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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主要國家人口老化

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國發會綜合規劃處 羅梅青*

摘　要

本研究以 1970 至 2012 年亞洲地區 16 個國家長期追蹤資料，分析人口結構

老化對短期及長期經濟成長之影響。實證結果有以下發現：一、扶幼比與扶老比變

動對於短期經濟成長皆為負向且顯著的效果。二、Random Effect 模型中，扶幼比

變動對長期經濟成長仍具負向且顯著效果，2SLS 模型中則轉呈正向影響，但效果

不顯著。三、Random Effect 模型中，扶老比變動對長期經濟成長亦仍維持負向且

顯著的效果，2SLS 模型中則轉為正向且顯著的效果。

壹、前言

貳、亞洲主要國家經濟成長與人口變動趨勢分析

叁、研究方法與計量模型設定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伍、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 作者為國發會綜合規劃處科員，本文獲本會 2013年度研究發展「經濟政策」類特優獎；本研究為個人觀點，不
代表本會意見。

 註：本文完稿於 2013年 9月，文中資料以當時可取得的最新資料為準。惟為維持原文的實證說明，相關數據
不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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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口老化為當前世界各國面臨的重要課題，近年來，多數國家由於國民預期

壽命延長、婦女生育率持續下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世代陸續屆臨退

休，人口結構老化現象日益普遍，已對全球經濟、社會及政治產生重大衝擊。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2011 年 9 月公布「2011 年

亞洲發展展望─因應人口轉型」報告指出，過去 30 年亞洲國家因少子女化趨

勢，幼年人口對工作人口之依賴負擔逐漸減緩，各國均享有促使每人 GDP 正成長

的「人口紅利」1，惟隨著國民壽命延長，人口結構逐漸高齡化，老年人口造成的

負擔日益加重，對每人 GDP 成長的負貢獻使「人口紅利」呈縮減趨勢；ADB 預

估，2011 ∼ 2030 年，大部分亞洲國家將由「人口紅利」階段邁入「人口負擔」

階段。

人口老化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然而過去文獻的研究對象多未涵蓋台灣，且在

分析人口變數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時，大部分文獻以工作人口比作為人口變數進行分

析。為求研究結果更臻完善，本文研究對象為亞洲地區包括台灣在內之主要國家，

並參考 Bloom, Canning and Finlay（2010）的分析方法，以扶幼比及扶老比作為

人口變數進行分析，以期更進一步探討亞洲主要國家人口結構老化對短期及長期經

濟成長之影響。

本研究利用新古典成長理論建立實證模型，實證方法上採用 Random Effect

模型及兩階段最小平方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s, 2SLS），並以 1970 至

2012 年長期追蹤資料進行計量分析。研究架構分為：壹、前言；貳、亞洲主要國

家經濟成長與人口變動趨勢分析；參、研究方法與計量模型設定；肆、實證結果與

分析；伍、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1 因生育率持續下降，在扶老比達到較高水準之前，扶養幼年及老年的負擔均相對較輕，因勞動力資源相對較豐
富，提供經濟發展有利的條件，此即所謂人口成長帶來之「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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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亞洲主要國家經濟成長與人口變動趨勢分析

一、亞洲主要國家經濟成長分析

本研究探討的亞洲國家主要包括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孟加

拉、印度、伊朗、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

坡、泰國等 16 國。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2013 年平均每人名目 GDP 由尼泊爾

669 美元、孟加拉 841 美元，依序遞增至台灣 21,016 美元、南韓 24,232 美元、

香港 38,128 美元、日本 39,209 美元、新加坡 52,324 美元（圖 1）。

 二、亞洲地區人口變動趨勢分析

根據聯合國（2012）資料顯示，1950 至 2050 年間，亞洲主要國家的工作人

口對幼年人口比，除香港、日本、南韓與泰國外，皆呈上升走勢（圖 2）；而工作

人口對老年人口比則皆為下降之態勢（圖 3）。由此分析可發現，1950 ∼ 2010 年

間，亞洲地區工作人口對依賴人口比呈現上升走勢是受幼年人口下降所影響，而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2013年 9月 15日），作者自行整理

圖1 亞洲主要國家2013年平均每人名目GDP（以美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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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圖 3 （作者自行整理）。

圖2 亞洲主要國家工作人口對幼年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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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圖 3 （作者自行整理）。

圖3 亞洲主要國家工作人口對老年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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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2050 年，工作人口對依賴人口比呈現下降趨勢則是因老年人口上升所導

致（圖 4）。

資料來源：聯合國（2012） （作者自行整理）。

圖4 亞洲主要國家工作人口對依賴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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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高齡化變遷趨勢分析

隨著少子化趨勢，生產者對幼年人口之依賴負擔將逐漸減緩；但隨著高齡化趨

勢，對老年人口之依賴負擔則將逐漸加重。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稱經建

會）（2012）中推計 2 結果，每百位 15 ∼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所需負擔之總依賴人

口，由 2012 年之 34.7 人最低點，隨著老年人口快速增加，2060 年將增加為 97.1

人，增加 1.8 倍（圖 5）。

2 2011年總生育率為 1.065人，2012年受龍年及 2011年百年結婚人數增加之影響，總生育率預估將增加為
1.22人至 1.27人之間。依據專家意見，中推計假設總生育率將於 2035年回升為 1.3人，然後維持固定至
20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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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與計量模型設定

一、模型設定

過去文獻在研究人口結構對經濟成長影響時，因假設扶老比與扶幼比對一國經

濟成長之效果具對稱性，故多以工作人口比作為人口變數進行分析；然而，實證研

究上，扶幼比下降與扶老比上升對一國經濟成長之效果並不具對稱性，因此，本研

究將以扶幼比與扶老比作為人口變數進行分析，分別探討幼年人口比與老年人口比

對一國 GDP 之影響。

本研究係以 1956 年梭羅（Solow）新古典成長模型（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為基礎，並參考 Bloom, Canning and Finlay（2010）的分析方法，以扶

幼比與扶老比兩變數取代工作人口比變數進行分析，探討亞洲主要國家人口結構老

化對短期及長期經濟成長之影響。說明如下：

說明：1.扶幼比 =（0∼ 14歲人口／15∼ 64歲人口）*100

   2.扶老比 =（65歲以上人口／15∼ 64歲人口）*100

   3.扶養比 =扶幼比 +扶老比

資料來源： 1980∼ 2011年為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2012∼ 2060年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
華民國 2012∼ 2060年人口推計」。

圖5 扶養比變動趨勢—中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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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平均每單位勞動 GDP 成長率，以勞動生產力之均衡狀態（steady 

state）（z*）與初始值（initial value）（ ）的差值表示；令 X表示均衡狀態下影響

勞動生產力的變數向量，依據 Barro and Sala-i-Martin（2004）的間斷時間模型

（discrete time model），（1）式可表示為：

  （2）

另外，平均每人產出可表示如下：

   （3）

其中，Y為總產出，N為總人口，L為勞動人口，WA為適齡工作人口。根據

收斂假說（Convergence Hypothesis），以及假設勞動參與率維持不變下，平均每

人所得成長率可表示為：

 （4）

為進一步分析幼年人口與老年人口對平均每人 GDP 成長率之影響，將（4）式

改寫如下：

  （5）

其中，C為幼年人口，O為老年人口。利用近似法（approximation），對適齡

工作人口占總人口取對數並作一階差分可得其成長率：

   （6）

（6）式亦可表示為：

                     （7）

再利用  之近似法，（7）式改寫如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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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 ， ，將（3）式取對數可得：

  （9）

結合（2）式與（8）式，則平均每人所得成長率可表示為：

          

 

 

    （10）

其中，解釋變數 X包含教育程度（edu）、貿易開放程度（tra）、政治自由度

（pol）、預期壽命（lif）；模型中亦加入國家別變數  與時間趨勢變數 ，故本研究

之實證方程式如（11）式所示，各變數之下標 t代表期數。

 

 （11）

二、變數說明

重要解釋變數對平均每人實質 GDP 影響之經濟意義說明如下：

（一） 人口變數

理論文獻上，Klaus Prettner（2013）利用內生成長模型與半內生成長模型分

析人口老化對長期經濟成長之影響，研究結果指出，人口壽命延長對平均每

人產出有正向效果，且出生率與死亡率的相對比例將決定人口壽命延長對經

濟成長的正向效果強度。因此，當一國人口邁向高齡化，並不必然造成經濟

發展停滯現象，甚至會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驅動力。

Bloom, Canning and Finlay（2010）針對 1960 ∼ 2005 年亞洲、非洲及拉

丁美洲地區計 62 個國家進行研究，探討人口結構變遷對短期及長期經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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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當一國之扶幼比下降，對短期及長期經濟成長皆

會造成顯著的正向效果；而當一國之扶老比增加，對短期經濟成長將造成顯

著的負向效果，但長期而言此負向效果將不再顯著。

（二） 教育程度

黃保登（2009）研究 1978 ∼ 2007 年台灣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之長期均衡

關係，並以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平均教育年限、高等教育粗在學率作為人力

資本之代理變數。實證結果顯示，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平均教育年限與經濟

成長之長期均衡具有正向的關係；但高等教育粗在學率與經濟成長之長期均

衡則呈現負向的關係。因此，一國教育水準提高對經濟發展的效果無明確的

預期方向。

 （三） 貿易開放程度

Yanikkaya（2003）以總進口稅、總出口稅與數量限制等作為衡量貿易限制

的指標，分析 1970 ∼ 1997 年 100 個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結果發現，貿

易限制與經濟成長存在正向顯著關係。因此，本研究預期貿易開放程度對於

經濟成長的影響為負向效果。

（四） 政治自由度

Haan and Siermann（1995）認為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間具有兩種關係，一

為衝突關係（conflict），二為比較關係（comparability）。第一種衝突論點認

為經濟成長會受到民主制度的阻礙，並主張政府應限制人民的權力，極權的

政權才能有效的進行各項經濟政策。第二種比較觀點則認為民主政治提供選

民監督政府的權利，以及限制政府對個人財富利益之控制，對一國之經濟發

展提供有利的條件；再者，該觀點認為民主政治在改革經濟制度上遠比極權

政府更為有效率。因此，政治自由度對經濟發展的效果無明確的預期方向。

 （五） 預期壽命

Zhang et al.（2003）建構重疊世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探討預期壽命延長對經濟成長之影響，並主張預期壽命延長將透過三種管道

影響經濟成長，第一，為支付更長期間的生活消費，民眾在中年時將增加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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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率，進而累積實體資本；第二、由於預期壽命延長，將降低中年人遺留遺

產給子女的可能性，因而導致投資下降及資本累積減少；第三、以所得稅融

通教育支出，將改變淨所得與儲蓄率。研究結果顯示，在高死亡率國家，三

種管道的淨效果將促進經濟成長；但在低死亡率國家，則會減緩經濟成長速

度。因此，本研究認為預期壽命延長與經濟成長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六） 地區別虛擬變數

根據 Nickell（1981），當依變數具時間落後（time lags）特性，採用固定效

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將導致估計結果具偏誤性（bias）。為此，本

研究不考慮採用該模型進行分析，而在模型中另外加入東亞與東南亞地區之

虛擬變數，並以中南亞地區的資料作為參照組（reference group） （表 1），

以強調樣本個體之差異性。其中，1970 ∼ 2012 年間，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

經濟表現相對優於中南亞地區，故預期東亞與東南亞地區之虛擬變數對經濟

發展為正向影響。

表1 地區別虛擬變數列表

東亞 東南亞 中南亞

中國大陸 印尼 孟加拉

日本 馬來西亞 印度

南韓 菲律賓 伊朗

台灣 新加坡 尼泊爾

香港 泰國 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

此外，在（11）式的估計方程式中，人口變數可能具內生性（endogeneity），

故在分析方法上，除採用 Random Effect 模型外，本文將利用總生育率、嬰兒死亡

率及人口變數作為工具變數（Instrument Variables, IV），進行兩階段最小平方法

（2SLS）分析。

各變數名稱、定義、資料來源與預期符號詳如表 2；敘述統計如表 3 所示，樣

本範圍涵蓋高至低所得、低至高出生率及低至高嬰兒死亡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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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變數名稱、定義、資料來源與預期符號

變數名稱 定義 資料來源
預期

符號

依變數
平均五年每人

所得成長率

[log（平均每人實質 GDP）（t） -log （平
均每人實質 GDP） （t-5）]/5* 100， 實質
GDP以 2005年為基期。

Penn World Tables 7.1

解釋

變數
扶幼比 0至 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

扶老比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

扶幼比變動量

（t）-（t-1）
扶幼比（t）-扶幼比（t-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

扶老比變動量

（t）-（t-1）
扶老比（t）-扶老比（t-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

平均每人

實質所得

log（平均每人實質 GDP）（t），實質
GDP以 2005年為基期。

Penn World Tables 7.1 +

教育程度 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Barro and Lee（2013） +/－

貿易開放

程度

（出口值 + 進口值）/ 平均每人實質
GDP，實質 GDP以 2005年為基期。

Penn World Tables 7.1 －

政治自由度
政治自由度指標衡量範圍為 1至 7，1表
示自由度為最高，7表示自由度為最低。

Freedom House +/－

預期壽命
假定出生時的死亡率模式在一生中保持不

變，一名新生兒可能生存的年數。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

東亞虛擬變數

=1，該國屬於東亞地區。
=0，其他。
（註：樣本資料包含東亞、東南亞與中南

亞 3個地區，故以 2個虛擬變數表示。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

東南亞

虛擬變數

=1，該國屬於東南亞地區。
=0，其他。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

工具

變數

總生育率

（t-5）

婦女度過整個生育期並按照當期的年齡別

生育率生育孩子所生育的孩子數，該變數

以第（t-5）期資料作衡量。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嬰兒死亡率

（t-5）

在一特定年內每千例活產兒中在活到一歲

之前死亡的嬰兒數量，該變數以第（t-5）
期資料作衡量。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扶幼比變動量

（t-5）-（t-6）
扶幼比（t-5）-扶幼比（t-6）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扶老比變動量

（t-5）-（t-6）
扶老比（t-5）-扶老比（t-6）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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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敘述統計

變數名稱
觀察值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依變數 平均五年每人所得 成長率 656 1.5983 1.3156 -7.0977 4.8876
解釋變數 扶幼比 684 32.4676 9.1909 10.9288 45.9991

扶老比 684 5.5814 3.2275 2.9227 24.1338
扶幼比變動量（t）-（t-1） 683 -0.4055 0.3336 -1.9831 0.5113
扶老比變動量（t）-（t-1） 683 0.1134 0.1252 -0.0477 0.7470
平均每人實質所得 656 3.5957 0.5429 2.5580 4.7469
教育程度 688 6.1618 2.8458 0.5 11.94
貿易開放程度 656 77.8697 79.6372 5.9339 433.0450
政治自由度 600 3.8433 1.7303 1 7
預期壽命 668 67.1820 8.7124 38.9699 82.9327
東亞虛擬變數 688 0.3125 0.4638 0 1
東南亞虛擬變數 688 0.3125 0.4638 0 1

工具變數 總生育率（t-5） 674 3.5837 1.7311 0.9010 6.9450
嬰兒死亡率（t-5） 621 52.9505 43.1980 2.2 176.1
扶幼比變動量（t-5）-（t-6） 678 -0.3733 0.3572 -1.9831 0.5113
扶老比變動量（t-5）-（t-6） 678 0.0966 0.1155 -0.1061 0.5659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 1970 ∼ 2012 年之資料為樣本，共 43 組觀察值。估計結果如表 4

所示，模型一與模型二為 Random Effect 模型，模型二比模型一多放入地區別虛擬

變數；模型三與模型四為 2SLS 模型，模型四比模型三多放入地區別虛擬變數。另

參照 Bloom, Canning and Finlay（2010）的分析方法，本文以扶幼比和扶老比兩

變數衡量人口變數對長期經濟成長的影響效果，而以扶幼比變動量及扶老比變動量

衡量人口變數對短期經濟成長的影響效果。

迴歸估計結果顯示，在模型一與模型二的 Random Effect 模型中，扶幼比與

扶老比變動對於短期經濟成長皆具負向且顯著的效果；在模型三與模型四的 2SLS

模型中亦得到相同的結論，此實證結果與 Bloom, Canning and Finlay（2010）的

實證研究結果一致。由此分析，短期而言，一國扶幼比下降，幼年人口對工作人口

之依賴負擔逐漸減緩，促使各國享有促進每人實質 GDP 成長的人口紅利；而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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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升，老年人口對工作人口造成的負擔日益加重，人口紅利將呈縮減趨勢，對一

國之國民所得造成負面影響。

進一步分析人口結構轉變對長期經濟成長之影響，在模型一與模型二中，扶幼

比對長期經濟成長仍為負向影響，但在模型二中此負向效果不再呈現顯著；加入工

具變數進行分析後，扶幼比在模型三與模型四中則轉呈正向影響，但皆不顯著。此

實證結果說明，當一國之人口結構歷經生育率下降之趨勢，短期而言該國之國民所

得將因勞動人口比重上升而增加，但隨著少子女化之態勢逐漸擴大，長期而言，人

口結構將逐步邁入高齡化而進入「人口負擔」階段，導致扶幼比對長期經濟成長之

負向效果不再顯著，甚至轉為正向效果。

另一方面，在 Random Effect 模型中，扶老比對長期經濟成長仍維持負向且

顯著的效果，但該變數在 2SLS 模型中則轉為正向且顯著的效果，此研究結果與

Klaus Prettner（2013）的理論一致，表示人口壽命延長對亞洲主要國家之平均每

人產出將會有正向的效果，此實證結果對於目前正面臨人口老化課題的亞洲地區而

言，著實為一正面消息。探究其原因，當一國逐漸邁向高齡化，國人的行為可能會

順勢改變，包括勞動力提升、儲蓄率提高以及教育年限延長等，這些行為的轉變皆

有利於一國之經濟發展，以下茲就相關內容進行探討。

（一）勞動力提升

根據 Bloom et al. （2009）研究指出，生育率下降將導致女性勞動參與率提

升，且每減少生育一個幼兒，可增加四年的勞動參與，主要係因當育兒數減

少時，育嬰時間的節省將可望促進婦女進入或重返職場，而育兒相關福利措

施的推行亦具有相同效果。

（二）國人儲蓄增加

過去數十年間，亞洲四小龍經濟體在歷經人口結構轉型與快速經濟成長的同

時，具有高儲蓄率及高投資率的現象。以台灣為例，1980 ∼ 1990 年代民

間儲蓄率由 1950 年代的 5％攀升至 20％；且儲蓄率隨不同年齡層而異，50

至 60 歲人口的儲蓄率尤為最高。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東亞的高儲蓄率是

受人口年齡結構轉型所影響（Higgins, 1998；Bloom, Canning and Finl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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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Lee, Mason and Miller （2000）則認為，儲蓄率上升主要係因

民眾預期壽命延長，為支付更長退休期間的生活消費所致；Tsai, Chu and 

Chung（2000）亦支持此一論點，其研究結果顯示，民間儲蓄率增加與民眾

預期壽命延長發生於同一時點。

表4 迴歸估計結果

模型一

RE（1）
模型二

RE（2）
模型三

IV（1）
模型四

IV（2）

扶幼比
  -0.0341 **  
 （0.0164 ）      

 -0.0238 
 （0.0171 ）

 0.0017 
 （0.0236 ）

 0.0127 
 （0.0259 ）

扶老比
  -0.1097 **
 （0.0431 ）

 -0.0972 **
 （0.0427 ）

 0.8696 ***
 （0.2437 ）

 1.0395 ***
 （0.2685 ）

扶幼比變動量

（t）-（t-1）
  -0.7508 ***
 （0.1763 ）

 -0.8532 ***
 （0.1730 ）

 -0.7836 **
 （0.3665 ）

 -1.0806 ***
 （0.3776 ）

扶老比變動量

（t）-（t-1）
  -1.7855 *
 （0.9860 ）

 -2.3346 **
 （0.9626 ）

 -28.0618 ***
 （6.2967 ）

 -33.3097 ***
 （6.9592 ）

平均每人實質所得
   0.7013 ***
 （0.2546 ）

 0.7042 **
 （0.2914 ）

 0.8743 ***
 （0.3059 ）

 0.4827 
 （0.2955 ）

教育程度
  -0.1854 ***
 （0.0517 ）

 -0.2513 ***
 （0.0570 ）

 -0.3097 ***
 （0.0649 ）

     -0.2455 ***
 （0.0562 ）

貿易開放程度
  -0.0034 ***
 （0.0013 ）

 -0.0011 
 （0.0015 ）

 -0.0085 ***
 （0.0021 ）

 -0.0068 ***
 （0.0023 ）

政治自由度
   0.0908 **
 （0.0355 ）

 0.0693 *
 （0.0357 ）

 0.0294 
 （0.0415 ）

 -0.0187 
 （0.0427 ）

預期壽命
   0.0719 ***
 （0.0179 ）

 0.0693 ***
 （0.0179 ）

 0.1551 ***
 （0.0288 ）

 0.1402 ***
 （0.0264 ）

東亞虛擬變數
 1.3602 ***
 （0.3031 ）

 1.7033 ***
 （0.2817 ）

東南亞虛擬變數
 0.3304 
 （0.2642 ）

 1.0721 ***
 （0.2841 ）

截距項
  -3.1590 *
 （1.6924 ）

 -3.5331 **
 （1.7910 ）

 -11.7110 ***
 （2.7708 ）

 -11.2998 ***
 （3.0352 ）

觀察值個數  561  561  550  550
R2  0.2271  0.3050  0.1594  0.3367
Wald chi2  133.52  156.33  130.58  172.62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註：1.（  ）內為各係數之標準誤（standard error）。

2.工具變數包括總生育率（t-5）、嬰兒死亡率（t-5）、扶幼比變動量（t-5）-（t-6）、扶老比變動量（t-5）-（t-
6）。

3. *、**、***分別代表該項變數達 10％、5％、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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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水準提高

國人教育水準提高的主要因素亦為民眾預期壽命增加所致，因更長的生命期

間將延長教育投資成本的回收時間，更明確的說，教育水準提升主要係因退

休年齡延後使得勞動人口的工作期間延長所致。Kalemi- Ozcan, Ryder and 

Weil （2000）即指出，過去 150 年間，國民健康狀況改善與壽命增長所造就

的國人累積人力資本現象，對於促進經濟成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進一步分析人口變數的係數強度，因模型四之判定係數高達 33.67％，故本

研究以該模型之實證結果進行分析。研究指出，短期而言，當一國之扶幼比下降

10％，該國之經濟成長率將因享有人口紅利而上升 0.1％；而若一國之扶老比增加

10％，該國之實質所得成長率則因人口紅利縮減而減少 3.3％。長期而言，當一國

扶老比增加 10％，經濟成長率將上升 0.1％；而扶幼比因對一國國民所得無顯著影

響，故在此不做係數強度分析。

教育程度、貿易開放程度、政治自由度及預期壽命等其他重要解釋變數對一國

經濟成長的實證影響方向均與表 2 的預期方向一致。其中，教育程度與預期壽命變

數於四個模型皆達 1％之顯著水準；貿易開放程度變數則是在模型一、模型三與模

型四達 1％之顯著水準；而政治自由度變數僅在模型一與模型二分別達 5％與 10％

之顯著水準。

地區別虛擬變數方面，東亞虛擬變數於模型二與模型四皆為正向且顯著之效

果，顯著水準皆達 1％；而東南亞虛擬變數於模型二與模型四亦皆為正向效果，惟

僅在模型四達 1％的顯著水準。此研究結果顯示，在 1970 ∼ 2012 年間，東亞與

東南亞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相對高於中南亞的平均經濟成長率。

伍、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 1970 ∼ 2012 年之資料為樣本，探討亞洲地區 16 個國家人口結構

老化對短期及長期經濟成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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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估計結果顯示，扶幼比與扶老比變動對於短期經濟成長皆具負向且顯著的

效果；扶幼比下降 10％，經濟成長率將上升 0.1％，而扶老比增加 10％，實質所

得成長率將減少 3.3％。主要係因當一國之扶幼比下降，短期幼年人口對工作人口

之依賴負擔將逐漸減緩，使得各國享有人口紅利；惟當一國之扶老比上升，老年人

口對工作人口的撫養負擔將日益加重，導致人口紅利呈縮減趨勢，因而對一國之國

民所得造成負面影響。

進一步分析人口結構轉變對長期經濟成長之影響，在 Random Effect 模型

中，扶幼比變動對長期經濟成長仍為負向且顯著之效果，但在 2SLS 模型中則轉呈

正向影響，但此效果不顯著。此實證結果說明，當一國之少子女化態勢日漸擴大，

長期而言人口紅利現象會逐漸消失。

另一方面，在 Random Effect 模型中，扶老比變動對長期經濟成長亦仍維持

負向且顯著的效果；但在 2SLS 模型中則轉為正向且顯著的效果，且扶老比增加

10％，經濟成長率將上升 0.1％。此研究結果表示人口壽命延長將有利於亞洲主

要國家之經濟發展，對於目前正面臨人口老化課題的亞洲地區而言，著實為一正

面消息。分析其原因，當一國逐漸邁向高齡化，國人的行為可能會順勢改變，包

括勞動力提升、儲蓄率提高以及教育年限延長等，這些行為的轉變皆有利於促進

經濟成長。

二、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為避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社會及經濟衝擊，並將高齡化危

機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驅動力，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供政府部門參考：

（一）提高或取消退休年齡的規定

在人口高齡化趨勢下，政府花費在醫療保健、照顧服務、老人年金及退休金

等支出大幅增加，建議提高或取消退休年齡的規定。除減緩年金財務壓力以

及繼續維持勞動市場中高齡者之稅收外，亦得以延長高齡者之工作年限，一

則填補未來的勞動力缺口，二則使高齡者對社會持續貢獻，展現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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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部分退休制」

1989 年日本推廣「部分退休制」，對於屆臨退休年齡者，不強迫其離開職

場，而是繼續留用身心健康且對企業仍有價值者。此做法可同時空出部分職

位予新進職場員工，以及降低老年人對年金的立即需求，減緩政府年金給付

不足之困境，值得我國參考。

（三）推動銀髮產業

根據工研院推估（2001），2025 年台灣銀髮產業市場將可達 1,089 億美元

（約新台幣 3.6 兆元），其中健康食品、醫療照護與養生住宅是業界的發展重

點。台灣即將邁入高齡社會，為維持高齡社會的經濟活動，未來銀髮經濟可

朝服務、製造、營建、金融、旅遊、影視娛樂等 16 項產業發展，甚至學習

高齡化居全球之冠的日本發展跨業延伸、異業整合、地區整合等營運或行銷

模式。另根據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2），預估 2015 年台灣健

康照護產業的產值將達 180 億美元，全球健康照護產業的產值則高達 5,970

億美元，因此，我國除積極開發國內銀髮經濟市場外，如何善用醫療、科技

等優勢進軍國際市場，將是未來產業需要調整轉型的地方。

（四）提供高齡者學習機會

依據「我國屆齡退休及高齡者學習需求」調查研究，65 歲以上高齡者願意參

與學習活動之比率達 60％ （黃富順、林麗惠、梁芷瑄，2009），然而實際參

與學習活動者僅 11.4％（吳明烈、李藹慈、賴弘基，2009），顯見我國對於

高齡學習機會的提供尚待加強。近年來教育部已積極廣設樂齡學習中心、樂

齡大學與社區高齡班等，然而，如何啟動民間力量推動樂齡學習亦屬當務之

急。此外，在規劃學習機制、學習方式與學習內容上均應有新的思維，包括

鼓勵更多大專院校推動高齡學習、建立學年制或學分學位制的學習制度，以

及發展網路學習等。 

（五）完善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與經濟成長、社會發展有高度的關聯性。以美國的移民研究為例，

其人口普查問卷內容涵蓋移民的來源國、在各州的聚集處、進入美國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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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母語、是否曾接受美國教育及其年數等，據以分析移民在美國勞動市場

的就業與薪資表現，並規劃不同來源國之移民配額數量。美國對移民研究的

成功經驗值得參考，未來我國應針對外籍配偶、外籍勞工等移民之在台經濟

表現與融入狀況進行相關研究，以期提出更具前瞻性的人口、移民與勞動政

策（徐美，2012）。 

（六）運用新移民人力資源

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資料顯示，至 2013 年 7 月底台灣外籍與大

陸配偶人數共計 46 萬 8,102 人，其中女性的外籍與大陸配偶計 43 萬 9,343

人，比率高達 93.9％。女性新移民已占有相當的人口數，然而研究指出

約 70.1％的女性新移民在求職過程中曾遭遇差別待遇（成之約、鄭津津，

2011）。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若能為女性新移民擬訂公

平之就業機制，包括建立完善之就業服務管道，宣導就業資訊，以及增設相

關訓練課程等，幫助女性新移民在台就業，對未來新移民人力資源之運用及

提升我國勞動力的質與量，皆會有相當程度的助益。

（七）改革醫療政策

醫療政策方面，建議設立專責機構負責控制醫療成本，如英國於 1999 年

成立國家衛生與臨床卓越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可作為我國未來控制醫療預算並維護醫療品質之典範；

此外，老人可能同時服用多種藥物，而常有藥物濫用或錯誤使用之風險，建

議採行藥物保健審查措施；再者，我國亦可參考加拿大的「預撥款健保（Pre-

funding health care）」制度，先估算老年時可能花費的醫療保健金額，在年

輕工作期間即預先撥款至特定基金，以備老年時支付醫療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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