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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田雪原

【内容摘要】　20 世纪的人口科学发展经历三次高潮 :20～30 年代社会学派节制主义、50 年代的

人口大辩论和最后 20～30 年的全面发展。“九五”以来事实上进行了研究方向、重点和机构、人员等的

调整 ,人口科学在调整中获得新的发展 ,某些方面已站到前沿。目前这种调整已接近完成 ,研究的重

点已经明确 ,研究人员趋于稳定 ,主要研究机构的特点开始显现。我们的任务 ,是完成研究方向和重

点、研究方式和领域的“两个转变”。面对 21 世纪信息化、全球化发展趋势 ,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

展两大战略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根本的意义 ,人口科学需要加强边缘和交叉

学科研究 ,拓宽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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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 ,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于中国人口科学来说 ,弄清它的昨天 ,可以清楚

地了解它的今天 ;弄清它的昨天和今天 ,可以更清楚地预见它的明天 ,所谓“温故而知新”是也。因此 ,

关心和探讨未来人口科学发展走势 ,谋求 21 世纪中国人口科学的新发展 ,实有必要将昨天、今天与明

天联系起来 ,作出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1 　20 世纪人口科学发展的三次高潮

据科学家们考证 ,地球的球龄约有 47 亿年 ,最新的考古发现人类的存在也已有了 400 多万年的历

史。古代思想家对人口现象关注较早 ,古希腊柏拉图 ( Plato ,公元前 427 年～前 347 年) 在《理想国》一

书中 ,亚里士多德 (Aristode ,公元前 384 年～前 322 年)在《政治学》一书中 ,就曾阐发过人口不多不少的

最早的适度人口思想。中国远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中 ,就有孔子、孟子、韩非子等的众民与寡

民之争。1662 年被誉为“人口学之父”的约翰. 格兰特 (John Grant)《关于死亡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

一书发表 ,揭开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篇章 ,其后的人口科学发展呈“双轨道”推进 :一方面 ,在格兰特

具有统计意义的轨道上推进 ,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 ;另一方面 ,人口学在与其他

学科交叉研究中发展起来 ,形成某些边缘和交叉学科。

前一个方面的研究 ,形成规范化的人口学 (Demography) 。对人口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出生、死亡

和迁移人口过程 ,年龄、性别、民族、城乡、地域、婚姻、家庭等人口结构和特征 ,人口与发展等基本范畴

做了明确界定和规范化研究 ,并且提出和阐发了人口转变理论 ,稳定人口理论 ,适度人口理论 ,孩子成

本 ———效益理论等一系列人口学基本理论 ,使人口学成为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科学。

后一个方面的研究 ,逐渐演变成某些边缘、交叉和综合学科。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在社会经济发

展中 ,人口始终扮演着主体的角色 ,吸引着诸多科学家把触角伸向人口领域。他们从不同学科应用不

同方法研究人口现象 ,提出并论证了经济适度人口 ,实力适度人口 ,边际孩子合理选择模型 ,人口迁移

经济模型 ,人口增长与土地承载力有限论 ,“人口爆炸”与资源枯竭论 ,人口压力与生态危机论 ,增长极

限论等。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不同学科领域 ,分析人口变动的后果 ,得出某种结论 ,从而形成人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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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民族人口学、生物人口学、医学人口学、环境人口学等。

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和科学发展过程中 ,人口研究和人口科学的发展也占有一席之地。

从诸子百家到清人洪亮吉闪烁着许多富有东方色彩的人口思想。洪亮吉甚至先于马尔萨斯提出并论

证了人口快于食物增长的观点 ,这些对后来中国人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

20 世纪以后 ,中国人口科学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有三次较大的高潮是值得重视的 :

第一次 ,20 世纪 20～30 年代关于人口节制主义的兴起。受西方人口学说的影响 ,1920 年马寅初

发表“计算人口的数学”,表明经济学家对已经出现的人口科学的关注。但是最值得提及的是 ,这一时

期社会学派节制主义的兴起。以 1918 年陈长蘅发表《中国人口论》为起点 ,随后发表《三民主义与人

口政策》;陆续发表的还有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论纲要》;陈达在《北平晨报》创办《人口副

刊》,并于 1934 年发表《人口问题》等论著 ,掀起一股人口研究热。这些论著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了

诠释 ,阐述人口过剩的基本观点 ,提出“适中人口密度”说 ;主张“限制人口的数量 ,提高人口的品质”;

实行节制人口 ,把节育分为“治标”与“治本”两种办法 :所谓“治标”的办法 ,即发展农业和工业 ,增加就

业人口 ,实行移民 ,发展公共卫生和提倡优生 ;所谓“治本”的办法 ,即提倡迟婚 ,打破旧的传统思想 ,开

展全球性的节制生育运动。不难看出 ,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至深 ,他们中一

些人对马尔萨斯本人也很推崇 ;但是有些观点和主张 ,特别是“限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品质”的阐

释 ,可以说讲到了人口问题的关键。更为重要的 ,这一次人口研究热 ,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口科学发展

之先河 ,起到了传播西方人口学的作用 ,也触及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

第二次 ,20 世纪 50 年代关于人口问题的辩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迅速经历了人口

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很快由高、高、低转变到高、低、高。面对这种状况 ,社会学派节制主义一面检讨

二、三十年代关于人口论著的某些观点错误 ,表明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不同 ;另一方面继续阐明他

们节制人口的主张 ,发展了关于“适中人口密度”的学说。费孝通提出 :“每个社会 ,每个时期 ,根据各

种条件可以算出一个人口的适中数。人口增长超过这个适中数是会迟缓社会发展的”。孙本文则提

出 ,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应是 8 亿。不过这一次人口论争的代表人物是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

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马寅初先生 ,是他于 1957 年发表了《新人口论》。《新人口论》及在此前后

其他有关的文章、讲话、答记者问等 ,表达了马先生对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一是对当时人口增长的

估计 ,依据 1953 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 ,他估计当时人口增长的速度已大大加快 ,这是《新人口论》的出

发点 ;二是从人口经济学角度 ,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存在的矛盾 :同加速资金积累之间的矛盾 ,同提高

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 ,同工业原材料供给之间的矛盾 ,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 ,同科学事

业发展之间的矛盾等 ;三是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 :一要进一步摸清人口底数 ,把人口增长列

入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 ;二要大力进行宣传 ,破除封建传统观念 ,再行修改婚姻法 ,提倡晚婚晚育 ,主

张生育二个孩子的有奖 ,生育三个的要征税 ,生育四个的要征重税 ,以征来的税金作奖金 ,国家财政不

进不出 ;三要实行以避孕为主 ,不赞成人工流产。这就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 ,然而就是这些

观点却遭到大肆批判 ,全国主要报刊差不多都卷了进去 ,致使人口科学研究成为其后一段时间无人敢

于问津的“禁区”。

第三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全面发展。面对 60 年代人口的迅速增长 ,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 ,

出于 70 年代以来国家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的需要 ,人口科学研究开始得到恢复和

发展。由于受到历史环境的限制 ,人口科学研究首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寻找根据 ,先后提出并

论证了计划经济决定论 :即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 ,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的进行 ,

为计划生育筑造理论基础。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 ,

“计划经济决定论”已不能作出科学的诠释。因为 ,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有计划的 ,但是市场经

济的基本特征 ,是市场主体法人化 ,要素流动市场化 ,宏观调控间接化 ,经济运行法制化。市场经济的

计划或调节 ,主要在于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 ,同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

2 人口研究 2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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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提出“两种生产”论 ,即人口生产要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 ,针对我国实际 ,形象地概括为“经济要

上去、人口要下来”。可是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不仅是经济因素 ,还有观念的、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

等多种要素 ,经济只是基础。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两种生产”已显得力不从

心 ,于是“三种生产”、“四种生产”相继提出并得到进一步阐发 ,将人口问题的解决归结为人口与资源、

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使以降低生育率为“主体”的人口科学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这一次高潮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降低生育率的“主体”实证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展开 ,从

而带动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两翼”研究的展开。1980 年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 ,于 3～5 月连续召开五

次人口问题座谈会 ,主要就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与目标 ,生育政策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可能产生的问题 ,如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 ,会不会发生劳动力不足问题 ,会不会导致智商下降问

题 ,会不会出现人口素质、城乡结构等“逆淘汰”问题 ,会不会普遍形成家庭代际“四二一”结构问题等 ,

边讨论、边座谈、边查找资料论证 ,最后形成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根据领导指示 ,出于对报告负责需

要 ,我在起草的报告后面以个人署名方式 ,分别对上述问题写出《附件》,作为理论支持 ;后经充实和修

改不少已公开发表 ,不过许多研究还是初步的。人口控制“主体”以及其他“两翼”问题 ,成为座谈会后

拓展人口研究的主要领域 ,80～90 年代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

多的国家 ,丰富的人口实践给了人口科学研究以广阔的舞台 ,20～30 年来出了一大批高质量或较高质

量的论著。如《2000 年的中国 (人口与就业)》、《人口系统定量研究及其应用》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成

果一等奖 ,“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老年人口 (人口、经济、社

会三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 ,以及获得国家图书奖等重大科研成果奖项。1994、1998、2002

三次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评审 ,共评出特别荣誉奖 4 项 ,一等奖 83 项 ,二等奖 190 项 ,三等奖和优秀

奖数量更多 ,反映了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总体水平 ,也反映了科研成果在实际问题解决 ,特

别是在论证前期的生育率下降 ,后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中发挥了理论支撑的作用。

在实证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 ,人口学理论研究也取得很大进步。从 1980 年开始 ,联合国人

口活动基金接连 15 年对华进行科研和教学援助 ,先后派出上百名访问学者和留学人员 ,对中国人口

学人才的培养起到莫大的作用 ,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全面传入中国。国内众多学者结合中国实际开展

研究 ,并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 ,改造和发展了某些人口学理论方法。如应用自动化理论

方法进行人口预测 ,社会附加孩子成本 ———效益理论的提出和阐发 ,孩次递进比方法的应用 ,生育、婚

姻、家庭某些模型的合理借鉴和改进 ,中国人口转变和隐定低生育水平的提出和阐释等。中国人口学

界已熟悉和掌握了当代西方人口科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某些方面还有创新。不过我以为 ,由于中国

过去没有人口学专业 ,70～80 年代从事人口学科研和教学者多为从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专业“转

业”而来 ,许多人是边干边学 ,正规人口学基础要差一些 ,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实证研究的深入。就

总体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科学无疑是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 ,人口学科也是众学科中发展最快的

学科之一 ,某些方面已站到国际学科发展的前沿。

2 　近年来的调整与发展

中国人口科学经过 20 年左右的大发展之后 ,到 90 年代后期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 ,我以为 ,实际

上经历了一个调整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调整和人口科学发展的状况如何估价 ,提出以下两

点基本认识 :

(一) 必要的和有意义的调整。世间任何事物的发展 ,都不是直线上升或下降的 ,而是有升有降 ,

波浪式推进的。何时升何时降 ,也不是人们主观意断的结果 ,而是由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外

界条件的改变往往成为升降的转折点。1980～1995 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对华援助 ,无疑对中国人

口科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15 年间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建立人口研究机构四五十个 ,加上党校、政

府有关部门建立的机构 ,全国不同类型的人口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达到 100 个左右 ,发展之势犹如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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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笋。出国留学人员大增 ,国际交流频繁 ,科研成果累累 ,学术讨论“红红火火”,确实为不少学科所羡

慕。然而 1996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宣告停止对华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援助 ,发展的外部环境起了变化 ,

人口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从现象上看 ,一是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机构数量有所减少 ,

个别单位甚至撤销 ;二是有的科研和教学人员转行“下海”经商 ,或出国后滞留国外不归 ;三是从科研

成果上看 ,数量不如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多 ,有的还认为“精品”也在减少 ;四是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和

国际学术交流也有所减少 ,等等。那么怎样看待近年来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现象 ,学术界

可谓见智见仁 ,主张“萎缩论”者有之 ,“正常论”者有之 ,“发展论”者也有之。三种观点中 ,“正常论”和

“发展论”则比较接近 ,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对于近年来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现象 ,我以为不一定要匆忙的下一个结论。重要的

是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 ,站在时代和学科发展前沿 ,结合中国实际作出实事求是、符合人口学学科建

设和发展规律的阐析。

首先 ,要弄清减少或“萎缩”的面有多大。2000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作了统一部署 ,各

学科对“九五”以来的学科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人口学科调查结果表明 ,“九五”以来人口学

科研和教学机构是有所减少或“萎缩”,有的科研机构还撤销了。但是减少的数量有限 ,撤销的更是屈

指可数 ;“下海”和滞留国外未归者数量有限 ,科研成果数量和学术活动次数的减少也有限。特别是主

要的人口学科研机构均保留了下来 ,科研和教学骨干保留了下来 ,有的还有所扩大和发展。科研成果

和学术活动没有大量减少 ,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非但没有减少 ,某些方面反而有所增加 ,1998、2002 年两

次全国人口科学评奖 ,特别是今年评审中评委们普遍反映 :无论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的评审 ,不是勉

强凑数硬拉上去的 ,而是好的可评上去的成果太多 ,不得不忍痛割爱 ,本届申报的科研成果质量明显

提高了。学术活动次数有所减少主要是较小型的活动 ,较大型的学术活动并没有多大减少 ,更为重要

的是要看学术活动的效果和影响 ,不是为了开展活动而去组织活动。

其次 ,要弄清为什么减少或“萎缩”。众所周知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由于某些价值取向

的改变 ,“下海”、“跳槽”等现象大量发生 ,其中不乏原来一些从事社会科学事业的人 ,以致一段时间形

成社会科学发展的低潮。虽然人口学具有边缘、交叉和综合的性质 ,但在我国以往的研究中 ,主要还

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 ,社会科学处于低潮不能不影响到人口学科。之所以人口学低潮来得比其他

社会科学为晚 ,除国家比较重视外 ,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由于自 1980 年以来的 15 年中 ,一直得到联合

国人口基金的资助 ,科研、教学、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都得到财力上的支持和信息上的方便 ,凝聚

着一定的人气的缘故。“九五”以来联合国的援助突然“断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的事情在人口

学界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其实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下人口学科研和教学

机构的迅速膨胀 ,本身即有一定的“泡沫”成分 ,一些研究机构是采取“先盖庙、后找和尚”方式建立起

来的 ,有点儿“萎缩”甚至是个别停办也在情理之中。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 :其一 ,中国到底

需要多大规模的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机构 ,多少数量的科研和教学人员。显然 ,不能因为中国是目前世

界第一人口大国 ,无论怎样扩张都说是规模太小、数量太少 ,人口再多也有一个适度问题。日本人口

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十分之一强 ,80 和 90 年代初全国有 3 家人口研究所 ;由于人口转变的迅速完成 ,人

口高龄化的不断加深等原因 ,20 世纪后期 ,日本的人口研究机构减少到 1. 5 家 :即日本大学一个人口

研究所 ,厚生省一个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 ,人口可视为其中的一半。韩国国家人口研究所在生

育率下降到较低水平以后 ,也转向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老龄问题等的研究。其他国家有多少人口研

究机构 ? 即使按人口数比例套下来 ,我国人口研究机构 50 多个 ,加上其他各种类型与人口有关的人

口研究机构总共 100 个左右 ,恐怕也不是数量过少的问题 ,而是质量和结构问题。尤其在我国人口再

生产进入低生育水平以后 ,人口研究主体已不再是普遍的论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性了 ,而

是其他深层次的人口问题。其二 ,科研成果和学术活动的质量问题。人口科学研究成果作用大小 ,固

然同成果数量有关 ,但是更主要的是同成果质量的关系 ;学术活动影响力大小固然同开展活动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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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 ,但是更主要的是学术活动的质量 ,一次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讨会 ,胜过十次不痛不痒、为了活

动而活动的走过场的会议。对于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和吸引人才说来 ,从中国人口科学实际状况出

发 ,重要的已不是它的数量 ,而是它的质量 ,质量的提高已成为制约发展全局的关键。

再次 ,要弄清减少或“萎缩”的性质。是从颠峰上跌落下来 ,从此一蹶不振非正常的减少或“萎

缩”;还是前进路上正常的波浪式发展 ,即对过去盲目发展的一种正常的调整 ? 我认为 ,是后者而不是

前者。前已论及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人口研究机构和人员的膨胀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质 ,

没有经过科学论证 ,全国人口研究所一类机构一下子膨胀起来 ,致使研究机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重

复严重 ,总体投入产出效果不佳 ,阻碍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 ,即使

没有联合国人口基金撤销对华人口科教方面的资助 ,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是要解决的 ,调整总有一

天是会降临的。众所周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既迅速又平稳 ,

是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但是 1958 年“大跃进”将其推到三年困难时期 ,被迫进行经济调整。正是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实施 ,才迎来 60 年代前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6 年粉碎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后 ,急于求成、“大干快上”的“洋跃进”抬头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确立了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 ,在改革开放中大力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才使 20 多年

的经济保持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而且 ,在这 20 多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中 ,发展的路子也

不是一条直线 ,中间也有若干调整。因此 ,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 ,特别是经过一个发展的大的飞跃

之后 ,调整不仅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是必要的、必需的和有益的。数量上、结构上的调整不但不妨碍发

展 ,相反是新发展的必要准备 ,是新发展的前奏。国民经济发展如此 ,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事业

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人口多、人口问题突出 ,人口基本国情对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影响至深 ,因而需

要保持一个比较大的科研队伍 ,需要从多方面加强研究 ,毫无疑问这是对的和应该的 ;但是 ,大和多也

要有个边儿 ,使之保持在合理限度内。更为重要的是 ,当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进行以质

量提高为主的调整则是绝对必要的 ;是积极的 ,而不是消极的 ;是有利于发展的 ,而不是不利于发展

的。

(二)“九五”以来人口科学的新发展。如果说“九五”以来中国人口科学进入笔者称之为“调整时

期”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无论人口科学研究还是人口事业 ,在“调整时期”均获得比较明显的进步和发

展。

其一 ,人口科学研究取得新的进步和发展。在实证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中国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

平以下 ,首要的问题是研究新形式下控制人口增长战略的合理定位 ,特别是继续坚持生育率下降还是

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 ? 有关研究作出认真考证 ,从实际出发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主题 ,给新的历史时

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有力的理论支持。学术界还进行了“后人口转变”的讨论 ,推进理论研究

的创新 ;可持续发展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在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中 ,对

人口可持续发展作出开创性研究 ,阐发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

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方略 ,相应的决策选择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

研究由以前以宏观研究为主 ,步入中观社区和微观家庭不同层面 ,在深入研究城乡结构性养老发展趋

势 ,建立安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 ,加强老龄化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 ,成为制定 21

世纪发展战略一个方面的支撑点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与就业问题研究 ,结合人口迁移、人口流动、

人口城市化一道进行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联系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 ,提

出改革的思路和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素质研究得到提升 ,提高到市场经济资源合理配置 ,即自然资

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最优结合 ,人力资本是关键 ,高度看待人口身体素质尤其是文化教

育素质的提高 ;生育健康研究在大量社会调查基础上 ,从引入国际概念到界定我们自己的内涵 ,从借

鉴西方研究方法到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法 ,健康人口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 ;此外 ,计划生

育政策效果评估研究 ,性别比研究 ,女性人口研究 ,民族人口研究 ,人口普查数据开发研究 ,人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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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 ,都取得比较突出的进展 ,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著。像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成果奖的论文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问题与再评价”、“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人

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宏观与决策选择”、“健康人口学定义的界定和内涵研究”、“18 世纪中后期的

中国家庭结构”,获奖专著《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省

际人口迁移研究》、《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两个区域的人口与家庭户方案》、《中国儿童生存性别

差异的研究与实践》、《中国人口通史》,获奖研究报告“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控体系和管理机制研究

报告”、“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研究”、“农村养老和养老保险问题研究”、“浙江省中学

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等 ,都产生较大的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研究方面 ,“九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先后设立“人口学学

科体系研究”、“现代人口理论研究”两个项目 ,分别完成专著。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国科学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等组织“中国现代科学全书”大型研究项目 ,囊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600 多个学科 ,《人口

学》位列其中 ,目前初稿已经基本完成。值得提出的是 ,调整期间交叉学科得到较快发展 ,《社会老年

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等一些边缘和交叉论著同广大读者见面。

其二 ,科教基本队伍的稳定与素质的提高。尽管在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中有一部分科研人员“下

海”经商 ,有一部分出国滞留未归 ,影响到科研和教学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但是总起来看 ,一是数量有

限 ,留下来的还是占到绝大部分 ;二是在调整时期出现了海外学人归来 ,加入科研和教学行列的可喜

现象。经过多年的震荡洗礼 ,人口学基本队伍稳定下来 ,研究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尤应值得重视的

是 ,在加强边缘和综合性学科发展形势下 ,近年来一些理工科高校纷纷增设人文社会科学专业 ,人口

学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管理科学中公共管理与人口管理等专业被列入其中 ,并且得到迅速的发

展。目前 ,人口学科研和教学队伍人数可能比 80 年代大发展时期略有减少 ,但是留下来的人员专业

思想相对更为稳固 ,多数人愿在人口事业上“板凳甘坐十年冷”,与原来一部分人专业思想不稳 ,存在

某种观望态度不同。同时 ,随着海外学人归来的增多 ,交叉学科进入人口学界的增多 ,人口学科研和

教学队伍的素质普遍提高了 ,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同性提升了。这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是十

分必要的 ,也是于发展大有裨益的。

3 　未来人口科学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科学经历了“九五”以来的调整 ,目前调整到何种程度 ? 我以为 ,已经调整到接近完成的

地步。具体说 ,有以下几个标志 :

第一、方向的调整 :研究重点已经明确。70 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 ,中心围绕生育率的降

低进行。“九五”以来成功地实现了向低生育水平的过渡 ,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稳定

低生育水平的目的 ,是为了寻求人口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将人口问题的

解决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进入 21 世纪以后 ,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特别是人口问题的实证研究转变到

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主 ,将人口问题的解决最终归于可持续发展战略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不过低生

育水平稳定之后 ,生育率长期持续的降低使得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人口、经济、社会问题 ,尤其是人口

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 ,劳动年龄人口就业问题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问题 ,婚姻、家庭、代际关系与文化

冲突问题 ,人口地域分布与东西差距问题 ,人口健康与人力资本问题等浮出水面。这些问题的深入一

步的研究 ,将成为 21 世纪前期新的诸多“热点”。

第二、人员的调整 :主要研究力量趋于稳定。调整期间 ,想“下海”者下了海 ,想出国经营者出了

国 ,一句话不想留在人口学界继续从事人口科学事业的 ,大部分都已离开。当然 ,市场经济条件下不

可能也不应该一岗定终身 ;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说来 ,人员的相对稳定是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在经过六七年的震荡和考验 ,人口学界的科研骨干和基本队伍稳定下来 ,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新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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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结构的调整 :研究特色开始形成。80 年代以来人口学发展第三次高潮 ,大量科研机构的建

立由于在外援因素刺激下发展起来带有某种盲目性的影响 ,研究机构设置有很大重复性。这种重复

研究机构大同小异 ,规模相仿 ,研究方向和研究的问题相近 ,研究水平也比较接近 ,自然研究的结果不

相上下 ,有许多是较低水平的重复。这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利 ,表现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少 ,高素

质的科研人才少 ,不能适应深化研究的需要。“九五”以来的调整 ,一些科研部门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

对研究方向、人才结构、分支学科设置、重点学科选择等重新定位并作了相应调整 ,向着能够发挥自己

长处的方向发展 ,为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以上从总体上看 ,研究方向、研究力量和研究机构设置在近年来作了不少的调整 ,有一些已收到

实效。但是发展很不平衡 ,有的调整好一些 ,特色越来越突出 ,发展就快一些 ;有的尚没有认识到调整

的必要性 ,基本上原地踏步 ,发展就慢一些 ,甚至出现萎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人口科学发展

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我以为 ,当前的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 ,还要继续一段时间。不言而喻 ,调整不是停

下来专门搞调整 ,而是结合科研和教学 ,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方向、研究重点、研究机构规模和人才结构

的调整。经过调整 ,实现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方式和领域的“两个转变”:

研究方向和重点的转变。前已叙及 ,就全局而论 ,中国人口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已由过去以生育

率下降为主转变到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主 ,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需要看到 ,在某种意义上

说 ,稳定低生育水平比降低生育水平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 ,如人口学对低生育水平的阐释 ,怎样科

学地估量目前生育率的“反弹势能”,如何稳定低生育水平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选择 ,稳定低生育

水平与理想适度人口目标的关系 ,新形势下达到理想适度人口的目标与途径等。稳定低生育水平是

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研究的主题 ,但我以为 ,这并不要求各研究机构一拥而上都来研究这个主题 ;相反 ,

更多研究的是同这一主题相关的其他问题 ,特别是低生育水平下的各种人口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问题。主要有 :生育率持续走低情况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不仅有关于老年人口的赡养等老

年人口问题解决方面的问题 ,而且包括老龄化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实现 21 世纪“三步

走”发展战略目标等的影响和制约问题 ;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性别结构变动 ,特别是出生性别比问题 ;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 ,兼顾合理就业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问题 ;生育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人

口文化教育素质 ,有效增进人力资本积聚问题 ;人口地域分布、人口流动与迁移 ,实施西部开发中的人

口问题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人口管理 ,人口城市化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

以前都曾不同程度地研究过 ,现在要研究的是在低生育水平下这些问题变动的新的特点和解决的方

略 ,作出深入一步的研究。

研究方式和领域的转变。不难看出 ,随着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的转变 ,单纯的人口学研究思路和

方法已显得过于狭窄 ,必须拓宽思路和寻求研究方法的某些改变。前面谈到 ,无论是生育率的下降还

是稳定低生育水平 ,最根本的都是为了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有利于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随着世界和中国人口在 21 世纪前半叶的继续增长 ,人口对资源、环境

压力的持续增大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理应放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全局考虑。

二次世界大战后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最为迅速 ,人口学具有边缘和交叉学科性质 ,未来也将在这

种边缘和交叉研究中得到更快发展。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即正规的人口学必须获得进一步的

巩固和发展 ;如果人口学本身不能获得相应的巩固和发展 ,一味强调它的边缘和交叉性质 ,就有可能

被“边缘化”———被其他学科吸纳和归并 ,失去人口学的本来意义。

回顾和探讨人口学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是为了总结过去 ,明确现在 ,着眼于未来的发展。不

需赘述 ,中国人口科学发展到现在十分不易。远者且不论 ,20 世纪以来近代人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

发展就经过了几代人 ,其中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也是几起几落 ,并非是一帆风顺

的。当前我们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这是有利的条件 ;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困难 ,如何调整到位

有认识上的分歧 ,也有实际的困难。在中国 ,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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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强规划和加大投入 ;同时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更

要注重市场需求。人口学专业的设置、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的规模 ,都要考虑到市场的需要 ,离开市场

需要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 ,这也是必须重视学科调整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发展关键在

人才 ,鉴于当前人口学术界人才结构状况 ,更要注重年轻人才的培养 ,保证后继有人 ,不断向前发展。

对此我深有感触 ,1979 年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成立时 ,18 位成员中现在仅剩下 6 位 ,其余三分之二均

已作古了。21 世纪是信息化、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世纪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人口科学同样留给我们很

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同时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与发展的

生动实践给人口科学的发展以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深入实践 ,求真务实地开展研究 ,就一定能够迎

来新世纪人口科学的更大发展 ,为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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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s
Making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s can improve it in the fu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sciences in China experienced three peaks , one was in 1920 - 30s , another 1950s , the third 1970 -

90s. Adjustments have been made since 2000 in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focus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s and staff , which is necessary

and positive ,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sciences. At present the adjustment has drawn to a close , which lies in the as2
certained research focus , stabilized staff and emerging traits of the key institutions. Under such background , our duty is to finish the

transition in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focus , research methods and areas , strengthen theoretical research revolving around stabilizing

low fertility level and try to tackle such problems as aging , employment , urbanization and sex ratio at birth etc.

Key words : Population Sciences; Demography;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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