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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谁为我们养老？
刘 鹏

中国经济 50 人

论坛 2011 年会 2 月

19 日在京举行。关

于中国宏观经济调

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等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重要议题。论坛

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所长蔡昉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

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

“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据2月20日

《广州日报》）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

避免的发展趋势。据相关数据显示：

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

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依据人类创造与消耗财富的规律来

说，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需要更多

的社会财富，用于老年人的生活支持。

这同时意味着，创造财富的年轻群体将

肩负起更多更强的社会压力。

然而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上，是老龄

化一日日加剧；而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

上，却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甚至不相适应

的情况。国家和社会积累起来的财富，尚

没有达到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保障、有幸

福感、有尊严感地安享晚年的程度。

拿现行的养老制度体系来说，子女

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个人财富积累、

家庭富裕程度显然还远远不够；而近些

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建设的个人、集体、

社会、国家综合化养老模式，却普遍存在

着严重“亏空”，且无法有效弥补的现

实。据相关数据显示，上海市每年的养

老亏空达百亿元；而全国范围内，这个数

字已经达到1.3万亿。

个人未富，却已先老；社会未富，却

已陷入老龄化。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

创造与消耗之间，势必会出现落差。未

来的岁月里，谁来为我们养老，已成为

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加快经济结

构调整，促进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实

现国家强盛和富裕；改善社会财富、收

入分配制度，提高工薪等收入水平，让

人民群众尽快富起来，恐怕已经成为不

二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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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晚亮相的西单女孩、旭日阳刚，近

来招至各种议论，有肯定和叫好的，有质

疑、讥诮乃至否定的，有人质问：我教的（音

乐系）学生哪个不比他们好，凭什么他们能

上春晚？

凭什么呢？凭的是旭日阳刚、西单女孩

等是草根文化的代表者。他们能上春晚舞

台，正是表明社会对萌发于“底层”的草根

文化的关注和尊重，其实也是对“底层”这

一群体的尊重，显示了宽广的人文关怀和

平等意识，是社会的一种进步。鉴于此，他

们的亮相给众口难调的春晚带来了多元和

祥和。若从艺术讲，这些没有受过系统专

业训练的草根艺人确实还有大的提升空

间，但他们登台的社会意义大大超出艺术

的观赏性，从这些草根艺人身上我们看到

了“底层”群众对文化的渴求，他们不仅有

着文化表达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有一定的

艺术才能，他们在困境中对人生理想的执

着守望愈挫愈奋，对我们有着激励作用。

草根艺人的活跃身影，也是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的时代大背景的一个生动投影。

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虽然“一夜成名”，

但他们毕竟还是脆弱、稚嫩，还有不少欠缺，

他们需要继续成长、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要

摈弃两个极端做法：棒杀和捧杀。应该实实

在在肯定他们，也实实在在指出其不足，使他

们清醒地前行。这里，需要政府的文化主管

部门、文化艺术机构、以及专业人士共同出

手，去支持、辅导、引领他们，并给他们提供展

示才能的平台。就草根艺人自身而言，一要

过金钱关，不要在金钱的消蚀中过早夭折；二

要过艺术关，要与生活接上地气，不要丢弃草

根文化的质朴本色，孜孜不倦进行艺术上的

锤炼、探求。山东一位名叫青岛小强的草根

音乐人认为，像旭日阳刚，就在反映农民工的

歌曲中拓展，将自己的长处与他人的喜欢融

合起来，或许能走出一条路来。

草根文化有着向上流动的冲动，草根

艺人可以成长为娱乐精英甚至文化巨匠，

中外均有先例。但这是一条漫长又崎岖的

路，许多难题需要破解，许多拐点可以引诱

人失足。对草根文化草根艺人的真诚关注

和健康引领，不仅是大众娱乐消费的一个

热点，也是文化建设的一个现实课题。

省城芜湖路上的法梧是上世纪50年

代从南京引进合肥的，它们与老合肥人一

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见证

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可以说，这些

树已经融入了合肥的历史，成为城市环境

和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遮天

蔽日的法梧，为喧嚣熙攘的城市点缀了一

份宁静，给市民们带来了许多愉悦和专属

的珍贵记忆。

一度平安无事的法梧，最近却因道路拓

宽（马鞍山路至孝肃桥段）而遭致迁移，这实

在令人大惑不解。（本报今日A1版报道）首

先，同样是道路改造，合肥大建设初期逃过

一劫的法梧，为什么在同样的缘由下，这次

却没能幸免？是否另有隐情？其次，根据记

者了解的情况来看，迁移法梧一事多数市民

并不知情，之前绿管处通过媒体发布的消

息，也只是语焉不详的提到要与合作化南路

的法梧树换植；再次，芜湖路法梧的迁移，是

否该征求民意？芜湖路法梧属于公共财产，

市民对其去留的意见，相关部门无疑应该在

事先进行采集，作为行动参考。

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市民生

活得更幸福。幸福既要做到出行不堵车，

也要做到对美好事物的坚守和保全。应

该在城市建设与保护城市自然和人文景

观之间，努力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而不

能图省事，以牺牲和破坏后者为代价，去

追求现在的发展。比如城市拥堵，光靠拓

宽道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规划发

展商业副中心，分流老城区的商业和人

口，也许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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