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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亿人口大家庭要更团结
袁 勇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 2022年 11月 15日这

天达到80亿。人口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在 马 尔 萨 斯 之 前 ，人 口 从 未 成 为 一 个“ 问

题”。直到 1798 年，这位英国学者发表了最初版

本的《人口原理》，人口开始成为一个研究主题。

马尔萨斯的主要观点可以作如下归纳：人类

的本能决定了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土地等生

产资料的有限决定了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

随时间推移，人口增长将超过食物的供给量，从

而导致贫困、道德沦丧等问题。

以今天的视角看，这些观点已经被证伪。马

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科技进步会给人类生产力带

来如此巨大的飞跃。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工业

化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一个物质空前丰盈的世

界，全球人口也进入了爆炸式增长阶段。他也没

有想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

会逐步降低。世界人口年增长率在 1962 年至

1965 年间达到 2.1%，此后便开始急剧下降，2020

年已经低于 1%。联合国预测，到 2050 年全球人

口年增长率可能下降到 0.5%左右。

今天的世界，人们依然关注人口问题，视角

也更加多元化。

许多人注意到，随着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持续

增长以及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越

发明显，劳动力市场将受到冲击，国家养老金体

系将承受压力，老年人护理需求将大大增加。

也有人注意到，未来全球人口的增加将集中

在亚洲和非洲，这些地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如果这些地区经济得不

到充分发展，将有更多人面临社会保障不足甚至

贫困和饥饿问题。数据证明人们的担忧不无道

理：今年 7 月份，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2021

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仍然达到 8.28 亿。

尽管人口问题将带来许多挑战，但我们无需

悲观。因为今天人们在讨论人口问题时，已经普

遍超越了“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的二元对立框

架。人是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讨论和解决一切

问题的出发点，是力争让每个人都能实现更好的

发展，正成为一种共识。其中蕴含的“以人为本”

的精神底色，正是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凝心聚力

的重要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

并非人口的增加或减少，而是零和博弈思维甚至

是敌对仇恨思想。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形成共识，

80 亿人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都能践行合作共赢

的发展观，以如今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人口带来

的挑战不足以对人类社会构成破坏性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80 亿人口节点的真正意义，

在于提示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加入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大家庭。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让这个大家

庭更团结。

非洲人口激增加重资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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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

报告预测，到 2050 年，全球新增人

口中超过一半将集中在刚果（金）、

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 8 个

国家，这其中有 5 个国家位于非洲。

非洲正扛起全球人口增长大

旗，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力军。但人

口激增给非洲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

小的挑战，非洲国家只有推动人口、

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才能从不断

增长的人口中获益。

据联合国最新估计，非洲大陆

人口超过 14 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六分之一。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非洲就是世界上人口增速最快的区

域。当前非洲人口增速高达 2.5%，

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多。2022

年至 2050 年，非洲许多国家的人口

或将翻一番，尼日利亚预计将一跃

成为世界上第四人口大国，仅次于

中国、印度和美国。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是非洲

人口增速较快的大背景，也是人口

红利无法充分释放的主要限制因

素，导致非洲陷入了“越穷越生、越

生越穷”的怪圈。

研究数据表明，每 1000 名 15 岁至 19 岁非洲女孩中，有 98 名

已经成为母亲，是全球早育水平的 2 倍多；尼日利亚 36%的已婚

妇女生活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坦桑尼亚农村地区 25%的已婚

妇女也是如此。此外，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生育率密切相关，在坦

桑尼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妇女比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妇女平

均多生育 3.3 个孩子。

我们熟悉的“人口红利”在当前的非洲并没有显现。大部分非

洲国家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失业率、贫困率高企，粮食危机、基础设

施薄弱等问题亟待改善，而人口激增将给本已紧张的资源带来额

外压力，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尼日利亚城市规划和发展顾问

戴利奥普表示，“住房、道路、医院、学校都在超负荷工作，我们拥有

的一切都捉襟见肘了”。

非洲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刚果（金）、坦桑尼亚、尼日利亚

等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都在17岁至19岁之间，这意味着处于工作

年龄的人远远少于需要照顾的“一老一小”。“上班族”养家糊口压

力大，且自身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安身立命的专业技能，这不仅对

子女健康和教育产生负面影响，也将限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有专家建议，非洲国家政

府需要推行计划生育，对本国人口增长加以干预，确保人口与资

源和环境协调发展；国际合作伙伴也应在非加大投资基础设施、

教育和医疗，为妇女和青年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机会，帮助非洲

从不断增长的人口中获益。正如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娜塔

莉亚·卡奈姆所说，“人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所在，80 亿人口

的世界孕育着无限的可能”。

印度经济跃升离不开人口红利
本报记者 施普皓

根据联合国最新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报告，全球人口已经突破 80 亿大关，其

中印度人口增长尤为迅猛，已达 14.12 亿，报告

预测印度将在 2023 年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

国，并且人口将在 2050 年达到约 16.7 亿。

近十几年来，印度经济发展迅速，许多人

认为这离不开印度巨大的“人口红利”，并且在

今后更加看好印度人口增长为国内经济所带

来的正面效应。这样的论断并非全无道理，只

是印度人口增长为其经济发展带来潜力的同

时，亦逐步成为一个愈发难以忽视的挑战。

当学术界讨论人口红利时，通常将人口与

劳动力水平直接挂钩，而一国之人口体现在劳

动力上的优势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

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人口结构上看，印度人

口呈金字塔形，35 岁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60%，人口年龄中位数为 28 岁，可以说印度是

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这也是许多人看好印

度人口红利的理由，甚至认为该国有朝一日将

成为与中国一样的世界工厂。

然而，仅看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并不能

准确判断这个国家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印度

整体教育水平并不高，成年人文盲人数高达

2.8 亿。况且，在印度，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

就不算文盲，可见缺乏基础教育的人数不止

2.8 亿。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工人的文化水

平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印度总体劳动力素质

低 下 ， 确 实 阻 碍 了 印 度 工 业 的 进 步 。 实 际

上，在印度许多发展欠佳的地区，大量成年

人由于缺乏基本职业素养，仍以最简单的农

业劳作为生，收入微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

人每月所得仅供自身果腹。

印度第一大支柱产业是农业，有近六成人

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第二大支柱产业是信息技

术业，有 41 万人从事与信息、软件相关的工

作。例如，在美国硅谷有 15%的高科技公司高

管都是印度人。除此之外，印度人从事服务业

的比重也较高，服务业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 50%以上。也就是说，印度的产业

结构在工业方面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工业

基础很薄弱导致产值仅占其 GDP 的 23%。本

应是青年人就业主要领域的工业，对印度却是

软肋。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近几个

月，印度失业率一直在 7%左右，过去几个季

度，印度城市地区 15 岁至 29 岁年轻人的失业

率更是徘徊在 20%左右。受制于印度人口的

整体劳动力素质，印度工业发展缓慢，这一现

状反过来又严重影响了受教育年轻人的就业

情况，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

这么看来，印度人口年复一年的迅猛增长

确实给国家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跃升潜力，但近

几年人口增长的优势并未像外界预测那样体

现在消费、投资等经济指标上，反倒是带来更

多的粮食压力、土地负担和住房、医疗、入学等

方面的问题。

当前，印度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迫在眉

睫，进而大幅提升就业率。这需要印度拓展更

多的中低端产品代工流水线，同时为青壮年劳

力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将国内庞大的人口

基数转化为实打实的人口红利，印度经济潜力

巨大，未来可期。

韩国低生育率拖累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杨 明

近年来，韩国每年的婚姻登记件数和新生

儿人数不断刷新历史低值，低生育率已严重影

响韩国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结构，成为拖累未来

经济发展的最大掣肘。

据韩国政府统计，2021 年，韩国合计生育

率 仅 为 0.81，再 次 刷 新 了 历 史 低 值 ，这 意 味

着 5 名育龄女性一生中仅生育 4 名新生儿。

2021 年，韩国新生儿总数为 26.1 万，相较 2018

年的 32.7 万减少了 6.6 万名。生育的先行指

数——婚姻登记件数为 19.3 万，历史上首次

降至 20 万件以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

年一季度，韩国的死亡人数较新生儿多出 3.5

万人，达到历史之最。按近年的人口变化曲线

预测，韩国总人口在 2070 年将减少到 3766 万

人，仅相当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水平。

受低生育率影响，今年韩国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在校生总人数也创历史最低值。据韩国

教育部和教育开发院公布的《2022年教育基本统

计》，以今年4月份为基准，4类在校生总人数合计

为587.98万名。该数值继去年首次跌破600万名

之后，进一步减少了7.74万名。此外，学生年龄层

越低，人数降速越为明显，其中高中生较去年减少

了2.9%，而幼儿园生降幅高达5.1%。

低生育问题深刻影响着韩国的家庭结构。

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未来家庭推算：2020年—

2050 年》显示，2020 年，在韩国所有家庭中，仅

有夫妻 2人构成的家庭占比为 16.8%，而到 2050

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 23.3%。从年龄层来看，

到 2050 年，韩国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将达到

64.9 岁，户主年龄在 39 岁以下的家庭在全部家

庭中所占比重仅为 11.8%，户主婚姻状况为“有

配偶的”仅为 45.3%，这些数值意味着韩国家庭

的生育活力将严重下滑。

低生育问题对韩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现实

化 。 据 韩 国 企 划 财 政 部 今 年 对 国 会 提 交 的

《2022 年—2026 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进行分

析的结果显示，明年国民养老金、公务员养老

金、私立学校教师养老金、军人养老金等 4 大公

共养老金的义务支出总计达 67.69万亿韩元，与

今年的 58.99 万亿韩元相比，增加了 14.8%。政

府预测，到 2024年，该支出将超过 70万亿韩元。

专家分析认为，支出不断增长是由于养老

金领取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再加上人均寿命的

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进一步拉长。与之

相反，由于生育率下降，缴纳人数正在持续减

少，年金收入和支出之间的不均衡越来越凸显。

另外，义务支出挤占韩国政府开支达到了

惊人的程度。由于有法律支付义务，政府不能

随意减少义务支出。据企划财政部预测，今后

义 务 支 出 比 重 将 逐 年 增 加 ， 2024 年 将 达

54.0%，2025年将达54.7%。而2012年至今，义

务支出超出政府预算 50%的年度仅有两次。

义务支出增加意味着能够反映政府财政政策意

志的“酌量支出”只能减少，各部门的预算将

捉襟见肘。政府在 《2020 年—2060 年的长期

财政展望》 中预测，2060年的义务支出比重将

接近80%。

韩国经济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据韩国开

发研究院日前发布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展望和启

示》报告书预测，韩国长期经济增长率将从 2023

年的超 2%下降到 2050年的 0.5%；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GDP）增长率也将从 2023 年—2030 年的

2.0%下降到2041年—2050年的1.3%。

为应对目前的低生育率危机，韩国政府正

式设立了人口危机应对特别工作组，下设 11

个工作小组，协调教育部、科技部、法务部等 18

个相关部门研拟对策。特别工作组决定在扩

充经济活动人口、应对社会萎缩、破解老龄化

问题、提升人口生育率等四大领域寻求解决方

案，相关政策将在今明两年陆续发布实施。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刘刘 畅畅 美美 编编 吴吴 迪迪

近年来，低生育率已严重影响韩国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结构，成为拖累未来经

济发展的最大掣肘。对此，韩国政府正式设立了人口危机应对特别工作组，在扩

充经济活动人口、应对社会萎缩、破解老龄化问题、提升人口生育率等四大领域

寻求解决方案。

近年来，印度人口年复一年的迅猛增长给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跃升潜力，但也

带来了粮食压力、土地负担和住房、医疗、入学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印度加快本

国工业化进程迫在眉睫，需要将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转化为实打实的人口红利。

如今，非洲正扛起全球

人口增长大旗，成为名副其

实的生力军。人口激增给本

已 紧 张 的 资 源 带 来 更 多 压

力，非洲只有确保人口与资

源和环境协调发展，才能从

不断增长的人口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