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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立论基础 

郭建玉     2009-12-23 09:00:51 
 

 

过去30年来中国政府为抑制人口增加而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

为减少我国以及世界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0多年来，中国少生了4

亿多人，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时间都推

迟了4年。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

到2007年的20.1%，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也从1982

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但是，当我国在取得控制人口数量的

巨大胜利的同时，与现行生育政策相伴生的另一些问题也悄然而至，如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低生育率陷阱、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等。 

近年来，尤其是在学术界，现行的生育政策屡遭诟病，要求调整的

呼声越来越高。那么，什么是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立论基础呢？在此应

澄清一个误区，即以所谓“劳动力短缺”或“劳动力枯竭”要求调整生

育政策。第一，中国不存在劳动力短缺。200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15～

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6680万，占总人口的72.80%；预测表明在2020

年的时候我国仍然有10亿劳动年龄人口。第二，经济发展与人口数量不

是正相关的。美国、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远远比中国少，而其GDP却比

中国多出很多。即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2020年达到高峰后会有

所下降，但也不至于短缺到影响经济发展。况且，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会进

一步降低。总之，以所谓“劳动力短缺”或“劳动力枯竭”要求调整生

育政策是没有根据的。 

基于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和思考，我认为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立

论基础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调整生育政策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有积极的意义。其

一，从世界范围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总趋势，促成人口老龄化

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却

是由现行生育政策导致的。其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异常严峻。

2008年底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5989万，占总人口

的12.04%，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0956万人，占总人口的8.25%。

相关预测表明，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将推进到30%

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

的，即所谓“富老同步”；而我国却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与经

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其三，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的如

何养老。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深入人心的



 

至理名言。目前，在中国居家养老占99%，社会养老仅占1%；并且在可

以预见的将来，居家养老仍将是一个最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一种模

式。由现行生育政策而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化，独生子女无力、无暇照顾

老人的矛盾越发凸显，“四二一” 模式 家庭面临的养老压力更为严

重。②社会福利机构虽然在快速的发展，但是却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到现在为止，我国超过60岁的老人已经占总人口的12.04%，也就是有

15989万60岁以上的老人，而全社会的福利机构只能解决108万的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可谓杯水车薪。此外，机构养老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亲情关

怀不足，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因此，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来看，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对于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将是一剂

良药。 

 

第二，调整生育政策是防范低生育率风险的有效措施。自1990年代

以来的多项实际调查，包括全国人口普查、各年人口变动调查、国家计

生委的各次全国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等，其统计均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

率自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并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左

右。即使加上漏报，也达不到官方所定位并依此做决策的1.8。换言

之，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

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已经长达近20年之久。正如中国人

口专家、加州大学（Irvine）社会学系系主任王丰教授所说，“政府可

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

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因

此，适时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对于防止我国出现低生育率陷阱具有重要

的意义。 

 

第三，调整生育政策可以有效防止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2005年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20.49。2008

年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20.56，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程度

最高的大国。与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应该是稳定在105左右的常

数相比，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严重偏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建新

教授认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干预”人口行为的“外生变量”在

由20世纪80年代前“宽松”的政策急剧转变为严紧的生育政策之后，也

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干预大大加强之后，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也随之偏离正常值呈现失衡状态，这是生育政策作

为外部力量直接干预生育行为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

严紧的生育政策，那么我国就不可能成为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最严重、

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间超出正常范围，势必会带

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姻性别挤压，拐卖妇女和买卖婚姻现象加

剧，婚外性行为激增，性犯罪率上升，家庭稳定性受到冲击。这不仅不

利于小康社会的建设，也将会影响到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因此，

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现实考虑，适时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也是十分

必要的。 

 

 



第四，调整生育政策也是正确认识人口属性的重要体现。人口作为

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既有生物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其一，人口的

生物属性体现在人口再生产上，就是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性。即便现

在调整生育政策，在短时间内也很难看到成效，至少要几十年后会才能

产生影响。因此，对于现行的生育政策而言，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

主动，不调整则被动。其二，从人口的社会属性来看，人应该在群体中

生活才能培养与社会相适应的习性，才能健康成长，而现行的生育政策

却破坏了人口的社会生态。目前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由于家

庭的过度溺爱，往往养成孤傲、狂妄、自私的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

任心，这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也给社会带来损失。因此，

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不仅是尊重人口的生物属性的体现，也是出于对人口

的社会属性的尊重。这对于培养孩子健康的性格、避免独生子女家庭结

构的畸形传承及使被扭曲的家庭结构得到部分修复，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 

 

第五，调整生育政策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改革开放以

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30多年全民计划

生育的广泛宣传，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面对养育子

女成本的不断攀升，现在的年轻人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追求生活

的闲暇和舒适，很少有人愿意多生孩子。上海最近的调查显示，上海户

籍人口平均生育意愿继续下降，仅为1.07个，来沪流动人口平均生育意

愿为1.33个，基本持平。所以，即使调整生育政策也不会带来我国人口

的井喷，反而有利于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

等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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