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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认识中国国情不可或缺的科学著作*

) ) ) 学习5新中国人口五十年6

邬沧萍

由路遇同志主编, 23位我国知名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5新中国人口五十年6(下称本书)是我国人

口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和盛事, 是一部力作,阅后确实感到受益匪浅。

1  一部与时俱进、科学创新、体系创新的人口专著

本书最值得称道的是,路遇同志在谋划5新中国人口五十年6时, 不因循守旧,按照他编写5中国人
口通史6传统的体系;即按人口社会形势、人口数量、人口构成、人口迁移和人口地理分布等章节, 按断

代史体例来写。

本书编写前路遇根据人口学在上世纪 70年代蓬勃发展的趋势, 认同/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各种变
量的现象和过程,研究人口诸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研究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生

态环境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0(第 7页)。在明确了人口变量为人口学研究对象的基础

上,路遇同志明确本书体系的思想为: /本课题以人口变量为主体,兼顾亚人口变量、理论、历史、方法

以及人口变量与其它相关学科变量相互关系进行总体设计的, 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理论与历史,

二是人口变量, 三是亚人口变量,四是人口变量与其它相关科学变量相互关系,五是研究方法和方法

论0(第 8~ 9页)。由于这一大胆、创新的设计和安排, 使本书能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 如实

地把/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在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集体的领导下, 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

我国解决人口问题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客观地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0(第 1476~

1477页)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科学的体系,就难免杂乱无章、出现大量重复或遗漏,各位专家的/术业
专精0难以充分体现。因此本书的体系创新值得赞赏。

2  本书是一部史论结合、秉笔直书的人口信史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 4000多年, 新中国人口 50年在中国人口发展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

间,但是就是在这一瞬间中国人口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和数

据论述了人口 4个方面发展变化的历史。

211  本书是一部论述中国特色人口转变的历史
人口转变在人口科学上的准确定义是指生育率和死亡率从相当高的状况转到相当低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一般都是死亡率率先下降,生育率下降滞后,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个人口转变

增长的阶段,即人口增长。这是迄今为止人类人口的普遍规律。本书在第一章中进一步把这一概念

概括为: /社会经济现代化体现在人口发展的过程上0(第 23页)。本书在/总论0开篇后, 安排人口规

模、妇女生育水平和人口死亡水平三章, 很有创意, 它表明人口转变是新中国人口 50年变化的核心、

先导,也是全书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又和传统上人口史以人口总数为中心的结构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人类历史上,新中国人口 50年被公认取得举世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成就, 主要是指在一

个落后的人口大国, 在短短的 50年,在人口转变上走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

达到的目标,使生育率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的平均寿命接近发达地区的水平, 但人口规模翻了

一番多,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中,人口倍增数最小的一个。这充分体现我国有现代化/后发优势0,
这是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无可争议的伟大成果。

* 本文不注明出处的页码都指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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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0的国家, 人口转变已不可能

完全依靠经济社会现代化自发完成,必须在国家社会政策的引导、干预和影响下加速实现。我国正是

/依靠政府强有力的生育政策进行引导, 以加速生育率下降速度0(第 170页)。翟振武同志将其概括

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 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试验。,,30年的实践证明, 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

的这项伟大工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0(第 122页)。本书就是记录这个复杂、曲折、悲壮的历

史过程,在人类人口史不能不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书把20世纪中叶定为中国人口转变起始时间,我一向认为我国死亡率下降从这时开始是结合

实际的。本书死亡率一章作了大量精心的考据和人口科学的估算研究, 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后, /人
口粗死亡率应该在 25j~ 30j左右0(第 176页) , 我认为比较可信。

212  本书是一部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传统的人口发展史
传统的人口史大多以人口总数或户数、男丁数等为对象发展变化,人口史也扩展到一些生命统计

指标和人口迁移的数字。本书明确以人口变量为研究对象, 使人口史研究的广度扩展和深度加强。

首先人口变量的发展变化不再局限于人口总数,必须考察人口再生产的来龙去脉, 也包括人口的质量

(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迁移和分布各个方面,人口的变量, 不再限于总人口而包括许多重要亚人口的

发展变化,人口的视野大大拓宽了。

另一方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发达、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口变量的发展史也必须

包括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相互关系互动的发展变化史。本书从第 5到 16章都是考察 50年人口再

生产以外的人口变量的发展变化, 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亚人口的研究还有很多未包括在内。在本书

中这 12章有些章节从命题到内容在人口史上都是新的,都凝聚了作者的心血。

213  本书是一部彰显中国50年来人口事业辉煌成就的发展史

中国从人口转变起始时生育率高达 6, 2000年下降到 118,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许多年高达 25j下
降到 2000年低于 10j (第 112页) , 到今天降到 6j ~ 7j。这一成绩的取得需要做许多艰苦卓绝、具
体细微的控制和服务的人口工作。本书着重在研究人口变量发展史的同时十分重视人口事业发展

史,书中安排了为人口控制建立不朽功勋的/计划生育事业0、/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0、/ 户籍管理制
度0和/人口科学研究进展04章,向世人和后人昭示,新中国人口 5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

唾手可得的,背后有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这 4章的作者既是学者

又是多年亲自领导、参与这些工作的领导人或历史见证人。他们在/历史的结论0中,都指出各自人口

事业的重要性、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取得事业成功的经验和历史教训。

214  本书是一部中国三代领导人带领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发展人口思想的历史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书作为人口史总结新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经验,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

导,本书专辟独立一章总结新中国领导者人口思想,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国情)实际相结合的/两种生产理论0指导下, /在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

力0(第1476页)取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开篇中

指出: /中国共产党及国家领导人从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

理人口问题的正确道路0(第 1207页)。进入 21世纪前后,中国人口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同

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在人口问题上继往开来,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
观0给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赋予与时俱进的新思维,指明了我国 21世纪人口走向。

3  一部坚持/论从史出0和发挥/ 以史为鉴0作用的史书

311  立足于数据是本书最突出的科学亮点
本书要求编写入书的史实和数据要尽可能齐全、宁缺毋滥。本书把人口学研究对象正确地定位

为人口变量,而不用人口问题或人口因素等,这意味着人口史的史实, 必须建立在人口的科学数据上

尽可能量化。人口学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说是在社会科学中比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更重视掌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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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实证和数据检验的一门科学。

论从史出,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本书要求各章立论都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五次

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和各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调查资料、各业务部门的统计资料, 但不是简单地按公

布数据照抄/有闻必录0, 而是经过作者查对核实; 许多资料是从深入开发人口普查资料取得,有的利

用和开发专门调查原始资料,利用人口统计学的检查数据/证实0或/证伪0的方法, 填平断层的数据,

修正不合逻辑的数据,利用电脑技术等开发和审视各章数据,务求按目前专业认识水平,用最可接受

的数据做出每个人口变量或问题的历史事实。例如, 人口规模和妇女生育水平两章的总和生育率水

平都使用 118(第 120页,第 148页) ,是经过长时间大量研究才对 200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作了修

正;又如, 对三年困难时期公布的全国人口死亡率, 虽是新中国历年来最高的,但作者引证/国内外研
究都认为,这还可能是个偏小的数字0(第 186页) ,还用一些省份的高死亡率来作实证(第 56页,第

186页) , 务求数据实事求是; 再如,人口教育科学素质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几次人口普查资料

独立计算的。

312  各章历史的结论提升了本书的理论价值
本书作为一门新中国 50年社会科学著作的信史, 首先必须有客观的事实和数据, 但还必须进一

步对事实和数据作出历史评价,不然本书就完全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 等同于一本人口数据集, 失去

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本书在每章结束时都要求包括有/历史的结论0这个部分并强调要/下功夫提
炼0(第 1478页)。不言而喻这一结论必须/论从史出0, 对重要的人口事件和变动作出合理的价值判
断。这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例如, 本书多处提到我国 1970年以来, 由于严格控制人口,少生了 3

亿多人,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合理的,是目前大多数人接受的。如果片面追求真理性、科学性,不认同

我国计划生育取得的这一成绩,对实践是无益的。因此,社会科学对事物的评价在尊重事实的同时不

能不有理论指导,邓小平判断事物好坏的三个标准和按/三个代表0的要求对社会现象作出历史的结
论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点同自然科学主客观泾渭分明不同。

313  以史为鉴,发挥本书的社会功能

本书以大量可信的数据、史实和历史评价,描述解释人口各个变量 50年的发展变化, 既能丰富人

们对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又能提供科学的预见,对制定人口发展规划起到很大作用, 提供的经

验和教训对于社会管理有重要的参考。本书一项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人口众
多是一个突出国情0(江泽民, 1991)和对人口问题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的认识。

本书作为一部专著是讲人口情况和人口事业的,由于人口众多是中国的突出国情,中国的任何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决策都同人口众多直接或间接有关,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也

必然反映在人口各个变量上, 而人口的数量特点又使得人口指标反映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具体和很

有说服力。

本书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就在于, 以明确数字作为实证而不是依靠/非常严重0、/巨大损失0、/严
重后果0等词汇描述。具体指标和数字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实的整理出来是最有说服力的。本书发挥
以史为鉴的功能是其它科学无可替代的。

本书值得称道之处还有很多, 但本书仍有待提高之处, 如,与世界人口对比反映不够, 亚人口研究

有待增加,每章的历史结论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人口是个连续变量, 有些后果在以后才能反映出

来。本书在2000年后就着手编写,有的发展后果不会几年后就显示出来, 这样有些历史结果不能不

用人口预测来作价值判断,限于时间只能如此,因此一些历史结论有待以后才能更合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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