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全面看待中国面对的人口挑战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前，人口话题不时受到关注，“出生人口再刷新低”“人口即将负

增长”“老龄化进程加速”等观点被热传，“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创十年新低”更是冲上社交媒体

热门话题榜。在这之后，“2020年我国人口持续保持增长”这则官方消息的发布，对似乎弥漫全民

的人口焦虑起到了一定的缓释作用，但似乎仍无法扭转全民人口焦虑之势。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变化及相关问题？除了持续走低的人口出生率，哪些关

注点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从更长的视野来观察，中国该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人口出生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吗？从某种程度上说，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从人类近

200年的工业文明史来看是如此。18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发起，英国的人口增长率

从1870年代开始放缓，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也几乎完全遵循工业文明传播的轨迹。1909年，法

国人口学家兰德里利用西欧的人口数据描述了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

生率”的演变规律，并奠定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雏形。其中的重要观点就是，受经济因素的驱

动，为了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有意识限制生育。当前，工业文明的足迹遍布全球，受影

响的国家无一例外均开始了人口转变，生育率下降。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按照国

民收入水平划分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67、2.35和4.52。

　　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生育率下降的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借由生殖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技术水

平的提高，避孕节育技术的可获得性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弱化了家庭功

能，逆转了代际间财富流的方向，使得多生孩子成为非经济理性的事情。人口的再生产由追求数量

的粗放型向追求质量的精致型转变，最终使得人们自主限制家庭规模来实现家庭成员平均福利水平

的提升。女性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迅速提高，伴随社会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强化

了家庭对于子女数量的理性选择。

　　因此，全世界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都正面临生育率下降的风险，中国也无法避免。人们

寄希望于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来提振社会生育意愿，遗憾的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发达国家

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并不及预期。一是，政策效果可持续性存疑，不少研究表明，生育补贴、儿童

津贴等经济奖励措施缩短了生育间隔，但并未改变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二是，慷慨的家庭福利政策

虽然曾被认为对维持稳定生育水平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使公共财政背上了沉重负担，高福利政策不

断被诟病。

　　中国该如何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或是更恰当选择。一方面，中国

应尽快优化生育政策，让自主生育权回归家庭和个体，加快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塑

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尽力支持有生育需求的家庭达成生育目

标；另一方面，加大家庭支持力度，在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到各级公

共财政的支付能力，量力而行，毕竟依赖公共财政的诸多民生领域仍需增加支出。

　　谨慎地看，“少子化”和“老龄化”或是中国人口无法避免的趋势，唯有坚持国家创新战略，

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才能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

响。在人口的老龄负担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人口红利”的来源由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素质，

由此必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取劳动投入的下降，依靠科技创新来阻止产业竞争力可能的被削弱。

　　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首先要增强人力资本。人口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的改善也是我国当前

人口发展的显著特征。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0年中国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排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前列。而且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超过一半的新增劳动力具有高等教育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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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需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将是中国新发展阶段收获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保障。

　　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更要建立创新型的产业结构。“十二五”时期以来，在经济发展环境

和要素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已经逐步从劳

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重化工型转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机遇，

实现人才、产业、科技协同发展，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决胜武器”。

　　（作者：杨舸，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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