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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对社会人口进行核算是社会统计的重要内容。根据联合国《社会和人 

口统计体系》(SSDS)的要求，探讨用矩阵的方法对社会人口的总量、结构及其变动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对人口质量进 

行综合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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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人口是一定时点上、一定地域范围内， 

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社会成员的总称，是 

一 个整体概念。人口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国 

情国力的基本统计数据之一，人LJ质量则是 

评价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 

国家的人VI规模应该与国家的大小、资源状 

况和经济实力相适应 

联合国统计司1975年公布的 《社会和 

人VI统计体系》(SSDS)是与SNA并行的一 

个重要的统计文献。它采用共同的分类、概 

念和定义，使用存量、流量和生命序列来描 

述人 口的状况。在界定人口核算范围时，它 

提出：人口统计数据应包括人口存量、流量 

数据；分年龄、性别的自然构成数据；分职 

业、文化程度、阶层的社会构成数据，此外， 

还应有人口的出生、死亡、流人、流出以及人 

口质量状况数据等。按照SSDS的要求，考虑 

到我国人口统汁的实际，我们将人口统汁内 

容划分为两大部分：人口数量的核算和人口 

质量的评价。 

1 人口数量的核算 

对人口的总量、结构及其变动情况进行 

核算，实践中是通过一系列分组表来完成 

的，但这样不便于比较和分析。现在，我们考 

虑像SNA那样，构造一个人口矩阵，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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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表中对人口总体进行综合性描述。 

首先 ，我们划定一个时空界限，以此确 

定一个被核算的人口总体。现以“期初”、“期 

末”界定核算时期，以“地域内”、“地域外”界 

定空间范围。凡在“核算期间”、“地域内”的 

人口都是被核算的对象。 

其次，我们用“期初人口数”、“期末人口 

数”(存量)来反映人VI的规模；选定性别、年 

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分组标志对人VI总体 

进行分组，形成流量指标来反映人口的自然 

构成和社会构成；通过人口的迁人数、迁出 

数、出生数、死亡数来反映人口的自然变动 

和社会变动。据此，我们来构造一个人口矩 

阵。 

根据投入产出的原理，我们设定以行表 

示人口的流出(产出)，以列表示人口的流人 

(投入)，这样，最后一行的合汁就成为人口 

的期初存量，最末一列合计就成为人口的期 

末存量。人口核算表可构造如下(见 

表 1)。 

表 1中模块 A是期初期末都不 

在“地域内”(总体)的人口数： 

A：f“ 啦! 
啦 a4』 

其中：n．是核算期内迁入总体，又 

在核算期间离开总体的人数；if2．是核 

算期内出生，并在期末前离开总体的 

人口数；啦是核算期内迁入总体，但在 

期末前死亡的人口数；a4是核算期内迁入总 

体，但在期末前死亡的人VI数。 

向量B， =(6．，b 2，⋯，b )为～行向量，是 

核算期间迁出总体的各类人口数。这部分人 

口包含在期初人口存量中，但不包括在期末 

人口存量中。 

向量 D，D=(d．，d2，⋯，d )为一行向量 ， 

是核算期间总体内死亡的各类人VI数。这部 

分人口包括在期初人VI存量中，但不包括在 

期末人口存量中。 

向量C，C=(cl，C 2，⋯，c ) 为一列向量， 

它是核算期间迁入总体的各类人口数。这部 

分人口包括在期末人口存量，但不包括在期 

初人口存量中。 

向量E，E=(el，e 2，⋯，e ) 为一列向量． 

它是核算期间出生的各类人口数。这部分人 

口包含在期末人口存量中，但不包含在期初 

人口存量中。 

表1 人口数量核算矩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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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_Re，+c：RG+C 

这表明期末人口数等于期初人口数乘 

以人口转移比，再加上本期新增的人口数。 

现假定 ， ，⋯， 为第 1期、第 2期， 

⋯

，第 期末的人口存量：G为第 1期期初 

的人口存量。另设每期新增人口比率相等， 

且为A，即第 1期新增人口数为C，第2期新 

增人口数为 C，第3期新增人口数为A C。 

则第 1期末的人r=】存量 ，为： 

Tl=RG+C 

即期初人口按R的比率转移，则期末人 

存量由两部分构成：①由期初人El变为期末 

人口的总数RG；②本期新增人El C。 

第 2期末的人口存量 为： 

=以 G=R G+RC+AC 

即第2期末的人口存量由3部分构成： 

由第 1期期初人口转变为第 2期期末的 

人口数 R G；②由第 1期新增人口转移过来 

的人口数 RC；⑧第 2期所增人口数AC。 

同理，第3期末的人口存量 为： 

T3=A G=R G+R C+RAC 以 C 

即第 3期末的人口存量由4部分构成： 

由第 1期期初人口转变为第 3期期末的 

人口数R G；②由第 1期新增人口转变为第 

3期期末的人[Zl数 R C；⑧由第 2期的新增 

人[Zl转变为第3期期末的人口数 RAC；( 第 

3期新增人 口数 A C。 

依此类推 ，第 T期末的人口预测模型 

为 ： 

．  f一1 

聊  G：R G+ RAIr c 
o=o 

f— l 

： R G+ R (r— J+A『卜l c 
o=o 

需要说明的是，矩阵表中的“人口状态” 

指的是人口的各种结构。将人口按不同的标 

志分组，就可以形成不同的人口状态。如将 

人 口按性别分组 ，按年龄分组 ，按文化程度 、 

职业、民族等进行分组，就可以研究人口的 

不同构成。 

另外，“核算期初”、“核算期末”，可以是 

1年的年初或年末，也可以是较长一段时期 

的期初和期末。 

由此不难发现 ，上 面的矩阵表通过 年 

初、年末人口反映了该地区的人口规模；通 

过方阵 X描述了人口的年龄构成及其变动 

情况；通过“地区外”，描述了人口的出生、死 

亡、迁入、迁出，实行了人口静态描述和动态 

描述、存量

显然，如果我们将人口按职业、文化程 

度、性别等标志来分组，或将年龄分组分得 

再细一些 ，则不难编制 出新的矩阵表，从而 

可满足新的研究的需要。 

2 人口质量的评价 

人口质量，是社会人口的思想道德素 

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有机结合的统 

称。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 

础，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质 

量的核心。人口质量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 

人本身所具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条 

件和能力。 

评价社会人口质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 

问题。美国海外委员会 1977年使用了人口 

生命素质指数 PQLI(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jfe Index)，提出了一个人口质量的量化标 

准。它把婴儿死亡率、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 

成人识字率 3个指标分别换算成指数，并界 

定其取值范围(0，100)，然后取其平均值，以 

平均值的高低来测定人口质量的优劣。 

PQLI设计者的本意是用它来衡量发展 

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因其反映了 

人口质量的几个侧面，故而被借用来衡量人 

口质量，而且联合国统计局也把该指标作为 

一 国人口质量的评价标准之一。但是，人口 

质量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两三个指标的综 

合是无法对人口质量作客观全面的评价的， 

因而，PQLI的使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建 

立指标体系，运用指标系统才可能对人口质 

量作科学的描述和分析。根据我国的统计实 

践，考虑到资料搜集的可能性，我们将人口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为4个子系统：人口身 

体素质子系统 、人口结构子系统、人口文化 

素质子系统、人口思想素质子系统，并选用 

15个指标构成人口质量核算表(见表2)。 

人口的质量首先体现在人口的身体素 

质上，人口的预期寿命长，婴儿死亡率低，一 

般而言，人口的身体素质就好，所以，在第一 

个子系统中，我们选择了如上的5个指标。 

在人口总体中，少年人口、老年人口所 

占比重的大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 

少年人口比重过大，会造成社会负担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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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人口质量评价表 

指 标 值 

观测 标准化 计量分 

值 值 值 

而劳动力相对不足；老年人 口比重过大 ，即 

使人口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都比较优秀， 

但从整体上看，也不可能构成高质量的人 

口。 

人口的文化素质在人口质量中占有重 

要位置。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 

的进步对人口文化素质的要求越来 

越高。研究表明：人口的文化素质和 

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科学技术 

能否进步，社会能否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人口的文化素质。所以， 

我们利用如下4个指标构成人口文 

化素质子系统。 

人口的思想素质包括心理和道 

德品质两个方面。心理素质是内在 

的，如人对社会公平、民主廉政等的 

看法，对生活目标指导原则的认识 

等，这些需要用社会调查或社会测 

量的主观指标来反映。思想道德属 

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由于受文化环 

境的影响，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价 

值观不同，思想道德的评判标准也 

不同。因此，在进行不同社会、不同 

国家的人口质量对比时，很难考虑 

思想道德因素。这里，我们从人口质 

量的全面性和统计资料搜集的可能 

性考虑，也只选择两个指标来评价 

人口的思想素质。 

我们认为，以上4个子系统基 

本上可以较完整地反映社会人 口的 

质量。 

该系统的操作程序如下： 

第一，对每一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系统中的 15个指标有正指标，也有逆 

指标，计量单位也各异。因此，需要先对每一 

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标准化 

处理的公式为： 

v  
X—X 

／l 一  

第二，求第一指标的计量分值。 

由于 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且没有 

一 个明确的取值区间，所以我们再对 进行 

限值处理，即求每一指标 的计量分值 。 

X”=50+lOX (X为正指标时使用) 

X =50一IOX (X为逆指标时使用) 

这样 ”的取值范围就被界定在 0～100 

的区间内， ”越大，表明指标所代表的人口 

在这一方面的素质越高。 

第三，求每一子系统的类指数。 

求出每一指标的计量分值后，则可求出 

每一子系统的类指数kl： - 

kF ( ，3，4沪 1 ． 

第四，求人口质量总指数。 

得出k 后，则可求出人口质量总指数： 

： —

KI+
—

K2+ K3+K,, 

越大，说明社会人口的质量越高，反之 

则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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