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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现状

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在城乡全

面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取得了良好

的控制人口数量的效果。自 1998 年以

来 ,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

1 % ,2003 年大约在 6 —7 ‰之间。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03 年我国人

口总数为 12. 9 亿。而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

年龄组进行的统计 ,人口总数比国家统

计局数字多 1000 万。

在出生水平下降的同时 ,人口的年

龄结构相应发生变化。首先是少儿人口

比重逐渐下降 ,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

升 , 并且在很长时期里 , 老年化程度的

提高并不显著。例如 ,从 1953 年第一次

人口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

间 ,少年儿童 (0 —14 岁) 占人口比重从

36. 3 %降低到 22. 9 % , 劳动年龄人口

(15 —64 岁) 比重从 59. 3 %提高到 70.

2 % ,而老年人口 (65 岁及以上) 比重从

4. 4 %上升到 7. 0 %。

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 ,大大减轻了

人口抚养负担 ,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

性。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老年抚养

比 (65 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

比率) 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 , 少儿抚

养比 (14 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

比率) 大幅度降低。总体抚养比从 1978

年的 69 %降低为 2002 年的 42 %。

二、未来人口总量和结构预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按照 1. 8

的总和生育率假设所进行的预测 ,总体

看 ,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

转折点 : 第一 ,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率从 2006 年开始进入稳定期 , 而

从 2010 年起趋于下降。第二 ,劳动年龄

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2011 年即趋于稳

定 ,2022 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 ,总

人口在 2030 年前后达到峰值 ,为 14. 39

亿 ,随后绝对减少。也有预测显示人口

总量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可见 ,我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

转折点 ,很可能比预期的要来得更早。

相应地 ,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

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 ,有利的人口

结构将会提前发生逆转。从这个预测可

以看到 ,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

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 ,使得总体抚养

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

水平上 ,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

短的下降 ,最低点为 2013 年的 38. 8 % ,

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

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

速加重。到 2017 年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将超过 10 % ,在少儿抚养比仍然

高达 26. 4 %的情况下 ,老年抚养比超过

14 %。

三、应对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结构

变化的挑战

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

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

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 由于

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 ,通常

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

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

龄人口比和高老年抚养比提高的特

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阶

段 , 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

率 ,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

利”。国际经验表明 , 1970 —1995 年期

间 , 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

中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

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 1/ 3 —1/ 2。而西方

经济史表明 ,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 , 大约

90 —100 %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

构方面的优势。

因此 , 我国实行了 30 年的计划生

育政策不仅极大地控制了人口总量 ,有

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

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 ,为经济

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据我们估

算 , 改革期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 , 资本

积累的贡献率为 28 % ,劳动力数量增长

的贡献率为 24 % ,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

率为 24 % ,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

流动贡献率为 21 % ,其他体制改进因素

的贡献为 3 %。世界银行也得出过类似

的统计结果。

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之后 ,我

们将开始面对人口总量造成的就业压

力和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社会负担加

重的双重挑战。目前 ,我国就业压力表

现在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严重、农村劳

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每年有数百

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等问题所造成

的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

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 , 取决于

能否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是充

分就业的前提 ,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

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源泉。在人口结构优

势趋于减弱的过程中 ,劳动力资源利用

率越高 ,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

的时间 ,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

高的发展优势。因此 ,确定就业优先的

政策目标 ,不仅不会淡化加快经济增长

的目标 , 反而会使增长目标更加有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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