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与

内在演变规律，我国早期人口过快增长导致

人均收入在低水平徘徊的“马尔萨斯陷阱”

现象，自 1971 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得

以控制，进入人口与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发展

阶段。但与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发展趋势类

似，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意愿持续下降，

我国已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

阶段。但只要采取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将城

乡生育率稳定在 2019 年的水平，全面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顺应人口发展基

本趋势，优化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就可

以基本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红利助经济快速增长

早期人口过快增长导致出现“马尔萨斯

陷阱”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收入

水平提高会刺激人口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长

率上升，但人口增速提高又会直接降低人均

收入水平，摊薄人均社会资源，挤占资本积

累，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形成一定程度的“马

尔萨斯陷阱”现象。我国曾出现过类似低收

入国家的“马尔萨斯陷阱”现象，早在民国初

期，面对积贫积弱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

少学者就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人口过快增

长 视 为 中 国 发 展 落 后 的 主 要 原 因 。

1960—1990 年 ，我 国 人 均 GDP 一 直 在

480—770 美元的低水平波动，均值为 629 美

元。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有外

部封锁、自然灾害等因素制约，人口高增长

也 是 重 要 原 因 ，1990 年 我 国 人 口 增 加 到

11.35 亿 人 ，比 1960 年 的 6.6 亿 人 增 加 了

70% ，同 期 按 2010 年 不 变 价 美 元 计 算 的

GDP 规模仅从 4954 亿美元增加到 6058 亿

美元、增加了 22.3%，人均 GDP 反而从 743

美元降为 534 美元、降低了 28%。

20 世纪 90 年代起人口红利助经济快速

增长。人口较快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丰厚的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

高，抚养比率下降，有利的人口条件推动高

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人均 GDP 进入持续

上升时期。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 1990 年

的 77.27%提高到 2006 年的 81.61%的峰值期

间，我国 GDP 年均增速远高于其他国家人

口红利显现阶段的经济增速。2006—2013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小幅度下降，从

2006 年 81.61%降到 2013 年的 78.78%，但仍

比同期其他 170 个国家高近 15 个百分点，人

口 红 利 对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推 动 作 用 依 然 强

劲。2013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下

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快速下降，从 2013

年 的 78.78% 降 为 2019 年 的 73.74% ，年 均

GDP 增速也降为 7.63%，人口红利对我国经

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随劳动年龄人口规

模及其占比的下降而不断弱化。

人口形势呈现新特点

人口总量继续增长，但增长率下降。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全

国人口比 2010 年增加了 7000 多万人，增长

5.38%。2021 年末，全国人口 14.13 亿人，其

中，出生人口 1062 万人，人口净增长 48 万

人。我国人口增长率在 1966 年达到 2.83%

的 峰 值 后 逐 渐 下 降 ，1980 年 降 到 1.26% ，

1998 年降到 0.96%，2019 年进一步降

到 0.36%。 目 前 我 国 人 口 增 长

率低于高收入国家。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基 本 稳

定。2021 年末，16—59 岁的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8.82 亿 人 ，

占全国人口的 62.5%；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2.67 亿 人 ，占 全 国 人 口 的

18.9%，65 岁及以上人口 2 亿人，占 14.2%。

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我国总和生育

率 在 人 均 GDP 为 767 美 元 的 1966 年 达 到

了 6.38 人的峰值，1971 年降到 5.4 人。推行

计划生育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大

幅 下 降 ，在 1992 年 人 均 GDP 为 564 美 元

时，总和生育率为 1.98 人，降低到更替水平

以下，1999 年进一步下降到 1.59 人后略有

回 升 ，2011 年 回 升 到 1.63 人 。 在 2011 年

“双独二孩”、2013 年“单独二孩”、2015 年

“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影响下，

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到 2019 年回升到 1.7

人，但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总

和生育率再次下降到 1.3 人。我国总和生

育 率 低 于 同 一 发 展 水 平 下 国 家 的 总 和 生

育率。

人口出生率随总和生育率同步下降。

我国人口出生率在超前总和生育率三年、于

1963 年达到 51.87‰的峰值后，随总和生育

率同步下降，到 2019 年降为 10.93‰。加上

育龄妇女人数下降的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

的下降幅度很大，从 1971 年到 2019 年下降

了 73.44%，同期中等偏下、中等偏上、高收入

国 家 分 别 下 降 了 45.26% 、50.8% 和 43.5% 。

2003 年后，我国人口出生率降到接近高收入

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低水平。

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由于经济社会

发展，医疗健康条件的持续改善，我国人口

死亡率在 1965 年就降到 9.5‰的低水平，到

1979 年进一步降到 6.21‰的超低死亡率水

平，到 2000 年基本稳定在 6.58‰左右。此

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死亡

率趋于上升，到 2019 年回升到 7.1‰。我国

人口死亡率明显低于相同时期中低收入国

家的死亡率水平。

现代社会人口“倒 U 形”现象

现代社会人口“倒 U 形”发展是各国的

共同现象。从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发展经验

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率、人口增长率

下降是必然趋势，人口老龄化加速是难以改

变的基本趋势。受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不

同的影响，各国达到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

率峰值的时间不同。梳理 1960 年以来统计

数据较完整的 171 个国家（地区）人口与经

济发展情况，各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出生率

和增长率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明显

的“倒 U 形”发展态势。低收入国家和中等

偏下收入国家分别在 1993 年和 1983 年达到

人口增长率“倒 U 形”发展的峰值，目前处

于较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较快人口增长状

态。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在 1963

年即达到峰值，1991 年后进入低出生率、低

死 亡 率 和 低 增 长 率 状 态 。 高 收 入 国 家 在

1974 年后就进入增长率低于 1%的低出生

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状态。

从我国来看，人口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

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到一定阶段的

客观结果。1971 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

策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作用也逐步显现。

此外，“养儿防老”“多子发家”的传统生育理

念已发生重大转变，追求个人高品质生活的

不婚、晚婚、离婚等现象日益增多，住房、教

育、医疗等高成本也成为抑制生育意愿的原

因 。 受 多 方 面 因 素 共 同

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出生率、增长率等指

标明显低于同一发展水平下其他国家的发

展水平。

老龄化推升社会总抚养比老龄化推升社会总抚养比

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直接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直接

结果是年轻人口占比下降。1974 年以前，

我国处于超多子化状态，1960—1974年0—14岁

人口占比高达 40.67%。由于计划生育政策

的实施，我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下降，0—14 岁

人口占比也迅速下降，2006 年降为 19.72%，

2016 年降到 17.99%，2019 年降为 17.8%。不

过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

逐 步 显 效 ，据 第 七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显示，0—14 岁人口比 2010 年增加了 3000 多

万人。

人口低速增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生育

率和 0—14 岁人口占比下降、人口低速增长

以及预期寿命提高，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

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在 1971 年以后快速上

升 ，从 1971 年 的 3.82%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11.47%。其中，2002 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

到 7.08%，步入老龄化社会。2008 年以后老

龄化程度提升幅度加大，每年升幅从 2008

年的 0.103 个百分点扩大到 2019 年的 0.551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预示着

我 国 有 可 能 很 快 进 入 老 年 人 口 占 比 超 过

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推升社会总抚养比，对人口代际

平衡与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性造成冲击。

1997 年前后，西欧、北欧、日本、加拿大、美

国等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家养老保障体系都

出现严重困境。2020 年我国有 10 个省份出

现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

三孩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

2011 年以来三次放宽生育政策限制已

对育龄妇女生育率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国

家抽样调查的 2012—2019 年生育率水平已

比根据 2000—2010 年生育率内在趋势所模

拟预测的趋势值高 2.9%。

为更好把握我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利

用 第 五 次 和 第 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及

2011 年到 2019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

“中国人口结构模型”，对鼓励生育政策的影

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显示，“全面三孩”

政策及相关配套鼓励生育政策实施后，只要

将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基本稳定

在 2019 年 31‰、57‰、51‰的水平，即将城

市、镇和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在由 2000 年

到 2010 年生育率内在趋势基础上分别提高

6%、2%和 5%，就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育龄妇女生育率大

幅低于镇和乡村生育率，城镇化程度不断提

升 可 能 对 未 来 我 国 育 龄 妇 女 生 育 率 产 生

影响。

生育政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短期影响

远小于 10 年以后的长期影响，保持城乡生

育率基本稳定，短期内仅会让人口规模小幅

增加，但影响会逐年加大，与人口发展的基

本趋势相比，保持城乡生育率稳定情景下的

人口规模提高幅度，将从 2022 年的 0.1%逐

年扩大到 2050 年的 6%。

积极应对促人口均衡发展

一是切实贯彻落实好一是切实贯彻落实好““全面三孩全面三孩””政策政策，，

保持生育率基本稳定保持生育率基本稳定。。随着随着““全面三孩全面三孩””政政

策策的落地，辅以适度鼓励生育政策支持适度鼓励生育政策支持，，育育

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有足够的回升空间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有足够的回升空间。。

基于当前人口增基于当前人口增速偏低和加速老龄化趋势，

不少学者呼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这一建议

是不可行的：我国人口基数大，“全面三孩”

政策已为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足够

的生育空间，过度鼓励生育会导致人口过快

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

覆辙；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生

育理念与生育意愿差距大，经济发达地区和

城市生育率与生育意愿明显低于欠发达地

区和乡村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采

取鼓励生育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生

育率刺激作用有限，但可能会刺激资源环境

承载力偏低的边远地区生育率大幅提高，导

致区域间人口发展失衡。

二是顺应人口发展基本趋势，加快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启动新的人口立

法工作，制定以适度鼓励生育、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为导向的人口法。顺应人口发

展趋势，修订完善劳动法，加快完善妇女权

益保障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加

快出台全国性产假、育儿假等法规，依法保

障女性平等就业权利，消除对孕妇产妇的就

业歧视，推进生育主体的休假权利，实现生

育与职业发展的平衡。尽快启动基本养老

服务立法，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

法保障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

三是适时适度加强生育激励，降低生育

养育成本。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

娩、再到学历教育的鼓励生育财税体系。完

善生育保险制度，将生育医疗待遇覆盖范围

扩展到所有医疗保险参保人群，明确将产前

检查、住院分娩纳入医疗保险，提升保障水

平。探索向二孩或多胎家庭优先提供保障

性长租房，对低收入二孩或多胎家庭提供租

房补贴或房贷优惠。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增

加公立幼儿园和托育服务供给，明确政府在

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支持用人单位

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

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

式的服务网络。

四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强养老

保障制度可持续性。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

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借鉴发达国家应对社会保障可持

续性问题的经验，在提高统筹层次基础上，

尽快完善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管理机制，提

高投资收益率。尽快出台并实施延迟退休

计划，渐进延长退休年龄，探索根据预期寿

命动态调整退休年龄制度，对养老金领取条

件与保障水平作出弹性安排。加快发展企

业（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

养老保险等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全

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增强养老保障制度可

持续性。

五是深入推进教育培训体制改革，提升

人口素质。更大力度提升基础教育水平，进

一步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加快职业教育改

革，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制机制，以行业、岗

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扩大中等职业

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提高劳动力供需

匹配质量。加强大龄劳动者职业培训与就

业服务，积极创造有利于大龄劳动者稳定就

业、二次就业的机会。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

革，优化学科结构，支持鼓励普通高校向应

用型大学转型发展，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

供更高质量的科研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

探索和完善吸收外国高技能移民制度，积极

引进国际各类人才。

（执笔：李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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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发展是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21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指出，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解希玮、刘胜男、李芳芳在《中国劳动》2021

年第 6 期《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人口要素对中

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在工业化进程

快速推进与内外部经济环境迫切需求的双重作用

下，我国已正式进入经济转型升级与人口要素红

利转换衔接的历史交汇期。国内工业化水平在

1995—2019 年迎来较大提高，部分区域目前已基

本完成工业化，但地区差异依然显著。与此同时，

各地依赖人口要素发展的重心正逐步由人口结构

向人口质量转化。在此过程中，由于国内工业化

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上述转化过程将在较长时

期内在各区域分别呈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为未

来在人口要素层面促进工业化发展提出了挑战。

为此，各地应一方面坚持保有人口结构优势，利用

好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大力发掘人口质量优势，发

挥好人才红利，同时因地制宜把握人口特征，针对

性解决本地人口要素发展的痛点、难点，以高水平

人口优势助推工业化高质量增长。

用人才红利促进工业化发展

刘成坤在《经济问题探索》2021 年第 12 期《中

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影响因

素研究》一文中指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是指一

个国家或地区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低于城市

的情况下，其人口老龄化水平却高于城镇，即农村

老年人口在农村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于城镇。我

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无论是农村还是

城镇地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且农村地区人

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城镇地区。人口老

龄化城乡倒置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人口老龄

化城乡倒置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存在显著

的空间相关性，城镇化水平会对人口老龄化城乡

倒置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工业化进程会对人口

老龄化城乡倒置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经济饱和

度和医疗卫生水平会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产生

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蔡兴在《统计与决策》2021 年第 23 期《人口老

龄化、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一文中指出，城镇化发

展能通过集聚人力资本、增加创新资金和诱发创

新需求等渠道，削弱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消

极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为有效实施我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先，应进一步增加教育经费

投入，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以教育发展强化城

镇化的人力资本集聚作用，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

提供人才保障。其次，应进一步促进区域产业结

构升级和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以转型升级发展

推动地区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以及企业

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的提高，为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最后，应进一

步强调城镇化集约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人口

老龄化背景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市场保障，最

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良

性互动。

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不利影响

人口老龄化水平农村高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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