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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臣：创造安全区域人口环境 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学习张维庆主任《关注人口安全促进

协调发展》一文的体会

    

非典型性肺炎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暴露出我国政府在公共管理上存在着缺失。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明确

提出并逐步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摆到

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人口计生委积极当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助

手，认真审视非典型肺炎与人口发展间的相互关系，及时提出人口安全观，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作了重要批示。

各级、各部门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求，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抓住时机，顺势而为，抓紧抓好人口计生工作，确保人

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无疑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

任务。 一、人口安全观是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的进一步认识，深刻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本质内涵 

人类对外界的认识，包括对自身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人类对生育行为的自觉控制，即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生育行为

从无控制到节育控制，从把生育视作一家一户的个人行为走向政府行为，从注重数量到注重素质提高，无不体现了对人

口再生产规律认识上的深化和提高。经过长期的发展，发达国家依靠较好的福利状况和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

了人们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一些国家甚至实现了人口负增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走向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道路

上，深切感受到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从而以政府行为或采取民间行为等方式，也逐步实行了对人口再

生产的控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从本国国情出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

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再生产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

验，同时也为世界人口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全球资源环境的压力。作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的主管部门，国家计生委更名后，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谋全局，出思路，议大事，抓住非典型肺炎带来的警

示，把人口问题放到国家改革、开放、稳定的大局中去认识，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中去把握，放到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高度去审视，及时提出人口安全观，进一步深化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规律的认识，不仅体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

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推进人口问题综合协调的职能，也体现了人口计生战线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风貌。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大致上经历了从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追究经济增长，到既注重经济增长更

注重经济发展；从主要追求经济发展，又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再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过程。我党认真总

结国内外经济建设上的得失，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进一步阔清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认识，党的十六大确立了经济更

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总目标。 在2003年的中

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绝不是只要求搞好经济发

展，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的"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

开放，进一步确立了当代共产党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由于特殊的人口国情，人口问题是制约我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人口安全观的适时提出，深化了国家新的发展观的

本质内涵，对于顺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影响

河南区域人口安全的七个突出问题 全国的人口安全，必须要有分区域的人口安全作保证。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

人口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解决好河南的人口问题，将对全国的人口安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

响。 （一）人口总量大、净增人口多是影响河南区域人口安全的首要问题。经过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河南虽已于上

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始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阶段，但

是，由于河南人口2002年底已高达9613万，受到人口基数大和人口增长惯性作用的双重影响，未来一个时期，河南人口

总量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每年出生人口120-150万，净增人口60-90万。据预测，2009年总人口将突破1亿大

关，2020年达到1.07亿。由于人口总量大，以占全国1.7%的土地面积养活全国7.5%的人口，河南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

盾十分突出，土地负载量高，耕地压力沉重。河南经济总量虽然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五位，但由于人口规模过大和人口

的机械增长，河南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大格局中始终未能摆脱总量靠前、人均居后的现状。 （二）人口素质总体偏低是

影响我省区域人口安全的另一重要因素。2000年，河南每10万人中拥有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2674人，比全国少

937人；平均每万人中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为27.9人，比全国少13人；全省仍有543.2万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000年，河

南共有普通本科院校52所，仅占全国的4.9%，在校大学生26.24万人，仅占全国的4.77%。在校研究生3229人，仅占全国

的1.07%。河南出生人口素质较低的问题也应引起高度重视，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出生缺陷发生率还有升高的趋势。 

（三）潜在的人口结构问题是影响我省区域人口安全的又一因素。我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是：未成年人口数

量逐渐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迅速。据预测，2000-2025年，少儿人口将减少796万人，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901万

人。202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1000万，届时，每10个人中就会有1个老年人。老龄人口的增长，引起被抚养人口的增加，

加重劳动力人口负担，制约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偏

高影响我省区域人口安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1990年"四普"时为115，2000年"五

普"时达到130，是全国最高的五个省份之一。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农村居民要面对生



产、生活、养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希望多生孩、生男孩的意愿还有相当比例，因此，必须加大力气，采取有效措施，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 （五）劳动年龄人群巨大，就业形势严峻影响我省区域人口安全。河南省2000

年劳动力人口5171万，占全国的11.4%，居全国第一。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23万，而劳动部门登记求职人数为120

万，其中64万一直找不到工作。城镇实际失业率估计在9%以上，这还不包括农村1500万富余劳动力。未来一段时期内，

我省劳动力数量仍呈增长趋势，平均每年将增加50万人。今后5年，增长速度更快，年均达120万人。预计到2020年，将

形成规模达6600万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给人口就业带来沉重压力。 （六）人口流动性强影响我省区域

人口安全。我省是流动人口大省，流动人口近千万。其中流出人口800-900万，占总人口的8-10%。跨省流动人口约765

万，成年育龄流动人口约600万；已婚育龄妇女流动人口约有120-160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

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增长。流动人口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但是也产生了诸如婚育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如

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不利于河南的现代化建设。 （七）SARS、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威胁人口健康，影响我省区

域人口安全。河南省1995年3月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目前，全省确认上报卫生部艾滋病感染者2157例，其中艾滋病

患者352例，死亡183例。在上蔡县的文楼村，已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241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救治艾滋病

人，阻断艾滋病传播等艾滋病预防任务十分繁重。今年春夏之交在我国流行的SARS也凸现了传染病对我省区域人口安全

的影响。 三、创造安全区域人口环境，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安全的人口环境。根据《河南

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要实现省委提出的"河南今后的发展要走在全国中西部的前列，努力实现中原崛起"的

奋斗目标，对于一个人口近亿、农业生产居于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大省来说，人口问题、人口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为此，

必须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尊重人口发展变化规律，结合国情、省情，采取措施，及时应对，

着力解决好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一）强化责任意识，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党领导人民经

过长期的建设发展实践，科学地总结形成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新型发展观的提出和全面实施，必将有

助于克服发展思路上的一些片面认识，有助于推进人的全面进步。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强

烈的正相关性，即社会的健康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环境，避免由于各种社会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要统

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不能顾此失彼，出现失衡现象。要清醒地认识到全国以及河南省的资源环境

约束性均非常强，绝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的一时发展，必须坚持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

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强化安全意识，建立保障人口安全的决策机制 人口安全是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社

会发展的基础。人口安全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深远的。各级党委、政府要克服盲目乐观和麻痹松懈的情绪，深刻认

识建立人口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推进各方面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人口问题纳

入社会公共管理体系，建立有效避免和化解人口安全危机的宏观决策和紧急处置机制。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制

定和全面实施人口发展规划，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人口安全的重大问题，促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

布的协调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创造安全、优良的人口环境。 （三）强化人均意识，坚定不移地实

施"一高一低"发展战略 保障人口安全，首要任务是解决河南省人口数量过多、人口负担过重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坚持人口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实

施"一高一低"发展战略，即：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继续坚持党

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坚持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一票否决"制度，使各级党政一把手真正

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确保2010年总人口控制在1.01亿，2020年控制在1.07亿。 （四）强化使命意

识，综合治理影响人口安全的热点、难点问题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能力，大力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生殖道感染干预和出生缺陷干预三大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大力发展医疗卫

生和教育事业，不断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术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优良的人力资源。 

——促进出生婴儿性别比平衡。要以对事业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开展关爱女孩行动，依法严打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完善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政策、法规，建立社会保障及利益补偿制度，提高妇女社会地

位，努力使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 ——为迎接老龄社会的到来积极做好准备。由于人口结构问题，河南的人口老

龄化提前于全国水平。按照国际惯例，应早于老龄化到来20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未雨绸缪，把握主动，因此，我们要

抓紧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社会、家庭、个人相互补充的养老保障体系；抓住近20年人口抚养比低的有利时

机，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养老储备金制度；倡导"积极的老龄化社会"，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老年人事业的良好氛围。 

--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管理和城市就业制度，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经济支撑有力、基础

设施完善、服务功能健全、人居环境优美、发展协调有序的现代城镇体系，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向城

镇转移，促进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大幅度提高城镇总人口的比重，201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38%以上，2020

年达到50%以上。 （五）强化创新意识，加快建立和完善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制 围绕"依法管理、村民自治、政

策推动、优质服务、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结合河南实际，深化三项改革、实现四个突破，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三项改革：一是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二是深化财政投入体制改革；三是加快基层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 四个突破：一是依法管理要有新突破。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河南省

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公民的生育行为、政府的行政行为和计划生育及生殖健康产业的市场行

为，实行依法管理。二是落实利益导向政策要有新突破。要通过较为完备有效的工作制度和保障措施，坚决兑现法定的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惠政策，搞好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开展救助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活动，使计划生育户真正做到政

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惠、生活上有保障。三是优质服务工作要有新突破。要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计划生育是大

事，让群众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更是天大的事"的事业发展观，全面开展创建优质服务县活动，实施计划生育优质服

务、生殖道感染干预和出生缺陷干预三大工程，改善群众生殖健康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四是在队伍建设上要有新

突破。要将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来抓，分别定位各级人口计生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要求，精简队伍，优化结构，增

强素质，提高水平，建设一支精干高效的行业管理与服务队伍。依靠过硬的队伍，推进职能转变，继续优化人口和计划

生育行政管理、技术服务和群众工作"三位一体"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的制度安排。 （作者简介：孟宪臣



系河南省计生委主任）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研究室提供） S/6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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