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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邹多为

正在此间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
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少子化”
与“银发经济”两个独立单元形成了
一种特殊“对话”：

当“老龄化”遇上“少子化”，中国
如何破解未来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

“一老一少”困局，无疑是各方关注的
热点话题。

“‘少子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
个非常重要问题，我国也早就总和生
育率低于了自然更替水平，这给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给人口结构带来很

严峻挑战。”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王杰秀开场发言直指当下问题。

老龄化趋势会从人口总量、人口
年龄结构和收入分配三个方面为消
费增长带来负面效应，进而制约内需
扩大，影响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
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

“银发经济”的分会场率先发声。
与此同时，一组组数字，不仅反映

出我国人口变化的特征，也印证着我国
未来发展关于“人口那些事儿”的痛点。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
已降至1.49，跌破了国际公认的1.5的警
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

生儿共1003.5万，已连续五年下跌。
无独有偶，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

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
至 12.6%，0 岁至 15 岁人口比重为
17.8%，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预
计“十四五”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一边是“不生”，一边是“老去”，
这样的趋势能否扭转？

翻开“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单列
一章凸显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
系列部署显示，未来我国将以“一老
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众多的
基本国情，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并
存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南
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认为，面对不可改变的“三化并存”现
实，关键要不断认识新的人口机会，
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变化是慢变量、长变量，难
以立竿见影，只能在适应现状的基础
上不断深化认知，借鉴他国经验，创
新政策措施。

作为世界范围普遍现象，日本和
欧美国家同样为“少子老龄”“忧心忡
忡”。以日本为例，不仅是“少子化”一
词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
老龄化社会的国家。

“自 2005年达到顶峰后，日本人
口便开始持续下降。”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说，为了
鼓励生育，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措

施，包括给生育家庭减税、提供生育
补贴、落实带薪产假等。

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我国“人口红利时代”结束
了吗？新的人口红利又该如何挖掘？

“机遇与挑战并存。”原新认为，虽
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红利在减少，但它
依然庞大，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
高，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此
外，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
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别
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龄劳
动力，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
循环”。

蔡昉认为，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
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但供
需两端仍有潜力可以挖掘。

“十四五”，我国提出了人均预期
寿命要再提高1岁的目标。

“长寿社会呼唤长寿经济。”泰康
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
升说，相比以往，新时代的老年人在
素质、智力、精力和财力等方面都发
生了改变，在医疗、保健、康养等多方
面消费意愿强烈，“银发经济”市场空
间巨大，老年消费未来潜力巨大。

“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养老要靠
公共保障制度。”蔡昉说，当下我们应
积极加强普惠性养老保障制度建设，
从而赋予每个人享受“优雅”老去的权
利。与此同时，养老金等物质基础的保
障还能进一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使

“银发经济”真正散发出无限生机。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当“老龄化”遇上“少子化”，
中国如何破解“一老一少”困局？

新华社记者孔祥鑫 赵琬微 林苗苗

我很累，为什么睡不着觉？——
每当夜幕降临，总有一些人难以入
眠，其中不少是“90后”“00后”青壮
年。在忙碌了一天之后，还要捧着手
机度过漫长孤独的夜晚。

3月 21日是世界睡眠日。记者走
访多家医院睡眠门诊了解到，睡眠障碍
人群呈现发生率升高、患病人群年轻化
等新特点。此外，“喝酒助眠”“白天补
觉”等一些常见的做法其实存在误区。

“睡眠障碍”人群年轻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
医院院长陆林介绍，睡眠障碍是一组
以“睡不着、睡不好、睡不醒”为主要
表现的临床常见疾病。近年来，随着
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经济压力的增
加，睡眠中心的门诊量逐年上升。

“以前门诊很少见到年轻群体的
失眠病例，最近几年来看病的高中
生、初中生屡见不鲜。”北京大学第六
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孙伟说，相关
数据也显示青壮年睡眠障碍的发生
率逐年升高。

《2020年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指
出，2020年国民的平均睡眠时长为
6.92小时，经常失眠的人群占比增长
至36.1%，其中年轻人的睡眠问题更
为突出，有69.3%的“90后”会在23:00
之后入睡，其中不少存在入睡困难。

陆林介绍，在睡眠门诊中经常会
见到如 IT人士、新闻媒体记者等工
作压力较大、生活节奏不规律的年轻
人。他了解到，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
主动熬夜，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
工作原因面临“被动性熬夜”。

“我们一般建议成年人最佳睡眠
7至8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初中
生 9个小时，小学生 10个小时。减少
睡眠时间，其实是在透支自己的健
康。”陆林说。

“喝酒”“补觉”助眠效果
不明显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詹淑琴等业内人士表示，
一些改善睡眠的常见方法，如睡前玩
手机、喝酒助眠、白天补觉等，其实都
是错误的观念。

误区一：睡前玩手机。北京大学第
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治医师范滕滕告
诉记者，手机、电脑等设备的LED屏所
发出的蓝光会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影
响昼夜节律系统，导致睡眠质量下降、
入睡延迟和睡眠周期紊乱。

误区二：喝酒助眠。“虽然喝酒以
后可以出现促进入睡的假象，但是喝
酒以后入睡通常是浅睡眠，而不是深
睡眠。”孙伟说，睡前一杯红酒是不少

人的习惯，其实饮酒不仅不能改善睡
眠，还可能不慎养成嗜酒的坏习惯。

误区三：提前准备“酝酿”。有的
人认为要想睡个好觉，需要比平时提
前睡，实际上，这样做反倒容易失眠。
孙伟说，人们在睡不着的时候，会做
一些与睡眠无关的事情，越来越精
神，即便是躺着“数羊”的助眠效果也
不明显。

误区四：白天或周末“补觉”。人
们通常认为前一天熬夜没睡好，第二
天可以多睡弥补。詹淑琴说，延迟起
床时间来补偿睡眠，会形成习惯性晚
睡晚起的恶性循环。休息日睡懒觉，
会打破平时形成的睡眠节律，并不利
于提高睡眠质量。

误区五：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中心主任、呼
吸科主任医师韩芳提示，当出现鼾声
高低不均等情况时，可能存在睡眠呼
吸暂停等疾病，需要加以重视。

科学方法找回良好睡眠

今年是“世界睡眠日”提出的第
21年。睡眠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
交叉学科，目前中国已有超过 2000
家医院和高校设立了睡眠医学中心
或睡眠研究实验室。在专家们看来，
普通人该如何正确改善睡眠呢？

孙伟提示，良好睡眠的基础是要
保证相对固定的生物钟。他建议，最
佳情况是晚上10:30—11:00上床，早
上5:30—6:00起床，可以根据自己的
情况适当调整，最重要的是作息时间
要相对固定，养成良好的睡眠节律。

针对年轻人压力大造成的失眠
情况，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
任医师郭兮恒表示，规律且一定强度
的运动对改善睡眠很有帮助。《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鼓
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
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
中等强度或 75 分钟高强度身体活
动。郭兮恒提醒，中老年人宜选择中
等以下强度的运动。

当前，一些可穿戴的睡眠和健身
监测设备为普通人改善睡眠提供了
参考。专家提示，可以通过手环、智能
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监测的心率、血氧
等指标对睡眠状态和身体状况进行
初步评估。但其准确率与医学睡眠监
测设备还有一定的差距，只能为改善
睡眠提供参考。

韩芳等专家提示，儿童青少年正
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睡眠时长
要适当，既不能长期睡眠不足，也不
能过多地睡懒觉。家长应多留意孩子
的睡眠问题，孩子夜间经常出现打呼
噜、张口呼吸，白天易怒，爱哭闹等情
况时，需及时就医就诊。

（参与采写：熊 琳 侠 克）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聚焦年轻人群睡眠障碍

该怎么应对
“深夜里的忧伤”

新华社记者樊 曦 周 圆

未来正加速而来。5G、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
链……数字变革在快速推动数字经
济变革。

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
中，“建设数字中国”相关内容重磅亮
相。正在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如何加快数字
化发展，拥抱数字经济时代成为全球
业界关注的焦点。

数字化发展势不可挡

翻开“十四五”规划纲要，“加
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引
人注目。

“规划纲要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就是为数字经济、数字中国专设了一
篇，这在中央的重要文件中是第一
次。”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江小涓说。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联合国贸发
会议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 2019》显
示，根据定义的不同，数字经济的规
模估计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4.5%
至 15.5%之间。据工信部数据，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
占GDP比重达36.2%。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大趋势。”纽
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迈克尔·斯宾塞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数字经济的发
展速度。

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之
一、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杰·
梅赫罗特拉看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5G的发展和应用。他表示，
在 5G时代，以数据为中心的计算能
力将会进一步加强，使数字转型能够
在每一个产业都实现更高的效率和
更大的价值。

“数字”为行业全面赋能

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是
什么？

论坛上，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数
字经济不是“为数字而数字”，不是单
一新产品的发明，而是要进一步为不
同行业、不同场景赋能，形成新的发
展生态。

“数字经济要实现广泛赋能，也
就是它的连接边界和深度都要继续
扩展。”江小涓说，不管是消费、旅游、
交通出行，还是医疗教育、养老和政
府治理，都是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教
授表示，互联网的发展让远程教育成
为现实，增强了教育的可及性和公平

性。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彻底改
变教育，最大程度地发现和实现学习
者的潜能。

好未来集团执行总裁万怡挺表
示，长期来看，在线教育的持续发
展是趋势，而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从需求侧来看，是广大人民群众对
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平教育的向
往；从供给侧来看，是科技进步带
来的教育供给模式创新，如互联
网、大数据、AI 等前沿科技与教育
的深度融合。从全球来看，在线方
式的普及，也将推动教育服务国际
贸易持续增长。

在应对未来健康挑战方面，数字
赋能将带来巨大机遇。高通公司首席
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表示，高速
的数据传输能够为急救人员提供更
多的信息，并支持更准确的诊断。比
如，联网救护车能够在途中从医院获
取病人档案，帮助医生在病人抵达医
院前制定救治方案等。

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下一个颠覆性创新在哪儿？
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

克看来，数字医疗、自动驾驶汽车、解
决交通堵塞的 3D隧道，都可能是改
变相关领域的创新技术。

未来的图景取决于今天的创造。

作为创新主体，面对呼啸而来
的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如何进一步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造数字经济
新优势？

“面对各种数字技术的出现，企
业只有主动拥抱新的技术浪潮才能
够更好地把握未来。”伊利集团执行
总裁张剑秋说。

近年来，伊利在全产业链中推行
数字化。在上游打造智慧牧场，通过
相关系统管控奶牛产好奶、多产奶，
在中游打造智能工厂，更好地降成
本、控品质、提效率，在下游通过数字
化技术，加强社区零售和消费市场发
展新态势研究。

科大讯飞总裁吴晓如表示，面对
数字化浪潮，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成功率。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科技成
果转化成功率只有 10%，西方很多
发 达 国 家 大 概 到 了 40% 。”他 表
示，要把企业未来发展和国家创
新体系的发展更好地融合起来，
这就需要让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的
创新规划，更好地承接转化，同时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科
研创新动力。

旷视科技合伙人兼总裁付英波
表示，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苦
练内功，注重本质创新和创新质
量，打造高质量的知识产权集群，
另一方面要助力推动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领域和新业态的知识产
权保护，做到真正保护创新、促进
创新、鼓励创新，让行业实现可持
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听全球业界大咖谈数字经济变革

未来呼啸而来

新华社昆明3月21日电（记者
林碧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
设计院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科研人员
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
现一处大面积的珍稀濒危植物密叶
红豆杉种群。这是时隔40多年，我国
发现的第二处密叶红豆杉种群。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
设计院高级工程师赵明旭介绍，在我
国开展的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中，科研人员于 1975年在西
藏自治区吉隆县首次发现密叶红豆
杉种群。

为进一步摸清密叶红豆杉在珠
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分布
情况并制定相应保护策略，受珠穆朗
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委托，
2019年至 2020年，赵明旭带领科研
团队对该保护区内密叶红豆杉潜在
分布区进行了两次调查。

最终，赵明旭团队在西藏自治区
定日县绒辖沟内发现了我国第二处
大面积密叶红豆杉种群。调查结果显
示，该种群分布区面积达7500余亩，
个体数量达 3000株以上。绒辖沟也
是时隔 40多年后，我国再度发现的
一个密叶红豆杉分布区。

据介绍，密叶红豆杉是红豆杉科
红豆杉属的古老孑遗裸子植物，是我
国红豆杉属植物中分布区面积最小、
资源蕴藏量最小的一种红豆杉，属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被列入全
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并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

赵明旭说，此次发现大幅提升了
密叶红豆杉在我国的资源蕴藏量，将
为研究该物种的生物地理学、生物
学、群落生态学特征提供重要支持，
也进一步提升了珠穆朗玛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价值和保护价值。

时隔40多年，我国再度发现
珍稀濒危植物密叶红豆杉种群

这是一张拼版图片：左图为
1986年，考古人员用传统的测量工
具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
（考古学家陈德安供图）；右图为 3
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
场 3 号“祭祀坑”，考古人员用全站
仪为新发现的文物定位（新华社记
者 沈伯韩 摄）。

此次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
考古发掘和保护研究充分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实现考古发掘、科技考古
与文物保护全过程紧密结合。考古
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
盖，里面有数个通透的玻璃“考古
舱”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罩住。
这些“考古舱”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
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
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考古舱”
里装满各类设备，工作人员穿着“防
护服”在其中开展“野外”考古。在

“考古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
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
俱全。

新华社发

科技助力三星堆遗址
考古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