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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才：人口学会在推动中国人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23周年了，是经民政部批准登记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一级学会。主管单位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在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的前二年，北京市成立了人口学会，在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和若干地级市成立

了人口学会，在中国人口学会下面，有两个分会，即中国人口学会党政干部教育分会和中国人口学会生殖保健分会，还

有人口学科建设与期刊、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人口政策与法规、人口老龄化、人口经济、人口社会、人口迁移与城市

化、人口信息与统计分析、人口健康、民族人口、生育文化、人口国际比较等12个专业委员会。 

    中国人口学会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从艰难创业到平稳发展，有着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充分体现了主要由学者办会。为了说明这个特点，我列举一点资料：据《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

社1987版）和《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记载：“1978年11月1日－7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研究所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1979年7月21日，北京市人口学会成立，孙敬之教授任会长”，

“1979年12月7日－13日，在成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成立了全国人口学会筹备组，许涤新、陈

道、刘铮、刘庆山任正、副组长”，“1981年2月21日－27日，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军区招待所召开，27

日成立中国人口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团结和促进全国人口科学工作者积极从事人口研究工作，钻研马克思主义人

口理论，努力建立社会主义人口学体系，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学会推举马寅初为名誉会长，许涤新为会

长，陈道、刘庆山、刘铮、宋健为副会长，理事79名，（其中学者占四分之三），秘书长张乐群。“1985年11月18日－

22日，在石家庄市河北省军区召开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进行理事换届选举，理事增至123人，会长许涤新，副

会长宋健、李成瑞、刘铮、陈道。秘书长邬沧萍。许涤新会长去世后，刘铮教授接任会长，邬沧萍教授任秘书长”。

2002年6月11日，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由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连任会长，田雪原、王国强任常务副会

长，王胜金、左学金、张纯元、李宏规、郑晓瑛、彭希哲、蔡昉、翟振武任副会长，张敏才任秘书长，会学领导80%为

学者，140名理事中教授学者占三分之二以上。 

    二是充分体现了多界别多学科包容互补。界别包括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人口计生委系统、统计

系统和其它相关系统；学科涉及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医学、生态学、法学、系统工程学，应了中国的一

名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多界别多学科的包容互补，大大拓宽

了人口学研究的视野，巩固了人口学会一级学会的地位，使中国人口学一开始就具有不同学科综合研究的特征，从而可

以避免和减少以偏概全的弊病。 

    三是充分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的紧密结合。为什么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之初，定名为中国人口学会而不叫中国人口

学学会呢？也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的，一方面人口学会要团结更广泛的人士，既有从事人口科学研究的学者，又有从事

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实际工作者；另一方面发展人口科学的目的首先是为解决中国诸多严重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咨询、论证和飞跃，在伟大的实践过程中，创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并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人口学。 

    中国人口学会的成立和发展与中国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一样，都受到实际工作迫切需要的强力推动，并与实际工作

紧密结合，特别是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以来，彭珮云同志出任会长，学会挂靠国家人口计生委，既得到了国家人口计生

委的大力支持，也更加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 

    人口学会在推动人口科学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是协同攻关。学会或学会主要领导和骨干成员多次组织人口科学工作者团结协作，联合攻关，共同完成一些重

点科研和编著任务，如：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中国人口发展战

略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等等。共同编写《人口学辞典》、《中国人口丛书》、《人口学教程》、《中国少数民族

人口》等；近年来，学会还组织力量开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发展》滚动式课题研究，每年选择一个重点问题，撰

写一本报告，学会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人口文化、生育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理论创新的可喜成果； 

    二是学术交流。中国人口学会先后举办多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分会和12个专业委员会多次举办学术交流活

动，学会承办了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讨论会，联合海峡两岸人口学者轮流举办海峡两岸人口学者人口研讨会，2001年5

月，与有关单位联合，在珠海召开了21世纪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2002年10月在昆明举办第三

届海峡两岸人口科学研讨会，2003年在长春与吉林大学共同召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2004年在上

海与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上海市人口学会共同举办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既取得了理论上的丰收，

又增进两岸学者的友谊与合作，从我们收集到的意见来看，大家对学会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很是满意，争相参与。 

    三是决策咨询。学会骨干成员大多是国家和省、市、自治区有部门的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或某项活动的首席科

学家，承担有关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接受人口预测、人口普查、人口管理和决策的咨询，如人口发展战略、流动人口

管理、人口信息化管理、特殊人群的计划生育管理、生殖健康三大工程人口计生、法治建设、人口计生综合改革等方面



的决策咨询、理论指导和成果鉴定； 

    四是培训普及。中国人口学会和地方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多次举办各种人口理论培训班，学会骨干为各级干部、

计划生育人员和广大群众宣讲人口理论知识，宣讲中国的人口国情和基本国策，宣讲可持续发展战略，宣讲稳定低生育

有水平，宣讲生殖保健知识等等，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知识的普及，学会是有所贡献的； 

    五是调研论证。中国人口学会应地方政府和人口计生委邀请，组成专家组到基层进行调研考察，从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上，为当地的实际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和飞跃，先后深

入到承德地区、苏南地区、南京市、汉中地区、桂林地区、宣城地区、翼城县、酒泉地区、宜昌地区、江西、四川、浙

江的部分地区，采取领导、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三结合的方式，在调研的基础上召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讨会，既对实

际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又拓宽了研究工作的视野，丰富了人口研究的内容和针对性，撰写出版了一批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论文集； 

    六是激励创新。中国人口学会举办了三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奖活动，对人口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践

创新的优秀成果进行评选，一、二等奖除颁发一定数额奖金外，还颁发由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共同盖章的荣誉证

书，三届共奖励优秀成果600多项。 

    中国人口学科在短短二十几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大学、社科院人口所、人口博士点，人口期刊如雨后春荀茁

壮成长，形成了一支既有海归派又有本土派的颇具实力的专家学者队伍，在全国社科基金资助的领域里也占有重要一

席。 

    学会能为解决中国诸多严重人口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咨询，能在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

用，有外部和内部的多方面原因，离不开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地方人口计生委的指导帮助和大力支持，还有一支老中青三

结合的热爱学会  工作甘愿无私奉献的骨干队伍，许多学者为学会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作出了自已

的贡献。（作者张敏才教授系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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