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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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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与会者普遍注意到人口问题，不仅仅是人自身的问题，而且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密切相关。 

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矛盾的一极，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是由人均需要量增加和人

口增长两个因素推动的。其中人均需要量的合理增加，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表现，也是发展社

会生产的内在动因。人们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不仅取决于社会生产水平，而且受制于人口

增长速度。发展无疑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途径，但是，发展需要资源，离开资源环境就不可能

有任何发展。目前我国人口总量过大，在人均需要和人口数量增加的双重推动下，社会总需要急剧扩

张，拉动生产不断发展，导致许多资源趋于耗竭。有人说，日本人口密度也很大，但是早就实现了现

代化。似乎中国人多不足为虑。实际上，日本同样存在人多的压力，而且其人口年均增长率长期低于

中国：1970－1980年，日本为1 1 ‰，中国为1 7 ‰；1980－1990年，日本为5 ‰，中国为1 4 ‰；1991－

2003年，日本为2 ‰，中国为9 ‰。中国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石漠化土地不适合居住，绝大部分

人口集中在中东部，沿海一些省份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日本。中国有13亿多人口，而且还在增长，不

可能像日本那样过分依靠外部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 

杭州市委党校张晓理教授认为，中国企业技术含量低，粗放经营，加上劳动力的大量供给，致使

劳动力价格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2－3%，简单劳动的巨大优势削弱了产业对研究开发的预期，拉大

“产学研”之间关系，削减产业对大学生的需求水平。中国研究开发型企业之少，万人就业中大学生

比例之低，以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背后，不能回避简单劳动大量供给和过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众

多企业处于产业低端，热衷于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供给优势为国外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却把需

要较高素质就业的产品开发、外观设计等拱手让给国外。简单劳动排斥复杂劳动必然导致企业缺少核

心技术和知识产权，获利空间势必被人挤压殆尽，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就是这种形势的写照。产品

升级同样面临人口问题引发的劳动力供给和社会需求问题。劳动密集型的效益低下又演绎为内需不

足，依赖国外购买，又与国际金融危机相互锁定。简单劳动就业与资源消耗型产业的紧密关系约束了

结构调整。我国48种工业化基础矿产资源全部短缺，其中25种必需资源严重缺乏，资源大量进口及国

际市场价格飙升又吞噬了加工利润。此外，人口就业和素质问题还加大我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约束

能源结构调整，世界经济正向低碳发展格局调整，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我国产业的命运将继续

锁定在国际产业的底层。应该注意到，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人口红利。只有具体素质的人口，从事具

体的产业，从而存在这种产业的就业容量、竞争力和获利水平。大量简单劳动形成的“人口红利”真

正的获利者在国外，而在国内却是排斥复杂劳动，抑制科教兴国。人类已经进入知识和科技加快发展

的时代，一个民族如果不具有掌握和更新知识的强大能力，必将落伍于世界潮流。人口政策应该反映



 

生产力进步的理念，而“人口红利”光环背后却蕴含着民族悲剧。 

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虞沈冠教授认为，根据马克思的人口学说，人口是

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就其本质而言，人口现象是社会现象，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在阶级社会

里，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而不分阶级地抽象掉社会性的人口规律只能存在

于未经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但是，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生物种群，其生物属性的烙印永远不可

磨掉。因此，人口现象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这种自然现象绝不仅是一种自发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

自觉的自然现象，例如人类能够自觉地控制生育，这种自觉，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可以做到“五律协

同”，就是人口规律与自然规律（通常指资源规律和环境规律）和社会规律（通常指经济规律与社会

规律）的协同发展。考虑到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统

筹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当前主要是优先投资于有利于人口全面发展的方面，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

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尹文耀研究员认为，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人口与可

持续发展的关系考察，有两种相辅相成的生态平衡：人口外部的生态平衡和人口内部的生态平衡。人

口发展必须与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相适应，以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为条件。这就是要保

护人口与人口外部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同时，人口内部也有生态平衡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人口内

部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各类物质文化和生理需求与供给之间、当代人生产消费需求供给与后代人

生产消费需求供给之间的生态平衡。人口与外部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会给人类发展带来困难、甚至灾

难。同样，人口内部生态失去平衡，也会给人类发展带来困难、甚至灾难。将人口内外生态平衡的保

护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保护人口外部生态环境，人口规模缩减时，要以不过度损害

人口内部生态平衡为条件。在保护人口内部生态平衡时，年龄结构的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比例控制

要适度，要以不过度加重对外部环境压力为条件。要在安全允许的限度内，协调多种关系，平稳地、

渐进地推进内外生态平衡的统筹兼顾。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杨魁孚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旧传统生育文化，具有相对独立

性和长期潜在性，它并非随着旧经济制度的消失而消失。我国在旧社会所形成的“生育子女命中注

定”、“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旧观念还会长期存

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这就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特别是“重男轻

女”、“传宗接代”的旧观念是实行计划生育最大的思想障碍。这种深层的文化心态至今还在影响一

些人的生育行为，成为多胎生育、计划外生育及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实行计

划生育是婚姻、家庭、生育领域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一场思想革命，是一项最广泛的群众性思想

教育活动。我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发展史表明，广大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需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过

程，必须通过持久不懈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才能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实现。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

降，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靠经济文化的发展，自然地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而是靠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靠宣传思想工作的优势，靠群众路线，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使群众成为计划生育的主

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促使生育率下降的。所以特别强调发动群众，移风易俗，贯彻计划生育

工作要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和经常性工作为主的“三为主”工作方针，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

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这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

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为了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深入探讨中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现

实问题，不断提出促进社会进步的政策建议，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三者

的有机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首

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京财经

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首批11家马克思主

 



义教研单位，决定成立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理事会”，每年召开一定规模的数次智库论坛，并

出版《智库报告》、《智库通讯》和《智库丛书》。王伟光要求，主要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组织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有机结合起

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伟大旗帜，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丰富的学术资

源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深厚的学术积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断推出具有前瞻性、战略

性和全局性的精品研究成果和学派性的政策建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赵白鸽

指出，可以借鉴美国智库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它不仅起到了提供思想、提供决策依

据，促进科学决策，而且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重大作用。相信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也应该在这些方面能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并且相信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

我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出席此次研讨会的还有：何秉孟、李成勋、白暴力、艾四林、孟捷、许为民、李德伟、程美东、

辛红光、卢春山、张翼、郑彪、段霞、赵耀、潘玉腾、吴宏洛、黄茂兴、刘建民、林伟连、张旭、王

新建等知名专家学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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