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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周有关中国出生人口的问题引起国内外媒体
广泛关注和评论。据报道，2月8日公安部公布2020年
中国登记新生儿共有1003.5万人，较2019年同期减少
近15%。本文在此介绍中国人口的现状，分析出现这
种状况的原因和影响，评议和思考所涉及的问题。

基本现状
人口信息：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定于2020年11

月1日完成。到目前为止所有人口数据尚未完全公
布。2020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19年
底，中国大陆人口140005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
超过14亿的国家。

争议：一些中国学者对中国人口数量提出致疑。
如《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一书的
作者易富贤教授最近发文，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应为
12.6亿。北大教授梁建章不久前撰文指出，中国人口
塌陷已经到来。他举例中国多个中等城市2020年出生
人口较上一年减少约19-32.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全国出生人口2016年为1786万、2017年为1723
万、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预计最终
为1248万。然而，无论统计数据和学者评估的差异，
未来十年中国人口下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原因
为何中国出生人口呈明显下降呢？造成的原因是

多种的。 
计划生育的后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

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将计划生育政策载入宪
法、定为国策，严格限制人口增长。四十多年后的今
天，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中国已面临
人口老化的危机。2016年开始，中国放宽生育政策，
实行第二胎措施，但收效不大。出生率除当年略有上
升后，随后数年仍持续下降。

生育观念的改变：由于生活及工作的压力、住房
和子女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及高离婚率，使育龄夫妇不
愿意多生育。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更倾向于享
受物质的小家庭生活。另外，多年来国家一直大力提
倡独生子女好处的宣传，使人们的生育观念很难迅速
改变。

生育政策：按目前政策，仅开放第二胎，并未
完全开放自由生育。这限制了一些想要多生育（超过
二胎）家庭的行动，这也造成出生率的下降的原因之
一。

问题及影响
人口出生率下降产生一系列问题和影响，其表现

如下：
人口老龄化：据预测，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

人口的比例将逐年增加，2020年为13%，2025年为15%、

2035年为22.3%，2050年达到峰值27.9%。人口老龄化面
临的主要矛盾是养老社保和医保问题。中国从1999年
开始，实施社保医保社会统筹的改革，这意味着退休
人员养老金主要依赖正在工作人员的贡献来积累。据
报道，2018年中国养老金结余11.6万亿元人民币，除去
政府财政补贴后，实际余额较前一年减少6033亿元，
并且连续6年均为负值。

劳动力下降 ： 一 般 公 认 劳 动 力 人 口 年 龄 为
16-59岁。中国劳动力人口近年逐年下降，2012年为
9.37亿、2014年9.16亿、2016年9.07亿、2018年8.97
亿、2019年8.96亿。劳动力下降引起人力市场资本增
加，人口红利的消失。出口、基建投资和消费被认为
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劳动力的减少和成
本的增加可影响出口和基础建设，将阻碍中国的经济
增长。

消费倾向的变化：不同年龄组消费内容和水平
有所不同。老年人注重医疗保健，中年人喜爱资产配
置、社交和休闲健身活动，青年人追求时尚潮流、刺
激性消费和旅游。从整体上来看，老年人消费水平远
低于中青年人群。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未来中国消费产
业的下滑。

退休年龄的延长：根据国家规定，法定退休年龄
是女工50岁，女干部55岁，男职工60岁。近年来，国
家一直研究延长退休年龄。前不久，在公布的《中央
制定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
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标志着延迟
退休将由研究成为现实。延长退休年龄的重要考量是
缓解由于老龄化引起的养老金缺口的压力。这与美国
将六十年代后出生者的完全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
岁如出一辙，以弥补养老金的不足。。       

评议及思考
计划生育的弊与利：对中国上世纪实施的独生子

女的人口控制政策国内外异议颇多。支持者认为它在
控制中国人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反对者则谴责在执
行政策时采取的非自愿和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当年
一些强制或被迫堕胎、经济处罚和开除公职等措施让
许多经历者和执行者记忆犹新。该政策不仅对无数家
庭造成伤害，也造成如今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们面临
照顾多个家庭长辈不堪重负的局面。这也是引起当今
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失独家庭痛苦和劳动力缺乏等
系列恶果的根本原因。

人口统计的差异：为何官方与民间在人口统计数
据上不尽相同呢？有学者指出其原因有二。一是统计
方法和研究模型的不同。二是地方当局为自身利益刻
意修改数据，因为它涉及到教育、养老、医疗卫生、
公共设施建设等诸多问题。夸大的人口数据可获得国
家更多的财政支持和补助。作为非专业的普通民众很
难辩识真假。然而，准确的人口数据是关系到国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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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大事。这种关系到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决
策的基本信息容不得半点虚假。有关中国人口负增长的
观点被官媒认为是2019年十大谣言之一，并加以限制。
应当允许不同观点、意见和结论的研究者广泛发声和被
报道，以确保人口研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养老系统
已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中国的社保问题尤为严重。
根据中国社科院最近的报告，养老金由2019年“两人养
一人”，到2050年将发展为“一人养一人”，逐渐加重
贡献者的负担。据预测，到2035年，中国养老金系统将
因“坐吃山空”而被耗尽。中国的养老制度存在起步
晚、制度不完善、公平性不足和责任不清等问题。并且
社保也面临着公信力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
化、政府财力不足、人口流动性大和全国不能统一协调
等多项挑战。因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
道远。

中国的经济发展：多家英美智库和美国主流媒体
曾刊文，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旅美中国学者易富贤教授却
唱反调，惊人的预测“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根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易认为中国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将
毁灭其经济梦想。他指出，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口，只
有人口才会有生产、消费和创新。他用中美两国人口中
位年龄进行比较，在1980年是22、30岁；到2018年中国
已超过美国，现为42、38岁。他预测，如果中国生育率
稳定在1.2的话，2035年为49、42岁，2050年为56、44
岁。他的观点被认为是唱衰中国，在国内受到封杀。最
近，中国领导人称，世界正在百年动荡的大变局之中，
中国处在时和势的制高点，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实现“中国梦”。然而，当今世界形势瞬息万变，在人
口危机、与欧美等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对抗与竞争，
以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状况下，中国经济能否跃居
世界第一或被压制而一蹶不振，未来十年将会见分晓。
毫无疑问，人口塌陷引起的各种危机将会阻碍中国的发
展，如果不能迅速改变，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增
加难以估量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