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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五”和今后 10 年, 是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到 2010 年, 全国人口控制在 14 亿

以内, 人口质量有显著提高, 人口年龄、性别、城乡结构得到合理调整的目标有望实现。立足于人口、

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全局, 宏观决策选择尤应重视: 坚持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战略, 突出“稳定

低生育水平”主题; 稳定现行生育改策, 谋求适应市场经济利益导向改革;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发展

非义务教育产业; 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 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 把握年龄结构老龄化进程, 建立和完

善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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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T en th F ive2year p lan and the nex t ten years are the key period of Ch inese

populaton change and developm en t. By the end of 2010, population targets are to con tro l

the national populaton size w ith in 112 billion peop le, to enhance the population quality to

great ex ten t, and to imp rove the age2sex structure and the im balanced urban2rural

distribution. T herefo re, th is paper m ain ly analyzes how Ch ina could stabilize low fertilit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 en t goal of po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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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育率在经历了 70 和 80 年代的持续下降后, 90 年代以来仍然保持下降态势, 并维

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总和生育率 T FR < 2. 10, 净再生产率N RR < 1. 00) , 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再

生产的“第一次着陆”: 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过渡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再生产类型。21

世纪前 10 年面临“第二次着陆”实现人口零增长的关键时期, 也是开辟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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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科学的确定人口目标和作出战略决策选择, 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1　人口变动与发展趋势、目标和特征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人口科学发展的春天, 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活跃起来。

由笔者主持的“六五”国家重点《2000 年的中国》首篇“2000 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研究, 提出并

阐发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 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战略方

针 (田雪原, 1984) [ 1 ] , 经过 60 多位专家和学者讨论论证, 得到普遍认同。其间和其后学术界不

少论著问世, 大都赞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并以“控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如今历史

推演到世纪之交, 这一战略方针的使命是否完成和让位于新的其他战略方针?我们认为没有并

仍需继续坚持这样的战略方针, 只是其重点由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过渡到稳定低生育水平而

已。基于这一战略方针确立的“十五”和 2010 年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趋势、目标, 其体现的基本特

征和要求, 主要是:

111　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有效控制, 增长势能进一步削弱

根据国家计生委提供的资料和联合国、美国人口咨询局等的估计, 近年来的中国总和生育

率 (T FR )在 1180 左右, 已低于 2110 更替水平许多。在这一水平基础上并考虑到稳定低生育水

平宏观要求, 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中位预测的人口变动, 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0～ 2020 年中国人口变动预测

2000 2005 2010 2020

方 案 É

总人口 (亿) 12. 73 13. 28 13. 80 14. 70

T FR 2. 0 2. 0 2. 0 2. 0

出生率 (‰) 16. 42 14. 78 14. 89 12. 80

自增率 (% ) 0. 97 0. 79 0. 77 0. 48

65+ (% ) 6. 8 7. 5 8. 0 11. 0

年龄中位数 (岁) 29. 7 32. 0 34. 0 36. 4

方 案 Ê

总人口 (亿) 12. 78 13. 26 13. 72 14. 54

T FR 　　　1. 84 1. 89 1. 90　　　　　

出生率 (‰) 　　　14. 6 14. 2 13. 6　　　　　

自增率 (% ) 　　　0. 75 0. 69 0. 58　　　　　

65+ (% ) 6. 8 7. 5 8. 1 11. 5

年龄中位数 (岁) 30. 0 32. 4 34. 5 37. 3

　　　资料来源: 方案É 为国家计生委预测, 参见: 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 1999[Z ]. 1999, 北京;

方案Ê 为联合国预测, 参见: U n ited N ations. W orld Population P rospects, T he 1998 R e2
vision [R ]. N ew York: U n ited N ation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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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的两种预测可谓大同小异, 方案Ê 更接近实际一些。1999 年全国人

口 125 909 万, 比 1998 年增加 1 099 万; 按照方案Ê 2000～ 2005 年年平均增加 960 万, 2005～

2010 年年平均增加 920 万, 人口数量增加衰减与出生率、自增率下降同步, 使人口增长势能得

到进一步释放, 为 40 年代实现人口的零增长铺平道路[ 2 ]。

112　人口质量显著提高, 人力资本存量增加

人口质量学术界有“二要素”论与“三要素”论之争, 即由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

“二要素”构成, 以及加上道德素质“三要素”构成的不同观点。这里取共同的“二要素”, 进行预

测和分析。

11211　身体素质的提高

考察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有多种指标, 最主要的是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

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很快, 已自本世纪 40 年代的 200‰左右下降到 1990 年人口普查时的

3219‰, 目前多数估计已下降到 30‰以下; 相应的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由 40 年代以前的不足

40 岁, 上升到 1990 年的 6816 岁, 目前已超过 70 岁。[ 3 ] [ 4 ]国际上一般认为我们对婴儿死亡率的

统计数字偏低, 联合国估计 1995～ 2000 年中国的实际婴儿死亡率在 41‰, 联合国人口基金主

席N 1 萨迪克估计该指标 1999 年为 38‰; 人口预期寿命的统计指标稍有偏高, 联合国估计

1995～ 2000 年为 6918 岁,N 1 萨迪克估计 1999 年男为 6719 岁, 女为 7210 岁 (表 2)。我们认为

联合国的预测更符合婴儿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长的一般规律, 中位预测变动趋势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1995～ 2020 年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预测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2015～ 2020

婴儿死亡率 (‰) 41 36 32 28 25

预期寿命 (岁) 69. 8 71. 2 72. 4 73. 5 74. 5

男 67. 9 69. 1 70. 3 71. 3 72. 3

女 72. 0 73. 5 74. 7 75. 9 76. 9

　　资料来源: ①U nited N ations. W orld Population P rospects, T he 1998 R evision [R ]. N ew York: U n ited

N ations, 1999. ②N afis Sadik. 6 B illion, T he State of W orld Population 1999 [R ]. N ew York:

UN FPA , 1999.

11212　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

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 可从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基本扫除、享有中等教育人口比例达到

较高程度和具有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上升三个层面上, 作出预测和说明。

(1)文盲半文盲人口基本不复存在。抽样调查表明, 1998 年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文盲半文

盲 14 852 万, 占 15 岁以上人口 1518% , 占总人口 1119% [ 5 ]。1982 年人口普查文盲半文盲占总

人口 22181% , 16 年来平均每年下降 0. 7 个百分点。以此速度外推, 则 2005 年可下降到 7.

0% , 2010 年可下降到 3. 5% ; 若加大力度每年以 1. 0 个百分点速度下降, 则 2005 年可下降到

419% , 2010 年已不复存在。即使以介于二者之间速度下降, 2005 年文盲半文盲将减去大半,

2010 年也基本不复存在。

(2)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大幅度上升。1998 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8. 9% , 升学率

·3·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0 年第 4 期

达到 94. 3% ,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则达 50. 7% , 说明小学、初中普及率较高, 9 年义务教育取得

成效,“十五”和 2010 年将继续有所提高。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将显著上升, 预计 2005 年可上升

至 60% 左右, 2010 年可超过 70% , 城市将基本普及高中教育, 农村在普及初中义务教育基础

上, 经过努力, 1ö3 左右升入高中应当是可以做到的。

(3)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例增长较快。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大学 (包括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人口增长速度,“十五”和 2010 年间增长速度应适当加快。如此, 以 1998 年全国具

有大专水平人口 3 180 万、占总人口 2. 54% 为基期, 以年平均上升 0. 1 个百分点递增, 则 2005

年可达 4 296 万, 占总人口 3124% ; 2010 年可达 5 131 万, 占总人口 3174% , 是经过努力可以

达到的指标。

如能实现上述人口质量提高目标, 将有力增加人力资本积聚量。所谓人力资本, 是指存在

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的质量总和, 是相对物化资本而存在的一种

资本。“十五”和 2010 年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人口数量过剩、质量不

高的矛盾, 加速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不过在总体上中国人口质量仍不够高, 人力资

本存量同庞大人口数量相比还很不相称。

113　人口结构的适时调整, 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

寻求人口自身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还必须适时掌握和调整人口结构变动。

人口结构包括年龄、性别人口自然结构, 城乡、就业、消费、产业等人口经济结构, 婚姻、家庭、民

族、文化、宗教等人口社会结构。结合中国实际, 21 世纪前 10 年影响较大和需要适时调整的人

口结构, 主要是:

其一, 加速走向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变动“天地之间有杆秤”, 出生率就是“定盘

星”: 出生率升高导致年龄结构年轻化, 出生率下降引发年龄结构老龄化。中国人口出生率自

70 年代以来长期持续的下降, 终于在 1999 年将年龄结构送进老年型, 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先步

入老龄化和老龄化速度来得比较快的国家。由于人们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 80 和 90 年代出生

率变动把握不准, 均不同程度地低估了老龄化进程。本文表É 所列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

预测, 老年人口比例和年龄中位数等指标均比 1996、1994 年以及更早一些的预测有较大的提

高, 说明早一些的预测对老龄化估计不足。现在看来, 联合国预测 2005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比例将上升到 7. 5% , 2010 年再上升到 8. 1% ; 年龄中位数将分别提高到 3214 岁和 3415 岁,

是可能的和比较现实的。需要明确的是, 这仅是步入老年型初期的预测, 中期和后期老龄化速

度还要快, 达到的水平也要高一些。

其二, 城市化步伐加快的人口城乡结构。中国人口城乡结构比较落后, 国家统计局统计资

料显示, 1998 年市镇人口 3179 亿, 占 12148 亿总人口的 3014% [ 6 ]; 同年, 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

达到 45% , 发达国家达到 75% , 发展中国家也达到 38%。[ 7 ]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实际的人

口城市化可能要高一些, 因为中国市镇人口是按照市镇辖区人口统计的, 对于那些进城务工经

商农民说来, 尽管他们已是事实上的市镇人口, 但是由于户籍仍在农村而被排斥在市镇人口之

外。目前农村进城务工经商人数估计从 5 000 万至 8 000 万不等, 如取其中间值 6 500 万; 再取

其中间值一半即 3250 万为在城镇较固定的事实上的城镇人口, 则 1998 年市镇人口比例当在

33% 左右, 2000 年当在 34% 之上。以此为基期的人口城市化预测, 见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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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0～ 2020 年人口城市化预测

市镇人口 2000 2005 2010 2020

方案É

(亿) 4. 38 5. 08 5. 78 7. 12

(% ) 34. 3 38. 3 42. 1 49. 0

方案Ê

(亿) 4. 38 5. 15 6. 06 8. 38

(% ) 34. 3 38. 8 44. 2 57. 6

　资料来源: 方案É 参见U nited N ations. W orld U rban ization P rospects, T he 1996 R evision [R ]. N ew York:

U n ited N ations, 1998; 方案Ê 为笔者预测, 沿用 1957～ 1998 年中国统计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

313% 外推计标.

上述两种预测中, 方案Ê 按照 1957～ 1998 年市镇人口年平均增长 313% 外推预测, 未来

一二十年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如此, 可在 2010 年消除同发展中国家 (4316% )的差距,

2020 年消除同世界总体城市化水平 (5617% )的差距, 达到或略高于这一水平。

其三, 趋于正常的性别结构。中国历来属性别比较高国家, 50 年代以来提倡男女平等, 性

别比有所降低, 80 年代加强人口控制和B 超得以应用发展以后, 不同地区曾一度出现出生性

别比升高问题, 近年来监管力度加大又有所好转。在高度重视和加强管理下, 出生性别比可望

回到正常值, 总人口性别比可望稳中有降。联合国预测 2000 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 105. 9, 2005

年 105. 4, 2010 年 103. 9[ 8 ]。

2　宏观发展战略的决策选择

最近,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全面地阐述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是解决未来人口问题的纲领性文献。这里我

们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角度, 对关系决策选择全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作出比较分析。

2. 1　坚持总体人口发展的战略与突出“稳定低生育水平”主题

在现代化建设中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必须坚持既定的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并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总体发展战略。那么步入 21 世纪

初这一发展战略的重点要不要转移, 如转到人口素质提高方面呢? 回答是不需要, 重点仍需放

在数量控制上。70 年代以来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绩, 现今人口增长势能有很大的削

弱; 但是即使是强弩之末的势能也不可小视, 国内外的预测表明, 2040～ 2050 年人口数量达到

15～ 16 亿时方能实现零增长。亦即未来 40 多年里中国人口还要增加 3 亿左右, 人口压力有增

无减, 数量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数量问题解决得好, 则可因为出生和未成年人口消费的减少

而增加积累, 加快教育、卫生、城市建设、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 直接促进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和

身体素质的提高, 促进人口城市化和平安通过人口老龄化严重阶段。从个人和家庭讲, 父母可

·5·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0 年第 4 期

以因为少生子女而发展自身, 有利于素质的提高; 子女也可以获得更多学习和深造的机会, 提

高文化教育和健康素质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可见, 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主题的人口数量

控制得好, 可以有力地发挥出对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的作用, 是“控制”、“提高”、“调整”的

核心和关键环节。这样说并不否定“提高”和“调整”对“控制”的作用。相反,“稳定低生育水

平”的人口数量控制, 要求相应的人口素质的提高: 生育率与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成反比, 文化教

育素质的提高就是生育率的降低; 生育能力同人口年龄结构息息相关, 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生

育率有明显差别, 适度的人口老龄化是通向人口零增长的必经阶段, 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人

力、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 都有助于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素质的提高和适宜的结构调整给数量

控制以积极影响, 是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必要的人口条件。[ 9 ]

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讲,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

中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人口是关键。中国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于世。然而远

者且不论,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地、物自然资源有减无增, 唯有人口从 5. 42 亿

增加到 12. 59 亿, 净增 7. 17 亿, 增长 132. 3% ; 因而人均自然资源大幅度下降, 耕地、淡水、森

林资源下降尤甚, 面临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口大量增加出于“土里刨食”生存需要, 毁林开荒、变

牧为农、围湖造田盛行, 造成水土流失、气候变得恶劣、水旱灾害加剧; 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

加速推进, 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音“三废一噪”污染加重, 大气、水、土质量下降, 生态平衡

受到越来越大的破坏, 传统的发展模式变得不可持续。资源短缺、环境变坏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而人口数量膨胀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1 世纪前期是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实现“三步走”发

展目标的决定性历史时期, 人口增长不仅具有一般的人均效应, 而且应当看到具有“加权效

应”; 人均消耗自然资源加权增加, 人均消费加权增加, 如果环境保护不能有效加大力度, 污染

也会加权增加。因此, 稳定低生育水平、切实控制人口增长, 对于保护资源和环境有着特殊的意

义,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立足点所在。[ 10 ]

对于东西部而言, 情况有所不同。东部生育率相对更低一些, 一些省、市 10 几年前便达到

总和生育率 T FR < 2. 1 和净再生产率N RR < 1. 0, 上海市已连续几年实现人口负增长。西部生

育率相对要高一些, 除个别省份达到或略低于更替水平外, 一般省、区距低生育水平有较大距

离, 因而那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下降到低水平。据此,“稳定低生育水平”应对东西部提出不同

要求: 东部要扎扎实实地稳定, 缩小直至消除低生育水平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 消除反

弹势能, 在稳定前提下寻求逐步下降, 向零增长过渡。西部第一步是把较高的生育率降下来, 达

到低生育水平; 第二步做低生育水平巩固稳定的工作, 经过较长时间努力后再寻求向人口零增

长的过渡, 是先降后稳、降中有稳。无论东部还是西部, 都要明确 70 年代以来生育率大幅度下

降的历史已经过去, 今后是稳中有降、降中求稳, 确保生育率的较低水平的相对稳定和向零人

口增长的平稳过渡。

212　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寻求利益导向改革

“稳定低生育水平”要以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为前提, 任何政策上的波动, 不管是收紧还是

放宽, 都会引发抢生、超生, 造成生育率反弹升高。不过对“稳定”也不能作一成不变的绝对理

解, 当前各省、区、市大多规定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结婚者可生育 2 个孩子, 有 7 个省规定农村一

方为独生子女结婚者也可生育 2 孩子, 我们认为这种“微调”是合理的和必要的。1980 年中央

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时曾反复讨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 确认既非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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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计, 也非永久之计, 而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 到新一代独生子女结婚时可生育 2 个子

女。现在看来这样做并不会危及到既定人口目标的实现, 表 1 所列人口预测总和生育率变动,

国家计生委方案É 为一直保持 210, 联合国方案Ê 2000～ 2005 年为 1184, 2000～ 2010 年为

1189, 2010 年以后一直保持为 1190, 同 210 接近。这两种预测以及许多其他国内外预测均不同

程度考虑到独生子女结婚“微调”放宽问题, 允许独生子女生育 2 个子女在预测假设条件之内。

这样做对防止过度老龄化, 用“软着陆”办法释放入口增长势能, 缓和和化解生育指标与群众生

育意愿之间的矛盾, 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如何稳定和实施现行生育政策, 无疑要运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诸如各级领导亲自

抓、负总责的经验; 以宣传教育、避孕节育和经常性工作为主的“三为主”的经验; 加强基层队伍

建设的经验; 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的经验等, 继续发挥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可以预料, 进

入 21 世纪特别是“十五”期间, 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还必须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 这一

点必须明确。同时也要看到, 在知识经济来临和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发展时代, 特别是我国

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趋于成熟情况下, 从长远发展趋势上看, 随着人口增长的控制和现行生育

政策的贯彻落实, 政府职能有弱化的趋势, 利益调节市场导向有强化趋势, 我们在强调政府主

导行为时要积极寻求利益调节的改革。在独生子女奖励、集体收入分配、农村土地承包、宅基地

划分、小额贷款、科技扶持以及城乡子女人托、入学、培训、就业、住房等实行一定的利益倾斜,

有效增大独生子女和其他计划内出生子女的效益, 诱导人们自愿选择少生优育道路。

213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与发展教育产业

当代经济、社会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证明, 人力资本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增加人力资

本投资是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是全面实施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

“稳定低生育水平”需要加强计划生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998 年全国计划生育经费人均

4104 元, 由于经费不足, 避孕药具技术更新跟不上, 规划中的县、乡两级服务站建成比例低, 不

能满足广大育龄夫妇避孕节育要求。据中科院国情小组计算, 人口增长率每降低 011 个百分

点, 人均 GD P 可增长 0136～ 0159 个百分点, 旨在降低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计划生育投资,

仅从经济投入产出观点看, 也是产出很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11 ]。建议国家在每年追加固定资产

投资时, 确保计划生育投资能够同步或比同步稍高一些的增长。

用于增进人口身体素质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 也应同步增长; 用于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

质的各类教育投资, 应得到更快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15% 左

右, 多年来这个比例没有多少变动; 发达国家一般占到 5% 左右, 印度、泰国、墨西哥等发展中

国家也高出我们许多。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和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 必须下决

心改变。这不仅为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所必需, 而且对于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有特殊意

义。计算一下即可明了: 如果将教育经费支出提升 015 个百分点, 占到当年 GD P 的 310% , 即

可增加教育投资 380 亿元; 提升 110 个百分点, 可增加教育投资 755 亿元, 拉动内需动力何其

强大! 据调查, 目前全国 6 万亿居民存款中, 约 1ö3 是父母为子女上学准备的, 问题在于教育发

展滞后, 人们欲消费而无门, 至今教育还基本为“卖方市场”所垄断。增加教育投资, 满足人们教

育消费需求, 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在于发展除义务教育外的教育产业。即使义务教育, 也应打破

“大锅饭”式管理办法, 建立相应的利益调节机制, 提高教育劳动生产率。通过以大力发展教育

产业为主增加人口智力、健康、生育等的人力资本投资, 换取人口素质的提高和数量增长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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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控制, 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 是实现“经济上去、人口下来”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策。

214　加快人口城市化与扩大消费总需求

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被称作“天下第一难”, 难就难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情况

下, 生育率却要下降到较低水平, 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反差”。然而将社会分成城乡考察, 情形有

很大不同: 虽然城市生育率低许多, 但是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相对水平更高一些; 农村生育率

高一些, 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相对水平更低一些。城乡比较, 农村“反差”更大, 城市“反差”小

得多, 一些大中城市“反差”已接近消失。目前全国农村人口统计部门报告占近 70% , 城乡人口

大致“三七开”; 我们认为在 67% 左右, 城乡人口“1 比 2”。前已叙及, 即使如此也比世界、发展

中国家平均水平落后一截, 与发达国家更不能相比, 落后的“二元经济”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

高人口质量的真正困难所在。而且由于城乡差距拉大, 以消费为例, 城乡居民消费比 (以农民消

费= 1)由 1978 年的 219, 扩大到 1998 年的 313, 绝对额由相差 267 元扩大到 4 288 元 (当年价

格) [ 12 ] , 成为社会总消费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农民消

费水平低基于收入水平低, 收入水平低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基于农村人

口和农业劳动力过剩, 目前估计过剩农业劳动力在 2 亿左右。因此尽快将农业过剩劳动力及其

附属过剩人口转移出去, 主渠道是转向城镇工商业, 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 是降低生育率和稳

定低生育水平, 有效提高人口素质, 扩大社会总需求拉动内需一项治本的方略,“十五”和 2010

年规划应当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着力推进。

215　把握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人口预测表明, 生育率稳定在现有较低水平, 2005 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

1018% , 年龄中位数将上升到 3214 岁, 至 2010 年两者将分别达到 1212% 和 3415 岁, 处于老

龄化前期; 其后 20 年为加深阶段, 2030 年时也将处于较高水平; 2040～ 2050 年达到峰值阶段,

2050 年 60 岁以上比例可达 2917% , 年龄中位数升至 4317 岁, 虽然稍低于发达国家但是在发

展中国家居于最高水平之列, 人口老龄问题届时将成为严重社会问题之一。立足于可持续发展

战略, 一方面要恰当估量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社会负担、储蓄、投资、消费、伦理、文化等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 解决好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实行可靠的老年

社会保障, 特别是经济保障和健康保障。

关于老年经济保障, 由于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之间形成的“时间差”, 也由于西方发

达国家“从摇篮到坟墓”全方位社会保障的种种弊端, 我们不可能实行由社会完全包下来的做

法, 而应坚持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再就业自养, 实行“社

养”、“家养”、“自养”相结合互相补充的养老保障制度。现在的主要问题有二: 一是一些企业尤

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严重, 职工工资发放不出去, 养老金的发放和按比例基本养老金的缴

纳难以兑现。为此, 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 1991 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责

令企业按《决定》条款缴纳, 滞纳以法论处, 企业破产也要将拖欠养老基金列入统筹解决问题之

一。二是养老覆盖面窄, 城市多数职工享有, 农村绝大多数无缘, 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扩大。在

农村要大力发展储蓄性养老保险, 保证投保基金增殖; 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规定最低生活水平

线, 推行“反贫困”养老保障战略, 使全体老年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关于老年健康保障, 需要更新社会观念, 长寿并不是主要目的, 长寿+ 健康才是真正的目

的。要保障老年生理、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良好健康状态, 生理健康是基础, 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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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改革要坚持到位。城市医疗制度改革在不间断进行, 需要考虑适当向老年人口倾斜; 农村中

合作医疗几起几落, 应根据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和医疗条件, 制定不同的收支标准和合作制度,

逐步建立起稳定的保障网络体系。

2. 6　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与促进民族繁荣

西部开发战略是改革开放向西推进、加快西部发展的战略, 故可称为西进战略。从人口角

度讲, 是东部地区“三低”向西部延伸、加快西部人口转变的战略。由于多年来东西差距拉大, 西

部大开发不可能像爆破那样“轰”的一声“经济上去, 人口下来”, 而需要树立长期转变、循序渐

进思想。在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现代财富评价中, 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人力

资本, 中国西部的比较优势在自然资本。然而自然资本再丰富也是稀缺的, 更何况西部自然资

本结构性短缺相当突出。西部大开发不能滥用自然资本, 而只能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道路, 在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上多作一些文章。对待“民族繁荣”要有一个正

确认识, 仅仅是民族人口数量上的增加, 还是质量上的提高和生活上的改善? 在 21 世纪前 10

年无疑更强调后者, 而不是前者。要实现以经济发展和人口质量为核心的民族繁荣, 应当摆脱

“贫穷——生育——贫穷”的不良循环, 因而“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在生育数量上应适当放宽,

不同人口规模少数民族也应有所不同; 为此, 要大力普及优生优育知识, 减少出生儿缺陷比例;

要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努力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 不断为大开发输送人才; 要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 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结合起来, 与保护资

源和环境结合起来, 营造大西北、大西南的秀美山川[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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