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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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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以十八大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依据，从三个方面论述了

促进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问题。一是提出并论述了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本内涵，认为国

防人口长期均衡就是国防人口的“长期安全”，包括数量均衡、质量均衡、结构均衡。而数量均衡不仅

指绝对量均衡，而且指相对量均衡。二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国防人口的“非均衡”状

态，认为，在量的方面，“供给短缺”是不可忽视的客观现实; 在质的方面，身体素质偏低成为影响部队

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三是从人口学角度提出了促进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完

善人口调节、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口社会保障等政策，并强调各项政策制度必须密切协调和合理搭配。
【关键词】国防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 数量均衡; 质量均衡; 结构均衡

【作者简介】丁学洲，全军人口计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教授、大校。北京: 100858

On Long － 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Population

Ding Xuezh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population long － 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for national defense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goals set a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ee major issues are discussed．Firstly，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long － term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population are defined，in which population long － term equilibrium is
equal to population“long － term safety”including quality balance，quantity balanc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equilibrium．And“quantity equilibrium”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both absolute and relative
terms．Secondly，the“non － equilibrium”situ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population is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and quantity．Thirdly，policy suggestions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popu-
lation equilibrium are proposed with regard to population regulation，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Keywords: National Defense Population，Long － term Equilibrium，Quality Balance，Quantity Bal-
ance，Structure Equilibrium

Author: Ding Xuezhou is Professor and Senior Colonel，PLA’s Training Center for Management
Personnel in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Beijing 100858. Emal: dingxz918@ sohu．com



108 人口研究 38 卷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既指国家人口总体，也

指人口的不同群体，包括国防人口。一般来说，人口总体状况决定着各人口群体状况，二者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总体上是一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会出现矛盾或不一致，这就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促进

二者的统一，实现长期均衡发展，国防人口也不例外。

1 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本内涵

所谓“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简言之，就是实现国防人口的“长期安全”，即无论平时或战时，

都能实现国防建设所需国防人力资源①的“有效供给”。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均衡:

1. 1 国防人口数量均衡

国防人口数量的均衡，就是能为国家建设和安全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人力资源保障，实现国防人

力资源的有效供给。这有两层含义: 一是人口绝对量的均衡。就是说强大的国防必然建立在一定的

人口规模基础上。只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人口，才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保障。如

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太少，或者出现人口数量的绝对减少时，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就会受到威胁。如俄罗

斯近些年人口持续出现了负增长，他们采取一系列鼓励人口增长的办法: 首先是考虑到国防安全需

要; 有些国家由于人口少，不得不采取“全民皆兵”即所有公民必须服兵役的政策，如以色列、韩国等。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会发生人口的绝对量不足影响国防建设的情况，即使我国实行严格的计

划生育政策后，目前每年还新出生人口 1600 万左右，因此，我国没有实行“人人参军”的全民兵役制。
二是人口相对量的均衡。是指现有人口中有足够量“能够”并“愿意”从事国防劳动的人口。这就是

说，非强制性兵役体制下，国防人口的有效供给不仅取决于人口的绝对量，更取决于这些人口中有多

少能够并愿意献身国防。所有“能够”，就是其素质符合国防部门要求; 所谓“愿意”就是有参加国防

劳动的愿望。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防人口。这就意味着不仅人口绝对量少

的国家会出现国防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而且人口绝对量很大的国家也可能出现国防人力资源有效供

给不足。比如，我国虽然有规模巨大的适龄人口，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绝不可能出现国防人口供给

问题，但是，由于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家庭微观层面看，人口规模已经小到不能再小，对于这

些家庭来说，他们不可能有很高的参加国防劳动的意愿，尤其当国家安全形势紧张、风险加大时更是

如此。此外，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偏高等都可能影响人们参与国防劳动的意愿。因此，实现国防人口

的有效供给———均衡，不仅要关注国家人口绝对量，而且要关注国家人口相对量，一个人口数量规模

很大的国家，也可能出现国防人力资源供给短缺的问题。
1. 2 国防人口质量均衡

国防人口的质量均衡，就是在政治素质合格前提下，确保国防人口在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知识方

面满足国防建设需要。首先，强壮的身体是国防人口均衡的第一要求。无论冷兵器时代还信息化战

争，身体健壮是国防人口的基本要求，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经受各种艰苦的环境考验，才能战胜各种困

难，才能勇敢冲锋陷阵。虽然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对于国防人口身体素质的要求与过去有所变化，但

是，与一般劳动者相比，国防劳动特别是高强度的训练和战争，仍然对其身体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坚定不移的斗志，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其次，科学文化

素质是现代国防人口质量均衡的关键性指标。为了确保国防安全，国家总是把最先进的技术首先应

用于国防建设，或千方百计提高国防部门的技术水平，尤其未来战争就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较量。因

此，世界各国对于国防劳动者在文化程度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如美、俄等国都要求初次进入国防部门

的劳动者必须达到高中毕业，军官几乎都是本科以上。军队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一般高于社会平均水

① 当国防人力资源进入国防部门时就是国防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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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并且越来越成为一支由各类“知识分子”构成的“知识型”、“专家型”队伍。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

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战争》一书中指出的:“今天军队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比商业行业中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多得多。北卡罗来纳州的创新领导中心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 美国企业高级管理

人员中，只有 19%的人获得了硕士学位; 而美国军方准将级军官中，88% 的人受过高等教育”( 肖终

松，2005) 。在教育系统、统帅和指挥机关以及高技术军种中，国防劳动者的学历和文化素质更高。相

信随着国防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国防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对于任何

国家来说，高素质的人才总是有限的，能够担当国防劳动的高素质人才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培养高

素质的国防人口，或者说，如何使高素质的劳动者首先从事国防劳动是实现国防人口质量均衡的关

键。
1. 3 国防人口结构均衡

国防人口结构均衡，就是要根据国防建设和安全的需要，实现最佳的国防人口构成比例。国防人

口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但就人口学的角度看，国防人口结构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年纪轻。由

于国防劳动的特点，几乎所有国家的国防人口都十分年轻，属于年轻型人群，且随着年龄的递增，每个

年龄组的数量呈显著下降趋势，年龄结构“金字塔”比较扁平:“底座”很大，迅速收缩。如，据 1982 年

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在我国现役国防人口群体中，20 ～ 24 岁的约占 58. 6%，19 岁以下和

25 ～ 29 岁的均不到 15%，其他年龄段的不足 5 个百分点( 总政治部宣传部，1990 ) 。从这组数据可以

看出，现役国防人口群体中 29 岁以下的占到至少 80%。目前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实现国防人

口结构均衡，首先就是要确保国防人口的年轻化，年轻化就是战斗力。这意味着国防人口必须快速地

流动———每年大量进入，又大量流出，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见能否顺利“进入”又顺利

“流出”是实现“均衡”的关键所在。“进入”涉及国防人力资源供给问题，而“流出”则取决于国家的

“安置能力”。每年大量官兵复员转业能否顺利得到安置关乎国防人口结构均衡，从而关乎部队战斗

力。二是男性化。由于职业特点，国防部门中男性人口大大超过女性人口的比例，呈现出特别高的性

别比。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重男轻女的原因，它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防劳动自身的特点和武器装

备的变化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信息化战争可能会需要越来越多女性参与。实现

国防人口结构的均衡就在于如何根据国防建设需要和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发展逐步扩大女性人口参与

国防劳动的比例。

2 我国国防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现实挑战

我国国防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首先，量的方面:“供给短缺”是

不可忽视的客观现实。国防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如何实现均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代军

队大都采取强制性的“抓壮丁”实现兵员的征集，当今世界各国军队也都采取各种办法吸引人才。但

尽管如此，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国防人力资源“供给短缺”现象也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由于种种原因，近

年来我国兵员“短缺”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所谓“短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适龄人口应征的积

极性降低; 二是符合国防需要的人才比例较低。原因十分复杂，就人口学的角度看: 首先，我国实行计

划生育以来出现了大量独生子女，尽管国家人口总规模仍然很大，但是家庭人口数量却非常少———
“国人太多，家人太少”，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基本倾向于不当兵; 加之计划生育伴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

抚养比提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献身国防的积极性; 其次，改革开放造就了大量流动人口和就业机

会，许多社会青年在参军和打工之间比较选择中更倾向于打工就业; 再次，我国的相关政策缺乏合理

搭配，比如，实行于 2000 年左右的高校扩招，使大量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青年都上了大学，而我国原

兵役法规定，在校生可以免征或缓征，这就把许多年龄 18 ～ 22 岁的优秀青年被排除在了国防劳动者

之外，时间持续了十多年之久。第四，质的方面: 身体素质偏低也影响部队战斗力提高。正如上述，国



110 人口研究 38 卷

防人口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身强力壮。然而，近年来，我国国防人口素质状况难以适应国防建设需要，

这根源于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状况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以致严

重影响了国防人口素质水平。比如，2014 年 3 月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北京市

有 2 成( 21. 6% ) 中小学生体重超标，其中血糖升高 50. 2%、血脂异常 46%、脂肪肝 45. 1%、高血压

30. 7% ; 超 6 成( 62. 96% ) 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其中小学生 49. 77%，中学生 81. 19%，尤其小学一年级

入学就有 1 /3( 33. 75) 是近视( 刘可，2014 ) 。2012 北京市高中生体质检查中，体质达标率仅为一成

( 10%左右) 。从实践上看，自 2006 年以来北京征兵体检，每年有 6 成青年被淘汰，合格率不到 4 成

( 魏如言，2006) 。大学生成为未来我国兵员的重点，但大学生兵员身体符合条件的远远低于社会青

年。2002 年沈阳沈河区报名的 20 名大学生只有 4 人体检合格; 2005 年北京大学报名的 11 名大学生

只有 1 人体检合格。对此，美国战略之页网站 2013 年 8 月 21 日评论说:“中国军队遇到了如何提高

军官和专业人员水平的问题。过去几年，中国做了很多努力吸引大学生参军。然而让招募者灰心的

是，大多数( 至少 60% ) 应征者身体状况不达标。为此，2008 年和 2011 年降低了招募标准，但是大多

数应征者依然不符合军队的标准”。2014 年又一次降低征兵身体条件，主要是调整身高、体重和视力

标准。其中，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 30% 或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 即可，视力突破 5. 0 标准: 右眼裸

眼视力不低于 4. 6，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 5 为合格( 董强、张彦中，2014 ) 。此外，我国现有残疾人

8500 万; 地方病患者 6000 万; 每年先天残疾儿 80 ～ 120 万。虽说如今的打仗已无需超强度的身体对

抗，但是国防劳动特别是军事劳动任何时候都具有艰苦性，如此身体素质必然降低军事训练强度和水

平，必然影响部队战斗力。

3 构建促进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

实现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解决，综合治理，其中政府的各项政策制

度具有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 首先，国防部门提供的安全是一种最具公共性的“产品”，只有国家引

导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其次，国防劳动是一种特别艰苦和繁重的劳动，是需要做出巨大牺牲的

劳动，只有国家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制度鼓励和引导，才能确保劳动者积极从事这种劳动。涉及国防人

口均衡发展的政策很多，本文仅就与人口政策有关的人口调节、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保障等政策的建

设问题谈点看法。
3. 1 健全有利于国防人力资源供给的国家人口调节政策

人口调节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调节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等自然变动的政策; 二是调节

人口流动、分布、就业等社会变动的政策; 三是调节由于实行这些政策所带来各种问题的相关配套政

策等。不同的人口调节政策，会对国防人口安全带来不同的影响。只有根据这些不同影响进行合理

搭配或互相配合补充，才能确保国防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也才能真正确保国防人口安全。由于计划

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人口政策中最重要的政策。所以，当前应着重围绕实行计划生育出

现的相关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后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出现了大量独生

子女，近年来军营中独生子女已达到相当比重，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独生子女大量进入军营对国防

建设带来了重大影响，有好的方面，但不利的影响十分明显，特别是家庭风险十分巨大，这对国防人力

资源有效供给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从政策层面说，应做两件事情: 一是国家尽快制定相应补救政

策措施，把独生子女兵员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政策”①，这一政策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是一个鼓舞，但是，一则农村享受这种扶助的对

① 主要是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在夫妻年满 60 周岁后，按照年人均不低于 600 元的标
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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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数量有限( 独生子女户多集中在城镇) ，二则这种救助并非风险救助，它并未考虑独生子女意外风

险，特别是“国防劳动风险”。军队也在制定相关救助办法，但是，这些都是由计划生育部门提出并主

要对军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奖励，对确保国防人口安全不会有太大作用。因此，笔者的观点

是，为确保国防人口安全，应尽快建立一整套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配套的养老、风险救助等政策制度。

这既有利于国防人口安全，也有利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二是尽快推进所有家庭生育二孩的政策。

目前实行的单独两孩政策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看，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

所有具备条件的家庭都有生育二孩的意愿或都能生育二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条件让那些希望

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都实现自己的梦想，尽快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
3. 2 完善有利于国防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家人力资源政策制度

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主要是指国家的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等政策。要确保国防

人口安全，就必须使国家的各项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有利于国防人力资源供给，特别是要有利于国家最

优秀人才能优先选择国防劳动或优先保障国防建设需要。这里强调“最优秀”和“优先选择”，不仅因

为国家安全是一切建设和发展的前提，而且因为国防部门是科学技术的最先武装的部门。但是，有时

特别是出现长期的和平建设局面时，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只注意一般人力资源建设而忽视或忽略国

防人口安全，以致出现国防部门劳动者的素质赶不上国家其他部门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最

迫切的就是要细化国家人才培养制度与兵役等制度的有效配合，切实将国民教育的巨大成果转化为

国防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2005 年笔者在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军事学项目中就提出应把“征集大

学生为重点”写入兵役法，并实现高考制度与兵役制度的接轨( 丁学洲，2005 ) ，如今这些都变成了现

实: 2011 年新修改的兵役法取消了在校学生可以免征或缓征的条款，并把大学生入伍年龄放宽到 24

岁; 2013 年国防部又把征兵时间由过去的秋冬季改为夏秋季; 另外，国防生制度也极大地提高了国防

人口的素质。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政策还不够规范、制度还不够健全，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比较多。一

是国防生教育与部队脱节严重，以致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二是大学生当

兵数量很多，但大学生的观念比较混乱，各地的优惠政策五花八门; 三是依托国民教育如何与军事教

育有效结合，培养合格的人才等都需要很好研究和探讨。
3. 3 完善有利于国防人口安全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

所谓社会保障政策，是指确保国防人口安全的“退出”( 退役) 安置、伤亡、医疗、养老等保障政策

制度以及政治待遇等规定。这些政策制度虽然大都是对国防劳动者完成国防劳动后的一种保障措

施，但是，它对国防人口安全即国防人力资源供给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我国历来十分关注国防劳动者

的社会保障问题，历史上也曾有好的解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曾

经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不适应了，而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政策制度尚未建立

起来，或者说没有完善配套———搭配得不好。有些已经过期，有些没有建立起来，有些互无联系甚至

冲突。这种状况对国防人口安全已经造成了实现的威胁。因此，尽快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科学配套

的国防人口社会保障政策制度迫在眉睫。笔者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建立健全如下两方面政策制

度和机制: 一是要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防劳动退出安置政策和机制( 或者职业化制度) ; 二

是要建立健全确保国防人口安全的国防劳动风险补偿制度和机制。正如上述，国防劳动是风险很高

的劳动，特别是战争时期或完成高强度的军事训练等任务时风险更高。要确保国防人口安全，就必须

把国防劳动的风险防范或风险救助作为重要政策制度建设的内容; 三是建立健全退休、养老等社会保

障制度等。总之，如何确保国防人口有效退出，是实现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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