不断上升。为遏制这一趋势，日

本政府通过完善各种保障制度、提高非正式员工待

遇、鼓励健康老年人再就业等措施，综合应对老年

贫困问题。

一、日本老年贫困的现状及主要原因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逐渐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

不断加剧。长寿是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及经济发展

的结果，但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也带来了社会问

题。其中，由收入、疾病、孤老带来的老年贫困是

老年人最大的忧虑，也是近年日本需要着重解决的

课题之一。
（一）日本老年贫困的现状

在日本，对于贫困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根据

目前公布的数据资料，大体可以从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ＯＥＣＤ）采用的相对贫困率、表示收入差距

的基尼系数、日本生活保护制度救助人群比率这几

个方面来观察老年人的贫困状况。

ＯＥＣＤ的相对贫困率是指可支配年收入在一定

标准之下 人 群 的 比 率。所 谓 一 定 标 准 也 就 是 贫 困

线，具体指可 支 配 年 收 入 中 间 值 的５０％ （中 间 值

的计算方式是用家庭成员数的平方根除家庭可支配

收入）。近年来，日本厚 生 劳 动 省 进 行 的 《国 民 生

活基础调查》① 就是用ＯＥＣＤ的标 准 来 调 查 日 本 的

贫困情况。从２０１３年进行的第十次大规模调查看，

２０１２年 日 本 可 支 配 年 收 入 中 间 值 为２４４万 日 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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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线即为１２２万日元，收入低于１２２万日元的就

是贫困人群①。从调查结果看，２０１２年日本贫困人

群主要集中在１０～２４岁的青少年和６５岁以上的老

年人，但老年人贫困更为显著，其贫困的时间跨度

和贫困率都甚于其他年龄层，而在老年人当中女性

贫困率又高于男性。见图１。

图１　分性别、分年龄的相对贫困率情况 （２０１２年）

　　资料来源：阿 部 彩．高 齢 者 の 貧 困 と 孤 立 ［Ｒ／ＯＬ］．東 京：東 京 都 福 祉 先 進 都 市 東 京 に 向 け た 懇 談 会，２０１４：２
［２０１６－１２－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ｕｋｕｓｈｉｈｏｋｅｎ．ｍｅｔｒｏ．ｔｏｋｙｏ．ｊｐ／ｋｉｂａｎ／ｓｈｉｓａｋｕ／ｋｏｎｄａｎｋａｉ／ｋｏｕｒｅｉ．ｆｉｌｅｓ／ｓｉｒｙｏ２．ｐｄｆ＃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５０年，日本实施 《生活保护法》，为日本的

社会保护制度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日本对 《生活保护法》进行了多次修

改。生活保护制度采用最低生活保护标准对贫困家

庭给予生活补贴，作为最后的安全网保障了贫困人

群的基本生活。生活补贴的标准根据经济状况和物

价指数的变 化 进 行 调 整，每 年４月 确 定 当 年 的 标

准。生活补贴标准还因地区不同而异，全国根据六

类地区分为六个标准。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接受生活保护

的人群中的 老 年 人 口 比 例 呈 逐 年 上 升 趋 势。２０１４
年，日本接 受 生 活 保 护 的 人 大 约 有２１６万 人，其

中，６５岁 及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大 约 有９２万 人，占

４４％②。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领取生活保护补贴的

１６３．２万户中，５１．４％是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③。在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

接受生活保 护 的 占 比２．８０％，高 于 全 国 平 均 保 护

率１．６７％［１］。日本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接受生活保

护的人数逐年增多。

从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也可以观察到日本老年

人的贫困状况。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

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其数值在０
到１之间，越接近０说明收入越平均，越接近１说

明收入差距越大。日本政府进行的调查有几种都涉

及到基尼系数，每三年实施一次的 “国民收入再分

配调 查”就 是 其 中 之 一。该 调 查 结 果 表 明，自

１９８４年以来，日 本 的 基 尼 系 数 持 续 上 升。收 入 较

低的老年人及单身者家庭的增加是导致差距扩大的

主要原因。２０１３年，初 次 分 配 日 本 老 年 人 家 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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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是９５．３万日元，基尼系数为０．７９８１；通过

社会保障、税 收 调 节 之 后 的 二 次 分 配 平 均 收 入 是

３５０．２万日元，基尼系数为０．３８１３，仍然高于全体

家庭的基尼系数０．３７５９①。这些情况说明日本老年

人的贫困程度不容乐观。

老年人口不断增多和老年人收入水平的降低，

导致日本老年贫困率升高，养老生活不仅成为诸多

老年人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也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

一大难题。
（二）日本老年贫困的主要原因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日本老年贫困问题逐

渐显化。家庭规模缩小，代际关系转移；老后疾病

缠身，医疗护理费用负担越来越重；年轻时候的工

作不稳定，收入低等，这些方面成为日本老年贫困

的主要原因。

１．医疗护理 费 用 不 断 上 升 是 导 致 老 年 贫 困 的

主要原因

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日本人的平

均寿命不断延长。然而，平均寿命的延长并不代表

健康寿命 期 的 延 长。２０１３年，日 本 男 性 的 健 康 寿

命为７１．１９岁，女 性 的 健 康 寿 命 为７４．２１岁，和

２００１年相 比 分 别 延 长 了１．７９岁 和１．５６岁。但 是

和同 期 间 平 均 寿 命 的 延 长 （男 性 平 均 寿 命 延 长

２．１４岁，女性平均寿命延长１．６８岁）相比，延长

幅度还是小。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仍

有不少差距：男性约相差９年，而女性则为１２年

左右。参见图２。这意味着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数在

增多，养老护理需求不断增长。

图２　日本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日］内 閣 府．高 齢 者 の 経 済 状 況 ［ＤＢ／ＯＬ］．平 成２８年 版 高 齢 社 会 白 書 （全 体 版）， ［２０１６－１１－０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８．ｃａｏ．ｇｏ．ｊｐ／ｋｏｕｒｅｉ／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ｉｎｄｅｘ－ｗ．ｈｔｍｌ．

　　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２０１６年４月，日本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接受护理保险服务的大约有６０８万

人，其中，６５～７４岁的老年人大约有７６万人，而

７５岁及以上 老 年 人 数 为５３２万 人，年 龄 越 大 需 要

护理的人数越多②。根据日本护理保险制度，护理

所需的费 用 由 税 金 和 保 险 金 两 部 分 组 成，各 占 一

半。其 中５０％的 税 金 由 国 家 承 担２５％、都 道 府

县 承 担１２．５％、市 町 村 地 方 政 府 承 担１２．５％，

保险金由政府固定 财 政 基 金 和 个 人 从 养 老 金 或 额

外缴付的保险金 支 付，使 用 者 只 负 担 护 理 服 务 总

费用的１０％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 起，高 收 入 老 年

人个人负 担２０％），但 每 个 护 理 等 级 都 有 利 用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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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险服务的上 限 额 度，超 过 额 度 部 分 的 费 用 完

全由个人负担。因 此，没 有 多 少 储 蓄，收 入 水 平

较低的老年人容 易 面 临 生 活 困 境，导 致 老 年 贫 困

的发生。

２．非正式员工增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日本于１９８５年推出 《劳动者派遣法》，传统的

终身雇佣制度发生了变化，非正式员工人群不断扩

大，非正式雇佣成为日本社会雇佣形式中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１９９９年，日 本 对 《劳 动 者 派 遣 法》进

行了修改，基本取消了对劳务派遣的各种限制，降

低了劳务派遣方面的障碍，使非正式员工进一步增

多，其中老年人数量更是连年递增。根据厚生劳动

省统计，１９９０年，日 本 非 正 式 员 工 人 数 只 有８８１
万人，而到２０１５年 增 加 为１　９８０万 人，其 中，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数量从４１万人增加到２６７万

人，所占比重从４．７％上升到１３．５％。参见图３。

图３　日本非正式员工数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日］厚生労働省．「非正規雇用」の現状と課題 ［Ｄ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

ｆｉｌｅ／０６－Ｓｅｉｓａｋｕｊｏｕｈｏｕ－１１６５００００－Ｓｈｏｋｕｇｙｏｕａｎｔｅｉｋｙｏｋｕｈａｋｅｎｙｕｋｉｒｏｕｄｏｕｔａｉｓａｋｕｂｕ／００００１２０２８６．ｐｄｆ．

　　日本非正 式 员 工 面 临 着 低 工 资、低 保 障，且

随时可能丢掉工 作 的 危 机。非 正 式 员 工 与 正 式 员

工之间在工资待遇 和 社 会 保 障 待 遇 方 面 都 有 着 相

当大的 差 异。根 据 厚 生 劳 动 省 的 统 计，２０１５年，

日本正式员工中男性平均月工资为３４８　３００日元，

女性平均月 工 资 为２５９　３００日 元；而 非 正 式 员 工

中的男性平 均 月 工 资 只 有２２９　１００日 元，女 性 平

均月 工 资 只 有１８１　０００日 元，分 别 相 差１１９　２００
日元和７８　３００日 元①。日 本 非 正 式 员 工 不 仅 工 资

低，而且还有很多 人 不 能 参 加 和 享 受 各 类 社 会 保

险及企 业 内 福 利 制 度。根 据 厚 生 劳 动 省 的 资 料，

正式员工加入 雇 佣 保 险、健 康 保 险、厚 生 年 金 制

度、享受企业退休 金 制 度、奖 励 制 度 的 比 率 分 别

是９２．５％、９９．３％、９９．１％、８０．６％、８６．１％；

而非正式员工加入 上 述 保 险 制 度 的 比 率 分 别 只 有

６７．７％、５４．７％、５２．０％、９．６％、３１．０％。参

见表１。这种情 况 反 映 了 日 本 非 正 式 员 工 不 仅 收

入水平很不稳定，而 且 在 其 他 待 遇 方 面 都 不 及 正

式员工。这加剧了 同 代 人 之 间 经 济 收 入 的 不 均 和

贫富差距的扩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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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日本正式与非正式员工适用的各种保障制度状况 ％

雇佣保险 健康保险 厚生年金 退休金制度 奖励制度

正式员工 ９２．５　 ９９．３　 ９９．１　 ８０．６　 ８６．１

非正式员工 ６７．７　 ５４．７　 ５２．０　 ９．６　 ３１．０

　　资料来源：［日］厚生労働省．「非正規雇用」の現状と課題 ［Ｄ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

ｆｉｌｅ／０６－Ｓｅｉｓａｋｕｊｏｕｈｏｕ－１１６５００００－Ｓｈｏｋｕｇｙｏｕａｎｔｅｉｋｙｏｋｕｈａｋｅｎｙｕｋｉｒｏｕｄｏｕｔａｉｓａｋｕｂｕ／００００１２０２８６．ｐｄｆ．

　　日本非 正 式 员 工 的 增 加 导 致 了 劳 动 阶 层 的 分

化，也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目前，日本不少贫困

老年人由于年老后生活漫长，即便拥有一定的存款

以及住房等不动资产，也会被各种疾病消耗殆尽。

在过去祖孙三代同居时，子女们合力出钱也能够满

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但随着家庭核心化的发

展和老年家庭户的增多，加上年轻人工作的不稳定

性，家庭内部相互扶助功能逐渐弱化，导致老年人

进一步贫困化［３］。可见，日本家庭成员的经济供养

能力存在着阶层差异，贫困老年人面对的深层次问

题是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子女收入较

高意味着老年父母一般不会面临贫困问题，而子女

条件较差，收入不稳定，其老年父母面临贫困的可

能性大大增加。

３．少子老龄化导致年金收入减少

根据日本内阁府统计，２０１６年，日本６５岁及

以上老 年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率 为２７．３％。其 中，

７５岁及以 上 “高 龄 老 年 人”① 占１３．４％。高 龄 化

趋势非常严峻。而日本０～１４岁的少儿年龄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率只有１２．６％，１５～６４岁的劳动年龄

人口减少到６０．１％，已 经 面 临 着 人 口 减 少 及 劳 动

力短缺的问题②。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及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日

本老年人领取的年金收入也逐渐减少。日本的年金

制度采取的是 “下一代养上一代”的现收现付制，

即用当前参保人的缴费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年金。但

是，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加剧，日本劳动年龄人

口减少和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多，出现了

支付与负 担 的 不 平 衡 问 题。２０１２年，日 本 基 础 老

龄年 金 的 平 均 月 支 付 额 为５４　８５６日 元，２０１３年 为

５４　６２２日元，２０１４年减少到５４　４９７日元，出现逐年

减少的局面③。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老年人

口增长加快以及年轻一代正式雇佣率低下，参保人

数不足，而且日本老年人年金收入差距很大。参加

工作后一直在大企业工作或是公务员等比较稳定职

业的人，退休后不仅能拿到公共养老金，还有企业

年金，退休后可以过相对富裕的生活；而那些因为

教育程度不高、无法找到稳定工作的人，能拿到的

养老金较少，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二、日本老年贫困的差异性分析

随着年 龄 的 增 长，老 年 人 逐 渐 退 出 劳 动 力 市

场，实际收入越来越少，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生活

逐渐不能自理，容易面临贫困。日本老年贫困存在

较大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家庭形态差异。
（一）较大的年龄差异

日本老年 人 口 贫 困 比 率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加 而 增

加。老年人年龄越大，生活自理能力越差，经济来

源越少，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高龄老年人比低龄

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

厚生劳动省 《国 民 生 活 基 础 调 查》显 示，日

本老年男性的相 对 贫 困 率 从６０岁 开 始 逐 渐 上 升，

到８０岁 达 到１７．３％；老 年 女 性 的 相 对 贫 困 率 从

５０岁开始逐 渐 上 升，７５～７９岁 达 到２５．４％。参

见图４。日本老 年 人 年 龄 越 大 贫 困 程 度 越 高，面

临 “老与穷”的 双 重 压 力，同 时 也 加 重 了 国 家 的

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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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日本老年贫困率情况 （２０１２年）

　　资料来源：根据阿部彩 “平成２５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を 用 い た 相 対 的 貧 困 率 の 動 向 の 分 析－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ｈｉｎｋｏｎｓｔａｔ．ｎｅｔ／）制作。

（二）显著的性别差异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日本６５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中，老 年 男 性１　４９９万 人，占 男 性 人 口 的

２４．３％；老 年 女 性１　９６２万 人，占 女 性 人 口 的

３０．１％①，女性老年人口明显多于男性。日本老年

女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收入来源有限，生活没

有保障。其原因在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

以男性、企业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具有一定保

障功能的基础之上。多数老年女性年轻时只专注于

生儿育女、照 料 家 务，年 老 后 主 要 靠 夫 妻 年 金 生

活。如果离婚或丧偶，她们的老后生活便面临更大

的危机。加上她们的连续工作年数短，平均收入水

平低，与男性老年人相比，经济实力较弱，更容易

陷于贫困［４］。

日本老年女性的贫困率从６５岁开始急剧上升，

７０岁达到２０％以上，高于老年男性的贫困率 （参

见图４）。２０１４年，日本处 于 贫 困 状 态 的 老 年 人 口

达到８９３．５万人，其中，独居男性老年人所占比率

为３７．７％，独 居 女 性 老 年 人 所 占 比 率 则 高 达

５６．０％，女性老年人的贫困率很高②。根据厚生劳

动省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日本６５岁及以上老

年人接受护理保险服务的大约有６０８万人，其中老

年男性所占 比 率 为３０％，而 老 年 女 性 所 占 比 率 为

７０％③。女性年龄越大需要护理的程度和贫困率就

越高，日本老年贫困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

（三）悬殊的家庭形态差异

单身家庭、夫妻家庭、三世同堂家庭等家庭形

态也对日本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带来不同影响。根据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资料，１９８０年，日本６５岁及以

上的独居男性大约有１９万人，独居女性大约有６９
万 人，在 老 年 人 口 中 所 占 比 率 分 别 为 ４．３％和

１１．２％；２０１５年，６５岁 及 以 上 独 居 男 性 增 加 到

１８９万人，独居女性增加到４１２万人，在老年人口

中所占比率分别增加到１２．９％和２１．３％。到２０３５
年，６５岁及以 上 独 居 男 性 和 女 性 人 口 将 分 别 达 到

２６１万人和５０１万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率将分别

达到１６．３％和２３．４％，独居老 年 人 数 不 断 增 多 的

趋势异常明显。参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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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日本独居老年人数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日］内閣府．平成２８年版高齢社会白書．

　　独居老年人不仅贫困发生率高，而且贫困程度

也比较严重。根据厚生劳动省２０１３年进行的 “国民

生活基础调查”数据①，有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

总体 平 均 年 收 入 为４８１．６万 日 元，低 于 日 本 家 庭

５３７．６万日元的平均收入。而且不同家庭结构的年

收入也不尽相同。收入最高的是三世同堂家庭，年

收入为８６６．７万日元，高于日本全体家庭的平均水

平，而单身家庭收入最低，年收入仅为１９３．３万日

元。参见图６。三世同堂家庭由于家庭成员多，从

业人员多，收入来源多元，处于高收入老年人家庭

行列；而单身家庭和以养老金等为主要收入源的家

庭，则属于低收入老年人家庭。从老年人群收入来

源有限、收入更低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老年

家庭的增加是造成日本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独居老年人不仅生活上贫困，精神上容易处于

孤立状态，而且收入越低就越孤立。在６５岁及以

上高收入老年人中，一个月和别人交流频率不到一

次的 人 只 占０．５％，而 低 收 入 老 年 人 的 比 率 为

２．１％。低收入老年人群更 容 易 陷 于 经 济 与 精 神 上

的贫困状态。参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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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有６５岁及以上老人家庭平均年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日］厚生労働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图７　各收入层老年人与他人交流频率 （％）

　　资料来源：阿部彩．高齢者の貧困と孤立 ［ＤＢ／ＯＬ］．国立 社 会 保 障·人 口 問 題 研 究 所 福 祉 先 進 都 市 東 京 に 向 け た 懇

談会，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０１－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ｕｋｕｓｈｉｈｏｋｅｎ．ｍｅｔｒｏ．ｔｏｋｙｏ．ｊｐ／ｋｉｂａｎ／ｓｈｉｓａｋｕ／ｋｏｎｄａｎｋａｉ／ｋｏｕｒｅｉ．ｆｉｌｅｓ／ｓｉｒｙｏ２．ｐｄｆ

＃ｓｅａｒｃｈ＝．

　　可见，日本老年贫困发生率呈现出 “三高”的

特点，即高龄老年人高于低龄老年人，女性老年人

高于男性老年人，独居老年人高于夫妻老年人。老

年贫困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主要问题。

三、日本应对老年贫困的措施

在贫富 分 化 逐 渐 加 大、养 老 压 力 加 重 的 情 况

下，解决老年贫困是日本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日

本政府一方面积极完善有关老年人的各种社会保障

制度，另一方面不断扩大适合老年人的各种工作岗

位，鼓励老年人就业和再就业。

（一）积极完善相关保障制度

针对不断加剧的老年贫困问题，日本政府积极

完善相关保障制度，努力预防老年贫困的蔓延。

首先，调整了护理保险制度和高龄老年人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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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个人 承 担 的 比 例。２０１５年８月，提 高 了 高

收入人群护理保险承担的比例。按规定，如果一个

人的年收入超过２８０万日元，或夫妻二人的年收入

超过３４６万日元的，利用护理服务时，个人承担的

费用将由原来的１０％增加到２０％；低收入人 群 仍

只负担１０％。２００８年制定了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

这是一项独 立 于 其 他 医 疗 保 险 制 度、主 要 针 对７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６５～７４岁中有一定残疾的老年

人的医 疗 保 险 制 度。参 保 人 就 医 时 承 担 费 用 的

１０％。如果７５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年收入相当于现

在工作人员的收入 （年收入大约３７０万日元以上），

个人将承担３０％的医疗费①。在老年人口增多，财

政吃紧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根据收入情况的不同，

采取分别对待的措施，在医疗护理方面努力减轻低

收入老年人的负担。

其次，积极改善年金数额减少的状况。日本的

年金制度采取的是缴纳一定阶段的保险费之后才能

领取社会保险的方式，国民年金是２０～６０岁的国

民须加入 的 基 础 年 金，至 少 需 要 缴 纳２５年 保 费，

退休后才有资格领取。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领取年

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年金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另一方面，因未加入保险或缴纳保险年限不足

的原因没有年金或年金很少的老年人群不断增多，

严重影响 老 年 人 的 生 活。鉴 于 这 种 情 况，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作为政 策 补 偿，日 本 政 府 在 补 充 预 算 中 用

３　６２４亿日元 作 为 “临 时 福 利 给 付 金”，主 要 针 对

１　１３０万低收入 老 年 人，一 次 性 每 人 发 放３万 日 元

补助②。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日 本 通 过 《无 年 金 对 策 法

案》，将参保缴纳年金保费的最少年限由原来的２５

年减少到１０年，并决定从２０１７年９月开始，将针

对６４万没有年金的人进行相应的支付，为此，日

本将需要６５０亿日元的财源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又

通过了 《年金改革法》，为了扩大今后年金保费规

模，规定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开始，在５００人 以 下

中小企业中工作的短时工也可以加入厚生年金；针

对加入 国 民 年 金 的 女 性，免 除 其 产 前 产 后 （４个

月）的保费等。

这些措施缓解了由医疗费上涨及年金数额下降

而导致的老年人生活压力，有效缓解了低收入老年

人群的养老保障问题，有助于减轻老年人陷入贫困

的风险。

（二）鼓励老年人就业和再就业

日本针对老年贫困不断增多的现象，完善相关

法律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就业和再就业，向老年人

提供多 样 化 的 工 作 岗 位，以 增 加 老 年 人 的 经 济

收入。

在相关 立 法 方 面，１９８６年 就 制 定 了 《高 龄 者

雇用安定法》，鼓励企业采取６０岁退休制度。１９９８

年和２００６年，日 本 曾 经 对 该 法 进 行 了 修 改 补 充，

２０１３年４月实施了新的 《高龄者雇用安定法》，为

老年人就业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和促进各企业延长

退休 年 龄，让 有 工 作 意 愿 的 员 工 都 能 工 作 至６５

岁［５］。该法律使处理老龄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

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解决了以往存在的

一些问题。比如，之前日本老年人６０岁退休之后

继续工作的人数比较多，但实际上大多数老年人以

临时工、合同工等非正式员工的身份从事工作，其

工资减少了很多。实施新的 《高龄者 雇 用 安 定 法》

后，老年人可以以 正 式 员 工 的 身 份 工 作，并 能 够

保证与原来同样 的 待 遇，提 高 了 老 年 人 的 工 作 积

极性［６］。

为了进一步保障老年人就业和再就业，日本于

２０１６年３月 通 过 了 《雇 用 保 险 法 修 订 案》，对６５

岁及以上 老 年 人 继 续 实 行 雇 佣 保 险 制 度，即 如 果

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继续工作或离开原单位另找工

作时，可以继续加入雇佣保险［７］。这在某种程度上

减轻了中小企业负担，增加了老年人就业率，缓解

了劳动力不足问题。根据该法案，日本老年人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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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还可以向 老 年 人 介 绍 每 周４０小 时 的 工 作 岗 位，

改变了过去只能向老年人推荐临时的、短期的、轻

松工作的做法，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了多种形式

的就业机会，改善了老年人的劳动环境①。

老年人继续工作，不仅能够增加家庭收入，改

善生活，还可以弥补日本社会劳动力不足问题。根

据内阁府的统计，１９８０年日本劳动力人口为５　６５０

万人，其中６５岁 及 以 上 劳 动 力 人 口 为２７９万 人，

占４．９％；而２０１４年 日 本 劳 动 力 人 口 为６　５８７万

人，其中６５岁及以上劳动力人口增加到６９６万人，

占１０．６％②。日 本 继 续 工 作 的 老 年 人 数 量 不 断 增

加，老年人就业选择也趋于多样化。在退休金越来

越少、劳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发挥老年劳

动者的余热，既能缓解劳动力不足问题，又能增加

老年人的 收 入，是 一 个 既 有 利 自 身 又 有 利 社 会 的

选择。

（三）提高非正式员工待遇，预防老后贫困

在社保待遇方面，由于日本的厚生年金、健康

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是以正式员工为对象而

设立，非正式员工很难享受。社保待遇情况已不适

合不断发生变化的雇佣形势。为解决这一问题，首

先，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始，针对非正式员工扩大了

厚生年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按规

定，５０１人 以 上 的 企 业，每 周 工 作２０小 时 以 上，

年收入１０６万日元以上的员工，也可以加入厚生年

金③。其次，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召 开 了 “实 现 工 作 方

式改革会议”，提出 了 “同 工 同 酬 指 针”方 案，按

规定，如果非正式与正式员工在工作能力、工作业

绩、工作年限等方面相同，企业应向非正式员工发

放与正式员工相同的工资及奖金④，努力解决正式

与非正式员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以此改善非正式

员工的待遇。这些措施一方面可以保障非正式员工

的收入，避免他们步入老年后出现没有年金或年金

很少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他们照顾父母

的经济能力。

此外，日本最近还制定实施了鼓励家庭在缓解

老年贫困方面发挥作用的措施。一般情况下，子女

与父母同住对老年人的经济生活和健康水平都有益

处。但在少子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与子女同居的

比率和来自儿女的经济支持都逐渐减少。针对这种

情况，２０１６年３月，日 本 通 过 了 《年 度 预 算 和 税

制改革相关法案》，决定三世同堂家庭房屋改造时

给予 补 助 金，并 减 免 所 得 税⑤，以 此 鼓 励 老 少 同

住，缓解老年贫困问题。

总之，日本面对不断加剧的老年贫困问题，日

本政府采取了完善法律法规等养老服务体系，推迟

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积极改善非正式员

工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等一系列措施。

四、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人口发展正经历着快速转变，老年人口绝

对数和所占比率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底，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的 比 率 为１０．８％。中 国 老 龄 化 还 呈 现 出

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贫困老人比例高

等特点，贫 困 和 低 收 入 老 年 人 数 已 达 到２　３００万

人，⑥ 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文化等

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虽然中国与日本的国情存

·８７·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厚生労働省．平成２８年雇用保険 制 度 の 改 正 内 容 に つ い て』，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ｓｔｆ／ｓｅｉｓａｋｕｎｉｔｓｕｉｔｅ／ｂｕｎｙａ／００００１２０７１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检索。

内閣府．平成２７年版高齢社会白書 （概要版）：高齢者の就業 ［Ｄ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８．ｃａｏ．ｇｏ．ｊｐ／ｋｏｕｒｅｉ／ｗｈｉｔｅｐａ－

ｐｅｒ／ｗ－２０１５／ｈｔｍｌ／ｇａｉｙｏｕ／ｓ１＿２＿４．ｈｔｍｌ．

『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５日。

首相官邸．同一労働同一 賃 金 ガ イ ド ラ イ ン 案 ［ＤＢ／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ｓｉｎｇｉ／ｈａｔａｒａｋｉｋａｔａ／

ｄａｉ５／ｓｉｒｙｏｕ３．ｐｄｆ．

子育て、介護に重点 ［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６－０３－３０．

张维．中国贫困和 低 收 入 老 年 人２３００万 ［Ｎ／ＯＬ］．法 制 日 报， ［２０１７－０１－１６］．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３／０５０２／０６／８ＴＲＯＮＬＥ

３０００１４ＡＥＤ．ｈｔｍｌ．



在较大差异，但是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保障方

面却具有一定相似性，在应对老年贫困方面可参考

日本经验。

（一）进一步完善 相 关 法 律 制 度，扩 大 养 老 金

覆盖面，发展照料服务体系

中国建国以来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只适用于

国有企业 和 大 型 集 体 企 业 工 作 的 人 群，而 民 营 企

业、自营业者都没被列入保障范围。这种狭隘的覆

盖面不仅使受保范围大大缩小，还导致养老金来源

单一，无法满足不断 增 多 的 老 年 人 的 需 求。而 且

在养老方面，不仅 需 要 养 老 保 险，还 需 要 相 应 的

护理服务。战后，日 本 老 年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在 法 律

法规的保障之下，逐渐形成和 发 展 起 来，２０周 岁

以上的国民必 须 加 入 养 老 保 险。除 此 之 外，日 本

还制定了 《生活保护法》《老 人 福 利 法》《老 人 保

健法》以及护理 保 险 制 度、高 龄 老 年 人 医 疗 制 度

等老年社会保障 制 度，在 防 止 老 年 贫 困 发 生 方 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中 国 的 家 庭 养 老 护 理 功 能 相 对

弱化，社会保障制 度 不 够 完 善，尽 早 建 立 适 合 中

国国 情 的 《护 理 保 险 法》，促 进 养 老 护 理 事 业 健

康发展，成为解决 老 年 人 特 别 是 贫 困 老 年 人 后 顾

之忧的重要问题。

（二）完善最低生 活 保 障 制 度，发 展 针 对 贫 困

老年人的社会服务

中国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全面实施城市最低保 障 制

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也被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之中。但是，目前中国的低保资金只能解决最

基本的吃饭问题，在就医、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

的困难依然未得到解决。日本生活保护制度的目的

是，让生活贫困者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并帮助他们

实现自立更生；另一方面，日本积极构筑社会共助

体系，例如，针对老年人孤独死等问题，日本大分

县发起 “黄色平安旗”活动，孤老户会在门前或信

箱插上一面黄色的小旗，代表平安和健康，如果有

异常，当地警 察 和 邻 居 会 第 一 时 间 得 知，以 便 救

助。这个活动已逐渐拓展至日本各地，以帮助孤寡

贫困的老年人。

（三）鼓励健康老 年 人 参 与 各 种 社 会 活 动，重

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

首先，制 定 类 似 于 日 本 的 《高 龄 者 雇 用 安 定

法》《雇用保险法》等法律体系，为老年人的经济

生活、社会参与提供法律保障，尽快实施延迟退休

政策。其次，大力发展老年人才服务中心，根据老

年人的实际情况推荐比较适合的工作岗位，积极推

动老年人 就 业 和 再 就 业。这 不 仅 能 够 减 轻 社 会 负

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和自我认同感，

防止老年贫困现象的发生和加重。

［参　考　文　献］

［１］内閣府．日本高齢社会白書平成２８年版［Ｒ］．东京．日経

印刷．２０１６：２０．

［２］藤田宏，唐鎌直 義，小 越 洋 之 助．日 本 の 勤 労 者 の 貧 困 を

考える［Ｊ］．経済，２０１７（１）：２２－２３．

［３］サンデー毎日取材班．脱、貧困老後［Ｍ］．东京：毎日新聞

出版社，２０１６：４０－４３．

［４］阿部彩．贫困 の ジェン ダ ー 差［Ｊ］．季 刊 社 会 保 障，２０１１，

４７（１）：４８－４９．

［５］布施值 春．雇 用 延 長 制 度 の し く み と 導 入 の 実 務［Ｍ］．

东京：日本実業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２．

［６］丁英顺．日本开发 老 年 人 力 资 源 的 经 验 及 启 示［Ｊ］．日 本

问题 研 究，２０１５（３）：３２．ＤＯＩ：１０．１４１５６／ｊ．ｃｎｋｉ．ｒｂｗｔｙｊ．

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４．

［７］小磯 優 子，島 中 豪，河 野 文 雄．育 児、介 護 休 業 法、均 等

法、雇用保险法［Ｍ］．东京：労務行政，２０１６：９４－９６．

［责任编辑　孙　丽］

·９７·

“老龄化问题”专题研究 丁英顺：日本老年贫困现状及应对措施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ｓ＇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ＤＩＮＧ　Ｙｉｎｇ－ｓｈｕ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ｓ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Ｉｎ　ｏｎｅ＇ｓ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ａｇｅｓ，ｉｔ＇ｓ　ｈ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ｐｏｏｒ．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ｇ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　ａｇ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ｌｄｅｒ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ｓ＇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ｔ
ｂｒ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ｓ＇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ａｐａｎ　ｔｏｏｋ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ｔｒｙ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ｅｌｄｅｒｓ＇ｌａｔｅｒ　ｌｉｆｅ．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ｏｕｒ　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ｌｄｅｒｓ’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ｇ

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
櫔
櫔
櫔
櫔

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
櫔
櫔
櫔
櫔

毆

毆毆

毆

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日本问题研究》已加入中国 知 网、万 方 数 据 库、龙 源 期 刊 网 等 数 据 库 及 相 关 专 业 学 术 网

站。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同意其文稿刊登后可供上述网站收录、转载并上网发行。

·０８·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