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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 

作者: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   出处: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

生产。全球人口增加只是近两百多年的事情。中国以前四千多年人口一直波动在两千万到六千万之

间。经过明末清初战争后，中国人口康熙时期降低到两千万左右后，在两百多年上升到现在的12.9

亿。在这两百多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在6.0左右。 

   那么以现在的1.3（该数字取自人口普查数据，但国家计生委后来将其调整为1.8——作者

注）的生育率计算，人口会怎么样呢？假设2004年我们这一代1000人，32年一代，要是生育率在

2.1的话，人口一直维持在1000人；以1.8的生育率计算，224年后还有340人；要是以1.3的生育率

计算，224年后（经历7代之后），只有35个人了。你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由传统的数千万上升到13

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也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恢复到数千万。并且由于1.3

的生育率意味持续老化，到时候这数千万人口中老年人为主，年轻劳力很少。人口安全意味着要

“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但没有接近2.1的生育率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大多数所谓的人口专家，都是在假设中国人的生育愿望不变，不孕症忽略不计的前提

下，并且忽略农村人口结构急剧改变的情况下，得出的预期数据，他们认为今后一放宽计划生育，

生育率就会马上上升，而这些数据又是高层决策部门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但是，近几年，人民的

生育愿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世界其他国家来看，这种生育愿望变化难以逆转。另一方面，

不孕症急剧上升，已经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一起成为人类的三大疾病。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目前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有大约2亿（女工为多），今后几年将

上升到3亿，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目前，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2个来自农村。这意味着

什么？9亿农民中除去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过三四亿，这三亿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

龄的农民，就是说生育年龄的农民大多进城了。他们的住房等生活条件较差，工资水平比较低，而

又面临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消费水平，他们又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子女就学面临困难（费用比城市

人口更高），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一旦休假回家生小孩意味着失去手上的工作机会。并且由于他

们的父母没有退休工资，他们得养活父母。因此他们的生育愿望事实上比城市人口更低。另外有些

民工连结婚都成问题，遑论生育了。人们心目中农民好像还像一二十年前都是生育三四个，就像一

些外国人还一直以为中国都是穿长袍子，留长辫子。中国农村超生无疑还存在，但比例很低。  

   从国家角度看，老年人口比例不能太大。我们这个群体今后需要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

口太少，我们这一群体所持的社会股票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比如说，本来100个年轻人养活

20个老年人应该没有问题，但今后是20个年轻人养活100个老年人，就算这100个老年人存了一大笔

钱，但需要这些年轻人才能转化成消费用品，还是要靠这20个年轻人的劳动。这100个老年人能存

可供今后消费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比如说现在花了上千元买个电视，几十年后价值不到十元。就

算买大米等日用品，几十年也变质了，也不值钱了。并且有些东西是无法存的，如医疗服务等。  

   前几天又看到有人说中国人口应该以200年的时间从现在的数目回落到3亿左右，但令人费解

的是这些所谓的专家竟然忘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人口在持续减少，则说明人口生育率始

终低于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在这200年里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话中国的人口结构就是在不停的老

化，当最终中国人口降到3亿时生育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将会下降到一个无足轻重的数

字，即使这些人再如何努力，中国的人口也会继续下降而接近灭亡。 



   似乎很多人对中国的人口控制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来使生活水平

赶上西方，这实际上是很不切实际的，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研

究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相反的要去采用一种纯理想主义的，缺乏先例的做法来改变这个客

观事实。 

   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而生活水平也可以达到美国人的50%-66%，中国按照适合人类生

存的国土资源计算人均生存空间远比日本多，现在的困难不过是因为分布不够科学合理与城市化水

平滞后，不应该舍本逐末地通过减少自己的人口来追求生活质量。 

   谈到资源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指明。近年中国粮食在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产品

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意种地。中国目前人力资源过多，工业产品价格低于国际社会是合理的；但中

国耕地少，中国粮食价格应该适当高于国际价格（日本一样），才能保证国家安全（粮食不能光从

经济角度考虑）。但中国加入WTO最先让步的就是农产品，现在农民种粮食算上成本后几乎白忙了

一年，根本无力供养小孩读书，谁愿意种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就每况愈下。

农产品价格过低，意味着农民无力采纳新的农业技术和机械，也无力改善农业环境（比如将一些田

地合并成大的田地以利于机械化耕种），粮食的持续下滑就不可避免。因此粮食问题不是耕地减少

的问题，是农业政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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