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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钦池：紧扣全球人口变迁特征 促进我国国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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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仍是基本态势，区域人口发展格局将持续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人口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

将继续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带来深刻影响，我国应积极化解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充分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的国

际循环。

　　“深读”全国两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

出，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也明确提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落实规划纲要部署和今年全国两

会精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立足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充分考量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人口作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变量，对世界发展格局演进具有重要影响。全面认识全球人口变迁及其影响，科学研判人口变迁带来的挑战和

机遇，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人口变迁的总体特征

　　近百年来，世界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体现了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主要呈现如下

特征。

　　人口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人口增长率呈现内生性历史拐点。近百年来，人口持续增长仍是世界人口发展基本态势。从1900年

到2019年，世界人口总量从16.5亿增至76.7亿。从人口年均增长率看，20世纪上半叶为0.9%，下半叶为1.9%，1960年代达到峰值

2.2%，本世纪前20年降至1.3%。上述人口增速下降是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等情况下发生的，是历史性的内生增速下降。从人口年均

增量看，20世纪初为1200万，80年代末达到峰值9000万，近10年虽略有反弹，但大趋势未变，人类开启了迈向人口绝对规模下降

的历史性进程。

　　人口结构和分布发生巨大变化，人类迈入老龄化和城镇化时代。根据联合国标准，一个国家和地区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

时为老龄社会。19世纪下半叶，只有法国、瑞典、挪威、英国等个别国家进入老龄社会。进入20世纪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明

显加快。2001年世界65岁以上人口比重提高至7%，世界总体进入老龄化时代。1900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仅为13.6%，1950年达到

30%，2007年提高到50.1%，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2019年达到55.7%，世界多数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世界进入城镇化时

代。

　　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人类进入后马尔萨斯时代。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人口增长的稀释作用导致人均收入长

期停滞或者微弱增长，即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1000年至1800年，世界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0.05%，这种状况直至19世纪

才开始缓慢改变，20世纪则发生显著改变。20世纪上半叶，世界GDP年均增长约2%，人口年均增长0.9%，前者超过后者约1个百分

点，20世纪下半叶超过2个百分点，本世纪前20年扩大到7个百分点。总体看，过去100年，世界经济增长快于人口增长，人类摆脱

了“马尔萨斯陷阱”，真正迈入了后马尔萨斯时代。

　　全球人口变迁的平衡和不平衡特征

　　近百年来，不同地区的人口发展水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口发展差距趋于缩小，世界人口发展的均衡性

增强，同时不平衡特征仍然突出。

　　人口发展的平衡性增强。一是人口地理分布趋于分散。自20世纪初至今，亚洲人口数量年均增长9%，占世界人口比重从57.4%

增至59.5%，世界人口重心地位更加突出；欧洲从24.7%降至9.6%；北美洲稳定在5%左右；非洲年均增长高达17.6%，占比从8.1%提

高至17.2%。从1900年到2019年，10个人口最多国家的人口总量从12.1亿增至44.6亿，占比从71.2%降至57.37%。总体看，世界人

口地理分布在洲际和国家维度上均呈现分散趋势。二是人口发展水平差距缩小。20世纪初，西欧和美国的出生预期寿命为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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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非洲仅为24岁。目前，与出生预期寿命最高的北美洲相比，亚洲的差距缩小到5.9岁，非洲缩小到16.5岁。20世纪初，英美

国家的人口识字率已接近100%。目前，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识字率已经提高至63.2%，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

　　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突出。虽然世界人口发展的平衡性增强，但是人口发展的不平衡仍然突出。一是人口转变不平衡。

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是人口发展的重要规律。北美、大洋洲和西北欧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完成

了人口转变，欧洲其他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人口转变，亚洲和拉美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人口转变，非洲人口转变尚未完成。

人口转变差异带来人口结构不同。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在20世纪上半叶迈入老龄化社会，亚洲和拉美于本世纪前10年迈入老龄化

社会，非洲目前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仅为3.5%。二是人口与经济关系不平衡。20世纪初，北美的经济总量占世界16.6%，人口占5%，

经济人口比（经济占比和人口占比的比值）为3.32，亚洲和非洲分别为0.57和0.42；2019年，北美升高至5.88，亚洲仅略微升高

至0.59，非洲则下降至0.16，反映出不同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显著差异。

　　人口变迁对国际循环的影响

　　人口变迁对于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化和国际循环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世界人口发展平衡性增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国际循环格局发生变化。

　　人口变迁影响世界产业分工格局。要素禀赋差别是决定国际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

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演变以及价值链分工中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上半叶，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是世界制造业中心，20世纪初

美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曾达50%以上。20世纪70年代后，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驱动下，发达国家开始将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典型代表是亚洲“四小龙”，利用劳动资源丰富形成的人口红利承接世界制造业。韩国成为世界造船业

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成为世界集成电路、芯片等生产基地。20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凭借劳动力成本较低、人口素质较高的人

口红利，接棒亚洲“四小龙”承接世界制造业。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为2.7%，2010年达到19.8%，跃居世界第一。近

年来，随着中国等国家劳动力成本升高，制造业等开始向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国家和地区转移。

　　人口变迁影响世界消费格局演变。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共同决定消费总量，从而影响消费和进口贸易。自工业革命以来，欧

美居于世界生产和消费的中心位置。同时，随着不同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世界消费格局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

1960年到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从7.8亿增加到12.4亿，人均居民消费额从6600美元增加到2.6万美元，消费总额从5.14万亿

美元增加到32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80%左右下降到66%，消费增长量主要来自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人口因素影响较小。同

期，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从21.1亿增加到57.7亿，人均消费从290美元升高至2719美元，消费额从6000亿美元增加到15.7万亿美

元，占世界比重从9.2%增加到32.4%，消费量增加主要来自人口增长，人均消费水平影响相对较小。可见，由于人口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增长速度不同，人口变化对世界消费格局的影响不同。

　　在人口变迁中促进我国的国际循环

　　全球人口变迁对世界的国际循环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我国而言，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科学研判未来

世界人口变迁趋势，积极化解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时充分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的国际循环。

　　人口发展格局演变仍将持续，人口发展的平衡性加剧国际竞争。从世界角度看，人口增长仍是基本态势，区域人口发展格局

将持续变化。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至97.4亿人，其中95%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65岁

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6%，其中非洲达到6%，其人口转变将基本完成。人口发展格局的上述趋势将继续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带

来深刻影响，包括生产市场格局、消费市场格局的变化，以及由人口带来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加快构建双循环格局要从上述

趋势出发，将其作为基础条件。随着不同区域或者国家之间的人口发展水平差距缩小，基于劳动力等人口要素形成的国际产业分

工必然发生调整。就我国而言，随着我国人口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强，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将前移，从而与发达国家形成竞争。

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我国劳动成本优势将减弱，越南、泰国、印度、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成本优势开始显现，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业链中的竞争将加剧。

　　人口发展的不平衡蕴含合作潜能，要充分利用人口转变的差异化蕴含的机遇。虽然世界人口发展的平衡性增强，但是不平衡

的状态将长期存在，体现在人口增长速度、劳动力成本、人口素质等多方面。这种不平衡可以为以产业分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提

供空间。其中，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人口素质具有明显优势，我国要继续在科技和人才领域同发达国际加强合作，不断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提升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消费市场方面具有较大潜能，我国要加强

与其贸易合作。非洲有巨大的人口增长潜力，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我国可通过直接投资，将其人口潜能转变为人口红利，既减

轻我国劳动成本升高的影响，又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发挥我国超大人口规模、超大消费市场的优势，积极扩大进口，推动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王钦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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