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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的三种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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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值"独生子女"政

策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之时。由于各地在生育政策上大多存在着"城市紧，农村松"的特点，

即对城市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实行"一孩半"或"二孩"政策，从而引起城乡生育率上的差

别，农村居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居民。考虑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均

高于农村地区，"二元"生育政策将导致中国大部分人口生长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人

们开始担心长此下去是否会由此引起低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总人口素质的

下降，即所谓"人口素质逆淘汰"？人口学界对此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

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该观点的代表人陈剑强调了三点：1、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

应当引起关注；2、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3、由身体遗传素

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

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其代表人周星冀认为：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

真，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

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第三种

观点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穆光宗的看法主

要是：1、从结构的角度讨论人口素质问题时，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素质发展水平的人群或者

说带有特定质量标识的人口各自所占比重的变化。因此，在理论上的确有一个人口发展是"正

淘汰"（优胜劣汰）还是"逆淘汰"（劣胜优汰）的问题；2、"逆淘汰"现象在一定范围一定程

度上是存在的，所谓人口逆淘汰可界定为低素质的亚人口群规模不断扩大或者在总人口中的

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3、在研究"逆淘汰"时，不应忽视"正淘汰"，两者最好结合起来研究，

因为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正负两种淘汰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正反两种社会选择机

制动态平衡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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