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实现有利于农村和农民的城乡...  

◆ 以人为本,科学的人口发展观...  

◆ 中国人口增长与人口再生产类...  

◆ 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与促进人口...  

◆ 大力推进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  

◆ 法制建设与人口发展  

◆ 政府转型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与改革目...  

◆ 积极开展人口发展功能区工作...  

◆ 改善出生性别结构 促进和谐...  

◆ 完善服务管理体制 引导人口...  

◆ 中国人口红利可以再造  

◆ 中国的规模效应与“绿色崛起...  

◆ 论科学人口观  

◆ 我国人口转型的现阶段特征  

◆ 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宣传教...  

◆ 中国当代的改革为什么会成功  

◆ 人口如何影响历史  

◆ 雪灾挑战移民经济与中心城市...  

◆ 劳动力拐点之问：人口红利还...  

◆ 人口素质左右可持续发展的进...  

◆ 中国的问题及发展战略探讨  

◆ 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  

◆ 关于国家人口安全问题  

◆ 如何看待中国的复兴――吴建...  

◆ 自主创新：促进跨越式发展的...  

◆ 完善消费约束机制 建立资源...  

◆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科学...  

◆ 中国环境现状与人民生活  

◆ 中国土地政策改革：一个整体...  

◆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制定全省国...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研究文献>> 世界对低生育水平时代到来的困惑 

世界对低生育水平时代到来的困惑 

作者:顾宝昌   出处:第一财经日报    

 

  面对低生育水平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我们的人口研究还是我们的人口工作，都走到了一个新的

历史十字路口   

 

  从如何应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到如何认识和应对人口低生育水平的挑战，人类正在从一场“静

悄悄的全球革命”转到另一场完全相反的“静悄悄的全球革命”。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上世纪50年代，久违的和平时期终于到来，随

着医学卫生的进步和死亡水平的下降，世界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的局面。尽管许多人口

学者和有识之士对人口的快速增长表示忧虑并纷纷呼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呼吁难以得到当时

人们的认同和政府的关注，甚至受到批判和指责。   

 

  各国人口学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次开会，希望引起对人口快速增长对世界影响的广泛关

注，但第一次由联合国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迟迟到1974年才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   

 

  这种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会继续向什么方向发展？会对世界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

因素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应该如何有效应对并尽快扭转人口过快增长的局面？它对人口研究提

出了一系列的课题，对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由此，20世纪的上半叶迎来了世界人口研究的蓬勃发展，各国政府应对人口挑战的政策方案频

频出台。降低生育水平成为扭转世界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一着。学者们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

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加以研究；各国政府组织实施种种计

划生育项目，提供避孕节育服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展开，人们对高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和

后果以及促使生育水平下降的机制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对策越来越完备、效果越来越显著。   

 

  到了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人们感谢人

口研究的开展促进了对人口变动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欢呼各国政府开展计划生育的伟大胜利。在

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人口学家、服务提供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明显遏制，

这甚至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奇迹”，“一场静悄悄的全球革命”。   

 

  但在人们欢呼生育革命成功的同时，地平线上却出现了另一种人口情景，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地区出现了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情况，并呈不断下降的势头。   

 

  人们原本以为这只是欧洲的独有现象，开始时对低生育水平到来的关注主要是出现在欧洲的人

口会议上和欧洲的议会大厅里。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所谓的“欧洲现

象”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以至于一位德国学者不久前在《科学》杂志

上惊呼：2004年人类正在跨过一道历史性的但几乎不为人注意的门槛，即人类的大多数已经或即将

生活在长期处于低于更替水平的社会中。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先后步入低于1.5的

“极低生育率”的行列。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就需要把生育水平保持在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



的更替水平。简言之，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

一代人数更多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出现人口膨胀；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

在更替水平以下，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少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小。因此，一

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是否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还是以下，成为考察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低

及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重要标志。   

 

  人口学家原来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后就会保持在这样一个维持人

类世代更替的水平，但这一假设却被各国的事态发展所无情推翻。并且，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

洲，也出现在了亚洲；不仅出现在发达社会，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亚洲的日本、韩国、新

加坡、泰国、伊朗的生育水平纷纷跌入更替水平以下，并还在继续下降，从2.1下降到1.8，又下降

到1.5，又下降到1.3，甚至更低。   

 

  什么才是这种下降的终点？这种下降趋势说明了什么？又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它对各国和人类

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这种下降趋势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与在发达社会的情况又有哪些不同？   

 

  面对低生育水平的到来，各国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强，并积极应对，完全不亚于当年面对高生育

水平的劲头。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无论是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国家，投入虽

著，但收效甚微。到目前为止，在那些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度中，不论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有多

大，除了瑞典和法国，还没有一个人口在生育水平降到如此之低后能再把生育水平提升回到1.5

的，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把生育水平提升回到2.1的更替水平的。   

 

  当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后，尽管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人口在一段时

间内还会有所增长，但它最终将必然跌入人口负增长的境地。但这种由低生育水平而来的人口负增

长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它的规律性，它的未来趋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

响，所有这一切，我们对它的认识还非常肤浅，才刚刚开始。   

 

  我们过去的人口研究成果虽然辉煌，但难以解释今天面对的人口态势；我们过去在应对高生育

水平方面的经验虽然丰富，但无法应对今天的低生育水平的挑战。显然，面对低生育水平时代的到

来，无论是我们的人口研究还是我们的人口工作，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是

一个历史使命，回避彷徨、畏难退缩是不可取的，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也不足为道。我们必须像当

年面对高生育水平对人类的挑战一样奋起努力，我们一定能不断地加深我们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

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我们一定能寻找到应对低生育水平挑战的有效途径，为人类和后代争取一个

美好的未来，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但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正视世界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这一基本点，再不

能溺于高生育水平的思想定势之中，必须要换个眼光看人口问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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