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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人口问题解决论 

  出处:幸福人家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徽安庆）人。早年从事教育和报刊编写工作，

进行反清活动，三度去日本。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主帅。“五四”运动后，他是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早期主

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由于他的右倾错误应对当时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被撤消了党的领导职务。

1929年他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和主张，反对中共中央，被开除出党。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中国人口问题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日益引起人们的议论。1920年3月出

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人口问题号》发表九篇文章，便是中国第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公开

讨论，代表了当时的不同观点和认识水平。陈独秀在《人口问题号》上发表了《马尔塞斯（即马尔

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    

  他指出：“生物的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批判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

率增长的说法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是违反科学的。因为“人口若无限制，是按几何的比例增加，”

已经武断，“后来迷信马氏学说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记了上半句，因此比马尔塞斯更要武断一

点。”他认为：“人类的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所以，人口出现过剩

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普遍规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主的。“在马氏著书当时，机器初

兴，失业的人多，一时现出人口过剩的假象；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

口来根本解决，已经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    

  陈独秀还认为，社会上一部分人贫困的原因，能否归结到人口增长率超过了物质生产的增长

率，在不同社会里的情况是不同的，需要具体分析。在生产资料私有的阶级社会里，“个人比较的

贫困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产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

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的不足。”只是“到了均产社会时代，若识觉得生产资料不足，那时才可

以拿人口过剩算贫的一种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为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动的数量

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资料不足的一种原因”。这里，陈独秀不但初步接触到了人口

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也推想到科学和生产尚欠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初期，可能出

现人口过剩的某些消极影响，是颇有预见的。 

  由于阶级社会里“财产私有，分配不均”是一部分人贫困的主要原因，所以陈独秀认为，要解

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必须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中国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

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的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

以解决的。”因为，“照现在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现在

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贫困的现象。”为此，陈独秀提出七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

法：（1）发展生产事业，（2）发展交通事业，（3）发达科学，（4）发达生产技术，（5）增加

劳力的数量，（6）分配平均，（7）限制人口。关于分配平均，他提到“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

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事实上是要求消灭剥削阶级，实现社

会主义制度，认为这是发展社会生产以彻底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前提。关于限制人口，表明陈独秀

不同意某些人完全反对限制人口反而要求增加人口的主张，认为“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

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

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当时陈独秀正从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向社



会主义思想过渡，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来观察和分析人口问题，尽管还有所欠缺，

显然已经高于《人口问题号》上其他文章的认识水平。 

 关闭

| 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中国人口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