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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月 11日,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公布了5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6。报告分

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挑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提出了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

这给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和任务。为了进一步认清我国的人口形势, 交流在人

口与发展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于2007年 1月 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0。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新

清教授致欢迎辞。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人口

管理干部学院、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国内众多专家和学者 100多人。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政法司、研究室的领

导亲临会议,听取了专家学者们的建议。会议吸引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人口报、政协报、经济日报等 20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的关注和报道。

与会代表就我国人口与发展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

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邬沧萍教授在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提出,用提高生育率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将后

患无穷。稳定目前的低生育水平, 有利于引导人口惯性增长,在客观上有助于预防人口过度老龄化。

对有人提出以放宽生育来解决人口老龄化, 他认为这是下策, /远水救不了近火0, 不仅无助于当前养

老问题的解决, 而且,由此还增加了新生人口,推迟和扩大人口规模及其实现相对稳定的时间,形成老

少负担/两头沉0, 60年之后又会扩大老年人群,增大人口规模的恶性循环,增加社会负担。他认为这

不符合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

在提到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期老年人急剧增多问题时,邬教授认为,这是过去出生高峰人口周期

性地鱼贯进入老年期造成的;我国老年人庞大是历史与既定的,与计划生育无关, 反驳了有人把我国

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归罪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说法。他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是依靠经济、

社会、文化各项政策, 制定一个符合国情的人口发展战略。对于低生育率对今后抚养、照料老年人生

活等问题的影响,现在就要开展科学研究,未雨绸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研究员认为,要准确把握并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做到既使人口数

量控制平稳顺利地达到零增长,又使人口素质得到比较快的提高, 人口结构保持在比较合理的状态,

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通过对人口普查和卫生统计的教育和健康数据分

析,得出结论认为, /人口逆淘汰0是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中国没有出现/人口逆淘汰0。他强调

指出, 农村人口素质状况近二十几年来的变化从来没有导致过全国人口素质的下降,相反地, 人口素

质的显著提高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在它的实施期间,不仅没有扩大

城乡和地域生育率差别, 反而缩小了这种差别; 由于中国城市化的迅猛进程,中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不是上升的,而是下降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一直在上升,农村人口整体

第 31卷 第 1 期 2007年 1 月 人口研究

Vol131, No1 1 January 2007 95   Population Research



素质的上升拉动了全国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5 生育的外部性与生育权利的部分渡

让6的报告,客观地分析了生育权利与计划生育义务。他指出,生育虽然是个人的权利,但在一定的条

件下,生育的成本和效用会/外溢0。当生育成本外溢时,就会形成对他人或社会福利的损害。为了保

证每一个公民的生育权利及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每个公民也必须以某种方式部分渡让生育

权利和承担计划生育的义务。即使按照西方的法律理念, 虽然强调/天赋人权0, 但是, 当社会成员各

自的权利之间发生了矛盾或冲突的时候,为了解决矛盾和冲突, 个人就必须暂时放弃或永久渡让出自

己某一部分权利。法律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契约的制度安排,以获得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进而增

加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福利。计划生育在中国是一种长期的社会需要, 因而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做

出长期的制度安排。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在报告中提出/标本兼治, 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趋势0的

建议。她利用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 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结果, 分析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时

期变动情况。她发现,伴随着生育水平的不断下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升高,不仅持续时间长,

而且涉及范围广,不仅中部地区偏高, 而且东部、西部地区也偏高; 不仅农业人口偏高,而且非农业人

口也偏高;尤其是,不仅二孩、多孩偏高,一孩也开始偏离正常水平。她还进一步分析了出生人口性别

比偏高的原因, 及其社会后果。她认为要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必须建立党政负责、部门配

合、群众参与的标本兼治措施,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有多高?0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卫教授向大会作的

最令人关注的报告。我国的生育率革命创造了世界人口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多年来, 由于漏报和

瞒报带来人口普查数据的不准确, 人口学者们一直在用各种分析方法,对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进行估

计,但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陈卫报告通过人口系统外的教育数据, 以历年全国小学生在学人数数据

为基础,利用队列分析和时期分析、存活倒推和非线性回归等方法,重构了 2000年人口普查 0~ 9岁年

龄性别结构,并经过大量调查、调整和对比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仍在 1. 7~ 1. 80的结论,这

是首次以/系统外0数据对中国生育水平进行的详细考察和论证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封志明研究员对我国人口发展的资源基础进行了重要阐

述。他认为,在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相互关系当中, 人口与资源关系处于核心地位。他指出, 中国

是世界人口大国和资源大国, 人口发展与自然资源的矛盾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尖锐。他以丰富

的数据,展现出我国水土资源与能源需求的变化趋势和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资源需求。他认为, 我国

人口发展与资源需求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总量增加、增量下降的新阶段,我国在21世纪的头 20年,要保

障国家未来人口发展的资源安全, 全面缓解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报告了近年来社会最为关注的流动儿童问题。他以

北京为例,通过考察、分析过去 10年内流动儿童的状况,提出流动儿童规模仍处于不断增长期, 且有大幅

度增加的可能,因此,在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时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他认

为,当前能否有效地解决流动儿童问题,将会对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建设

和谐社会,非常有必要认真地从战略高度关注流动儿童,并尽早解决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此外,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张车伟研究员、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周长洪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宋健副教授等也分别就稳定低生育水平、我国的劳动力短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

学、农村人口问题等发表了讲演或撰文提交给大会。

此次会议突出的特点是专家学者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和有力的论据, 充分讨论了有关人口发展的

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想象不能代替事实, 直观的印象更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对任何事情的研究都

必须尊重科学、尊重事实。我们必须在加强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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