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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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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

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

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

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

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

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

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

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

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

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

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

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

成的。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

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

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

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

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

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

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

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

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

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

的后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

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

30年左右翻一番。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

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

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总人口

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

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



 

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

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

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减

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

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

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

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

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

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

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长时

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

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

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

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

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

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

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

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

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

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

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
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

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

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需求结构也有直接的作用。人口老化会造成

对某些消费品如服装、化妆用品、文体娱乐开支的减少，同时扩大对医

疗保健用品和服务需求。人口老化也会迫使人们为未来作准备，包括减

少消费、增加储蓄。而这些新增的储蓄，一方面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

遇，同时也孕育着新的风险。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

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

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中国社会由于生育水平在近20年前就已降到

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已成定局。换言之，尽管表面上中国

人口总量还在增大，而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持续缩小、人口不断加剧老化

的大势已经造成。这一人口的根本转变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潜在危机已经

是事实，不可漠视和观望。认识把握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新形势，有助

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王

丰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

区社会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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