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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才：邓小平人口思想的伟大现实意义——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重温邓小平人口思想，倍觉亲切，深受教益。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更加证明了

他对人口国情的论述全面而深刻，他对计划生育的决策英明而坚定，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设想光明而现实。邓小平人口

思想非但没有过时，而是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人口思想为什么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口思想呢？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站得高

就看得远；他是20世纪的世纪伟人，风雨百年，历尽人间春色，经验极其丰富，有比较才能鉴别；他不是为研究人口问

题而研究人口问题，不是就人口论人口，而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客观上需要把人口问题放到发展的全局

中来考察，来解决，他的人口思想本身就具有现实针对性；他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思想上没有任何条条和框框，他的人口思想就是来源实际，来源群众，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经验。除了作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之外，还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并且在人口研究中加以发扬。 

    一是论国情，带头讲实话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执政以后慢慢起了变化，讲国情、省情、县情、村情，

有的人不愿讲实话，有的人不敢讲实话，还有人不让讲实话，出现了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现象。“四人

邦”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沿，还说是到处莺歌燕舞；明明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硬是采取鸵鸟政策，把头

埋到砂堆里，自称这边最好。邓小平带头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底子

薄，耕地少，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让国人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盲目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

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们这块国土上，并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某些资源相当贫乏。他作为

执政党的领导人，带头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的困难，有多少就承认多少；带头承认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就承

认多大，承认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激发急起直追的决心和斗志。 

    二是定国策，带头办实事 

    邓小平从基本国情出发，为中国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20世纪最后20年走两步，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

步实现小康，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这在发达国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于底子薄、起点低的中国，已经是很

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当时中国占世界21%的人口，只有占世界0.3%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呵。论人口,是头号大国,论经

济又是一个小国.在实现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要求,“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并把实行计划生育

作为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对于国内某些不同的意见，他坚持看准了的事情，不要争论，干

好了再说；面对国外有些人攻击我们的人口政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

后状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奋发图强把经济发展搞上去，同心协力把人口增

长降下来，彻底改变了那种只讲政治不抓经济，只尚空谈不办实事的歪风邪气，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发展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如期实现，人口也降到低生育水平。 

    三是为人民，带头谋实惠 

    在形而上学盛行的年代理，只讲奉献，不讲实惠。邓小平拨乱反正，带头为人民谋实惠。邓小平人口思想自始至终

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他说“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

是为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富裕起来的问题着想，小平同志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大力发

展生产力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控制我国人口增长，以求综合国力不断加强，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因而他在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中，每一步都有提高人均收入的目标，要求全党把人民的利益牢牢放在心上。

二十几年过去了，人民群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粮食大幅度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文盲率明显下降，人均住房面积快速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交通等社会各项事业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重温邓小平人口思想，一方面，我们为人口控制持续有效，发展步步告捷受到鼓舞，另一方面，抚今追昔，展望未

来，任重道远，深深感到当有两个不能忘记。 

    第一、不能忘记中国“人口太多” 

    邓小平认为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多次指出中国人口太多，他说：“中国的问题太麻烦，人

太多，每个人增加一元钱的收入，就要十亿元”。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人口不是一般地多，而是超常地多，他是再三

再四大讲中国人口太多的第一位领导人，也是一以贯之地提倡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领导人。 

    没有一定人口规模，难以跨入大国、强国的行列。世界上发达的大国一般都有五千万以上的人口规模，若与中国相

比，拿出几个人口大省来，哪个也不比它们人口少。再看超级大国，人口两三个亿，可谓人多势众，和中国相比，也只

是个零头。 



    人多消费多，扩大内需能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不错的。然而中国人太多和国太穷紧密相连，按世界银行提出的每人

每天消费不低于一国际美元的贫困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5亿,城市贫困居民也不乏其人,加起来相当一个超级大

国的人口。当今世界,人口增加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增加,与其靠增加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人口规模来扩大内需,

不如稳定人口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提高人均消费水平来扩大内需。3亿人口，人均购买力3元，总购买力9亿；2亿人

口，人均购买力5元，总购买力就是10个亿了。 

    人多劳力多，创造财富多。在人口适度的地方这也不错。中国人口太多，多到青少年人口不能充分就学，劳动年龄

人口不能充分就业，病残人口不能充分就医，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总量的增加，往往伴随文盲科盲人口、失业半失业人

口、不健康和亚健康人口的增加，对于提高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也是利多弊少的。 

    湖北宜昌民间流传一句话：“力大养一人，智大养千口”。中国农村4亿劳动力，人均养活3个人，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的发明推广后，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6千万人，生育孩子一大群，不如培养一两个大学生，老百姓也逐渐明白这

个道理。 

    诚然，当前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是数量的问题，还有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从单要素管理发展到

多要素综合治理。但在实行综合治理的时候，要看到它们和人口太多的内在联系，始终不忘从源头抓起。 

    第二不能忘记治理“很不容易” 

   邓小平治理中国人太多、国太穷的问题决心很坚定，方向很明确。他深知治理人口问题难度很大。他说，“中国科

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

“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也就是说，治理中国人口太多的问题，要有

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控制人口取得了切实的成效，实现了低生育水平，计划生育红利惠及经济、社会、生

态诸多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由0.3%跃升到4%，令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引发出“中国威胁论”来。是

不是中国人口太多的问题解决了，控制不再必要了，冷静一想，中国有占世界20%的人口，仅有占世界4%的国内生产总

值，只相当世界人均的1/5,离邓小平设计的第三步发展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距甚远。即使20年后，中国人均

GOP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与那些长期积富的国家人民相比，财富相差还很悬殊。何况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滞

后、资源超额消耗、生态赤字扩大的增长，应该说，不是中国威胁别人，而是那些不愿意中国发展起来的人在威胁中

国，治理人口太多的事业不是大功告成，而是万里长征仅仅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加艰巨复杂。 

    我们还是要坚决照邓小平的思想办事，看准了的事情，不要争论，干好了再说。当务之急，就是紧密团结在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时刻关注人口安

全，稳定低生育水平，综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人口环境，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目标顺利实现，进而在

本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邓小平人口思想，贵在领会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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