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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28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教授在致福轩做了题为《人口增长和经济财

富》的演讲，讨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现简要摘录如下。 

长期以来，有一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

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增长越快，人口总数越多，平均每个人所能拥有财富就越少，生活水平就越

低。但是，人类历史几万年来的经验事实却不支持这一观点，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人口增长速度很

慢，人口总数很低时，人们都很贫穷，大多数人仅能勉强维持生存，人均寿命也很短。但是，随着人口

增长速度和人口总数的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却不断提高，婴儿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均收入和人均每日

摄入的卡路里数都不断提高。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末的欧洲，食物供给的增长将引起人口的迅猛增

长，最后只能是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抑制人口的增长。但是，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战争、饥荒和瘟疫的

发生与人口规模是无关的。一个地区人口密度的高低对这一地区的食物衣物的供给能力并没有多大影

响，食物供给不足的原因并不是耕地的不足，而是劳动生产率太低。中国和俄国的人口密度相差很大，

但在19世纪两国都发生了饥荒，其原因在于两国的农业生产率都很低。在《人口原理》一书出版后，马

尔萨斯改变了观点，他指出在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民的生活条件显著地改善了，死于饥荒和瘟疫人比

前几个世纪减少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和食物的供不应求，欧洲

人开始主动控制生育以为他们的子女和整个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全世界的人口总数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有

所扩大，但是发展中国家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人均每日摄入的卡路里数这几个指标上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却在日渐缩小。总之，全球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在人口总数迅速增加，而资源日渐减少

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全球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能够不断上升呢？显然，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人

们拥有更多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是能够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或是帮助人类找到成本更低、效率更

高的替代品。 

知识的积累增加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人口的增加所导致的。首先，人口总数越大，某项知识能够给人们

带来的好处也就越大，人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探求知识的活动中的激励就越强。其次，今天的人类并

不比他们的祖先更聪明，但是现在的人口总数比以前的人口总数要多得多，因而能够做出重大发现增加

知识积累的人也就比以往多很多。此外，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城市的扩大，

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使更多的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得以建立扩大。这些机构专门从事探求知识、

传播知识的工作，因而大大地加快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 

最近两百年来人类生育率的稳步下降验证了一种家庭决策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认为：当父母从一

个孩子身上获得的收益高于这个孩子带来的成本时，父母就会生下这个孩子。在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很

低时，农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由于孩子可以早早参加劳动，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

家庭的经济状况，同时也能在父母年老和生病时提供生活保障。因此在此社会中的任何收入水平下，孩

子都能给父母带来正的效用，子女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获得满足。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增

加，孩子对增加父母的收入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所作的直接贡献会逐渐减少，在城市地区甚至会变成负

值。即使是在收入水平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子女对家庭当前收入的贡献也很有限，因此在这

些地区农村的生育率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了城市地区的水平。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父母从其子女自

身的成长中所获得的效用或满意程度则会随之增加，因此父母会更加注重子女素质的提高，这体现为加

大对孩子的投资，比如教育投资。这也就是说，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生育子女成为一种消费行

为。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及工资水平的提高，妇女的时间价值变得更高了，而母亲的时间投入又是生育

孩子的主要成本，因此，生育子女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其结果是生育率同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呈负相

关。目前在许多国家，如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欧洲国家和亚洲的几个国家，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替代水

平。 

 



知识的积累引起了生产效率的巨大提高。但是，人们的生育率并没有随着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

提高。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显著地降低了，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使父母们不再想要很多

的孩子。首先，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使父母们只要生更少的孩子就能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其次，在过

去的几十年里，妇女的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因此，妇女们的时间价值也在不断上升，这就增加了她们生

育子女的成本，使她们生育子女的积极性降低。而且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也更独立自主，更善于使用各

种避孕措施。最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们会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生育更多的子

女。父母们希望孩子能够受更好的教育，取得更高的成就，子女的高质量替代了子女的数量。在农村地

区，由于没有其他的养老手段，养儿防老的客观需要使农村地区的生育率难以迅速下降。在建立有效的

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所有权可以作为一种替代的养老手段。如果既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土地

所有权，对大多数社会里的农村居民来说，为了应付年老时的疾病、伤残而拥有一个儿子是很重要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抚养子女的支出挤出了投资，因而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负作用。但是，实证研究表

明：无论是全部发展中国家还是中国，生育率或十五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的高低对投资的多少没

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抚育子女并没有挤出投资，而是调整了父母的消费结构。父母和政府在孩子身上

的投资增加了一国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最近几年，中国的人力

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有了显著的上升，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在1970-1990年代的30年里中国少出生了3亿人。但这一论断

的假设是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在1970年的高水平上，而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中国在这30年里的社会经

济条件的变化不会使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不变。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上升

都会降低人口出生率。在未来的20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可能不会很大。如果更多

的农村女孩能够接受中学教育，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持续上升，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会有

显著的下降。此外还有一些措施可以在家庭自愿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率，它们是：为农村劳动

人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农户土地所有权；增加计划生育服务的种类，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在农村

地区大力普及中学教育，免除所有的学杂费。中国拥有在农村教育体系内实施上述变革所需的资源。 

有些人常常低估农村人口对中国总体发展包括知识创新所做出的贡献。他们认为，大量没有受过良好教

育的农村人口不可能促进中国福利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的增加只会对中国的福利水平产生不利的影

响。但近些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农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积极地响

应了中国的改革政策，才使得中国经济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农村地区不仅在生产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对科技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60年代，农村科研人员在高产小麦和高产水稻的研制方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研制出了杂交水稻，对生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1999年中国出产的棉花有一

半是用的中国自己开发的一个品种。该品种含有一种天然的杀虫剂，使化学杀虫剂的用量减少了75％。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足以同世界上其它地区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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