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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

我国相继出台应对政策

,

其中

2024

年

9

月通过的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

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

故以此为切入点

,

系统考察技术人口学的演进历程及创新发展

。

研

究发现

,“

延退政策

”

的特殊性为技术人口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

一是政策的复杂性与精细化特征

,

推动了技术人口学这一

强调现代分析技术

、

注重量化研究的新范式形成

;

二是政策的系统性要求促进了人口转变理论

、

生命周期理论和代际关系理论

的多维拓展

;

三是政策的

“

准自然实验

”

特征为因果识别提供了重要契机

,

推动了双重差分

、

断点回归等计量方法的创新应用

;

四是技术支撑需求推动了双性别人口预测模型

、

五套模型生命表系统

、

多主体建模等分析工具的开发

,

以及

DCMD

三参数模

型和按月度解构的

Lee

-

Carter

模型等数据处理方法的创新

。

这些发展使技术人口学在服务

“

延退政策

”、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为人口学研究范式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

,

而本研究对推进人口学理论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人口治理体

系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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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人口发展正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

。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登记时的讲话中指出

:“

近年来

,

我国人口发展出

现了一些显著变化

,

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

,

又

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

。”

[1]

二十届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强调

:“

当前我国

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

、

老龄化

、

区域人口增减分

化的趋势性特征

。”

[2]

这一判断准确概括了我国

人口发展的现状

。

据民政部

、

全国老龄办统计

,

2023

年末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1676

亿

,

占总人口的

15.4%。

[3]

联合国人口司预测

,

到

2035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

3.1299

亿人

,

占全国人口的

22.8%;

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

至

33.3%,

我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

①

面对这

一严峻挑战

,2024

年

9

月

,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

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 (

以下简称

《

延退决定

》)

[4]

,

标志着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进入了新阶段

。

作为一项创新的系统性的人

口政策

,“

延退政策

”

不仅涉及退休制度改革

,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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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劳动力供给结构

、

养老保障体系

、

代际关

系等多个层面

,

其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对人口学研

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

这一要求恰恰暴露出传统人口学研究范式

的局限

。

长期以来

,

我国人口学研究主要聚焦于

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调整

,

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

和描述统计为主

。

然而

,

面对当前复杂的人口形

势

,

特别是在评估和预测

“

延退政策

”

效应时

,

传

统方法已难以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撑

。

这种局限

推动了技术人口学的兴起

,

一个强调运用现代分

析技术

、

注重精确量化研究的新研究范式正在

形成

。

在人口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

,

系统考

察技术人口学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

理论

层面

,

这有助于揭示人口学科如何通过技术创新

来应对新的研究挑战

;

方法层面

,

探讨重大政策

实践如何推动研究方法革新

,

为未来类似研究提

供借鉴

;

实践层面

,

技术人口学的发展将为人口

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更可靠的技术支持

。

本文以

“

延退政策

”

为切入点

,

系统分析技术

人口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创新发展

。

具体而言

:

首

先

,

梳理从传统人口学到技术人口学的演进历

程

,

揭示这一转变的必然性

;

其次

,

分析

“

延退政

策

”

对技术人口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

阐明政策实

践与学科创新的互动关系

;

最后

,

总结技术人口

学在理论

、

方法和数据三个层面的创新成果

,

并

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

通过这一研究

,

期望能

够推动技术人口学的理论体系建设

,

为应对人口

发展挑战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

二、从人口学到技术人口学的演进

(

一

)

传统人ロ学的发展历程与局限

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嵌入在

人口政策发展的脉络之中的

,

然而在中国人口学

界

,“

人口政策

”

这一概念并未达成统一观点

。

[5]

早期学界普遍将人口政策定义为生育政策

,

这主

要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应对人口数量

与经济资源之间复杂矛盾的需求

。

在这一背景

下

,

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中国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

主要手段

,

而理论的发展始终与实践相结合

。

中

国人口学作为本土学科

,

自创立之初便以

“

计划

生育学

”

或

“

人口控制学

”

的形式出现

,

将控制人

口数量作为其核心目的

,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引

领着中国人口学的研究方向

。

[6]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面对资源短缺

的严峻挑战

,

是否应当通过限制人口增长来寻求

解决方案

,

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

。

在这场思想交

锋中

,

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与马克思主义人口论

犹如夜空中的双子星

,

交相辉映

,

各放异彩

,

深刻

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后来的生育政策制定与社会

发展路径选择

。

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以其对人

口增长与资源有限的深刻洞察

,

敲响了警钟

,

提

醒政府警惕人口过剩可能带来的危机

[7]

;

而马克

思主义人口论则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

强调

社会经济结构对人口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

为理解

人口问题提供了更为宏观的视角

[8]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计划生育政

策被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

并首次以法律条文

的形式被明确写入我国宪法

。

随着一胎化政策

的推行与实施

,

该政策深深植根于我国的人口学

需求

,

并回应了全球对中国人口发展实践的关

注

。

中国人口学界根据中国的人口状况和生育

政策

,

进行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新

。

一部分

学者专注于控制人口数量的议题

,

他们对

“

适度

人口论

”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扩展

。

[9]

这些学者

运用了

“

生态足迹法

”

[10]

、“P

-

E

-

R

模型

”

[11]

、

“

人口承载力模型

”

[12]

,

以及

“

可能

—

满意度模

型

”

[13]

等多种方法

,

来精确测算适度人口的规

模

。

另一部分学者则更具创新性地提出了

“

人口

均衡论

”

[14]

和

“

人口安全论

”

[15]

等理论

,

这些理

论充分考虑了中国特色

,

将人口结构

、

人口素质

等内生变量与经济资源等外生变量之间的协调

或冲突所引发的风险纳入考量

。

还有一部分学

者着重研究了

“

独生子女

”

政策带来的人口后果

,

提出了

“

稳定低生育水平理论

”

[16]

,

并针对中国

人口态势的转变

,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

“

后人口

转变理论

”

体系

。

然而

,

伴随社会发展变迁

,

传统人口学研究

逐渐显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

在理论层面

,

过分强

调人口数量控制

,

对人口结构变迁

、

代际关系演

变等复杂问题的理论解释力不足

。

特别是在老

龄化

、

少子化等新型人口问题面前

,

传统理论框

架难以提供有效的解释和应对方案

。

在方法层

面

,

以定性分析和描述统计为主的研究方法

,

难

以准确把握人口变动的内在机制和政策效果

。

这种方法论的局限性导致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受到质疑

。

在数据层面

,

传统人口学主要

依赖人口普查和常规统计数据

,

缺乏对微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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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利用

,

难以满足精细化政策研究的需求

。

这些局限性在新时期人口政策转型中表现得尤

为突出

,

推动了人口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和发展

。

(

二

)

技术人ロ学兴起的必然性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

我国人口政策已发生深

刻转型

,

逐渐从以数量控制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

转向以适应和调整人口结构为中心的综合性人

口政策

。

复旦大学人口所任远教授通过对比

2013

年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

[17]

与

2024

年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

[18]

这

两份确立改革方向的纲领性文件

,

揭示了官方层

面人口政策内涵的显著变化

。

[19]

2013

年的文件

明确提出要完善生育政策

,

重点是适应人口结构

的变化

;

而

2024

年的决定则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作

为与生育政策并重的重要议题

,

突显了老龄化社

会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

。

这一转型过程中

,

国家逐步认识到

,

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

,

单纯

的生育激励政策已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

渐进式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提出

,

正是顺应这一趋势

的核心举措

。

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比

,“

延退政

策

”

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征

。

从政策复杂度

看

,

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关注人口数量控制

,

其核

心是生育数量的限制

,

政策指标相对单一

,

而

“

延退政策

”

则采用

“

小步调整

、

弹性实施

、

分类

推进

、

统筹兼顾

”

的原则

,

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

延迟节奏

,

同时涉及退休年龄调整

、

养老金计

发

、

就业保障

、

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

。

从政策精

细化程度看

,“

延退政策

”

体现出高度的精细化

特征

,

包括时间维度的精细化调整

、

群体分类的

差异化方案

,

以及养老金计发等具体规则的精

细设计

。

从政策灵活性看

,“

延退政策

”

强调弹

性实施

,

明确规定

“

不得违背职工意愿

”,

允许在

最长不超过

3

年的范围内选择提前退休或延迟

退休

。

该政策从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逐步转变

为一项更加宏观的

、

涵盖多方面的核心人口政

策

,

为国家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

养老

金压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提供了有效的

应对方案

。

这种政策特征上的显著差异

,

对人

口学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

必须能够处理

多维数据

、

模拟复杂系统的相互作用

、

进行精确

的政策效果预测

,

同时还要能够模拟个体行为

决策

。

随着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发

展

,

这些研究需求得到了技术上的支撑

,

推动了

技术人口学的快速发展

。

三、“延退政策”对技术人口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

一

)

政策概述与特点

回顾我国延迟退休改革的历程

,

可以清晰地

看到这一政策的渐进式特征

。

从

2008

年

11

月开

始

,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就已透露

,

相

关部门正在酝酿在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

,

这

标志着延迟退休问题开始进入政府决策者的视

野

,

政策的探索正式启航

。

[20]

2012

年

,《

社会保

障

“

十二五

”

规划纲要

》

首次提出

“

研究弹性延迟

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

[21]

,

为延迟退休的讨论

奠定了初步基础

,

这标志着

“

延退政策

”

从概念性

探讨向政策框架的初步形成迈出了关键一步

。

2013

年

,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明确指

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

推动这

一议题的顶层设计

,

这为未来政策的正式出台奠

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

。

[17]

2016

年

,

国务院发布

的

《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

年

)

的通知

》

再次强调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

并在第

三节提出要逐步完善职工退休年龄政策

,

以有效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

这表明国家对延迟退休的实

施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

[22]

2021

年

,

国务院新

闻办发布会上

,

人社部副部长游钧指出

,

当前我

国退休年龄偏低

,

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

供求变化

,

已造成一定的人力资源浪费

,

这一表

态进一步凸显了

“

延退政策

”

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

同时

,“

十四五

”

规划建议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

,

则标志着

“

延退政策

”

进入了国家

发展大计

。

[23]

2021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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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确表示

,

将按照

“

小步调整

、

弹

性实施

、

分类推进

、

统筹兼顾

”

的原则

,

逐步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

。

[24]

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准备

,2024

年

9

月

,

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

龄的决议

,

决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

,

逐步将男

性职工和部分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延迟至

63

岁

和

58

岁

,

原法定退休年龄较低的女性职工退休年

龄逐步延迟至

55

岁

。

[4]

这标志着延迟退休改革

从理论走向实践

,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

从政策设计来看

,“

延退政策

”

具有三个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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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政策实施采取渐进式推进策略

。

根

据

《

延退决定

》,

改革将在

15

年内逐步完成

,

体现

了

“

小步调整

”

原则

,

这种渐进式改革有效降低了

政策实施的阻力

。

第二

,

政策设计体现了差异化

特征

。

针对不同性别

、

不同职业类别的群体采取

不同的延退标准

,

充分考虑了各群体的特点和需

求

。

第三

,

政策具有复杂的系统性

,

不仅涉及退

休年龄的调整

,

还涉及养老金计发

、

就业安排等

多个方面

,

需要多部门协同推进

。

根据

OCED(Organization forEconomicCoop-

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Pensionsata Glance2023

的报告

,2022

年

OECD

国家的平均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

64.4

岁

,

女性

63.6

岁

,

而西方七国集团的平均水平更高

,

男性

为

65.5

岁

,

女性为

65

岁

。

相比之下

,

我国当前的

退休年龄明显偏低

,

即使在实施延退政策后

,

与

国际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

这意味着在政策覆盖

范围和法定退休年龄方面

,“

延退政策

”

仍有较大

优化空间

,

老年人力资源潜力尚未充分挖掘

。

(

二

)

政策复杂性催生技术需求

“

延退政策

”

的实施涉及多个群体

、

多个层面

的互动

,

这种复杂性对技术人口学提出了新要

求

。

通过对中国知网

(CNKI)

中以

“

延迟退休

”

为

主题且中图分类号为

C92(

人口学

)

的文献进行

系统梳理

,

可以归纳出当前学界关注的七个主要

研究方向

:

生育率和家庭代际支持影响

、

劳动力

供给和就业影响

、

养老金体系和财政可持续性影

响

、

宏观经济影响

、

政策必要性和可行性

、

与其他

人口政策的互动关系

、

社会影响及公众态度

。

这

些研究方向的多样性反映了

“

延退政策

”

的复杂

性

,

也催生了对新型技术分析工具的需求

。

在生育率和代际支持研究方面

,

学者们发现

延迟退休可能通过减少老年人提供的隔代照料

时间

,

间接抑制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

周鹏通过

代际交叠模型证实了这一传导机制

[25]

;

封进等

则运用断点回归设计

,

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父母退

休状态与子女生育决策之间的关联性

,

并指出

“

延退政策

”

可能与生育促进政策存在潜在冲

突

[26]

。

在劳动力供给与就业影响方面

,

研究表

明延迟退休存在双重效应

:

一方面可以缓解劳动

力短缺

,

另一方面可能挤出青年就业

。

李付俊等

的计量分析显示

,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虽能部分缓

解养老金缺口

,

但可能带来就业替代效应

[27]

;

张

川川等则从健康资本视角论证了老年群体具备

2—5

年的额外工作能力

[28]

。

在养老金体系与财

政可持续性研究中

,

学者普遍认为延迟退休有助

于改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

。

于洪和曾益通

过系统精算模型证实了这一效果

[29]

;

耿志祥和

孙祁祥则从一般均衡视角

,

揭示了延迟退休对养

老金替代率的提升机制

[30]

。

在宏观经济影响方

面

,

刘渝琳和李宜航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发现延迟退休具有促进社会财富积累的效

应

[31]

;

陈彦斌等则强调需要综合评估其与技术

进步

、

人力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

[32]

。

基于上述研究

,“

延退政策

”

对技术人口学提

出的主要需求包括

:

一是在代际支持研究方面

,

需要精确测算不同退休年龄下代际照料时间变

化

,

尤其需要考虑男女职工不同延退节奏对家庭

照料能力的影响

;

二是在劳动力市场分析方面

,

需要动态评估不同延退节奏下的就业替代效应

、

延迟期内老年群体的实际工作能力变化

,

以及对

不同性别和职业群体就业状况的差异化影响

;

三

是在养老金体系研究方面

,

需要准确预测不同群

体的养老金缴费行为变化

、

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

户养老金的动态调整效应

,

以及

“

长缴多得

、

多缴

多得

、

晚退多得

”

激励机制的实际效果

;

四是在宏

观经济评估方面

,

需要评估不同延退节奏对社会

财富积累的影响

、

分析延退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积

累效应

,

以及预测政策对各经济部门的长期

影响

。

(

三

)“

准自然实验

”

提供方法创新契机

“

延退政策

”

的渐进实施为技术人口学的方

法创新提供了独特的

“

准自然实验

”

场景

。

在政

策出台前

,

学者主要依托

CFPS (ChinaFamily

PanelStudie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和

CHARLS

(ChinaHealth and RetirementLongitudinalStudy,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等大型追踪调查数据

库构建计量模型

,

通过分析退休年龄与就业状态

的关联推测政策效应

。

这种技术路径虽丰富了

政策研究的数据基础

,

但在因果识别的可信度上

仍存在明显不足

。 “

延退政策

”

的实施则从根本

上改变了这一技术瓶颈

,

政策实施的明确时间节

点作为外生性冲击

,

为构建严谨的

“

准自然实验

”

研究设计奠定了基础

。

这一突破在三个层面推动了技术人口学的

创新发展

。

一是因果推断技术的深化

,

通过运用

双重差分

、

断点回归等准实验方法

,

结合机器学

习等新型分析工具

,

显著提升了政策效应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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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性

。

例如

,

在评估延退政策对劳动参与率的

影响时

,

可以利用政策实施的时间差异和群体差

异构建对照组

,

从而更准确地识别政策的纯效

应

。

二是数据分析方法的拓展

。

基于追踪数据

库的持续更新

,

技术人口学建立了涵盖个体行为

决策

、

家庭网络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多维度评

估体系

。

这种系统性的数据分析框架

,

使得学者

能够从微观层面捕捉政策影响的传导机制

,

深入

理解政策效应的异质性特征

。

特别是在研究延

退政策对不同年龄

、

性别

、

职业群体的差异化影

响时

,

这种多维度的数据分析方法显示出独特优

势

。

三是评估框架的系统化

。

通过构建多层次

的政策效应分解模型

,

技术人口学能够更好地揭

示政策传导机制的异质性特征

。

这种系统化的

评估框架不仅能够识别政策的直接效应

,

还能捕

捉到通过各种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

,

为优化

政策实施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

例如

,

在研究延退

政策对养老金体系的影响时

,

这种框架能够同时

评估政策对基金收支

、

个人待遇和系统可持续性

的综合影响

。

(

四

)

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作用

“

延退政策

”

的实施将推动技术人口学实现

重要的理论突破

。

一方面

,

传统人口学的技术方

法在应对复杂的政策效应评估时显现局限性

,

亟

须通过多学科交叉实现方法论创新

;

另一方面

,

经济学

、

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框架也面临重要的

技术革新机遇

。

这种双向互动必将推动技术人

口学的深度发展

。

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中

,“

延退政策

”

的实施

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老年人力资本的评估方法

。

传统的静态测算模型难以准确刻画技能更新

、

健

康变迁对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

,

需要发展基于多

源数据融合的人力资本存量动态评估技术

,

构建

包含认知能力

、

职业技能和健康状况在内的多维

度指标体系

。

这种评估技术的创新

,

不仅能够更

准确地衡量老年人力资本的价值

,

也为延退政策

的精准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

生命周期理论的量化研究也将面临深刻变

革

。

政策的阶段性特征要求发展新型的退休决

策优化模型

,

通过引入机器学习等前沿方法

,

提

升对个体异质性行为的预测能力

,

特别是在养老

金选择

、

资产配置等关键决策环节的模拟准确

性

。

例如

,

在研究

“

延退政策

”

对个人养老金储蓄

行为的影响时

,

需要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

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相结合

,

更好地把握政策对

个体决策的影响机制

。

代际关系研究则需要突破传统的线性分析

框架

,

构建考虑代际互动复杂性的资源流动网络

模型

,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新兴技术方法

,

揭示

代际支持强度

、

育儿责任分担等核心变量的演化

规律

。

这种方法的创新

,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延退政策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

为政策的优化

调整提供依据

。

在劳动市场研究领域

,

需要创新发展年龄结

构与就业竞争的动态关联模型

,

通过深度学习等

技术手段提升对就业替代效应的识别能力

,

构建

更精准的劳动力市场预测体系

。

这种跨学科的

研究方法

,

不仅能够更好地评估延退政策对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

,

也为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了科学

依据

。

(

五

)

技术人ロ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体系

技术人口学通过整合和提升传统的人口分

析与人口研究

,

形成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范

式

。

[33]

在人口分析方面

,

自

1662

年格兰特

(John

Graunt)

的

《

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

》

开创性地运用统计方法研究人口现象以来

,

这一

领域不断发展

。

它以死亡现象为引

,

细腻剖析人

口系统内部的千丝万缕

,

巧妙运用人口学概念

、

测量指标与统计学之精髓

,

将分析推向深入

。

中

国人口学界在人口普查技术

①

、

人口指标构建

②

、

生命表技术

③

、

人口预测模型

④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就

。

而在人口研究方面

,

自

1798

年马尔萨斯

(ThomasRobertMalthus)

的

《

人口原理

》

问世以

来

,

研究视野不断拓展

,

既关注人口系统内部之

变迁

,

又探寻其与社会

、

经济等外部要素的交融

与碰撞

。

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带着各自学科的

视角与方法

,

如多元回归等分析工具

,

深入剖析

①

②

③

④

参见蒋正华

、

李南

《

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

》,《

西安交通大

学学报

》,1986

年第

3

期

;

乔晓春

《

中国人口普查研究

》,

中国人

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4

年

。

参见翟振武

《

也谈婴儿死亡率与平均预期寿命

》,《

人口研究

》,

1985

年第

4

期

;

宋健

、

于景元

《

人口生育率双向极限

》,《

中国科

学

(B

辑 化学 生命科学 地学

)》,1991

年第

5

期

。

参见蒋正华

《

中国分区模型生命表

》,《

中国人口科学

》,1990

年

第

2

期

;

翟振武

《1990

年婴儿死亡率的调整及生命表估计

》,

《

人口研究

》,1993

年第

2

期

。

参见蒋正华

《JPOP

-

1

人口预测模型

》,《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

1983

年第

4

期

;

宋健

、

于景元

、

李广元

《

人口发展过程的预测

》,

《

中国科学

》,1980

年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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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量与经济

①

、

社会

②

、

资源

③

等外生变量之

间的关系

。

技术人口学通过创新性地整合传统人口分

析与人口研究领域

,

形成了更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和方法框架

。

其理论核心包括

:

人口统计学理

论

,

为人口数量和结构分析提供基础

;

经济计量

理论

,

为政策效应评估提供方法支撑

;

系统科学

理论

,

为复杂人口系统分析提供框架

;

计算机科

学理论

,

为模拟预测提供技术支持

。

这种理论整

合推动了人口预测理论的技术化重构和人口政

策评估的量化理论等创新成果的产生

。

在方法

体系方面

,

技术人口学构建了

“

数据采集

—

模型

构建

—

效果评估

”

的完整研究链条

,

将传统方法

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

。

在数据采集环节

,

既保留

了传统人口普查

、

抽样调查的精髓

,

又融入了大

数据采集

、

清洗和整合技术

。

在模型构建环节

,

整合了统计建模

、

计量经济模型

、

系统动力学模

型

、

多主体建模等多种方法

。

在效果评估环节

,

发展了政策效应评估技术和预测精度评价方法

,

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这种整合与创新使技术人口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研究范式

,

它强调问题导向

、

数据驱动

、

模型

支撑和实证验证

。

这种范式特别适合应对当前

复杂的人口政策问题

,

如延迟退休政策的研究

。

它能够通过精细的数据分析揭示政策影响的微

观机制

,

通过复杂的模型模拟预测政策的长期效

应

,

通过系统的技术评估为政策优化提供科学依

据

。

这种整合创新不仅标志着人口学研究方法

的重要进步

,

也为解决复杂人口问题提供了更加

有力的工具支撑

。

四、技术人口学的创新发展

(

一

)

理论创新

1.

人口转变与生命周期理论的多维拓展

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中

,

生育率与死亡率的变

化被视为主导人口结构演进的基本轴线

,

生命周期

理论则以既定的劳动

—

退休进程设定个体财富积累

与消费规划

。

然而

,

随着

“

延退政策

”

的实施

,

中国人

口结构的变动逻辑日益复杂

:

劳动年龄的延长不仅

缓解了劳动力萎缩和抚养压力

,

也改变了原本建立

在固定退休年龄之上的生命周期分布格局

。

在此背

景下

,

技术人口学的理论构建突破了将人口演化单

纯归因于自然增减的分析范式

,

将政策干预

、

市场机

制

、

家庭战略

、

健康水平与技能迭代引入总体模型

。

通过吸纳经济计量理论

,

技术人口学将个人退休决

策与市场供需关系纳入同一框架中

;

借助系统科学

理论

,

学者得以从整体系统耦合的角度审视劳动力

延长效应

,

使生育率

、

死亡率与政策调节形成相互影

响的动力环路

;

通过计算机科学理论

,

模型中各变量

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得以模拟与优化

。

此种多维拓展

不再局限于单点参数修正

,

而是着眼于理论逻辑的

系统再造

,

使人口转变与生命周期模型在面对延退

情境时具备更高的弹性与适应性

。

2.

家庭与代际关系理论的互动重构

在传统的家庭与代际关系研究中

,

老年人口退

出劳动力市场后被视为资源接受方

,

代际关系多被

简化为年轻世代向老年世代的经济与照护单向倾

斜

。

然而

,“

延退政策

”

令此种假设受到挑战

:

当老年

人持续供给经济与社会贡献

、

积极参加技能培训与

适度再就业时

,

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动与责任分配不

再是一条静态的单向通道

,

而演变为多维度

、

多节点

的互动网络

。

技术人口学理论在此注入社会学与行

为科学的元素

,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多主体决

策模型

,

将家庭看作高度动态的资源分配与策略博

弈场域

。

延迟退休使得老年人拥有更长的积累周期

与更灵活的劳动策略

,

进而可与子女在不同阶段分

享与交换资源

(

如经济援助

、

生活经验

、

技能传递

、

情

感支持

),

形成多代共构与利益共生的动态平衡体

系

。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

,

家庭与代际关系不再是一

成不变的线性职责序列

,

而是具备随政策环境

、

经济

条件与个体特征变化而持续重组的高韧性结构

。

此

类互动重构为精准理解家庭内部代际互惠与资源最

优配置提供了更贴近现实的理论工具

。

3.

老年人口指标体系与老龄化理论的弹性校正

长期以来

,

老龄化研究倾向于以固定年龄界

定老年群体

,

并基于此计算老龄化率和抚养比

。

然而

,

在

“

延退政策

”

影响下

,

部分超过

60

岁年龄

的人群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

,

传统根据年龄切点

界定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方式已无法真

①

②

③

参见曾毅

《

实用人口学与市场经济

》,《

人口与经济

》,1994

年第

2

期

;

李南

、

蒋正华

《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分析

》,《

西安交通

大学学报

》,1987

年第

1

期

。

参见陆杰华

、

王凤梅

、

吴玉栋

《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在计划生育管

理模式中的作用

———

来自辽东地区两个县乡的调查

》,《

人口与

经济

》,1993

年第

4

期

;

乔晓春

《

关于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理

论探讨

》,《

社会学研究

》,1996

年第

5

期

。

参见宋健

、

孙以萍

《

从食品资源看我国现代化后所能养育的最

高人口数

》,《

人口与经济

》,1981

年第

2

期

;

宋健

、

于景元

、

孔德

涌

《

人口控制论

》,《

中国软科学

》,1989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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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反映社会经济活力与抚养负担分布状况

。

技

术人口学在此提出以动态

、

分层和多维指标体系

为基础的老龄化测度新路径

:

一方面

,

通过提高

劳动年龄上限或将老年起点延至

65

岁

,

更符合国

际标准与延迟退休的实践逻辑

;

另一方面

,

将健

康状况

、

技能成熟度

、

就业参与率

、

养老保障权益

和财富分布水平纳入老年人口度量范畴

,

不再局

限于年龄这一单一维度

。

借助大数据整合与机

器学习技术

,

学者能够连续追踪延退政策实施前

后不同时段

、

不同群体的特征演变轨迹

,

动态调

整老龄化指标计算口径

,

使其更精准

、

灵敏地反

映劳动力参与和退出现象

。

此种弹性校正使老

龄化理论摆脱静态与单因子的约束

,

转向多维耦

合与交互调适的复杂框架

,

不仅有助于提升政策

评估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

也为未来制定精细化

、

分层化和动态调整的养老及延退政策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依据

。

(

二

)

研究方法的创新

1.

双性别人口预测模型

双性别更新人口模型作为一种同时考虑男

女两性在生育过程中的人口预测工具

,

克服了传

统单性别模型仅关注女性生育率

、

忽略男性生育

贡献的局限性

,

通过引入男女联合生育率

,

建立

了更为精确的人口更新方程

。

该模型核心在于

定义特定年龄段男女的联合生育率

,

综合考虑不

同年龄的男女生育行为对总出生人口的影响

,

从

而准确描述人口的动态变化

。

模型通过求解非

线性特征方程

,

计算出人口的固有增长率

,

并证

明了人口将趋近或收敛于稳定状态

,

即年龄结构

在时间上保持不变

。

双性别模型的优势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其一

,

它提供了更精确的人口预

测结果

,

避免了单性别模型忽略男性影响所带来

的偏差

;

其二

,

模型合理地计算了总和生育率

(TF)

和净再生产率

(NRR),

反映了两性共同的生

育贡献

;

其三

,

模型具有稳定性和实用性

,

所需数

据易于获取或估计

。

在

“

延退政策

”

研究中

,

双性

别模型能够精确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

,

为评估

“

延退政策

”

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

通过综

合考虑男女生育和死亡率的变化

,

更准确地估计

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

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延

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同时

,

模型提供了

更准确的老年抚养比预测

,

有助于评估

“

延退政

策

”

对养老金支出和养老体系压力的影响

,

支持

养老政策的优化调整

。

双性别更新人口模型通

过同时考虑男女在生育过程中的作用

,

为

“

延退

政策

”

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数据支持

,

极大地提升了人口学研究的理

论深度和实践价值

。

2.

五套模型生命表系统

第一套模型生命表系统

———DRME(Delayed

RetairmentforMaleEmployees),

基于男性职工

60—63

岁的延迟退休设计

,

分为四类表格模型

:

DRME1:

基于男性职工

60—63

岁渐进延迟

退休的年度模型生命表

(2025—2040);

DRME2:

基于男性职工

60—63

岁渐进延迟

退休的月度模型生命表

(2025—2040);

DRME3:

基于

2040

年之后男性职工

63

岁

+

仍可能延迟退休的年度模型生命表

;

DRME4:

基于

2040

年之后男性职工

63

岁

+

仍可能延迟退休的月度模型生命表

。

第二套模型生命表系统

———DRFO(Delayed

RetairmentforFemaleOfficials),

基于女干部

55—

58

岁的延迟退休设计

,

分为四类表格模型

:

DRFO1:

基于女干部

55—58

岁渐进延迟退休

的年度模型生命表

(2025—2040);

DRFO2:

基于女干部

55—58

岁渐进延迟退休

的月度模型生命表

(2025—2040);

DRFO3:

基于

2040

年之后女干部

58

岁

+

仍可

能延迟退休的年度模型生命表

;

DRFO4:

基于

2040

年之后女干部

58

岁

+

仍可

能延迟退休的月度模型生命表

。

第三套模型生命表系统

———DRFW(Delayed

RetairmentforFemaleWorkers),

基于女工人

50—

53

岁的延迟退休设计

,

分为四类表格模型

:

DRFW1:

基于女工人

50—53

岁渐进延迟退

休的年度模型生命表

(2025—2040);

DRFW2:

基于女工人

50—53

岁渐进延迟退

休的月度模型生命表

(2025—2040);

DRFW3:

基于

2040

年之后女工人

53

岁

+

仍

可能延迟退休的年度模型生命表

;

DRFW4:

基于

2040

年之后女工人

53

岁

+

仍

可能延迟退休的月度模型生命表

。

第四套模型生命表系统

①

———DRMWST(De-

①第四套模型生命表系统是针对

“

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

” (

由

教育部

、

科技部

、

工信部

、

民政部

、

财政部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

、

国家医保局

、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共同制定

)

等相关的男女特殊专业技能的退休计划而设计

的渐进式延退的模型生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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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d RetairmentforMen and Women with special

talent),

基于男女特殊专业人才的延迟退休设计

,

分为四类表格模型

:

DRMST1:

基于男性特殊专业人才

63

+

渐进延

迟退休的年度模型生命表

(2025—);

DRMST2:

基于男性特殊专业人才

63

+

渐进延

迟退休的月度模型生命表

(2025—);

DRWST1:

基于女性特殊专业人才

63

+

渐进

延迟退休的年度模型生命表

(2025—);

DRWST2:

基于女性特殊专业人才

63

+

渐进

延迟退休的月度模型生命表

(2025—)。

第五套模型生命系统

———DRLC(Delayed

RetirementLifeCycle),

延迟退休生命周期模型生

命表

,

分为三类表格模型

:

DRLCM(Delayed RetirementLifeCycleModel

forMen),

男性延迟退休生命周期模型生命表

;

DRLCW(Delayed RetirementLifeCycleModel

forWomen),

女性延迟退休生命周期模型生命表

;

DRLCP(Delayed RetirementLifeCycleModel

forPeople),

全体人口延迟退休生命周期模型生

命表

。

创新的五套模型生命表系统为

“

延退政策

”

的研究提供了精确而连贯的支持

。

第一套模型

(DRME)

针对男性职工

60

至

63

岁延迟退休

,

利

用精细的年度和月度数据

,

精准描绘了男性劳动

力在延迟退休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

为政策制定者

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

。

第二套模型

(DRFO)

聚

焦女干部

55

至

58

岁

,

首次将女性高层次人才的

职业生命周期纳入模型

,

全面反映了她们在延迟

退休背景下的职业发展

,

为优化相关政策提供了

科学支持

。

第三套模型

(DRFW)

面向女工人

50

至

53

岁

,

深入评估了延迟退休对基层女性劳动者

就业和福利的影响

,

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保护

这一群体的权益

。

第四套模型

(DRMWST)

针对

男女特殊专业人才

,

建立了特殊人才延迟退休的

模型

,

支持国家在关键领域的人才战略布局

。

第

五套模型

(DRLC)

基于分性别的全生命周期模

型

,

实现了对人口结构的全面描绘

,

为长期的人

口和劳动力规划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

这些

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精细化

、

多维度地刻画了不

同群体的人口特征

,

为

“

延退政策

”

的研究与实施

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

3.

多主体建模

多主体建模是一种常用于研究个人行为与

政策效果互动的前沿仿真技术

。

通过构建模拟

社会中不同个体

(

如职工

、

雇主

、

政府机构

)

及其

决策机制的代理体

,

模型可探究在渐进式

“

延退

政策

”

实施过程中

,

个体基于行为科学规律作出

的决策及其宏观影响

。

代理体的行为规则可嵌

入行为科学理论

,

如预期效用理论

、

前景理论和

时间折扣效应

。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

,

该模型能够

动态呈现各类主体在面对退休政策调整时的策

略选择和利益博弈

,

并评估整体社会经济系统的

演化路径

。

对于多主体建模

,

个体行为决策公式通常基

于规则和概率

,

设定每个主体

i

在时刻

t

的退休决

策

D

i

(t)

受其健康状态

H

i

、

收入

l

i

(t)

和心理折

现率 δ

i

等因素影响

,

可表示为

:

P(D

i

(t)

=

1)

=

1

1

+

e

-

(

β

0

+

β

1

H

i

+

β

2

I

i

(t)

+

β

3

δ

i

)

(1)

其中

, P(D

i

(t)

=

1)

表示主体在

t

时刻选择

退休的概率

,

β

0

、

β

1

、

β

2

、

β

3

是待估参数

。

4.

蒙特卡洛仿真与统计模型融合

蒙特卡洛仿真通过随机抽样来预测变量的不

确定性

。

以第一支柱养老金为例

,

蒙特卡洛仿真通

过随机抽样来预测变量的不确定性

。

养老金账户

累积量

A(t)

随时间变化

t

的变化可表示为

:

A(t)

=

A(0)

+

∑

t

i

=

1

w

i

τ

-

∑

t

j

=

T

r

B

j

(2)

其中

,w

i

表示为第

i

年的工资水平

,

τ为缴费

比例

, B

j

为退休后每年的养老金领取额

, T

r

为不

同代际的渐进式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

。

蒙特卡洛仿真作为一种国际前沿的随机模

拟和仿真技术

,

在渐进式

“

延退政策

”

的动态预测

中将会得到广泛应用

。

通过对职工预期寿命

、

工

资增长率

、

养老金替代率等关键变量进行概率分

布设定

,

蒙特卡洛仿真结合行为科学中的决策规

则

,

可以模拟不同延退政策情境下的不同年龄

、

不同性别的代际群体退休决策的概率分布及其

对养老金基金稳定性的影响

。

此类蒙特卡洛仿

真研究将与人口预测

、

统计模型

(

如多重线性回

归

、

逻辑斯蒂回归

)

相结合

,

构建关于退休年龄动

态变化

、

劳动参与率和三支柱养老基金收支均衡

态最优区间的模拟方案集合

,

并对养老金体系三

支柱多维协同关联的动态演进过程

,

进行风险感

知和模式识别

。

5.

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模型强调在社会

—

经济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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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杂反馈回路的刻画

,

是目前对渐进式

“

延退

政策

”

进行长期评估的常用工具

。

该模型通过建

立涉及人口结构

、

劳动力市场

、

三支柱养老金

、

经

济增长等多变量的微分方程系统

,

对渐进式

“

延

退政策

”

的影响进行多维动态模拟

。

系统动力学模型中

,

关键变量将基于五套模

型生命表创新系统和双性别预测模型

,

针对月度

预测的渐进式延迟退休人口比例

R(t) 、

劳动参

与率

L(t)

和养老金基金余额

F(t)

等变量的变

化

,

构建如下微分方程

,

并展开模拟和仿真研究

。

dR(t)

dt

=

α

L(t)

-

β

R(t) (3)

dF(t)

dt

=

τ

W(t)L(t)

-

B(t)R(t) (4)

其中

,

α和 β 为按月度计算的延迟退休率和

月度死亡率

,

τ为养老金月度缴费比例

, W(t)

为

月度工资水平

, B(t)

为养老金月度支付额

。

(

三

)

研究数据的创新

1.

三参数模型

三参数模型是一种新型的人口生命表模型

,

通过引入儿童死亡率

、

成人死亡率和老年死亡率

这三个核心参数

,

为研究人口动态提供了更为全

面的工具

。

[34]

与传统的单参数或两参数模型不

同

,

三参数模型特别强调老年死亡率的重要性

,

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刻画人口结构在老龄化背

景下的变化

。

儿童死亡率体现了年轻人口的生

存状况

,

成人死亡率则反映了核心劳动力群体的

健康水平

,

而老年死亡率揭示了老龄人口的生存

特征

。

这三个参数共同作用

,

使得三参数模型不

仅能解析人口现状

,

还能够预测未来趋势

。

此

外

,

模型还通过融合人口普查

、

抽样调查和死亡

登记等多种数据来源

,

在数据稀缺的情况下依然

能够保持预测的准确性和稳健性

。

它就像一台

精密仪器

,

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各年龄段人口

的生存特征及其动态变化

,

为

“

延退政策

”

研究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

在

“

延退政策

”

的研究中

,

三参数模型的优势

不仅体现在其科学性

,

更在于其能够捕捉政策实

施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

首先

,

模型通过对老年死

亡率的深入分析

,

为评估延迟退休对老龄人口的

健康预期

、

养老金支出和医疗资源分配的影响提

供了可靠数据

。

比如

,

它能够告诉我们

,

延迟退

休是否会加重老龄人口的健康负担

,

或者对养老

体系提出怎样的挑战

。

其次

,

成人死亡率作为模

型的关键参数之一

,

为研究延迟退休对核心劳动

力群体的健康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提供了重要

参考

。

结合政策逐步推进的节奏

,

模型能够动态

模拟不同阶段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例如延迟退

休是否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

,

或者如何调整健

康干预措施以配合政策实施

。

此外

,

三参数模型

通过整合儿童死亡率

,

打开了跨代际分析的新窗

口

。

它可以帮助我们预测

,

随着儿童生存率的提

高

,

未来的劳动力供给能否有效缓解老龄化带来

的经济压力

。

更重要的是

,

模型的灵活性和动态

更新能力使得政策研究不再局限于

“

静态思考

”。

通过实时数据更新

,

三参数模型能够及时调整预

测结果

,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区域化

、

阶段性的精

准决策支持

。

例如

,

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

模型可以明确延迟退休可能对养老金系统造成

的压力

,

而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的地区

,

则可以评

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促进作用

。

三参数模

型就像一个

“

政策导航仪

”,

不仅帮助我们找到最

优的政策路径

,

还让我们能够随时根据实际情况

校准方向

。

2.

按月度解构的

Lee

-

Carter

模型

Lee

-

Carter

模型的月度解构版本

,

通过精细

地将年度死亡率数据分解至月度层面

,

为

“

每四

个月延后一月退休

”(

男职工和女干部

)

或

“

每两

个月延后一月退休

”(

女工人

)

的渐进式退休政策

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时间精度数据基石

。

该模型立足于一个核心假设

:

即相邻年份间

,

每

月的对数死亡率呈现均匀变化

,

据此构建出

24

个

等差数列的预估值

。

其优势在于

,

能够精准捕捉

年度内死亡率的季节性波动及短期动态变迁

。

诸如冬季流感肆虐期与夏季酷暑时段对老年群

体健康的潜在威胁

,

这些季节性要素在年度数据

中往往难以被准确勾勒

,

而月度解构则使得这些

细微变化得以显现

。

借此

,

模型能更细致地预判

老年人群在不同月份的健康状况

,

为退休政策的

时序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

有效规避在高健康风险

月份集中推行退休延迟

,

从而减轻政策推进过程

中的健康与社会风险

。

进一步地

,

模型的动态更新机制赋予了政策

实施过程以实时监测的能力

。

随着

“

延退政策

”

的逐步落地

,

其对不同年龄层健康与死亡率的影

响将逐渐显现

,

而月度解构的模型能够迅速捕捉

这些变化

,

助力政策制定者及时洞察潜在问题并

作出相应调整

,

确保政策的平稳过渡

。

在评估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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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式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

、

社会保障体系及医

疗资源的影响方面

,

月度解构的

Lee

-

Carter

模型

同样展现出了重要作用

。

随着

“

每四个月延后一

月退休

”(

男职工和女干部

)

或

“

每两个月延后一

月退休

”(

女工人

),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格局将呈

现阶段性变化

,

而月度数据的动态剖析能够精准

捕捉这些变化对市场的即时影响

。

例如

,

模型可

依据月度死亡率预测

60

岁以上人群在劳动力市

场的健康参与度

,

并对政策调整后可能出现的劳

动力供需失衡提前发出预警

。

同时

,

在养老保险

与医疗成本的精确核算上

,

该模型也展现出了独

特优势

。

通过月度数据

,

可以细致分析

“

延退政

策

”

对养老金领取人数及医疗资源消耗的动态影

响

,

从而确保社会保障资源的科学配置

。

此外

,

考虑到不同地区与行业的死亡率特征存在显著

差异

,

月度解构的模型能够依据具体情境生成具

有区域或行业特色的预测结果

,

为制定更具针对

性的延迟退休方案提供有力支撑

。

特别是在气

候条件对老年健康影响显著的区域

,

模型能够识

别出特定月份中的高风险时段

,

从而助力设计更

加精准的政策优化与实施策略

。

五、结论与展望

(

一

)

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人口发展正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

的出台

,

是党和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

、

优化人口

结构的重大制度创新

。

基于本研究的系统分析

,

技术人口学在

“

延退政策

”

推动下呈现出理论突

破

、

方法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新发展路径

。

第一

,“

延退政策

”

凸显了传统人口学研究范

式的局限

,

推动了技术人口学的形成和发展

。

传

统人口学过分强调人口数量控制

,

以定性分析和

描述统计为主的研究方法

,

难以应对当前复杂的

人口形势

。 “

延退政策

”

的复杂性

、

精细化和灵活

性特征

,

对人口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

催生了

技术人口学这一强调运用现代分析技术

、

注重精

确量化研究的新研究范式

。

第二

,“

延退政策

”

推动了人口学理论的多维

拓展和创新重构

。

在人口转变与生命周期理论

方面

,

技术人口学突破了将人口演化单纯归因于

自然增减的分析范式

,

将政策干预

、

市场机制

、

家

庭战略

、

健康水平与技能迭代引入总体模型

,

形

成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

在家庭与代际关

系理论方面

,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多主体决

策模型

,

将家庭定位为高度动态的资源分配与策

略博弈场域

,

揭示了延退背景下代际互动的新特

征

。

在老年人口指标体系与老龄化理论方面

,

提

出了动态

、

分层和多维的测度新路径

,

实现了从

静态单因子向多维耦合的理论转变

。

第三

,“

延退政策

”

催生了技术人口学在研究

方法上的重大突破

。

双性别人口预测模型通过

引入男女联合生育率

,

克服了传统单性别模型的

局限

,

提供了更精确的人口预测结果

。

五套模型

生命表系统针对不同性别

、

职业和特殊人才群

体

,

建立了精细化的延退模型

,

为政策实施提供

了科学依据

。

多主体建模通过构建模拟社会中不

同个体及其决策机制的代理体

,

探究了政策实施过

程中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影响

。

蒙特卡洛仿真与统

计模型的融合

,

以及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应用

,

则为

政策效应评估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技术支持

。

第四

,“

延退政策

”

引领了技术人口学在数据

处理和分析方面的创新

。

三参数模型通过引入

儿童死亡率

、

成人死亡率和老年死亡率三个核心

参数

,

为研究人口动态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工具

。

按月度解构的

Lee

-

Carter

模型则通过将年度死亡

率数据分解至月度层面

,

为渐进式退休政策调整

提供了高时间精度的数据支持

。

这些创新性的

数据处理方法

,

显著提升了人口分析的精确性和

预测能力

。

第五

,“

延退政策

”

推动了技术人口学研究范

式的系统创新

。

通过整合统计学

、

经济学

、

社会

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

,

技术人口学构建了

“

数

据采集

—

模型构建

—

效果评估

”

的完整研究链

条

。

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提升了人口研究的

科学性

,

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可靠的技术支

撑

。

同时

,

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

,

技术人口学在

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重大挑战时展现出更强的解

释力和预测能力

。

第六

,“

延退政策

”

的实施为技术人口学提供

了独特的

“

准自然实验

”

场景

。

政策实施的明确

时间节点作为外生性冲击

,

为构建严谨的因果推

断提供了理想契机

。

这一突破推动了技术人口

学在三个层面的创新

:

一是通过运用双重差分

、

断点回归等准实验方法

,

结合机器学习等新型分

析工具

,

显著提升了政策效应评估的精确性

;

二

是基于追踪数据库的持续更新

,

建立了涵盖个体

行为决策

、

家庭网络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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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评估体系

;

三是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政策效应分

解模型

,

更好地揭示了政策传导机制的异质性特

征

。

这种基于

“

准自然实验

”

的研究范式

,

为技术

人口学的方法创新开辟了新途径

。

(

二

)

展望

展望未来

,

技术人口学将在服务国家战略

、

支撑科学决策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

为此

,

人口学界要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

第一

,

坚持理论创新引领

。

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推动技术人口

学理论体系建设

。

深入研究延迟退休政策的理

论基础

,

加强跨学科交叉融合

,

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

、

体现时代特征的人口研究新范式

。

着力发展

延退背景下的人口转变新理论

、

代际关系新框架

和老龄化测度新方法

,

为人口治理现代化提供坚

实的理论支撑

。

第二

,

加快技术方法创新

。

要充分发挥现代

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

,

持续完善五套模型生命表

系统

,

优化双性别人口预测模型

,

创新多主体建

模技术

。

重点突破政策效应评估

、

人口预测和系

统模拟等关键技术瓶颈

,

不断提升人口研究的科

学性和精准性

。

同时要加强与人工智能

、

大数据

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

,

推动技术人口学研究工

具的现代化

。

第三

,

深化数据支撑创新

。

要加快构建多源

数据融合的研究体系

,

完善三参数模型

,

优化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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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月度解构方法

。

建立健全人口

动态监测体系

,

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

强化对人口

变动规律的精准把握

。

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

,

构建覆盖全人群

、

全周期的人口数据资源体系

,

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的数据支持

。

第四

,

推进区域实践创新

。

要立足各地区人

口发展实际

,

因地制宜开展政策效果评估和优化

研究

。

针对不同区域的人口特征和发展需求

,

提

供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

确保延退政策稳妥有序推

进

。

要建立完善政策效果评估机制

,

及时总结推

广各地好经验

、

好做法

,

推动形成具有区域特色

的政策实施路径

。

第五

,

强化学科协同创新

。

要坚持问题导

向

,

推动技术人口学与经济学

、

社会学

、

统计学等

学科的深度融合

。

加强高校

、

科研院所

、

智库等

创新主体的协同攻关

,

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难

题

。

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

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

,

推动中国技术人口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

参考文献

:

[1] 《

习近平

:

切实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

》,

中国政府网

,2020

年

11

月

2

日

,ht-

tps://www.gov.cn/xinwen/2020

-

11/02/content_5556792.htm。

[2] 《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中

国政府网

,2020

年

5

月

5

日

, https://www.gov.cn/yaowen/

2023

-

05/05/content_5754275.htm。

[3]

民政部

、

全国老龄办

:《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

,2024

年

10

月

11

日

,https://www.

gov.cn/lianbo/bumen/202410/P020241012307602653540.pdf。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

中国政府

网

,2024

年

9

月

13

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

202409/content_6974294.htm。

[5]

尹德挺

、

营立成

、

郑澜等

:《

试论中国人口学的本土特色

———

基于学科体系

、

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视角

》,《

北京行政学

院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

[6]

穆光宗

、

林进龙

:《

新时期中国人口学的发展方向

》,《

江淮论

坛

》,2021

年第

1

期

。

[7]

托马斯

·

罗伯特

·

马尔萨斯

:《

人口原理

》,

北京

: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

[8]

钟逢干

:《“

两种生产革命实践论

”

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

更好概括

》,《

人口研究

》,2009

年第

3

期

。

[9]

陈卫

、

孟向京

:《

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

市场

与人口分析

》,2000

年第

1

期

。

[10]

彭希哲

、

刘宇辉

:《

生态足迹与区域生态适度人口

———

以西

部

12

省市为例

》,《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4

年第

4

期

。

[11]

崔新锋

、

杨莲

:《

基于

P

-

E

-

R

模型的贵州省适度人口初步研

究

》,《

商场现代化

》,2010

年第

12

期

。

[12]

王玉平

:《

矿产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

》,《

中国人口

·

资源与

环境

》,1998

年第

3

期

。

[13]

王颖

、

黄进

、

赵娟莹

:《

多目标决策视角下中国适度人口规模

预测

》,《

人口学刊

》,2011

年第

4

期

。

[14]

原新

:《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

———

从独生子女

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

人口学刊

》,2016

年第

5

期

。

[15]

陆杰华

、

傅崇辉

:《

关于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

》,

《

人口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

[16]

翟振武

、

刘爽

、

陈卫等

:《

稳定低生育水平

:

概念

、

理论与战

略

———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

稳定低生育水平研究

”

课题组报告之一

》,《

人口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

[1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

中国政府网

,2013

年

11

月

15

日

, https://

www.gov.cn/zhengce/2013

-

11/15/content_5407874.htm。

[1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

、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

中国政府网

,2024

年

7

月

21

日

,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 69637

70.htm。

[19]

任远

:《

人口发展政策

,

未来该如何继续改革

?》,

澎湃新闻

网

, 2024

年

10

月

12

日

, https://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28938707。



杭

州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
0
2
5

年

1

月

,

第

1

期

114■■

J
o
u
r
n
a
l
o
f
H
a
n
g
z
h
o
u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H
u
m
a
n
i
t
i
e
s
a
n
d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

N
o

.

1
J
a
n

.

2
0
2
5

[20]

毛建国

:《

提高退休年龄与就业难题

》,《

经济参考报

》,2008

年

11

月

7

日

,http://jjckb.xinhuanet.com/gd/2008

-

11/07/

content_126920.htm。

[21]

国务院

:《

社会保障

“

十二五

”

规划纲要

》,

中国政府网

,2012

年

6

月

27

日

,https://www.gov.cn/zwgk/2012

-

06/27/con-

tent_2171218.htm。

[22]

国务院

:《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

年

)

的通知

》,

中国政府网

,2017

年

1

月

25

日

,https://www.

gov.cn/zhengce/content/2017

-

01/25/content_5163309.htm。

[2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

中国政府网

, 2020

年

11

月

3

日

, https://www.gov.cn/

zhengce/2020

-

11/03/content_5556991.htm。

[2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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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政府网

,

2021

年

3

月

13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

-

03/

13/content_5592681.htm。

[25]

周鹏

:《

延迟退休

、

代际支持与中国的生育率

》,《

调研世

界

》,2017

年第

2

期

。

[26]

封进

、

艾静怡

、

刘芳

:《

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

———

基于子

代生育时间选择的研究

》,《

经济研究

》,2020

年第

9

期

。

[27]

李付俊

、

孟续铎

、

张超

:《

延迟退休的影响效果分析

》,《

西北

人口

》,2014

年第

2

期

。

[28]

张川川

、

李秋池

、

魏雅慧等

:《

老年人能工作多久

? ———

中国

退休年龄人口额外工作能力研究

》,《

劳动经济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

[29]

于洪

、

曾益

:《

退休年龄

、

生育政策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的可持续性

》,《

财经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

[30]

耿志祥

、

孙祁祥

:《

延迟退休年龄

、

内生生育率与养老金

》,

《

金融研究

》,2020

年第

5

期

。

[31]

刘渝琳

、

李宜航

:《

延迟退休年龄是否会带来二次人口红

利

?》,《

人口与发展

》,2017

年第

5

期

。

[32]

陈彦斌

、

林晨

、

陈小亮

:《

人工智能

、

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

《

经济研究

》,2019

年第

7

期

。

[33]

宋健

:《

人口学方法的传承与演变

———

兼论中国人口学学科

发展

》,《

人口与经济

》,2020

年第

4

期

。

[34] Nan Li,HongMi,Jin Fan.“TheSingle

-

yearLifeTablesin the

DevelopingCountriesMortalityDatabase(DCMD).”Communi-

cationsin Statistics: CaseStudies, Data Analysisand Applica-

tions,2019(1).

■■■■■■■■■■■■■■■■■■■■■■■■■■■■■■■■■■■■■■■■■■■■■

ThelmpactofProgressiveDelayedLegalRetirement

AgePolicy ontheDevelopmentofChineseDemography

MIHong, RENYiwei

(SchoolofPublicAffairs, Zhejiang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spopulation aging accelerates, Chinahasintroduced variousresponsepolicies, among which the

“

Decision ofthe

Standing 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on Implementing ProgressiveDelayed LegalRetirement

”

passed in Sep-

tember2024 representsamajorinstitutionalinnovation.Taking thisasan entry point, thispapersystematically examinestheevo-

lution and innovativedevelopmentoftechnicaldemography.Itisfound thatthedistinctivefeaturesoftheretirementdelay policy

havecarved outnewdevelopmentpathsfortechnicaldemography: First, thepolicy'scomplexity and refinementhavepromoted

theformation oftechnicaldemography asanewparadigmemphasizing modern analyticaltechniquesand quantitativeresearch.

Second, thepolicy'ssystematicrequirementshavefacilitated themultidimensionalexpansion ofdemographictransition theory,

lifecycletheory, and intergenerationalrelationship theory.Third, the

“

quasinaturalexperiment

”

characteristicsofthepolicy

haveprovided crucialopportunitiesforcausalinference, promoting innovativeapplicationsofeconometricmethodssuch as

difference

-

in

-

differencesand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Fourth, technicalsupportrequirementshavedriven thedevelop-

mentofanalyticaltoolsincluding two

-

sex population projection models, fivesetsofmodellifetablesystems, and multi

-

agent

modeling, aswellasinnovationsin dataprocessing methodssuch astheDCMDthree

-

parametermodeland monthly

-

decom-

posed Lee

-

Cartermodel.Thesedevelopmentshaveenabled technicaldemography to play acrucialrolein serving retirementde-

lay policy and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challenges, providing newpathwaysforthemodernization ofdemographicresearch

paradigms.Thisresearch hassignificanttheoreticalvalueand practicalimplicationsforadvancing demographictheory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China'sdemographicgovernancesystem.

Keywords: progressivedelayed legalretirementagepolicy; technicaldemography; methodologicalinnovation; three

-

parameter

modellifetable; quasinatural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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