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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人口变动九大特征

.

2006-5-15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陈剑  阅读228次

     

    进入21世纪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人口城市化、非农化水平的加速，与此

相应的人口问题也凸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我国今天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不仅有人口数量控制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面临着复杂的人口流动、管理、保障和发展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遵循以人为本的科

学发展观，遵循经济规律和人口变动规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是新时期人口发展和管理面临的

新课题。正确认识人口变动特征，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提。  

       

    一、人口增速减缓，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2005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我

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减缓。应当引起关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

是由经济社会发展达到较高程度所致。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大致每

年净增人口2000万。而进入21世纪后，每年净增人口已经下降到不足1000万。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

下降为5.89‰。按照这样一个增幅，从13亿达到14亿人口的时间，需要13年时间,即2017年达到14亿。  

       

    二、“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面临重负  

       

    在人口增速减缓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2005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

亿，与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7．7％。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

人口的绝对数量增长快；二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预计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我

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至4%的速度递增，且成为21世纪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预测，到2040

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亿人，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支撑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也在不断增加，养老支出比例不断

上升。如何解决“未富先老”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将是十分严峻的挑战。  

       

    三、城市化水平提速，中国已经进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期  

       

    在人口总量增长趋缓的同时，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城镇化

水平只有17.9%，到2005年则提高到43%，并呈现进一步加速趋势。按照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提供

的数据，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城市人口增加了1500多万。到2005年底，我国城市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

5.6亿。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特大城市人口尤其显著。上海、北京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规模都

已经超过1500多万。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5年里，这两个城市年均吸纳人口超过了35万。  

       

    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加剧了人口与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比如，人口高密度聚集，不仅

导致交通拥堵，城市效率降低，也对城市居民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另外，如何使大量外来人口，特别

是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给他们以市民待遇，进而体现社会公正，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如何对人口进行合



理调控，无疑对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提出严峻考验。  

       

    四、失地农民总量增加，需要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生计  

       

    在人口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被占

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已经超过了4000万。在很多地区，农民土地被征用

后，拿到手的土地征用费只有全部土地征用费用的5%左右。面临新一轮城市化热潮，城市空间规模会进

一步扩展，失地农民总量会进一步增长，如何妥善处理好失地农民，为他们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生计，提

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而不是一次性给予农民土地征用费用，将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  

       

    五、非农化水平正进入快速上升轨道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非农化水平也在不断上升，即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在全部

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非农业水平只有20%左右，绝大多数就业人口聚集在

第一产业，呈现典型农业社会特征。而到2005年，非农化水平达到54%左右。全国就业人员7.5亿人，有

4亿就业人员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中，至少有1.3亿农村就业人员从事非农产业。  

       

    与此同时，也有一系列因素影响非农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比如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等

等。我国目前只需要2．2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支撑对农业生产的需求。“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

题，如果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成为城市居民，这是现代化和经

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治本之策。  

       

    六、就业压力日趋严重  

       

    按人口年龄结构推算，2000年到2010年，中国19—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9．3亿，年均增加930

万。全国每年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就业岗位的供给与需求相差100多万，就业压力十分

沉重。200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新增加97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  

       

    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沉重。全国

7.5亿就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的3.5亿中至少还有1亿多需要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就业

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并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的影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

战。失业问题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  

       

    七、农村贫困人群减少，城市贫困人群增加  

       

    随着国家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攻坚，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群在减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

初，全国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600万—700万；进入新世纪后，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只有100万；而

近几年，又出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反弹的状况。2005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2365万

人。  

       

    在农村贫困人群减少的同时，城市贫困人群近年来则有所增加。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一

些历史悠久的企业的员工整体下岗，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所面临的困难，如残疾人群，重大疾病家庭等

等，导致了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产生，并逐渐显现出长期化、凝固化趋势，在近年来呈现逐渐增加的势

头。据估计，全国城市贫困人群，目前已经超过5000万。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使城市贫

困人群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八、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短期难以消除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111，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6.9。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由沿海向中西部

地区扩展。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生育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传统生育观念的影

响。通常情况下，人口性别比一定程度的失衡是可以通过婚龄差来调整的。但若失衡严重，其后果必将

导致婚姻市场挤压，由此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并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九、传染性疾病人群迅速增加，公共卫生事业面临挑战  

       

    传染性疾病，包括艾滋病、结核病、肝炎、血吸虫病等，近年来患有这类疾病的人群迅速增长，严

重影响了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1.2亿，占世界总数

的1/3。我国患结核病人数达到500万人，占全球的1/4。血吸虫病在全国400余个县市存在，650万人受

威胁。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已经突破130万人，其中80%的感染者在农村。如何遏制这部分人群的迅速增

长，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冯杰选辑） 

    

    

   来源：《人民论坛》 网站编辑：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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