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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和生育率下降，和我们的养老生活有关系吗？

养老生活，需要尽早规划→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出生人口为 1,062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7.52‰，较 2020 年下降 1‰；2022

年全年出生人口为 956 万人，人口出生率：6.77‰，较 2021 年下降 0.75‰；2023

年全年出生人口 902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6.39‰，2023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8‰，人口增长速度正在放缓。

与此同时，我国总和生育率也在逐年下滑。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 TFR）是一个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统计指标，它表示在一个特定时期

（通常为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龄妇女（通常指 15 至 49 岁之间）在一生

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这个指标是根据女性在不同年龄的生育概率和该年龄段的

人口比例计算得出的。一般来说，如果 TFR 为 2.1 左右，被认为是更替水平，即

新生人口数量足以替代父母一代，保持人口数量稳定。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 版）》，2021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15，这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

中较低的水平。2022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至不到 1.1，这一数字仅为

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左右。

当出生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时，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等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个人养老而言，以下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养老金支付压力变大。随着出生率、生育率的下降，缴纳养老保险的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增加，这可能导致养老金支付面临



压力。

第二，个人储蓄和投资需求增加。面对潜在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个人可能需

要增加储蓄和投资，以备退休后的生活费用。这可能会影响个人的消费模式和生

活质量。

第三，加速家庭养老模式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

下受到挑战。子女数量减少，意味着每个家庭承担的养老责任增加，年轻一代可

能面临更大的养老压力。

第四，延迟退休年龄。为了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已有多国政府开始延迟退

休年龄，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更长时间。这将对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和生活质量

产生影响。

第五，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将会发生变化。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社会对于养老、家庭、工作等方面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对于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老年教育、终身学习等方面的需求可能会增加。

面对加速到来的低出生率+老龄化时代，如何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人均寿命越长，需要的钱也会越多，未来的养老压力正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

个人。及早开始养老投资，是目前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在做的事。

自 2018 年起，公募基金行业开始获准发行养老目标基金，助力养老第三支

柱建设。当前，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资产配置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适合

的养老目标基金。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在缴费阶段，资金只进不出，有

利于投资者“积攒本金”；此外，养老目标基金大多数采用 FOF 形式运作，在底

层基金资产已经分散配置的基础上，通过精选配置“一篮子基金”实现了“风险

的二次分散”；最后，养老目标基金着眼长远，很适合“长期投资”。

如果希望为自己的养老生活提前规划资金，年轻的投资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

类金融产品~

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材料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最终个人养老金实施政策以相关监管机构发布的最新文件为准。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本金不受损失，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

人购买基金时应详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与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理性判断并谨慎



做出投资决策。养老目标基金产品中的“养老”的名称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产品

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