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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不能把人口当成发展工具，而应将其作为发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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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生育友好型社会

　　第一财经：这几年社会上教育焦虑的情绪非常明显，很多人都觉得“鸡娃”太累了，决定不生或者只生一个孩子。过度“鸡

血”的教育环境，是否也会导致生育率下降？

　　任远：“鸡娃”是对子女质量的重视，子女的质量替代子女的数量，带来生育率下降。“鸡娃”反映了教育压力很大，竞争

很激烈。但我觉得不应该反对，一定程度上也是积极的社会现象，毕竟“鸡血”出来的很多孩子也非常优秀。现在很多人批评家

长“鸡娃”，我觉得是打了错板子。补课过程中，家长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承担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这些家长的贡献和

投入我们应该是尊敬的，如果对“鸡娃”一味否定，不利于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

　　对社会而言，“鸡娃”也反映出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教育公共投入不足，家庭教育成本太高了，形成“内卷”，影响到家

庭生活幸福，人们自然更不敢再生育了。如果社会上有更多更好的学校可以选择，教育的压力和竞争自然就降下来了。

　　第一财经：最近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监管中小学生（含幼儿园）的校外教育培训，是否就与国家鼓励生

三孩、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有关？

　　任远：不知道是否有关系，不过对教育与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系要有正确认识。

　　从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角度来看，应该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使教育更加公平，才能降低社会的

教育焦虑。

　　第一财经：很多女性还担心在就业上会受到更多歧视，也不想生三孩。这个问题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

　　任远：女性就业保护应作为生育政策的配套政策加以重视。国家在法律上虽然要求性别平等，但企业考虑自己的用工成本，

招聘时虽然不明说，心里就在想只招男生。所以“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要把女性就业保护和女性社会权益的问题真正落实，

生育政策就不能跟女性发展政策“打架”。国外有些办法我们今后也可以借鉴，比如通过税收引导企业落实性别平等的社会责

任，如果一个企业女性用工比例非常低，可能就要交更多的税。

　　警惕陷入“人口决定论”

　　第一财经：这几年大家都很关心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你在《后人口转变》中提出，不能过度强调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否则很容易陷入“人口决定论”。你怎么看待关于人口影响的分歧？

　　任远：毋庸置疑，人口肯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要避免“人口决定论”的片面认识，不是说人口没有用，而是不能把人

口的作用看得过于简单，认为生育率低了、老龄化了，经济就不行了，这种看法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没看到另一面。这两

年“人口决定论”的声音很多，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焦虑。以生育为例，一些人看到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就觉得这是很悲观

的事情。但如果在大历史背景之下看我国这几十年人口的变化，就会发现，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以前家

家户户都生很多孩子，父母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重视教育的，而且低生育率也促进了男女平等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了。

　　老龄化也是一样，不能只看到老年人增多了对社会有压力，其实也有好的方面。如果年轻一些的老年人能继续参与劳动，国

家的人力资源并不会减少。

　　我最近在《社会科学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谈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也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养老压力。2010年

我们国家劳动力和老年人口的比值是5：1，到2050年会变成1.8：1，看起来养老压力确实很大。但是，如果2050年这1.8个人创造

的财富，跟现在5个人创造的一样多，那就没有养老压力，而且这里还没有考虑延迟退休的因素。

　　有人可能会问，实现难度高不高？我推算了一下，这40年里只要每年劳动生产率增加2.6%就行。新技术革命正在发生，未来

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肯定会远高于2.6%。所以对于人口老龄化不用过度恐慌和夸大。当然，这也说明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更快地

推动技术进步，如果不能保持每年劳动生产率增长2.6%，人口老龄化就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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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过于简单的“人口决定论”对发展的判断就是走极端。人口问题是社会经济的综合结果，人口对发展的影响是要在一

系列条件之下才起作用的。

　　没有物种会主动自我消亡

　　第一财经：你在《后人口转变》里说，根据一些人口预测，到2100年中国人口大约不到9.5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将从

20%~30%下降到9%左右。人口大量减少后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任远：人口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不能在数字上做简单判断。如果按照前面我说的，新技术充分发展，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

中国人口全球占比即使到了9%，同样是个极大规模的国家。美国现在只有3亿多人，也是世界第一强国。

　　简单用人口数字来判断国家实力，是农耕时代思维，认为一个传统社会人口越多，农田税收越多，国家的兵力就越强。

　　未来社会主要还是技术的竞争，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人口当然很重要，但不要因为人口比例下降了就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未来中国人口变动的预测有不确定性，随着国家富强起来，不仅生育率会发生变化，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进入中国。

　　第一财经：加拿大有学者写了本《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认为未来不仅许多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一

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出生率同样会下降，人类最终会进入整体的老龄化社会。作者还认为，以往人类历史上人口大幅下

降是因为小冰期、瘟疫、文明的崩溃等灾难性因素，这一次却是自己蓄意而为，主动“群体绝育”。你赞同这些观点吗？

　　任远：人口变化从个体来看，是自主生育的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更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变化的结果。

　　传统社会里，瘟疫、自然灾害等环境的控制因素对人口影响很大。随着社会进步，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影响人口数量，比如技

术进步带来的健康和长寿。当前，少子化和老龄化确实是全球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变化导致的必然反应。

　　但我不认为人类社会一直会少子化下去，因为当少子化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经济会出现新的规律。这一点在欧洲已经看到

了，北欧一些国家就是在生育率很低以后出现了反弹，虽然还没反弹到世代更替水平，但却说明在一定条件下，生育率是可以反

弹的。

　　未来全球的生育率究竟是什么情况，不能过于简单判断，也不必非常悲观。何况世界上没有一个物种是自己把自己弄得消亡

的，所以作者说的人口“主动”减少是不符合进化论的。

　　第一财经：在“后人口转变”时代，还应避免哪些传统的人口思维？

　　任远：有人口红利的时候，觉得人口是一种资源；少子化、老龄化后又非常焦虑；这些其实都是把人口当做发展工具，认为

经济发展是由于人口太多或是人口太少导致的，也就是“人口决定论”的本质。

　　我们应该把人口看成是发展的目的。生育率下降了，应该去解决人们的生育焦虑，老年人口增多了，应该服务于老年人口的

需求。所以在“后人口转变”时代，关于人口的很多思维都要做出改变，不能说“管理人口”，而是应该想办法如何让人的需

求、利益得到满足，让人的意愿得到更好的实现。就像很多大城市都在整治的群租，其实不应该一味打击群租现象，而是要让租

户的利益得到实现，同时也让群租小区里其他居民的利益得到满足。把人口看成是发展的目的，服务于人口的需求，促进人的发

展，这才是我们制定政策的目标。（任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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