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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风险;风险管理; 评价模型

=作者简介>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教授; 郭秀云,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1  人口风险的孕育与形成

人口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人口规模及其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

化,在出生、死亡的作用下不断更新, 完成世代更替。一方面,从人类发展历程看,人口发展本身是对

社会条件的一种适应,出生、死亡、迁移变化与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状况和资源环境

条件相联系;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发展具有积累性和渐变性特征,当社会经济状况和资源环境条件发

生变化时,人口并不能马上调整到与变化相适应的状态。人口发展的惯性以及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

的滞后效应,往往是构成一些人口问题的诱因。

人口发展是与风险相伴随的,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生产力极为落后

的古代,自然灾害、战争、疾病对人口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世界范围看,每一次大的自然灾害、

战争、瘟疫都会使人口数量锐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人口增长缓慢。工业革命后, 伴随着世界

人口的快速增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人口发展的风险不仅表现在人口规

模的持续增加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方面, 还表现在人口结构演化、人口迁移与分布的异常变

化,以及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人口发展的不均衡,如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与社会稳定, 人口质量的

逆淘汰(发达国家低生育水平与发展中国家高生育水平的巨大反差) , 传染病流行(如, 艾滋病) , 出生

性别比失衡等等。

人口安全和人口风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人口安全, 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

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 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张维庆,

2003)。风险概念的引入使人口安全的表述和测度更为方便。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将风险划分

为两种类型:外部风险( 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 manufactured risk)。人口风险是人口发展偏

离预期目标的可能性,人口风险实际上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0,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人口风险也是

/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0。尽管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口风险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讲,风险的孕育与形成应归因于人口要素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条件变化、人口风险的基本特

征,以及人们对风险所持的态度和最终的行为选择。

1. 1  人口风险的正反馈特征
( 1)人口风险具有积累性与代际延续性。人口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发展的惯性和向未来延

伸的代际延续性,人口风险的凸显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导致质的飞跃的过程,如果控制不利, 很容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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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口形势变得积重难返, 无论是世界人口还是不同地区人口规模变动和结构演化均证明了这一

点。人口风险的代际延续包括行为的、能力的, 以及观念方面的。比如,当贫困家庭较多地生育子女

时,由于家庭抚养能力、教育能力低下,就在一定程度上将生存风险、成材风险传递给了后代, 有的时

候,观念方面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 2)人口风险的消除具有滞后性(长线效应) ,使前瞻性风险管理更具价值。由于人口再生产的周

期长、发展的惯性大, 人口风险的化解并非一蹴而就。人口问题一旦积累达到一定的风险程度, 解决

和调整过程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很容易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在此过程中, 往往很难处

理相互交织的多个风险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面临着人口规模控制与人口结构老化的双重挑战,人

口控制(计划生育)政策越严, 人口老化速度越快; 如果放松人口控制政策,使生育率回升, 虽然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进程, 但人口规模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如何认识这一对矛盾,前瞻性地研究

和选择应对策略,是当前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 3)人口风险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首先,人们的生育行为是不可逆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衰

老、死亡, 是一个自然过程,出生可以进行人为控制,但对死亡的控制只能通过生活条件改善、医疗水

平提高来降低年龄别死亡率, 使预期寿命延长, 在人口规模过大情况下, 这种控制实际上/加剧0了人

口规模风险; 其次,在既定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下,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风险几乎

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在快速城市化阶段,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基本呈单向性, 可能导致人口在城

市的高密度集聚,加剧人口分布风险。此外, 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一定的不可逆性,特别是在生育率

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后, 希望通过政策调整来鼓励生育水平上升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人口风险的上述特征反映出了其明显的正反馈特性。正反馈就意味着非稳定和非均衡, 也就是

说,在没有外力干预或人为控制的情况下,系统不具备自恢复能力。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人口

发展历程证明, 在人口激增或人口锐减情况下, 一定的外部干预和人为控制是必要的,干预和控制的

目的就是抑制其正反馈趋势, 避免人口风险的进一步加剧。

1. 2  人口风险的心理分析
作为个人、家庭或政府部门,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对人口风险所持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别。个人

侧重于从微观家庭利益的角度衡量人口风险,进行生育和迁移行为的选择, 而政府有关人口政策的制

定则必须基于宏观人口态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区域资源环境条件,二者可能是不一致的。

风险着眼于未来,但对社会公众而言, 通常关注的是现在的发展状况和感受,其价值判断是功利

性的、务实的、相对短浅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口规模、结构等要素的要求是变化的,是单个人难以

判断的,即使个人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社会公众的行为综合并不一定是合理的, 因此,这就要求政府

未雨绸缪, 有关人口政策的制定必须具有前瞻性。同时, 在政策框架内, 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合作精神

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人口形势是个人、家庭行为选择和政府部门政策选

择的结果, 是社会公众与政府博弈的结果。即使在人口压力较小、人口政策极为宽松的情况下, 政府

也应为社会公众提供必要的指导, 总体而言, 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人口风险的态度和政府的决策与管

理能力是控制人口风险的决定性因素。

正是基于人口要素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条件变化和人口风险的积累性、代际延续性、消除的滞后

性、不可逆性等正反馈特征,以及个人、家庭和政府部门对人口风险的态度和行为选择,形成了各种各

样的人口风险。人口风险的控制和人口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靠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政策制度的

进步与改革,依靠社会公众安全意识的强化和正确的行为选择。

2  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流程

对人口风险实施有效管理和控制是人口安全发展的必要手段, 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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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流程

  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区域在特定时间段内

面临哪些人口风险, 这些风险的

来源及表现形式如何? 这就需

要分析人口系统内部存在的风

险, 如人口超容风险、老龄化过

度风险、出生性别比失调风险、

分布失衡风险、素质低下风险等

等,每一种风险都可以称为亚人

口风险,而这些风险通常又是与

社会经济状况和资源环境条件

相联系的。比如,如果孤立地看

人口规模, 无所谓适度还是超

容,之所以把它纳入风险范畴, 是因为客观上存在资源环境条件或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的承受能力,

如果人口规模超出了这一承受能力,将可能导致匹配关系的失调,严重的甚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人

口分布也是如此,如果脱离开社会经济生产与基础设施利用的规模效应,以及人们生活的舒适度、灾

害管理等因素, 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大或小,都是正常的,但正因为人口分布失衡会影响到社会经济

生产与基础设施利用的规模效应, 会影响到人们生活的舒适度和灾害管理的难易程度,才把区域特别

是城市人口分布疏密极度不均衡列入风险范畴。因此,分析区域在特定时间段内面临的人口风险,追

根溯源,尽量多地掌握风险事件的有效信息, 是管理和控制人口风险的重要环节。

第二,分析各种风险潜在的危害程度与后果。风险估计是对风险的性质、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可能

造成的后果进行分析。由于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对风险事件发生频率的观察是异常困难的,传统的概

率论及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另外, 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也处于

动态变化之中, 使人口风险估计过程变得非常复杂。通常, 对未来人口走向的判断只能建立在情景分

析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根据当前的人口形势、政策趋向和人口学规律, 可以预设人口发展的多种方

案,并结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条件的变动趋势,分析每种方案下各风险因素的潜在压力、后果。通常,

每一种风险都有其潜在的危害,或损害人口自身再生产,或威胁资源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安

全发展,对人口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就在于及时化解风险,防患于未然。

第三, 风险评价是在风险估计基础上进行的,通常与风险估计合并称为风险评估, 其内容主要包

括两点: ( 1)确定衡量风险程度的标准; ( 2)将衡量标准用于那些已被识别出来的风险。在人口风险评

价中,风险评价主体不同,对风险的感受和理解不同,对风险的衡量标准也不一样。比如, 就我国未来

人口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人口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问题,人口学界观点各异,有的强调人口总量压

力,主张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避免人口规模触及警戒线;有的关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老化风险,主

张生育政策应有所调整和放松。客观地讲,在人口风险评价中, 风险程度衡量标准的确定应与人口发

展目标相联系, 建立综合的风险评价体系是必需的。

第四,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进行风险决策。及时防范和控制风险、实现人口安全发展是实施

人口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主动地控制风险,希望回避风险的负面影响,把损失降到最低, 是风险控

制的本义。风险控制要求在风险到来之前有效地把问题控制和解决,但由于人口风险具有积累性、代

际延续性、消除的滞后性、不可逆性等特征, 无疑对人口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风险

控制的主要手段:一是规避风险, 二是应对风险。规避风险遵循/预防性原则0,对风险的预防胜于补

救,属于一种前瞻性的主动的风险管理策略; 而应对风险是针对已经无法规避或发生的可能性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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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应采取哪些措施,带有一定的被动性。

风险控制要求决策者在风险与报酬(或损失、成本)之间适当取舍, 以追求将损失减少到最低。也

就是说,一方面,社会发展本身存在对人口风险的承受能力的极限;另一方面,对人口风险的控制是有

成本的(虽然有些是无形的) , 包括生育行为调整给家庭带来的微观利益的损失、通过政策制度扭转人

口形势发生的各种支出, 以及风险控制过程中宏观层面遭受的损失等等,其经济学解释如图 2所示。

图 2  人口风险控制的经济学解释

客观地讲, 人口发展的每一种路径都是有风险的, 通

过增加控制成本,可以降低风险水平, 但有个成本和效益

相权衡的问题。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当风险控制成

本增加到一定程度,控制成本的增加对进一步降低风险

的效果越来越不显著,而且以过高的成本控制微不足道

的风险也是不经济的。换言之, 人们必须面对、接受一定

程度的风险。对于此类风险, 一般称可接受风险( accept-

able risk)、可容忍风险( tolerable risk)或可应用的合理低风

险( as low as reasonable practice) ,其实质意义是相同的。对

风险的可接受性,英国健康和安全委员会认为, 只有当减

少风险是不可行的或投入的经费和减少的风险是非常不

相称时,风险才是可接受的( HSE, 1992) ; 另一种定义认

为,只有当进一步降低风险是不可行的或需要采取措施,

但在及时性、难度和付出的努力与风险的减少是非常不相称时, 剩余风险是可接受的。人口风险的可

接受性,必须考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的风险控制能力以及公众的愿望, 是个十分复杂、

敏感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人口风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在控制一个风险的同时, 往往

会衍生出新的风险或加剧另一个风险,因此,在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时, 必须区分主要风险和次要

风险, 实施综合风险管理和决策。

3  区域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系统的建立

开放条件下,研究区域人口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管理与控制问题, 必须立足于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

角度。从区域内部看,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交互作用; 从区域内外关系看, 一方

面,区域内的人口规模变动、人口结构演化、人口分布、人口素质无不受到流迁人口的影响;另一方面,

在资源供应、政策、制度等方面也受到外部的影响和牵制。区域外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资源丰裕度

与相关人口条件和政策变化, 形成联合的压力,共同作用于区域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形成的交互

式系统。区域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必须通过动态适应与调整,减缓内部和外部压力,实施可行的应对

策略,降低系统脆弱性,从而提高系统弹性。区域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3所示。

3. 1  区域人口风险评价模型

在区域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系统结构的基础上, 可以建立相应的人口风险评价模型。影响区域

人口风险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压力、脆弱性和应对能力,各因素的具体含义以及与人口风险的关系如

图4所示。风险与压力、脆弱性和应对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风险与压力和脆弱性成正比关系,

与应对能力成反比关系, 表达式如下:

R= ( P )* ( V) / ( A) ( 1)

其中, R 表示风险 ( risk) ; P 表示压力( pressure) ; V 代表脆弱性( vulnerability) ; A 表示应对能力

( adaptive capacity)。

该模型采用的是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 1)式中,压力和应对能力为趋势性指

标,压力代表的是使系统状态变得更加脆弱的一种作用力, 应对能力指的是对压力的抑制能力, 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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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恶化后的迅速恢复能力,脆弱性为状态性指标, 未来人口发展处于何种状态, 其脆弱程度如何, 取决

于压力和应对能力的交互作用。

图 3  区域人口风险管理及控制系统

图 4 风险、压力、脆弱性、应对能力及相互关系

3. 2  风险要素及其基本内涵

3. 2. 1  压力

按照通常的理解,具有足够

强度及危害程度的事件即风险

事件,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

大, 系统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在

压力作用下,会使系统的脆弱性

加剧, 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

平。

人口发展状态是否安全可

以通过效用来衡量, 这是与发展

的可持续性相联系的。人口安全存在生存意义上的和发展意义上的两种理解,生存意义上的人口安

全意味着, 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条件支撑下,最低限度的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价值享受;而发展意义

上的人口安全则意味着, 除基本需求以外,还包括直接或间接效用构成的物质和文化福利, 表现为资

源的丰裕度、生活的舒适度等等。根据可持续性的经济内涵, 可持续性指(人均的) 效用或消费水平

不随时间而下降,这就意味着人口安全不应对应着最坏的发展状态, 最安全的人口状态应该是使人们

的综合效用水平最高、社会福利最大的状态。如果以横坐标表示人口状态( X) ,以纵坐标表示社会福

利水平( W) , 人口发展的社会福利曲线如图 5所示。理论上存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人口状态,但

压力的存在使福利曲线下移, 降低了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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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着眼于未来,是对发展趋势的描述。人口压力首先来源于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在一定

时期内,规模压力和结构压力可能同时存在, 也可能突出其中一种。规模压力和结构压力与社会经济

发展和资源环境所提供的承载能力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人口分布、人口素质问题, 以及就业压

力、养老压力、资源配置压力和社会分化等矛盾。实现人口安全发展和风险控制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识

别压力及其来源,有效控制压力,通常, /溯源0干涉是一种成本低而效率高的管理策略。

图 5  压力作用下社会福利曲线的变化

3. 2. 2  脆弱性

脆弱性主要是针对人口发展所处状态而言。如果人

口规模适度、结构和分布合理、素质优良, 人口与社会经

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的关系协调, 那么人口发展处于

低脆弱区, 是相对安全的;相反, 如果人口规模超容(或规

模过小,难以形成综合生产力)、结构和分布不合理、素质

低下, 就会导致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的

关系严重失调, 那么人口发展处于高脆弱区, 呈现高风险

状态。

脆弱性评估是人口风险评价的重要内容, 人口发展

的弹性及其降低脆弱性的潜力都将对未来区域可持续发

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脆弱性评估有利于预防风险、

缓解压力和及时开展恢复行动, 但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

性作用,在脆弱性评估与制定最佳应对策略之间往往有一个时间滞后的问题,使得人口形势的迅速变

化与社会反应缓慢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人口发展状态的脆弱性评估是相当复杂的。不同的人口要

素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不同,所表现的脆弱性特征也存有差别。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属于适

度指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资源环境条件下,理论上存在一个最合理的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

化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值, 由此绘制的福利曲线呈图 6所示的倒/ U0型;而人口素质属于

正向指标,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曲线呈图 7所示的正/ J0型。

图 6  人口数量、脆弱性与社会福利函数 图7  人口素质、脆弱性与社会福利函数

  由图 6和图 7可以看出, 福利曲线上不同的点对应的人口状态不同,系统的脆弱性和面临的风险

也不同。从理论上讲,无论是人口规模过度膨胀还是结构或分布不够合理, 它们在加剧人口风险的过

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阈值范围(临界值或临界域)。临界状态的存在反映的是细微的、日积月累的变化,

这些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灾难性地影响系统的结构稳定和功能发挥。就像一潭清澈的、水下植被

丰富的湖泊,随着水体营养水平的不断增加而变得混浊和富营养化, 营养物质浓度的逐渐增加看起来

对水体的透明度影响并不大, 直到某个临界状态到来, 藻类将使湖水变暗,水下植物消失,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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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尽管在人口系统的推演过程中, 准确确定临界点或临界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一规律仍然是客

观存在的。在图 6中, 存在两个临界值,分别为临界值下限和临界值上限。如果 X表示人口规模,那

么X1、X2分别为低位临界人口和高位临界人口, 低位临界人口为最低必要人口量, 高位临界人口为最

高人口容量。在图 7中,由于人口素质为正向指标, 存在一个临界值,可以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所要

求的最低素质水平。人口状态距离临界值或临界域越远,福利水平越高,脆弱性越低, 系统越安全;当

人口状态逼近临界值或临界域时, 轻微的干扰都会导致福利水平直线下降, 系统将变得极度脆弱甚至

面临崩溃边缘。脆弱性还可以通过敏感度( sensitivity)考察, 敏感度为福利曲线上点的切线的斜率,如

图6, A点和 B点位于福利曲线的左半部分,切线的斜率值为正数, A点的斜率值小于 B点的斜率值, A

点的脆弱性低于 B点。福利曲线的右半部分斜率值为负数,绝对值越大,脆弱程度越高。

图 8  人口风险应对能力对福利曲线的影响

3. 2. 3  应对能力

应对能力是决策主体利用现有资源 (包括政策、制

度)控制风险的能力, 其主要目的是减缓压力,提高系统

的承压能力, 降低脆弱性。危险程度和脆弱性随着时间

的推进而不断变化, 适当的干涉、恢复与缓解措施可以将

脆弱性降低到较低的水平。从应对能力对福利曲线的影

响看, 通过必要的干预和缓解措施, 使福利曲线拓宽(承

压范围扩大) 或使福利临界水平提高, 其影响如图 8 所

示。

应对能力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理解和分析, 人口风

险管理与决策的主体包括政府和社会公众。政府代表宏观层面,其主要任务是把握人口发展态势,利

用包括政策、制度在内的资源调控人口形势, 协调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社会公众

代表微观层面, 公众对人口风险的认知程度和应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制定的指导方针。

图 9 应对能力与脆弱性 压力的关系

人类的发展目标就是追求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人口发展状态,但由于人口发展本身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 这样的绝对理想状态是很难实现的。现实中可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从长远看, 世界

人口或某个地区的人口最终会在某个规模上实现稳定或相对静止, 但这时的人口规模不一定是适度

的;二是适度人口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它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的变化相联

系。因此,人口发展是一个不断适应与调整的过程,要提高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 必须了解影响人口

风险的社会与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早预测风险, 以便选择和把握恰当的措施与干预时

机,不确定性和复杂的内部关系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3. 3  对人口风险三要素关系的认识
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风险,提高人口发展的安全系数,增强人口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实现

区域人口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必

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战略和措施。

如图 9所示, 横坐标为敏感度, 纵坐标为相对于临界

值的距离。根据脆弱性与敏感度及相对于临界值的距离

的关系,敏感度越高、相对于临界值的距离越近, 系统的

脆弱性越强,敏感度越低、相对于临界值的距离越远, 系

统的脆弱性越弱。因此, 坐标系第一象限的右下方为高

脆弱区,左上方为低脆弱区。从压力和应对能力对系统

的作用看,压力的存在, 潜在地将系统推向高脆弱区, 而

应对策略的实施,抑制压力的作用, 使系统稳定在低脆弱

状态上,未来人口发展处于何种状态, 其脆弱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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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压力和应对能力的交互作用。上述关系表明,即使在潜在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如果系统具备较

强的应对能力, 能够及时消解压力、克服干扰或采取补救措施,系统仍可能保持低风险。

降低系统脆弱性的目的在于提高系统恢复能力(弹性)。恢复力相当于一个缓冲器, 保持和提高

系统的恢复能力是控制人口风险、维护人口健康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认为,对人口系统恢复力的要

求应该更加注重其功能发挥,而不仅仅局限于规模、结构等人口学特征。换言之, 判断人口发展状态

是否能够恢复, 或是否已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或所期望的水平) , 应该看人口功能的发挥是否满足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 是否与资源环境条件状况相匹配, 而不是规模、结构等人口要素的简单恢复。因此,我

们的思维定式也要相应改变。

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看, 对人口系统功能的要求也发生着变化, 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状态和功

能恢复的因素, 主要表现在: (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数量转变为依靠劳动力的质

量,劳动力的技术和文化等素质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没有素质支撑的简单劳动力规模的恢

复只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包袱; ( 2)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对非劳动力的抚养能力增强,提

高了对抚养负担的承压能力,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恢复要求将有所降低; ( 3)伴随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与早期的静止人口(或稳定人口)相比, 现代静止人口的年龄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即使在实

现静止人口的情况下,人口年龄中位数、人口抚养系数、老少比等指标都较原来有所提高; ( 4)由于人

类社会经济活动愈加频繁,使得资源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敏感度增强, 压力和张力的加大趋势不利于人

口状态和功能的恢复; ( 5)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生活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物质方面的消费和精神方

面的追求均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别是对于城市人口而言,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社会公平、社会融

合、灾害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变得极为迫切、敏感。

综合上述各因素的作用, 我们认为,需要动态地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及其变化对人

口状态和功能的恢复要求。为了使人口系统在遭受一定压力和胁迫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其结构功能的

相对稳定, 在胁迫消失后能够迅速恢复其功能, 保持一定的抗衡能力和相对宽泛的抗衡区间, 必须加

强系统恢复能力建设。人口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恢复能力,但由于个体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短视性、

盲目性,人们对资源消费、占有和环境利用的刚性, 以及人口风险的积累性、代际延续性、消除的滞后

性和一定的不可逆性等正反馈特征, 系统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是有限的。人口系统恢复能力建设

必须借助于外力的作用,包括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提高, 以及在宏观、微观、制度、行为等不

同层面做出富有成效的努力。

总之,人口风险是一个复杂化和多元化的问题,人口风险的评价与监测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研究

课题。尽管上述模型还具有概念模型的性质, 在实际评价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提高其可操作

性,但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人口系统的适应与调节是一个反复进行的动态过程, 人们

只能接受一定风险水平条件下的相对安全的人口发展模式, 安全系数的提高有赖于人口与社会经济

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的双向调节与适应,有赖于风险规避和应对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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