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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苏布道：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总量虽然不大，但呈较快增长态势，总人口从建国初期的608万人增加到

2004年的2384万人，几乎增加了3倍，而同期全国总人口才增长了一倍。"十一五"时期，尤其是到本世纪上半叶，内蒙

古同全国一样，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持续增

长，人口结构性矛盾开始出现。同时，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

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内蒙古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巨大压力。  

   一、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总人口将持续增长  

   1、人口发展规律的推动。"十一五"期间，内蒙古人口仍将以年均15万人的速度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任务艰巨。

据"五普"资料推算，"十一五"期间，全区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20-29岁）年均为199.62万人，比"十五"期间年

均增加5万人；处于生育峰值年龄（23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年均为20.6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增加2万人，这个因素

大致使全区出生人数年均增加2万人左右。同时受20世纪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2020年期间，

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人口出生会呈现结构性回升的趋势。  

   2、政策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影响。《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加了允许

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二孩的条件。目前，这部分人群已经进入婚育期。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区已

累计有近300万的独生子女家庭（其中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有136万左右）。进入本世纪后，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

龄，按照现行的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上升。 

    二是受社会经济政策的间接影响。如放宽城镇就业限制、取消农业税、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开展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试点等，这些举措使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成本大为降低，客观上有刺激生育的效应。  

   3、生育观念的影响。群众传统生育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及"儿女

双全"的愿望非常普遍。一部分富裕起来的群众，生育意愿有所增强。  

   （二）人口结构性矛盾开始出现  

   1、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全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据2005

年内蒙古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共有160.3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预计至2007

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快速老龄化将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

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  

   2、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且保持增长态势。今后10年中，全区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将持续增加，据预测，2012年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88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仍将是今后一个时

期困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3、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在全区贫困的农村牧区，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现行生育政策的

要求差距较大，生育水平仍然较高。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管理体制、机制滞后，群众抢生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早婚早

育、非婚生育问题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而不能得到有效治理。  

   4、二孩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近几年，全区出生婴儿性别比总体趋于正常，但部分地区二孩以上性别比

偏高。根据近五年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显示，二孩性别比年平均为115.83，比正常值高8.83。  

   （三）人口总体素质亟待提高  

   1、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总体不高。"五普"资料显示，全区人口中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达212.99万，占全区总人口

的8.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4个百分点，特别是全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2.22%,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4.62个百分点。25-64岁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5.2%，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年。  

   2、人口健康素质较差。全区婴儿死亡率为21.6‰，孕产妇死亡率为52.07/10万人。地方病患者累计达230.99万，



占总人口的9.69％;残疾人有96.4万，占总人口的4.04％；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为11.68万，占总人口的4.90‰。  

  （四）流动迁移人口管理难度加大  

  目前全区城镇化率为46%，流动人口数量近200万。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70%，期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约600万的人

口。随着人口流动与迁移进一步加快，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严重滞后，致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难度加

大，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二、对策建议  

   1、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继续把落实人口控制目标纳入各级党政领导政绩考核，进一步完善

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总负责的责任制度，坚决落实"一票否决"制，切实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2、以综合改革总揽全局，加快新机制建设。把综合改革、新机制建设做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力争2010

年，自治区、盟市、旗县全面推行"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机制建设，

80％达到国家考核评估的标准。  

   3、继续强化以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努力转变群众婚育观念。根据形势发展，拓宽宣传教育的思路和领域，

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关爱女孩"活动为载体，着力转变群众婚育观念，促进生育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以创建优质服务先进旗县为契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目前，自治区已按国家要求

制定出台了开展创建优质服务县规划意见，明确了"十一五"时期全区优质服务县创建的目标、标准和要求。下一步的重

点是积极争取并推动有关部门加大对人口计生服务站建设的支持力度，在新农村建设中将其纳入各级政府社会和事业发

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为育龄群众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实现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规范

化。  

   5、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社会经济政策。在继续落实国家奖励扶助和少生快富试点工作的同

时，下决心落实法律规定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自治区政府规定的双女结扎户一次性奖励费；充分挖掘、整合、运用

好各种政策资源、项目资源，本着"体现导向，实现双赢"的原则，在不改变项目、资金用途和管理渠道的前提下，进一

步明确社会各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力争制定出台有利于现行人口政策、有利于计划生育家庭、重点是农村独生子女户

和双女（三女）计生户的"奖励、扶持、优先、保障、补助"等制度和措施，帮助解决计生家庭生产、生活困难，积极创

造条件，为女孩家庭建立平安保险，落实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补助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开

展。  

   6、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渠道的人口计生事业投入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确保

法律法规规定的政策性、服务性支出，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必需的经费投入。  

   7、进一步强化流动人口的管理。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积极探索建立符合自治区加快推进城镇化

进程要求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制。高度关注新建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和高收入家庭、下岗职工、无业人员的计划生

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努力消除管理空档。  

   8、加强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对《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订，全面

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监督机制，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干部正确执法、文明执法。  

   9、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高度重视和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把握人口发展规律，探索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的人口宏观调控体系，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计生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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