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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年雇佣制度的发展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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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日本老年人口增多，少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人口结构变

化对日本劳动力供应带来很大的影响。而 且 日 本 是 长 寿 之 国，人 口 平 均 寿 命 世 界 之 最，如 何 让 老 年 人 的 晚 年

过得更有意义，让老年人成为促进社会 发 展 的 因 素 是 日 本 政 府 面 临 的 新 课 题。为 了 保 持 劳 动 力 规 模，日 本 政

府积极促进老年雇佣制度 的 发 展，保 障 老 年 劳 动 力 供 给，弥 补 劳 动 力 不 足。中 国 是 人 口 大 国，老 年 人 口 基 数

大，而且近几年每年的出生人数在减少，也将会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问题。日本经验可以为解

决我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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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引发劳动力

供应不足及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等一系列社会

问题，这无疑将对日本社会经济的活力、雇佣

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对于已进

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的日本来说，如何开

发和利用老年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日本

不断促进老年雇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

完善各种制度建设，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

年人继续就业，另一方面积极为老年人创造再

就业的环境，鼓励退休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活

动，以此努力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一、日本促进雇佣老年人的制度建设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

一直在想 方 设 法 逐 步 延 长 劳 动 者 的 工 作 年 限。
日本通 过 修 改 《高 龄 者 雇 用 安 定 法》、开 展 有

关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的立法工作使处理老龄化

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得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提高了老年人的工作积极性。
（一）制 定 和 完 善 《高 龄 者 雇 用 安 定

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尚处于战后

恢复阶 段，劳 动 力 处 于 相 对 过 剩 状 态，因 此，
政府并没有对老年人的雇佣问题给予太多的关

注。当时，日 本 企 业 的 退 休 年 龄 大 体 是５０岁

或５５岁，厚生年金支付起始年龄也定为５５岁。
厚生年金在日本公共养老金体系中处于基础年

金之上，受 益 与 工 资 收 入 挂 钩，具 有 强 制 性。
１９５４年，日本改革厚生年金制度，并将支付年

龄提高到６０岁，以 应 对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引 起 的

大量劳动力的需求。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

长期，之前的劳动力过剩状态虽然得到了很大

改善，但与年轻人相比，中老年人的就业形势

却依然很严峻。因此，日本政府开始将目光投

向中老年人的再就业问题。１９６３年日本制定的
《老人 福 利 法》规 定，国 家 和 地 方 自 治 体 负 有

增进老年人福利的责任，并首次明确了老年人

的权利与义务，规定 “应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和

能力，为其提供从事工作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

机会”，退休年龄也由战后的５０－５５岁延长到

６０岁。１９７０年，日 本 人 口 老 龄 化 率 超 过７％，
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开始出现了劳动力趋于老

龄化的现象。在这背景之下，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日本政府始终坚持发展积极雇佣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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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的 政 策。但 是１９７３年 发 生 石 油 危 机，
日本经济形势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经济高速

增长期转入了低速增长期。为了节约开支，日

本企业纷纷进行雇佣调整，说服中老年人自动

离职或直接解雇。这不仅使中老年人的再就业

变得十分困难，就连处在工作岗位上的中老年

人也 有 随 时 被 解 雇 的 可 能，与 其 他 年 龄 层 相

比，中老年人的就业环境显得尤为不稳定。这

些人由于体力和能力下降，第二次正式就业的

可能性极小，大多数人为了养家不得不选择短

时工等相对不稳定的就业形式。１９７４年日本颁

布了 《雇用保险法》，该法是在 《失业保险法》
的基础之上修改和扩充而成的，也是为了预防

中高年龄者的失业问题。
１９８６年，日本修改 《中高年龄者雇用促进

法》，并更名为 《高龄者雇用安定法》，鼓励企

业实行６０岁退休制度。 《高龄者雇用安定法》
可以称得上是日本老年人就业的中心法。１９９４
年日本人口老龄化率达到１４％，进入了老龄社

会，日 本 的 老 年 劳 动 力 人 口 迅 速 增 加。１９９４
年，日本修改 《高 龄 者 雇 用 安 定 法》，以 法 律

形式明确规定企业有义务雇佣老年人至６０岁，
并从１９９８年 实 施。１９９９年，日 本 在 《第 九 次

雇用 对 策 基 本 计 划》中 首 次 提 出，在 未 来１０
年间 有 必 要 将 退 休 年 龄 提 高 到６５岁，并 在

２０００年的 《高龄者雇用安定法》的修改案中明

确了今后将 雇 佣 老 年 人 到６５岁。２００４年，日

本再次 修 改 《高 龄 者 雇 用 安 定 法》，规 定 企 业

要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最终提高到６５岁。［１］

为全面实行全体老年人在法律保障之下都可以

工作到６５岁 的 退 休 制 度，日 本 《高 龄 者 雇 用

安定法》修订案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在国会通

过，并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开 始 实 施。该 法 规

定，企业要取消继续雇佣的限制条件，让有工

作意愿的员 工 都 能 工 作 至６５岁。这 一 系 列 法

令和对策的出台，使日本在处理老年人问题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变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为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于２０１５

年４月 制 定 《中 小 企 业 白 书》，提 出 了 开 发 老

年人及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性。中小企业可以聘

用那些有大型企业工作经验的退休员工，让他

们来担当技术指导等职位，或是同地区不同行

业的中小企业间可以展开合作，让员工相互补

缺。从不同行业来看，由于东日本大地震重建

以及２０２０年 东 京 奥 运 会 的 影 响，建 筑 业 的 劳

动力尤 为 紧 缺。同 时，由 于 人 口 老 龄 化 问 题，
医疗、护理等服务业的相关企业人手不足问题

非常严峻。［２］２０１５年６月，日 本 召 开 了 “为 实

现人人都 能 终 生 工 作 的 社 会、完 善 就 业 环 境”
的研讨会，并提出了相关报告书。报告书提出

如何最大 限 度 地 发 挥 老 年 人 的 能 力 和 积 极 性，
减轻劳动力减少的压力，以此促进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 内 容。主 要 促 进６５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的就业、支援中老年的再就业、强化老年人

才中心等事业。［３］日本又对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继续实施 雇 佣 保 险 制 度。之 前６５岁 及 以 上

老年人离开原企业另找工作时就不在雇佣保险

范围之内，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继续工作。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于２０１６年３月通过了 《雇
用保险改革 法 案》。根 据 该 法 的 规 定，老 年 人

可以继续加入雇佣保险，而且他们失业时最多

可以得到相 当 于 失 业 前５０天 工 资 的 补 偿；如

老年人再就业时，免除劳资双方的雇佣保险保

费。［４］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小企业的负担，
增加了老 年 人 的 就 业 率，缓 解 了 劳 动 力 不 足。
该法案还扩大了老年人才中心的业务范围，根

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机会。比

如，过去老年人才中心主要负责给老年人介绍

短期的、临时的、轻松的工作；改革之后可以

向老年人介 绍 每 周４０小 时 的 工 作 岗 位，改 善

老年人的劳动环境。［５］

（二）开展有关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的立

法工作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日本社会老龄化

速度日益加快。人口老龄化致使社会保障费用

增加进而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同时也造成了中

老年人就业机会的丧失。为了减缓由人口高龄

化带来的财政困难及中老年人就业受阻现象的

发生，日本逐渐开展了有关禁止就业年龄歧视

的立法工作。
早 在１９６６年 日 本 就 制 定 了 《雇 用 对 策

法》，此后多次 进 行 了 修 改。比 如，２００１年 对

该法进行修改，并开始着手构建禁止就业年龄

歧视的法律制度。修改后的法律规定，企业在

招聘及录 用 时 有 放 宽 年 龄 限 制 的 义 务。比 如，
该法第７条明确规定：经营主在认为有必要有

效发挥劳动者能力时，应当在招聘及录用上努

力为其提供与年龄无关的平等的机会。为了进

一步明确该条款的具体内容，２００１年日本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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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省发布了 《招聘及录用劳动者时事业主提

供无关年 龄 的 平 等 机 会 的 正 确 对 待 指 针》。该

指针规定，在招聘及录用劳动者时，应当努力

避免以年龄为理由将劳动者排除于招聘及录用

之外。２００７年，日本对 《雇用对策法》进行修

改，应对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的增加的问

题，保障中 老 年 人 平 等 的 就 业 机 会。在 此 之

前，日本在招聘及录用方面，要求企业有义务

禁止年龄限制，这种义务制度对减少年龄歧视

现象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

并不理想。因 此，在 本 次 修 改 《雇 用 对 策 法》
时，将 过 去 规 定 的 企 业 义 务 确 定 为 “禁 止 规

定”，进一步 加 强 了 企 业 的 责 任。日 本 《雇 用

对策法》第１０条 明 确 规 定，企 业 应 当 依 据 厚

生劳动省的规定为其提供和年龄无关的平等机

会，有效促进各年龄段的就业。尽管此次修改

法律对企 业 违 反 禁 止 年 龄 限 制 没 有 规 定 罚 则，
但厚生劳动大臣可以对违法企业给予训导及告

诫。除此之外，２００４年修改的 《高龄者雇用安

定法》实施以后，日本老年人才中心开始向６０
岁以上有技能的老年人才提供临时的、短期的

就业机会，并对有需求的企业积极推荐老年人

才。日本各都道府县还设置了老年人就业的支

援窗口，给那些希望继续工作的老年人提供相

关咨询和帮助。针对长期失业的中老年人，日

本通过就业支援研讨会、咨询、经验交流等形

式帮助其再就业。这些措施为老年人的就业再

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法律保障。
（三）促进形式多样的老年人就业

不少日本老年人退休之后，趁着自己身体

健康，继续寻找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一直工作

到做不动为止。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

社会也鼓励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并积极采取

各种措施向老年人提供相应的工作。日本厚生

劳动省与独立行政法人 “高龄·智障·求职者

雇用支援机构”联合开展促进老年人就业的竞

赛，主要 奖 励 那 些 积 极 促 进 老 年 人 就 业 的 企

业。２０１５年全国１８２个部门参加了这项竞赛活

动，经过 严 格 审 查，对４６个 部 门 颁 发 各 种 奖

项，其中，京都中央信用金库 （金融保险业）、
田村工务 店 （建 筑 业）、东 都 金 属 印 刷 （制 造

业）、长 生 园 （医 疗 护 理 业）、Ｆｕｌｌ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医疗护理业）等５个企业荣获了厚

生劳动大 臣 颁 发 的 奖 项。［６］这 些 企 业 主 要 是 目

前劳动 力 最 紧 缺 的 建 筑、医 疗、福 利 等 行 业。
这些企业都在逐渐延迟退休年龄或取消退休制

度，改善老年人的就业环境，推进老年人的健

康及安全管理，因此，身体健康、有工作意愿

的老年人都能够继续 工 作。２０１６年７月 开 始，
日本埼玉县开展表彰那些积极聘用老年人企业

的活动。埼玉县拟通过此项活动在两年内鼓励

１千家企业参与活跃老年人的活动，以鼓励企

业推动老年人就业。县政府还设有推动老年人

就业的 “高 龄 者 活 跃 推 进 课”，在 县 内８个 地

方开展为 老 年 人 就 业 的 论 坛 及 职 业 咨 询 活 动，
提供适合老年人的各种工作。

在雇佣老年人才方面，日本又非常注重舆

论引 导 与 社 会 共 识。日 本 没 有 专 门 的 老 年 报

刊，但是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传播老龄问题的信

息，发表有关的评论和文章，希望通过大众媒

介的宣传引起全社会对老龄问题的关注。每年

的９月１５日 是 日 本 的 敬 老 日，日 本 的 各 大 报

纸在敬老日所在的这一周都发表有关敬老和养

老的各种 文 章，其 中 包 括 敬 老 日 活 动 的 报 道、
总务省统计局对老年人口的调查材料、厚生劳

动省对退休人员的就业保障、新建福利设施投

入使用情况等等。
可见，随着日本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

加剧，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逐步延长劳动者的

工作 年 限。日 本 通 过 修 改 《高 龄 者 雇 用 安 定

法》，制定了将６０岁的退休年龄逐渐推迟到６５
岁的制 度，使 老 年 人 继 续 工 作 有 了 法 律 依 据。
在各种政策的推动之下，日本６５岁以上老年人

的就业数量不断增多。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的调查结果，２０１５年日本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的就业人数达到了７３０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

４９万人。［７］其主要原因是，就业人口中比例较高

的６０多岁男性迎来了退休期，加入老年劳动力

的队伍。此外，劳动力短缺的行业逐渐从制造

业向护理等服务行业转移，这些行业需要大量

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力。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
２０１６年，日本 护 理 等 服 务 行 业 的 求 人 倍 率 为

３．４０倍 （求人倍率是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

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它表

明了当期劳动力市场中每个岗位需求所对应的

求职人数。求人倍率高说明应聘人数不能满足

工作岗位招聘人数。）而所有行业的平均求人倍

率只有１．４１倍，［８］护理等服务行业劳动力不足问

题更为严峻，这也是日本近年来老年人及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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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的原因。

二、日本老年雇佣制的完善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充分利用老年劳动者长年积累的经验

和技 术，鼓 励 有 意 愿 且 健 康 的 老 年 人 继 续 工

作，努力缓解劳动力不足问题。随着人口老龄

化的不断加剧，今后日本将进一步完善老年雇

佣制度。主要促进健康老龄化，提高老年人的

健康水平，打造 “终生劳动”制度。
（一）日本老年雇佣制的完善

第一，继续推动健康老龄化措施

保障老年人健康是推进老年雇佣制度的关

键。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老年健康服务工作，在

厚生劳动省专门设立了老年人保健局，各都道

府县、市町村也都设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和人

员。日本在促进老年人健康方面：首先，完善

老年人医疗护理保障服务体系。在 《老人福利

法》《老人保健法》《护理保险法》基础上，于

２００８年正式成立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使老年

医疗制度 有 着 坚 强 的 法 律 基 础。［９］日 本 每 年 甚

至每月针对老年以及居民群体都会举行定期体

检，如果有 什 么 疾 病 也 会 及 早 发 现，及 早 治

疗。其次，积极推进 “健康日本２１计划”，打

造人人 健 康 的 国 民 运 动。日 本２０１３年 开 始 实

施的 第 二 次 “健 康 日 本２１计 划”很 受 关 注。
主要内容包括延长健康寿命 （指日常生活能自

理期间）；维持 和 提 高 国 民 生 活 质 量，包 括 心

理健康、下一代健康、老年人健康；预防生活

方式 病 以 及 彻 底 预 防 重 症 化；改 善 营 养 与 饮

食、运动等生活习惯和社会环境等内容，还提

出要通过各种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多种有利于健

康的活动。在多方努力之下，日本人的健康寿

命不断延长。２０１６年，男性健康寿命为７２．１４
岁，女性健康寿命为７４．７９岁，比２０１０年分别

延长了１．７２年和１．１７年。同时期，健康寿命

的延长超过了平均寿命的延长 （男性平均寿命

延长１．４３岁、女性平均寿命延长０．８４岁）。［１０］

健康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拥有劳动能力的时间

也会相应延长，由此进一步激发老年人继续工

作的热情。
第二，打造 “终生劳动”制度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日本总人口为１２６４５万人，比前年减少了

２７万人，其 中，６５岁 及 以 上 人 口 达 到３５４４．５

万人，比前 年 增 加 了４６．２万 人，占 总 人 口 的

２８．１％；０－１４岁少儿人口为１５４８．４万人，比

前年 减 少 了１７．９万 人，占 总 人 口 的１２．２％；
１５－６４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为７５５８．１万 人，比 前

年减少５４万人，占总人口的５９．７％。［１１］少儿人

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持续增

多。预计到２０６５年，日 本 人 口 总 数 将 会 下 降

到８８０８万 人，而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数 量 也 会 下 降

至４５２９万 人，占 总 人 口 的 比 例 只 有５１．４％，
而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将达到３８．４％。［１２］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长寿的老

年人越来越多。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０岁以上

的老年人达到了６９７８５人，比上年增加了２０１４
人，其中女性占８８．１％，［１３］日本进入了 “人生

１００年时代”。人口老龄化不仅导致劳动年龄人

口的减少，还会导致养老金、医疗、护理等费

用的上升，加重日本社会保障的负担。
在长寿老年人不断增多，劳动年龄人口减

少的背景之下，日本首先扩大缴纳厚生年金的

范围。厚生年金在日本公共养老金体系中处于

基础养老金之上，其对象是正式员工在５人以

上企业中的７０周 岁 以 下 的 雇 员，受 益 与 工 资

收入挂钩。为了扩大养老金财政来源，２０１８年

９月，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障审议会探讨扩

大加入厚生年金范围案，主要扩大短时间劳动

者的加入范围。即在５０１人以上大企业工作一

年以上 的 人，每 周 工 作２０小 时 以 上 者，月 收

入６．８万日元的人必须加入厚生年金。由原来

月收入８．８万日元降低到６．８万日元，根据该

措施，将有２００万 人 新 加 入 厚 生 年 金。［１４］日 本

政府希望以此缓解养老金财政紧张的状况。其

次，拟再次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２０１８年９
月，安倍政府提出在２０２１年９月之前，为日本

中长期的社会保障改革确定方向，其中养老金

方面计划制定７０岁之后选择性领取制度。［１５］不

少日本企业也积极雇佣老年人。例如，保圣那
（ｐａｓｏｎａ）是 日 本 知 名 猎 头 公 司，该 公 司 于

２０１９年１月设立 “年长者社员”制度，开始雇

佣身体健康且仍有工作意愿的退休老年人。虽

然很多日本企业已经建立了返聘退休员工的制

度，但是 将 最 大 年 龄 限 制 在６５岁 以 内，而 保

圣那的新制 度 则 放 宽 至６５岁 以 上。日 本 政 府

又积极探讨延长公务员退休年龄的制度。２０１８
年８月，日本人事院向国会和内阁提出要把国

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６０岁分阶段提高至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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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建议。日本正通过各种方式打造一个 “终

生劳动”的制度。
（二）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应对老龄化社会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

精细的制度设计对中国发展相关老年人事业有

很好的借鉴意义。中国是人口大国，虽然目前

的人口老龄化率还未及日本的水平，但老年人

口基数大，也面临了与日本相同的老龄化社会

及老年 人 问 题。自２０００年 中 国 步 入 老 龄 化 社

会以来，人口老龄化步伐不断加快。根据第六

次人口普查 资 料，中 国６５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比 重 为８．８７％，２０１７年 达 到 了１１．４％。
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人口老龄

化社会的，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的 经 济 实 力 较 弱，
制度建设也还不够完善。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将面临更严峻的社会问题。参考和借鉴

日本经验，中国可以做以下几点。
第一，制定保障老年人就业的政策，逐渐

延长退休 年 龄。根 据 联 合 国 的 预 测，中 国６５
岁及 以 上 人 口 将 从２０１５年 的１．３２亿 增 长 到

２０５０年的３．３１亿，而１５岁 至６０岁 的 劳 动 年

龄人口数量逐渐下降，将 从１０亿 减 少 到８．４９
亿。［１６］中国 面 临 着 人 口 结 构 变 化 带 来 的 挑 战，
劳动年 龄 人 口 从２０１２年 已 开 始 连 续 减 少，劳

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会加剧老龄化的速度，意

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年缩小。在这种背景

之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逐步延长退休

年龄，提早保障老年劳动力是关键。这不仅有

利于经济发展，同时能够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

收益。
第二，鼓励健康的老年人参与各种社会活

动，帮助 他 们 自 强 自 立。老 年 人 对 于 新 环 境、
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较差，体力也较差，相对于

其他年龄段的人就业机会较少。因此，大力发

展针对老年人的职业介绍所，对老年人进行职

业培训，根据老年人的特长、兴趣推荐比较适

合每个老年人的工作岗位是关键。积极发展和

完善老年人力资源的信息库，及时收集相关资

源信息，免费为老年人才登记入库，组建老年

职业介绍 所，定 期 为 老 年 人 才 交 流 提 供 场 所，
给老年人发挥余热创造有利环境，这既能增强

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和自我认同感，又能帮助老

年人自立、自强。
第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老

年人 的 后 顾 之 忧。日 本 通 过 不 断 修 改 养 老 保

险、雇佣 保 险 促 进 健 康 老 年 人 走 向 社 会 的 制

度，同时通过完善医疗制度、护理制度保障老

年人的养老护理问题。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和完

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取得了成果，但仍

存在一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实现全国统一的医

疗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老年人养老护理

面临困难。老年人在养老护理方面更多关心的

是 “医养结合”的问题，而目前中国很多养老

院有 “养”的 条 件，而 不 具 备 “医”的 能 力，
护理服务也不到位。中国老年福利设施主要以

生活护理为中心，缺少医疗护理的功能，还没

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机构养老护

理、异地养老护理都受到很大影响。日本非常

注重养老机构与周边医院的合作共赢，实现优

势互补。而且通过护理保险制度由全社会共同

承担老年人的护理问题，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

求，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借鉴日本经验，尽

早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护理保险等相关社会保

障制度，促进养老护理事业的健康发展。
总之，生育率下降、老年人口增多、劳动

年龄人口减少是目前日本面临的人口问题。这

种人口结构变化造成劳动力短缺，直接影响日

本经济的增长。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通过设

立健全的 法 律 法 规 制 度，完 善 老 年 雇 佣 制 度，
增加老年劳动力，以此努力弥补劳动力不足的

问题。日本在应对老龄化方面及时完善相关政

策体系是 其 重 要 特 点。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中国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日本目前的老龄化

现状，也许就是中国未来的老龄化的状况。与

日本的老龄化相比，中国还有两个更严重的问

题：一是中国的老龄化人口绝对数量大，中国

的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１．４亿，超

过日本的全国人口；二是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

时，中国还不是很富裕，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

全，也就是通 常 所 说 的 “未 富 先 老”。这 比 日

本在经济社会得到充分发展阶段进入老龄化面

临的挑战更大。因此，应加强对老年事业的顶

层设计和规划，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以应对老

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促进中国社会健康

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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