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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蒋正华  张羚广】 

 

                         （本文已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发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在本世纪初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在这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四方面的目标中，许多具体的指标直接与

人口问题有关。目标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使

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这些都为新世

纪、新阶段我国的人口工作和人口研究提出了大量重要课题。本文着重从人口数量及健康

素质方面分析新时期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和研究的新要求。 

    一．中国人口数量控制的成就 

    20世纪是科学昌明、经济发展的一个世纪，同时也是人口增长、危机隐伏的一个世

纪。在100年内，世界经济总量以不变价计算约增长30倍，世界人类总量则增加近7倍，从

16亿增长到61亿。这个时期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高生育率，而是人类平均寿命

以空前的速度提高。世界在20世纪初的平均期望寿命还只不过45岁左右，世纪末却提高到

近70岁，100年内平均寿命的增长等于过去上千年的进步。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主要源于医药

科学的进步。但是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未曾予见的问题，人类却不得不调整自己的

行为，以适应自己造成的环境。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20世纪人类终身生育孩子数从6

个左右降到低于3个，降低了一半。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其中包含着无数人的努力，先知

先觉者不倦的宣传和说服工作，推动行政部门采取有力的行动；专业人员不断地发明新

的、更有效的避孕方法和工具，无悔地将一生默默奉献给计划生育事业；决策者明智地作

出多个领域中的决策以综合解决人口问题，并落实决策的执行；研究人员持续地从事有关

人类未来的各项研究工作，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方案。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人口计划

的成功，今天的世界至少还要多增加近10亿人，必然为全球的发展、生存、资源和环境带

来沉重的负担。 

    

    中国的人口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20世纪后半期的50 年内，人口平均寿命增加了

一倍，从35岁提高到约70岁，增加的幅度比世界在100年内取得的进步多40%，由此也带来

了人口总量的迅速膨胀。从70年代起实施的计划生育使全国妇女平均终身生育子女数从近6

个降到低于2个，20多年中少生孩子近4亿人。对世界人口增长的控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也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维护、改善长期生存、发展的条件。 

    20世纪90年代到2001年的人口数据列在表1中。由表可见，尽管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在这

一时期增加较快，但是每年出生的婴儿数却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在一个稳定

的低水平上。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因此，即使

总和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每年出生率也将下降0.6至0.7个千分点。这样，最有利的

情况下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国有可能达到人口的零增长。这个结果比制定“九五”规

划时的预计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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