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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在今年年初任命了一个各部委工作小组，由三位高级官

员牵头，250多位专家组成，专门研究人口增长趋势以及对经济的潜在影响。  

  此后，多家海外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是否会对实施已久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此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对此表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

更合适。但他也说：“(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国家来说是个重大决策。"他还表示，国家计划生育

委员会在提出政策建议之前会谨慎行事。  

  老龄化危机挑战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之所以重新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原因在于它遇到的一些挑战，如人口老

龄化和性别失衡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一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今年4月，一份名为《银发中国：中

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的人口报告，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它阐述了中国

未来的人口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并警示中国，如果不准备充分，中国将在本世纪后

半叶面临一场危机。  

  这份报告将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归纳为三点：首先，工作人口会因老龄化问题下降。报告指出，

到21世纪中叶时，中国将失去18%～35%的劳动力大军；其次，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会加快。35

年前，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最后，老龄保

障体系不完善。总体来说，四分之三的中国工人根本没有正式退休金。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进行改

革，那么未来将有成百上千万的老人因贫困而缺乏退休金、医疗保险和家人的照料。  

  这一问题同时也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这个国际组织此前的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发展

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

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会承受更大压力。  

  长期研究中国养老金体系的美国詹姆斯·多恩就认为，中国养老金匮乏的问题会一直持续到

2050年以后。他在一篇论文中说："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如果不改革，估计到2005年，中国65岁

以上的人口会增加到总人口的11%，到2030年65岁的人口会增加到总人口的25%，2050年为29%。

2005年，中国养老金赤字会有500亿元人民币，2030年可能达到6300亿。  

  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养老问题的严重性。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师左学金

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已经在为退休生活大笔储蓄的中国人很可能会继续增加

储蓄并减少支出，而这正是导致日本最近一次经济低潮的罪魁祸首，这种趋势会导致整体经济投资

和消费支出不足。  

  因此，防止老龄化看起来已是迫在眉睫。为此，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已增加了再婚夫妇再生育

或皆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可允许第二胎的规定等。  

  但是，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改革之间联系的争论也有不同的声音。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今年7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很多问题

并不是中国的政策造成的，比如老龄化问题同样也是目前西方遇到的严重问题之一。  

  男女性别失衡源于政策还是传统？  

  除了老龄化问题外，很多专家相信，在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下，适婚的男青年也会遇到结婚难

的问题。由于中国家庭传统上有看重男婴的风俗，以及超声波检测胎儿性别的普及，一些夫妇在只

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下，决定将女婴堕胎，而保留男婴。根据2000年的普查数据，中国男婴和女

婴出生比例为117比100，远远高于国际正常水平105比100。不过也有学者称，中国的男女婴实际比



例之差可能会更小些，因为有些父母没有申报女婴的出生。  

  专家们认为，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主要是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和选

择性别的引产。他们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得不到解决，将会引起

所谓的"婚姻挤压"问题，即进入婚嫁期时，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配偶。与此同时，还会引发一系列

负面的社会问题，包括单身男性增多，非婚性需求增加，人口拐卖等。而这一问题显然也引起了国

家计生委的关注，赵白鸽向记者保证说，中国政府也正在对性别鉴定等新技术进行积极的整治和管

理。  

  但是，她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她举例说，韩国在1988年

的时候，出生性别比是114，中国今天是117，而韩国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新加坡在1984年的时

候，出生性比是109。  

  “为什么会在亚洲地区出现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在她看来，问题的症结主要有两点，第一个

是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谓男孩子偏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中国出现这个问题和农村的

社会保障机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应该面对我们所出

现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的问题，作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目前中国正在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就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这个‘关爱女孩行动’重点针对目前在文化差异上所造成的男孩偏好倾向，

要把女孩的地位、女孩的权利非常强地在社会上进行宣传。第二个，中国政府有一个很重要的考

虑，就是尽快考虑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意味着人口激增？  

  接受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和一些社会学家们认为，放松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激增。但是，他

们也承认，人口激增的担忧确实一直都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阻力。  

  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984年，很多农村地区允许生育二胎以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

曾大幅提高。这项调整也损害了积极执行一胎政策的基层官员的信誉。  

  但是，许多学者都指出，中国的现状已经迥然不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城市地区生活水

平提高，大批民工进入城市等因素削弱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期望。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生活成本的

高昂，已经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王春喜来自安徽阜阳，已经携妻子在京务工3年了。他告诉记

者："这三年时间天天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现在的这个孩子上学什么的都

特别难，所以就想先挣点钱，打点基础，好回家孝敬父母，并且将来能在北京做点小生意。"  

  而像他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并不在少数。专家认为，中国部分最富余的地区，比如上海和北京

的人口出生率都很最低。由于抚养成本高昂，追求个人事业的发展，更好享受闲暇生活等种种原

因，许多夫妇都放弃生育。人口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设计的电脑模型显示，即使允

许所有夫妇生育二胎，中国妇女终生平均生育的数量仍会低于2。在这个水平上，人口自然更替不

会出现增长。  

  左学金对记者说：“人口不会出现爆炸式增长，生育率不会激增。”但是，要在中国的管理层

中达成这样的一种思想共识，要想确定无疑地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结论，恐怕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

路。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的那样：“计划生育毕竟是基本国策，要改起来哪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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