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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制度变迁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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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的人口生育制度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即从新中国建立到 60 年代初期的酝酿建立和波动反复阶段、从 60 年代

初期到 70 年代末期的生育制度初步建立阶段、从 1980 年《公开信》发布到 2013 年前的严格控制生育数量阶段、从 2013 年

开放“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逐步宽松阶段。这一过程既体现于人口的逐步现代化，也体现于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次第转变和升

级。生育制度的变迁在这一人口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自身也得到升级和进步，逐步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 

　　一、生育制度变迁的第一阶段

　　在生育制度变迁的第一阶段，正值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也由于当时对于人口变动规律的认

识还不充分，因而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生育制度，生育政策也经历了较大的反复和波动，并因此未能对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做出

有效应对。尽管如此，通过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和生殖健康技术的推广，也使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

下降，进而使人口再生产类型从新中国之前那种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这种人口转变是一种从人口发展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也是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落后、陈

旧向先进、新生转变的人口过程，所以完全可以视为一种进步和升级的生育制度变迁过程。

　　二、生育制度变迁的第二阶段

　　在生育制度变迁的第二阶段，人口数量变动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中国的人口经济关系变得高度紧张，建立一种旨在控制人

口出生数量，抑制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趋势的生育政策，并且建立与之配套的人口生育管理工作体系成为迫切的生育制度需求。新

中国正式的人口生育制度在这一阶段得以初步建立，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生育制度需求。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育制度

的建立中途有所中断，但是最终还是在70 年代中期建立了基本的生育政策体系和基本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体系。也是因为这一阶

段后期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中国超高生育率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妇女总和生育率从 60 年代的平均 6.15，最高6.38 下

降为 70 年代的平均 3.98，最低 2.72。这就为下一阶段更加严格的人口生育控制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升级创造了初步的人口

条件。到 70 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将战略目标转向加快经济建设和早日实现现代化，为此提出更加严格的控制人口出生

数量的生育政策。这是下一阶段生育制度的政策内容，但其所以能够有效进行政策推进，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阶段已经建立

了较好的生育制度基础。

　　三、生育制度变迁的第三阶段

　　生育制度变迁的第三阶段是新中国人口历史上人口变动，人口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

新中国生育制度变迁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甚至最具争议的一个阶段。就是在这一阶段，中国推出了所谓“独生子女政策”。这

一阶段生育制度变迁的人口效应非常明显，一方面，虽然人口数量的总规模依然保持增长，但是其增长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抑制；

人口发展，特别是人口素质的发展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以及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有效的调

适。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第二次转变，即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升级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

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的人口发展过程中，与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和增长趋势得到迅速有效地抑制的同

时，人口结构方面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和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等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下一阶段乃至今后中国人口发展所面

临的新的挑战。这些人口效应显然都是与这一阶段的生育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

　　诚然，关于生育制度在这一阶段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正是这一阶

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少生了 4 亿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则

认为，发展才是最好的避孕药，中国这一阶段的人口转变和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

会结构变迁以及人们的生育观念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所带来的人口效应大于生育制度变迁所引致的人口效应。本研究

认为，笼统地讲是生育制度的作用大还是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都具有片面性，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跨越了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

发展历程，不同阶段的作用因素和作用条件不尽相同。全面地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还处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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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初级阶段时，应该说制度干预的作用和效应更加突出。而在改革开放的中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都迅速加快，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面貌为之一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为之一变。这一阶段

可以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两个阶段社会环境不同，作用要素自然也不同，没有必要相互否定。而

如果从国际比较的意义上来看，如果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其实恰恰是中国存在明显的制度作用。中国社会是

一个结构性很强的社会，集体主义精神是主导的社会心理倾向，集体理性是人们社会行为选择的优先选项，所以制度规范在社会

变迁中往往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生育制度变迁对于人口生育行为选择的影响也是如此。所以，完整的表述可以是：在整个人口

变动过程中，制度干预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充分进行了生育制度干预是中国人口转变和人口发展过

程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四、生育制度变迁的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是新中国生育制度变迁的最新阶段，也是中国人口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全新阶段，更是中国对于人口发展的规律和生

育制度作用和变迁机制认识更加成熟的阶段。从 2013 年起，中国政府做出生育政策调整，放开了所谓“单独家庭”的二孩生育

限制，时隔两年后，又全面放开了二孩生育限制。在人口生育的管理服务工作体系上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

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机构——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门合并，名称也相应更改为“卫生健康委员会”。虽然生育管理服务的职能

还部分存在，但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为育龄妇女按政策生育提供更好的生殖健康服务，创造更加友好的生育环境，进而促进家庭

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上来。这种全新的生育制度设计，首先是对中国人口发展新态势和人口转变新阶段的积极应对。随着中

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开始发生重大改变，生育意愿

明显下降，总和生育率逐年走低，已经连续多年处于超低生育水平，生育率下行风险逐渐加大，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已经构成威

胁，使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这种人口态势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完全进入现代类型的后人口转变阶段，甚

而出现了人口向缩减型结构、负增长方向变化的特征。这种人口态势和结构特征下，积极调整生育政策，放宽生育限制具有很重

要的现实意义。从目前的政策效应看，虽然总的人口增长下行态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但是二孩生育的比例在提高，二孩政策效

能得到了较好的释放。其次，新的生育制度设计目标也有了升级，不再只是局限于生育数量的限制，而是从人口数量、素质和结

构三方面的均衡，以及人口要素与经济社会要素、资源环境要素的均衡关系上综合地加以考量和规划。在微观上也一改过去那种

单方面强调生育家庭个体为了集体长远利益的牺牲，而更多地注重了生育个体家庭人口安全的需要，注重反映集体理性的生育制

度规范与生育家庭个体利益诉求的统一和帕累托改进，将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到促进生育个体家庭发展和家庭和谐幸福上来。这些

变化显然是对人口变动规律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变化规律的更加科学的把握和适应。

　　综上所述，新中国人口生育制度变迁虽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但是其每一个重要的阶段变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

基础变化的产物，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而每一次生育制度的嬗变和升级，在基本方向和基本特征上都顺应了当时特定的人口

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新

中国人口生育制度的变迁轨迹和方向也是随着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趋于不断成熟，不断进步和不断完善的。 (西南财

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杨成钢、孙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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