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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变动趋势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和艰巨
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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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束语：人口的发展没有终点 

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从理论上讲，我国最终的人口目标取决于中国最大的人口容量和最

佳的人口容量。早在解放前，我国有的学者就根据我国资源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中国人口

容量问题，而系统、科学而复杂的研究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尽管人们分析的角度不同，但得到的

结论大致相同：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5亿人或16亿人左右，而超过18亿人到20亿人，可能使中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蒋正华、张羚广，1997)。 

由于中国最大的人口容量和最佳的人口容量取决于不同的福利水平、不同的技术条件、不同的

政治体制、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理化和生物环境、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无法判断未来

最佳的人口容量，因此我们最终的人口目标也就是个模糊的概念。我们虽然不知道未来具体的目

标，但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方向：可持续的未来。我们现在可能做到的是在个人和家庭的短期利益

与国家长远利益之间权衡，在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结构和分布之间权衡，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能够做得到，而又尽可能满足群众要求的情况下，使下世纪中国最高人口数比16亿少一些，以便为

后代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 

任何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例外。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固然符合中国

国情，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随着生育水平下降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显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

减的现象。生育政策不是要不要完善和调整的问题，而是何时调整，如何完善的问题。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必须审而审之，因为在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上，不允许我们再有失误。我们认为，

中国抓住了一个好的时机，对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放开二孩的调整为未来普遍放开二孩奠定了

一个好的基础。 

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不应该因为它不完美，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徘徊不前，相反，计

划生育工作应进一步抓紧抓好。特别是2010年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该以稳定目前的低生育水

平为未来政策的取向。与此同时，要摒弃对计划生育的狭义理解，将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和优质服

务结合起来，实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提高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福利，使人口与社会

和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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