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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
人口学后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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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妇女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引发了对生育政策调整的热烈讨论。文章利用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等人口数据，推算 2012
年我国独生子女的规模，并从独生子女的角度估算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进而

测算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

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

出生人口峰值达到 4995 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 4. 5 左右。但是，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

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关键词】全面放开二胎; 出生人数; 总和生育率; 人口预测

【作者简介】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张现苓、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an Immediate Transition to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Zhai Zhenwu Zhang Xianling Jin Yongai

Abstract: Fertility in China dropped below the replacement level in the early 1990s，and has been
increasingly lower，arousing intens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This paper esti-
mates the size of objective population that is targeted by the two-child policy after computing the amount
of the only children in 2012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05 national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and
analyzes its impact on number of annual births．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account of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objective population covered by the two-child policy and women's strong desire to have the sec-
ond child，if there was an immediate transition to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number of annual births
would sharply increase with the peak value up to nearly 50 million and a total fertility rate of about 4．5．
However，immediately implementing the two-child policy could significantly retard the negative growth
trend of population in the future，increase labor supply and slow down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Keywords: A Universal Two － child Policy，Number of Annual Births，Total Fertility Ｒate，Population
Projection

Authors: Zhai Zhenwu is Professor，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Ｒenmin Uni-
versity of China; Zhang Xianling and Jin Yongai are PhD Candidates，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
opment Studie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Email: zhaizw@ ruc．edu．cn

* 本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 2013 年度项目( 项目号: 13XNH176) “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及对
经济长期发展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资助。



4 人口研究 38 卷

1 引言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

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由此，在我国实施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

策迎来了一轮新的完善与调整。在社会各界欢迎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的同时，学术界以及部分社会

大众提出新的疑问，在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余年后，我国人口环境与以往相比迥然不同，生育

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这一系列人口问题已经成为

困扰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那么，在这种日趋严峻的人口形势下，仅仅允许“单独”
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能否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困境? 更有学者提出，基于我国长期走低的生育水平

以及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的妇女生育意愿，未来二孩生育空间并不大，与其放开“单独”，然后再放开二

孩政策，不如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关于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的讨论并非始于 2013 年。自上世纪末，多次抽样调查或者人口

普查的数据都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代，出于对我国人口未来发展的担忧，近十余年学术界

一直就生育政策调整展开讨论。这些讨论的焦点在于探讨维持现行生育政策或者政策发生变动所带

来的人口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延伸影响。乔晓春、任强( 2006) 估计了维持现行政策以及放开

生育政策两种情形下的人口学后果，指出国家应该密切关注生育意愿的变化，在适当时机放开政策、
使生育水平保持在 2. 0 左右，以避免未来人口负增长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陈友华( 2007 ) 指出

虽然政策调整导致的生育率反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生育率富有弹性并非是长久的特征，通过政

策调整干预人们生育行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且政策变动带来的出生堆积可以通过相应对策加以

缓和，因此需要尽快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的是妇女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也就是说，与生育政策变动关系最直接的人口指

标之一是出生人口，这也就使得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避不开出生人口这一话题。穆光宗( 2013 )

认为“放开‘单独’二胎对出生人口规模影响有限”。王广州、张丽萍( 2012) 分析，假定 2015 年全国城

乡统一放开二孩政策，出生人口堆积将增加 600 万左右，出生人口规模在 2100 万左右。曾毅( 2012 )

指出，只放开“单独”二孩极不可取，应尽快允许普遍生育二孩，2013 年为二孩政策方案启动的最佳时

间。不同学者对政策变动带来的人口后果意见并不统一，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生育政策的变动究竟会

给出生人口带来多大的影响? 会造成多大程度的人口出生堆积，给未来教育、医疗、就业等造成多大

的冲击? 生育政策变动后，我国人口的未来走势如何?

在这种激烈的讨论背景下，本文聚焦于生育政策变动造成的人口后果，利用 2005 年全国 1% 人口

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我国独生子女规模，并以此为基础，测算 2012 年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实施城乡统筹

的全面二胎生育政策后，可能的育龄妇女目标人群的规模大小。同时，在综合考虑关于妇女二胎生育

意愿的基础上，估计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我国年度出生人口这一关键指标的变动，并反

推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将其作为重要参数，采用分要素人口预测方法，模拟立即全面放开二胎下我国

未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分析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对我国未来人口发

展轨迹的影响。

2 生育政策调整的模拟方法

生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口事件之一，针对生育率的计算和预测一直是人口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尤其在中国，特殊的公共政策环境，使得生育率的变动不仅仅受到个体或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因素等

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受到生育政策的制约，也就使得针对中国生育率变化的研究必须考虑生育政策

的影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了妇女终身可以生育的孩子数量，但在学术研究、人口管理等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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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往往使用的是妇女总和生育率这一时期指标。生育政策的突然性调整直接影响妇女的终身生育

率，从而间接影响妇女的时期生育水平，二者在生育政策发生变化时数值差异将非常明显，如何将生

育政策的变动与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波动联系起来，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后果预测和研究非常

关键。
在以往研究中，人口学家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乔晓春、任强( 2006) 在他们的研究中直接假设

放开生育政策后妇女总和生育率将线性上升到更替水平左右，这种方法仅仅是学者根据自身的人口

学知识以及一些特定的假定做出的粗略估算，没有考虑历史累积的二胎生育能量在生育政策变动后

的堆积释放等关键问题。郭志刚( 2004) 认识到传统的人口预测方法在进行生育政策调整模拟时存在

很多不足与局限，传统的预测方法不能控制育龄妇女本身的孩次结构影响，因此他提出可以将年龄递

进生育模型应用到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王广州( 2011 ) 按照胎次递进比模型，估算了北京市生育政

策调整后分城乡人口总和生育率的变动，并测算了对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政策影响。2013 年，他和胡

耀岭等人进一步在全国性分析中采用胎次递进比方法，测算全面放开二胎后出生人口及总人口的变

动趋势。胎次递进比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人口预测在生育政策调整模拟中的不足，但是这

种方法计算相对复杂，且需要详细的妇女孩次结构数据，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妇女生

育数据质量的影响。
作为直接影响妇女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生育政策的变动自然而然引发人们对生育率变化的思考，

这也就使得对妇女生育率变化进行预测成为研究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视角，以往学者针对生育政策

调整与完善的研究也大多在此基础上展开。从生育率预测的角度测算生育政策变动的人口后果，需

要考虑已育一胎妇女的二胎累积效应，也就是指由于现行生育政策的限制而导致部分已育一胎的妇

女想要生育二胎的愿望难以实现，一旦政策变动将这批人纳入政策目标人群，她们生育二胎的行为会

在数年内发生并完成，年度出生人数和时期总和生育率会跳跃式上升。
生育政策调整的目标是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政策调整直接影响的也当然是同批人的终身生

育行为，那么政策调整后，同批人受到的影响将大致相同，而不同批次人的生育行为受到的影响则不

同。图 1 显示在政策调整时点已经进入育龄期的妇女( 下三角区域) 和尚未进入育龄期的妇女( 上三

角区域) 在政策调整后将经历不同的终身生育模式。假定 2012 年全面放开二胎，那么在政策调整时

尚未进入育龄期的妇女将经历终身生育率为 2 的生育模式，而在 2012 年已经进入育龄期的妇女在调

整前经历的是一孩生育模式，在调整后将经历带有爆发式累积效应的二胎生育模式。图 2 可以清晰

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对这部分妇女终身生育行为的影响。假定某个队列的妇女，政策调整时她们恰

好 30 岁，那么由于累积效应的存在，她们在未来的生育行为将不再遵循以往的生育模式，生育率将

由于累积效应的释放而出现弹升( 如图 2 中实曲线所示) 。同理，在政策调整前已经进入育龄期的

已婚妇女，虽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年龄上，但是她们都在政策变动的同一个日历时间点上改变自己

的生育行为，按照新的带有爆发式累积效应的二胎生育模式生育第二个孩子。图 2 表示的仅仅是

30 岁妇女的累积生育效应，事实上，15 ～ 49 岁的所有妇女都具有这种累积效应，而且这种累积效应

是在同一个时期( 即政策变动后的几年内) 一并爆发出来。因此，政策变动后的二胎累积效应远超

乎一般的想象。
若从生育率预测的视角测算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学后果，有必要准确估算妇女的累积效应及其

对妇女终身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而估算对时期生育水平、出生人口等人口指标的影响。在这一测算过

程中，涉及妇女终身生育模式、孩次递进比、累积效应、生育意愿等多个参数，计算非常复杂，而且极易

受到数据质量的影响。但如果是针对全国城乡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模拟，则有一种更为简便的

测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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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政策调整时点上已经进入和尚未进入生育期的同批人育龄妇女

Figure 1 Female Cohorts Entering Childbearing Age before and after Policy Adjustment

图 2 生育政策调整对妇女终身生育行为的影响示意图

Figure 2 Impact of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on Lifetime Fertility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内容和类型的影响，目前我国存在规模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每一个独生子女

都对应一个育龄妇女，这也就意味着在我国存在规模庞大的仅育一孩的育龄妇女。假若立即全面放

开二胎生育政策，这部分育龄妇女就是政策调整的目标人群。生育政策变动后，历史累积的二胎生育

能量的大小则取决于目标人群的规模以及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因此，为测算全国立即放开二胎生

育下妇女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首先需要对现有独生子女的规模和年龄结构进行估算，然

后结合妇女的生育模式，测算目标育龄妇女人群的规模。在考虑了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后，即可估计

出政策变动后妇女多生育的二胎数量，也就是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这种思路在逻辑上是非常

清晰和简单的，而且独生子女分年龄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获得，相

比妇女生育、胎次等，独生子女信息敏感程度低，数据比较稳定、可靠。与胎次递进比方法相比，通过

独生子女规模测算目标人群、进而估算出生人口的方法计算过程更为简单、明了，避免了由于对众多

中间参数设定不合理、不准确导致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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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独生子女规模的估算

在目前已有的全国性的人口抽样调查或者普查中，只有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明确询问了

被调查者的兄弟姐妹数，可以提供我国独生子女年龄结构、规模等的详细信息，本文即以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关于独生子女的汇总数据为基础，对 2012 年我国独生子女规模及年龄结构进行估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版的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国家统计局，2007 ) ，可以得到

2005 年全国 0 ～ 30 岁独生子女比例及规模( 见图 3) 。2005 年，0 ～ 30 岁独生子女数量为 1. 58 亿，其

中，6 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规模为 1. 11 亿。分年龄独生子女数和比例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即

出生越早的队列中独生子女越少，这与我国妇女生育率变化的历史轨迹是一致的。

图 3 2005 年全国 0 ～ 30 岁独生子女比例及规模

Figure 3 Proportion and Quantity of Only Child Population Aged 0 ～ 30 in 2005

注:图中独生子女规模根据《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 8 － 7 中 0 ～ 30 岁独生子女调查数据除
以 1． 325%抽样比得到;独生子女比例根据《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 8 －7与表 3 －1计算得到。

2005 年 0 ～ 30 岁独生子女存活到 2012 年为 7 ～ 37 岁，以前者为基础，可估计出 2012 年 7 ～ 37 岁

分年龄的独生子女规模①。但是，我国以往实行的生育政策并非严格的“一孩”政策，部分符合政策的

家庭，如“双独”家庭、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等，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就导致 2005 年调查时点

时的部分低龄组独生子女( 其实是没有兄弟姐妹的人) 后来会转变为有兄弟姐妹的人，即非独生子女，

所以，2005 年调查的低年龄组独生子女数量和比例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针对我国一、二孩

平均生育间隔的研究表明，1970 年代以前我国一、二孩平均生育间隔为 3 年左右( 宋珊，2008 ) ; 1980
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中规定了间隔限制，我国一、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有所拉长( 刘爽、邹明洳，

2011; 王军，2013; 巫锡炜，2010) 。本文通过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计算，发现育龄妇

女生育一胎、二胎的平均间隔为 4 年②。由妇女一、二胎的平均生育间隔时间可以推断，2005 年 6 岁

以上的独生子女是真正的，或终生的独生子女，他们的比例和数量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对于 2005 年 6
岁以下的独生子女，调查数据实质上只能证明他们在调查时点时的身份状态是“兄弟姐妹数为零”，随

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母亲很可能会生育第二个孩子，其子女身份也就从独生子女自然转变为非独生子

女。也就是说，这部分在 2005 年调查时被认定为独生子女的孩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女”，

①

②

由于我国国际迁移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分年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并未考虑国际迁移的影响。
考虑到我国妇女生育模式在过去数十年发生明显变化，本文在利用 2005 年原始抽样数据计算妇女一、二胎间隔
时，仅考虑了子女在 1990 年及之后出生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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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终生保持独生子女身份。而 2005 年 6 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其母亲继续生育二胎的可能性很

小，使得他们一生都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一直保持独生子女的身份，队列独生子女比例基本稳

定。因此，考虑到低龄组独生子女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为测算全面立即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对

于年度出生人口的影响，本文假定 0 ～ 5 岁独生子女比例与 6 岁独生子女比例相同，利用 2005 年 6 岁

出生队列的独生子女比例替代 0 ～ 5 岁的独生子女比例。这种假定是非常保守的，因为从图 3 可以明

显看出，2005 年 6 ～ 20 岁出生队列的独生子女比例，明显呈现出随年龄减小而线性增加的趋势，因此

利用 6 岁的独生子女比例替代低龄组的独生子女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将会低估独生子女的数量。
根据上述假定，对 2005 年调查得到的 0 ～ 5 岁低龄组分年龄独生子女比例进行调整，得到 2005 年

0 ～ 30 岁可以终生保持独生子女身份的分年龄人口比例，进而计算得到该人群的规模为 1. 49 亿。但

是，这部分人群存活到 2012 年，人口规模会由于死亡因素的作用而减少( 不考虑国际迁移) ，因此，为

了得到 2012 年 7 ～ 37 岁独生子女数量更为精确的估算结果，有必要考虑死亡因素的影响。根据《国

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公布的生命表进行推算，得到 2012 年 7 ～ 37 岁独生子女规模为 1. 48 亿，由

于死亡因素的作用导致独生子女数量减少了 100 万左右。
同时，我们还要对 2012 年 0 ～ 6 岁低龄组独生子女规模进行估算。按照上文的假定，以 2005 年 6

岁的队列独生子女比例替代低龄组的独生子女比例，即假定 2012 年 0 ～ 6 岁低龄组人口中能够终生

保持独生子女身份的比例，男性为 47. 58%、女性为 43. 19%。以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0 ～ 4岁分年龄人口以及 2011 年、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对应年份出生人口

数为基础，可以推算出 2012 年 0 ～ 6 岁分年龄人口数，结合独生子女比例，即可计算得到 2012 年 0 ～ 6
岁低龄组独生子女数量为 4853 万。

综上，本文估算出 2012 年 0 ～ 37 岁的独生子女规模总计为 1. 967 亿( 见图 4) 。

图 4 2012 年 0 ～ 37 岁独生子女估算结果

Figure 4 Estimation of the Only Child Population Aged 0 ～ 37 in 2012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 中国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013; 国家统计局 . 中国 2011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01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 .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
料 .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4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人群

根据上文的估算结果，2012 年 0 ～ 37 岁的独生子女数量为 1. 967 亿，也就意味着 2012 年全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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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数为 1. 967 亿①。但是，对于大龄独生子女而言，尤其是 30 岁以上的独生子

女，他们母亲的年龄绝大多数已经超过 50 岁，不再具有生育能力。因为对于 1970 年代、1980 年代出

生的独生子女，2012 年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出生队列也已经满 23 岁，而同期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

年龄在 22 ～ 24 岁左右( 宋珊，2008) ，可以粗略估算出他们母亲的年龄在 2012 年多数超过 49 岁，育龄

期已经结束。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部分妇女也不会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因此，立即全面

放开二胎政策实际影响的人群可以收缩聚焦为 2012 年 30 岁以下的独生子女的母亲。
由于无法获得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我们根据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原始数据，计算得到现存子女数为 1 的妇女对应的子女 母亲年龄联合分布②，并将其假定为独生子

女的母亲年龄分布。将 2012 年 0 ～ 30 岁独生子女按照子女 母亲年龄分布分配到育龄妇女，可以得

到 2012 年 15 ～ 49 岁分年龄且子女为独生子女的育龄妇女，共 1. 52 亿( 见图 5、表 1) ，这部分人群即全

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的目标人群③。
全面二胎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的年龄分布具有明显的特征。40 岁及以下妇女中，目标人群的规模

随年龄的增加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模式以及年龄结构相关。40 岁以上的

目标人群，分年龄数量存在较大的波动，基本呈现随年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图 5 2012 年 15 ～ 49 岁子女为独生子女的育龄妇女

Figure 5 Number of Women Having an Only Child in 2012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表 1 2012 年 15 ～ 49 岁子女为独生子女的分年龄育龄妇女数

Table 1 Number of Women Having an Only Child in 2012

年龄( 岁) 妇女人数( 万人) 年龄( 岁) 妇女人数( 万人)
15 0. 0 33 713. 9
16 0. 8 34 708. 2
17 2. 3 35 779. 0
18 8. 7 36 697. 2
19 16. 9 37 751. 4
20 50. 9 38 541. 1

①

②

③

由于青年组死亡率较低，死亡对育龄妇女的影响较小，因此没有考虑育龄妇女的死亡。
2005 年抽样调查数据无法直接计算独生子女的母亲的年龄分布，因此，本文利用现存子女数为 1 的妇女的子女
母亲年龄联合分布作为替代。
由于我国婚外生育极少，且育龄妇女结婚率很高，因此没有考虑婚姻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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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年龄( 岁) 妇女人数( 万人) 年龄( 岁) 妇女人数( 万人)
21 111. 8 39 578. 2
22 189. 2 40 605. 4
23 298. 2 41 595. 2
24 339. 0 42 708. 3
25 414. 8 43 525. 6
26 488. 2 44 319. 6
27 522. 5 45 424. 2
28 513. 2 46 363. 7
29 585. 0 47 447. 3
30 621. 4 48 476. 2
31 654. 0 49 427. 7
32 687. 8 合计 1516. 7

资料来源:同图 5。

5 出生人数及妇女生育水平估算

假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变动对出生人数和妇女生育率的影响不仅受到目标

人群规模大小的约束，同时还与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夫妻认为的家庭理想子女

数与他们实际计划或准备生育的孩子数并不一致，本文这里讲的生育意愿是指已育一孩的夫妻在政

策允许下计划或准备生育二孩的比例。以后文中提到生育意愿均是相同含义。
近几年，针对妇女生育意愿的调查很多，尤其是在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日趋热烈的背景下，

针对生育意愿的调查更具有政策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们不仅是学者对未来生育率走势研究的数据基

础，也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决策依据。2011 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在北京各区县组织实施了针对“单独”家庭中已育一孩的妇女二胎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 62% 的

“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其中非农户籍与农业户籍中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

59%、67%。2013 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 29 个省市地区( 西藏、新疆除外) 开展了针对

20 ～ 44 岁育龄妇女的调查，6 万多户样本数据显示 60. 8% 的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

孩子，其中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的比例分别为 66. 0%、55. 8%。从年龄维度看，妇女年龄越小，二胎生

育意愿越高，其中 20 ～ 24 岁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达到 80%，25 ～ 29 岁达到 70% 左右，30 ～ 34 岁在

60%左右( 中国人口学会，2013) 。除学术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外，国内多家大型媒体也对这一热点问

题组织了网络调查。2013 年 11 月，新浪网利用互联网组织了网络调查，在参与调查的上万名网民中，

74. 7%想要生育二胎。由于网络调查本身对样本有一定的选择性，样本可能更倾向集中在社会经济

发达的城市地区，如果考虑到生育意愿更高的农村地区，这一比例可能会更高。
以上针对我国妇女生育意愿的多项调查结果均显示，目前妇女生育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至少 60%

以上的妇女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考虑到以往很多调查都是针对“单独”家庭的调查，而“单独”家

庭多集中在城市，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很多农村家庭将进入政策覆盖范围，那么相应全国平均二胎生育

意愿也会有所增加。因此，本文假定在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全国妇女二胎平均生育意愿为 70%。
以此粗略估算，假设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会有 1. 06 亿育龄妇女生育二胎( 符合条件的目标育

龄妇女数 1. 52 亿乘以二胎生育意愿 0. 7 可得) ，也就是由于政策变化将多出生 1. 06 亿个孩子，即累积效

应。出于更为保守的估计，我们还计算了平均二胎生育意愿为 65%的结果，在此假定下，立即全面放开

二胎政策将有 9858 万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 符合条件的目标育龄妇女数 1. 52 亿乘以二胎生育意愿 0. 65
可得) ，这也是放开全面二胎政策后将多出生的孩子数量。

图 5 显示目标人群的年龄分布并不规则，不同年龄人群规模差异显著。在测算立即全面放开二

胎政策后目标人群的累积生育能量时，如果考虑二胎生育意愿在不同年龄妇女间的差异后，将可以得

到更为精确的估算结果。2013 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性妇女生育意愿调查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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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育一孩“单独”夫妇的分年龄二胎生育意愿( 见图 6 ) ，不同年龄组的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

的比例差异明显。正是由于此次调查，使得本文可以纳入分年龄二胎生育意愿参数①，考察立即全面

放开二胎政策后妇女多生育的孩子数( 累积生育效应) 。在这种情景假设下，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

胎，目标人群将生育的孩子数为 9700 万人，比利用不分年龄的平均二胎生育意愿( 70% ) 估算结果少
920 万人左右。若妇女二胎生育意愿为 65%，则在分年龄生育意愿模式下，将多出生 8717 万人。若

妇女二胎生育意愿为 60%，则多出生人数可降到 8047 万。

图 6 现有 1 孩的“单独”夫妇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情况( 分年龄组)

Figure 6 Proportions Having One Child and Wanting a Second One by Age of Couples in Which One Side Has No Siblings

资料来源: 中国人口学会，中国人口学会 2013 年年会资料，2013: 15。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妇女将多生育 9700 万个孩子，这是不同队列育龄妇女的二胎累积生育

能量在政策放开后得以释放的结果，这种生育能量的释放并不是在政策放开后的一年内完成，而是在

数年内逐步进行。考虑到已育一孩的妇女子女年龄最小也已经 1 岁( 即政策放开前一年生育了第一

个孩子) ，更多的妇女第一个孩子的年龄是 2 岁、3 岁，甚至已经是 5 岁及以上，而根据 2005 年 1% 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我国妇女的一、二胎平均生育间隔在 4 年左右，那么政策放开后，可以预

计妇女的累积生育能量基本会在 4 年内释放完。假定妇女在政策放开后的二胎生育时间分布是均匀

的，即政策放开后 4 年内，每年进行二胎生育的妇女比例均为 25%，则可以计算出立即全面放开二胎

政策后的 4 年内，年度出生人口将每年增加 2425 万人，加上我国目前每年出生 1600 万人左右，那么政

策放开后年度出生人口将达到 4000 万人左右，妇女的时期生育水平达到 3. 6 左右。但是，这种假定

是非常粗糙的，在政策放开后，由于历史累积的原因，全国想要生育二胎的妇女几乎不可能如此“有计

划地”在 4 年内均匀完成二胎生育。
2013 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已育一孩的妇女计划生育二胎的时

间主要集中在未来 4 年，其中第二年为峰值。为了更加贴合妇女在政策放开后的实际二胎生育行为，

我们假定妇女将在政策放开后的 4 年内逐步完成二胎生育，每年进行二胎生育的妇女比例分别为 0. 2、
0. 35、0. 25、0. 2。那么，在妇女二胎生育意愿为 70%条件下，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每年多出生的孩子数

为1940 万、3395 万、2425 万、1940 万。前文在估算独生子女规模时，利用2005 年6 岁队列独生子女比例替代

① 根据此次调查数据计算得到全国现有 1 孩的“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为 60. 8%，考虑到立即全面
放开二胎下，生育意愿更高的农村夫妇比例增加，我们对调查数据的直接汇总结果进行了调整，以保证分年龄加
权后全国平均二胎生育意愿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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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组独生子女比例，这里估算出来的在政策放开后多出生的孩子数为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造成的“净

效应”，其中不包含现有政策下可以出生的二胎人数。我国目前年度出生人口规模在 1600 万左右( 国家统

计局，2012) ，再加上“净效应”新增的出生人数，即可计算出，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

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 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当然，这种出生人数的急剧上升仅

仅是暂时的现象，维持时间只有 4 年左右。同理，若妇女二胎生育意愿为 65%，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

策，未来 4 年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 3343 万、4651 万、3779 万、3343 万。即使假定生育意愿为 60%，4
年内的年度出生人数也会分别达到 3209 万、4416 万、3612 万和 3209 万。

妇女时期生育率与出生人数直接相关，根据年度出生人数可以反推妇女时期生育水平。以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得到的妇女生育年龄模式为基础，结合年度出生人口，可以反推出立即全

面放开二胎政策下妇女的时期生育水平。如果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在政策放开后的 4 年内，

妇女总和生育率将出现明显的上升，70% 二胎生育意愿假设下分别达到 3. 2、4. 5、3. 6 和 3. 2，65% 二

胎生育意愿假设下分别达到 3. 0、4. 2、3. 4 和 3. 0，但是与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急剧增加一样，妇女时

期生育水平的波动也只是暂时的，在数年内将回落，最终维持在 1. 8 左右。

6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下的人口愿景①

生育政策的变动直接关系着我国人口发展的未来态势。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的情境下，我

国未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以及人口老龄化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6. 1 总人口未来变化趋势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规模庞大，同时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较强，导致累积的

二胎生育能量巨大，政策放开后带来出生人口以及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急剧增加和剧烈波动，更是直

接影响到我国未来人口总量的大小。在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条件下，我国人口总量在未来十余年内仍保

持持续增加的势头，但是增加的速度和幅度都较为缓和，人口规模在 2026 年达到峰值，约 14. 08 亿，其

后，我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人口规模不断缩减，在 2050 年降至 12. 8 亿。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

显改变我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轨迹，有效延缓总人口在未来的缩减趋势( 见图 7) 。在此情境下，我国人口

总量在 2027 年达到峰值 15. 01 亿，比维持政策不变多出 9400 万人。在 2022 ～ 2047 年间，人口规模一直

维持在 14. 9 亿以上，2050 年下降为 14. 78 亿，比政策不变多出 1. 98 亿，差异非常明显。

图 7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我国人口总量的未来走势

Figure 7 Population Trend after Policy Adjustment

① 根据前文对妇女生育意愿的综述，二胎生育意愿为 70%的设定更符合全面放开二胎下我国妇女整体的生育行为，
因此，对未来人口愿景的分析是基于 70%二胎生育意愿下的妇女生育水平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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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未来人口金字塔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仅对我国未来人口总量及走势产生长久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人口的性

别年龄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由于目前我国妇女的二胎累积能量较大，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未来数年

内年度出生人口规模将剧烈增加，导致这些出生队列的人口规模与相邻年龄组相比显著增大。图 8
显示了在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我国人口在 2030 年的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从图中可以明显看

出，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某些年龄组队列人口规模的影响，其人口规模甚至远远超过我国 20 世

纪 60 年代、80 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队列人口规模，这也意味着当这些批次的人口逐渐进入学校、就
业市场、老龄期后，对我国教育、就业、医疗等将产生更剧烈的冲击。

图 8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我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 2030 年)

Figure 8 Population Pyramid in 2030 after Policy Adjustment

6. 3 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

我国未来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会受到生育政策调整的潜在影响。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妇女累积

的二胎生育能量得以释放，出生人口规模增加，相当于是增加了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当新出生

的人口在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可以明显缓解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的短缺局面。立即全面放开

二胎不仅明显增加了劳动力的未来供给，而且改变了在维持政策不变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未来

不断走低的趋势( 见图 9 ) 。与政策不变相比，2030 年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政策不变多出

4600 万人，2040 年多出 9100 万人，2050 年多出 1. 09 亿人。若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从 2036 年开

始，我国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降至 8 亿人以下，但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条件下，劳动年龄人

口在 2048 年才下降至 8 亿人以下，生育政策的放开使其推迟了 12 年。虽然立即全面放开可以增

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但是在这部分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与政策不变相比，生育政策的

调整导致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份额出现下降，这是由于生育政策的放开增加

了少儿人口的规模，分母扩大，分子未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当然，

这种现象并不会一直持续，在新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逐渐改善，全面放开二胎下劳动年龄人

口的比重在 2031 年超过政策不变，直至 2050 年，全面放开二胎设定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均高于

政策不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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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我国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未来走势

Figure 9 Trend of Working-age Population ( aged 15 － 59) after Policy Adjustment

6. 4 未来人口老龄化形势

快速老龄化是我国即将面临的人口问题之一，生育政策的变动虽然不能影响未来三、四十年内老

年人口规模的变动，但是可以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分母—总人口规模。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放

开二胎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总量的影响非常显著，明显增大了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分母值，延缓了老

年人口比重的增长趋势。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2020 年，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为 16. 6%，比维持政策不变低 1 个百分点; 2030 年，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升至

23. 6%，比政策不变低 1. 6 个百分点; 2040 年，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至 27. 3%，比政策不变低 2. 8 个百分

点; 2050 年两种方案下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为 29. 9%，比政策不变低

4. 6 个百分点( 见图 10) 。从这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未来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图 10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走势

Figure 10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after Policy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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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讨论

生育政策一直是我国妇女生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我国未来人口走势直接相关。关于生育

政策调整的研究，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政策变动后出生人数的变动，以及带来的总人口数量的增

长。本文从独生子女的角度出发，利用调查到的独生子女规模数据估算立即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目标

人群( 2012 年) ，以此测算生育政策变动带来的人口效应，解读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年度出生人

数这一重要人口指标的巨大影响，并反推妇女时期生育水平，通过分要素人口预测方法，分析立即全

面放开二胎对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以及人口老龄化等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
以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近年全国 1‰人口

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我们测算出 2012 年全国 0 ～ 37 岁独生子女规模为 1. 967 亿。由于低龄组的独

生子女比例以 2005 年 6 岁出生队列的独生子女比例替代，这一结果实质上低估了 2012 年的独生子女

规模，因为实际上年龄越小的队列独生子女比例可能越高。但是这个估计值却更加贴合维持政策不

变下终生保持独生子女身份的人口数量，能够更直接地估算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

数量增加的“净效应”。结果显示，如果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导致妇女累积生育能量的

突然性释放，出生人口和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出现剧烈波动，年度出生人口峰值最高可达 4995 万，妇女

时期总和生育率峰值可达 4. 5 左右。但是这种反常性的急剧上升并不能持续，在 4 ～ 5 年后即可回

落。
生育政策的突然性放开，对未来人口总量、劳动力资源供给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非常明显。立

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变未来我国总人口的发展轨迹，延缓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阶段的趋势，

人口峰值达到 15. 01 亿。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明显增加，但是在新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以前，立

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于政策不变的情景，社会抚养负担较重。在人口

老龄化方面，虽然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无法影响未来数十年的老年人口规模，但是分母效应的扩大

明显降低了我国未来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对我国出生人口、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均会产生剧烈的冲击，对未来人

口总量与结构的走势造成持续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大小又会受到政策调整时间的直接影响。
本文分析了我国在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下的人口后果，假若推迟政策调整的时间，那么政策影

响的后果与 2012 年立即放开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导致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政策调整

时间推迟，目标人群中年龄较大的育龄妇女将逐渐退出育龄期，如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

人口，这部分妇女的规模较大，她们退出育龄期可以明显减少目标人群的数量; 二是推迟政策调整将

使目前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的年龄不断增大，由于生育意愿随年龄增大而减小，那么政策调整

时即使这部分妇女仍处于目标人群范围内，但由于年龄的增大，她们生育意愿会下降，实际生育潜力

将减少。本文是以 2012 年为政策变化的时点，讨论政策变化对人口的影响。事实上，由于 2013 年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一部分的二孩累积生育势能将被释放出来。在“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实施

的前提下，如果再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其累积势能将比在 2012 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小很多。
综上所述，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数量及时期生育率的影响大小，主要取决于这样几

个参数: 第一，育有独生子女的已婚育龄妇女的规模大小。规模越大，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后进入

目标人群的数量就越多; 第二，目标人群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高低。在目标人群中，计划和确定要

生第二个孩子的比例越高，新增加出生人口数量越多; 第三，政策放开后目标人群的二孩生育分布。
如果目标人群都集中在短期内( 比如在两年内) 生育，这一两年的出生数量会非常大，如果能分散在比

较长的时期生育( 比如在 6 年或 8 年内生育) ，那么每年的新增出生数量会少很多，年度出生人数的峰

值也会低很多; 第四，目标人群的年龄结构。由于二胎生育意愿是随年龄上升而下降的，所以目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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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的年龄结构会对出生数量产生影响，在同样目标人群规模下，年纪大的育龄妇女比例越高，生育

的孩子数量越少; 第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时间。由于在中国目前的育龄妇女中，各个年龄人数的

差异很大，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的规模及结构会大不相同，进而影响

累积生育势能的大小。就目前的育龄妇女结构而言，越晚放开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的规模会

越小，因为 1973 年以前出生高峰期出生的队列正在逐步退出育龄期。本文前面预测的人口变化都是

基于 2012 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如果推后几年，比如，2017 年或 2020 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累积

的生育势能也会有相当程度的降低。
仅从平抑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出生人数的堆积效应而言，降低生育二孩意愿、拉长政策放开后二

孩生育分布的时间、提高允许生育二孩的年龄、规定一、二孩之间的生育间隔、推迟一些时间实施全面

二孩政策，或者分地区逐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或者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释放部分生育累积势能，

等等，都可以起到平抑高峰的作用。当然，这些措施的具体影响程度，以及是否应该采取这些措施，则

是另一个政策论题，本文不在这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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