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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原华荣 　张祥晶
（浙江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 １５亿左右 ，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 ，分

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 ３ — ４亿的小规模态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 ——— “尺度空

间” 、“结构空间” 、“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 ，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 。

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 ；可持续发展需

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 ，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 ；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

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 —尺度理论的规定 ；市场并非万能的 ，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 ；出生人口

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 ；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 ，而

必须“东西同降” 。

［关键词］人口瓶颈 ；人口负增长 ；人口目标 ；实在空间 ；观念空间 ；稳定低生育水平 ；东西同降

″Substantial Space″ and ″Conceptual Space″ as Regards Decrease in Fertility Rate
Yuan Huarong 　 Zhang Xiangjing

（The Institute o 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Zhe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８ ，China）

Abstract ：The removal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bottleneck does not lie in keeping a population of
１ ．５ billion ，but lies in carrying out ″ the strategy of negativ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that is ，
reducing the population to a small size ，with a population of ０ ．３ to ０ ．４ billion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decrease in the Chinese fertility rate has both its substantial space ： scale space ，
structure space ，policy space and comparison space ，and its conceptual space ．The latter can be
removed by improving people摧s recognition as follow s ．Firstly ，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s caused by the population in a large sca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es not call
for ″ proper population″ ，which is supported by land productive forces ，but calls for ″ small
population″ ，which can keep balance with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priority of the population
control to the adjustment of age structure is a stipulation of Levels‐Scales Theory ．Thirdly ，the



market economy is not everything and the exercising birth control is necessary ．The high birth
sex ratio does not certainly connected with narrow ″birth space″caused by the policy ．Finally ，to
keep a low birth level ，we should not stabilize the population in the east while reducing the
population in the west ，but reduce the population in both places ．
Key words ：population bottleneck ；negativ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population target ；substantial

space ；conceptual space ；stabilize low birth level ； the de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in
both east and west

本文拟通过对中国人口目标选择 、生育水平下降的“观念空间”和“实在空间”进行分析 ，论述长

期稳定低生育水平 、“东西同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一 、中国人口目标的选择

（一） “伦理困境” 、“人口瓶颈”和“人口数量革命”

１畅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困境” 。人类面临着各种困境 ，以解决人类困境为己任的可持续发展同

样面临着困境 。以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为表征的人类困境体现着人与人 、人与生命的伦理危机 ，在

可持续发展面前 ，则展现着与消除人类伦理危机 ，即与其宗旨 ———代内公平 、代际平等和生命平等

相悖的多重矛盾 ，也即人类反自然本质与生命平等的矛盾 ；人类社会在本质上的不平等与代内平

等 ，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当代人优先与代际平等 ，即发展与保护的矛盾 。而这些相互交织的矛盾

又都难以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正是由于人类本质上的反自然 ，人才能成其为人 ；正是由于人类社

会在本质上的不平等和对财富的追求 、对效率的崇尚 ，社会才得以发展 ，历史才得以前进 。没有“免

费的午餐” ，一切进步皆要付出代价 ，一切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都同时孕育着危机 ，并在一定条件下

转化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由此 ，人类困境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伦理困境 ，便是一种辩证的

必然 。

２畅 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瓶颈” 。有限环境之中生存和发展资源在人与人 、人与生命之间的不公

平分配 ，是伦理危机本质之所在 。在人口数量少的情况下 ，伦理危机由于相对充裕的生存和发展空

间而被弱化或只表现在局部地区（如古代文明的衰落） ；人口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和向世界各地的扩

散 ，则使历史上局部性的伦理危机演变为当代全球性的人类困境 。人类庞大的数量 、膨胀的欲望 ，

及由此导致和为之必需的大规模经济活动 、对自然高强度的利用 ，使伦理危机由孕育于进步中的必

然性转变成危及人类和生物生存的现实 。与此同时 ，人口压力也由推动社会进步的“上帝”变成阻

碍历史发展的“魔鬼” ，且愈加“凶顽” 。据估算 ，２０５０年世界人口将达到 ９０畅３９亿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

４９％ ，即 ２９畅７２亿 ，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增加 ２９畅２５亿 ，占 ９８畅４％ ，从而构成对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瓶

颈”
①
。 ２０００年世界各地区和部分国家的人口状况如下页表 １所示 。

３畅 “人口数量革命” 。伦理危机是无法消除的 ，因为它与发展成因相同并孕育在发展的过程

中 ，但可以通过减小人口压力得以缓解 ，因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数量 、欲望）是矛盾从孕育到展

现（激化）的主要条件 。由此 ，通过人的革命 ，即相互关联的生活生产方式革命 、观念革命和人口数

量革命缓解伦理危机 、消除“人口瓶颈” ，便成为人类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而以减小人口压力 ，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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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 年编译和编印的枟２０００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枠 。



一个节欲 、小规模 、低耗散 、“近平衡态”的人口环境为宗旨 ，并体现生活生产方式和观念革命的人口

数量革命 ，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１］
。

表 1 　世界各地区和部分国家的人口状况（2000）
人口数量
（百万人）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５０年

人口
密度
（人／

km２
）

耕地人
口密度
（人／

km２
）

人均
GDP
（美元）

城市
人口
比（％ ）

≥ ６５岁
人口
比（％ ）

老年
抚养
比（个）

出生
率（ ‰ ）

死亡
率（ ‰ ）

自增
率（ ‰ ）

TFR
（个）

全世界 ６ ０６７ �９ ０３９ D４６ L４１４ è４ ８９０  ４５  ７ K４ 悙２２ 眄９  １４ x２ vk畅９

发达地区 １ １８４ �１ ２３２ D２４ L１９５ è１９ ４８０ +７５  １４ b２ 悙１１ 眄１０ 2１ a１ vk畅５

不发达地区 ４ ８８３ �７ ８０８ D６０ L５６８ è１ ２６０  ３８  ５ K４ 悙２５ 眄９  １７ x３２ 换
欧洲 ７２８ 刎６５８  ３２ L２２９ è１３ ４２０ +７３  １４ b２ 悙１０ 眄１１ 2－ １ 弿１ vk畅４

保加利亚 ８ |q畅２ ５ 亮抖畅３ ７３ L１３ 憫１ ２２０  ６８  １６ b－ ８ 种１４ 2－ ６ 弿１ vk畅１

捷克 １０ 摀垐畅３ ９ 亮抖畅３ １３０ c４５５ è５ １５０  ７７  １４ b２ 悙９ 种１１ 2－ ２ 弿１ vk畅１

俄罗斯 １４５ *煙畅２ １２７ 镲滗畅７ ８ 5１０９ è２ ２６０  ７３  １３ b２ 悙８ 种１５ 2－ ６ 弿１ vk畅２

意大利 ５７ 摀垐畅８ ４１ 刎屯畅９ １９２ c４９９ è２０ ０９０ +９０  １７ b２ 悙９ 种１０ 2－ １ 弿１ vk畅２

德国 ８２ |q畅１７ ７３ 刎屯畅３ ２３０ c６９１ è１６ ５７０ +８６  １６ b２ 悙９ 种１０ 2－ １ 弿１ vk畅３

波兰 ３８ 摀垐畅６ ３３ 刎屯畅９ １２０ c２６３ è３ ９１０  ６２  １２ b２ 悙１０ 眄１０ 2０ a１ vk畅４

瑞典 ８ |q畅９ ９ 亮抖畅２ ２０ L３２１ è２５ ５８０ +８４  １７ b－ １０ 眄１１ 2－ １ 弿１ vk畅５

丹麦 ５ |q畅３ ６ 亮抖畅１ １２４ c２１３ è３３ ０４０ +８５  １５ b２ 悙１２ 眄１１ 2１ a１ vk畅７

英国 ５９ 摀垐畅８ ６４ 刎屯畅２ ２４４ c９６１ è２１ ４１０ +８９  １６ b２ 悙１２ 眄１１ 2１ a１ vk畅７

挪威 ４ |q畅５ ５ 亮抖畅１ １４ L５０５ è３４ ３１０ +７４  １５ b－ １３ 眄１０ 2３ a１ vk畅８

法国 ５９ 摀垐畅４ ６５ 刎屯畅１ １０８ c３０６ è２４ ２１０ +７４  １６ b２ 悙１３ 眄９  ３ a１ vk畅８

爱尔兰 ３ |q畅８ ４ 亮抖畅５ ５４ L３００ è１８ ７１０ +５８  １１ b－ １５ 眄９  ６ a１ vk畅９

北美洲 ３０６ 刎４４４  １７ L１３１ è２８ ２３０ +７５  １３ b３ 悙１４ 眄９  ６ a２ vk畅０

加拿大 ３０ 摀垐畅８ ４０ 刎屯畅２ ３ 5６８ 憫１９ １７０ +７８  １２ b２ 悙１１ 眄７  ４ a１ vk畅５

美国 ２７５ *煙畅６ ４０３ 镲滗畅７ ２  �畅９ １４７ è２９ ２４０ +７５  １３ b３ 悙１５ 眄９  ６ a２ vk畅１

大洋洲 ３１ 亮４４  ４ 5６０ 憫１５ ４００ +７０  １０ b３ 悙１８ 眄７  １１ x２ vk畅４

澳大利亚 １９ 摀垐畅２ ２４ 刎屯畅９ ２ 5４１ 憫２０ ６４０ +８５  １２ b３ 悙１３ 眄７  ６ a１ vk畅７

新西兰 ３ |q畅８ ４ 亮抖畅５ １４ L１１５ è１４ ６００ +８５  １２ b３ 悙１５ 眄７  ８ a２ vk畅０

南美洲 ５１８ 刎８２３  ２６ L３３８ è３ ８８０  ７４  ５ K４ 悙２４ 眄６  １８ x２ vk畅８

巴西 １７０ *煙畅１ ２４４ 镲滗畅２ ２０ L２９０ è４ ６３０  ７８  ５ K４ 悙２１ 眄６  １５ x２ vk畅４

墨西哥 ９９ 摀垐畅６ １２５ 镲滗畅１ ５１ L４０３ è３ ８４０  ７４  ５ K３ 悙２４ 眄４  ２０ x２ vk畅７

亚洲 ３ ６８４ �５ ２６７ D１１９ c７０８ è２ １３０  ３５  ６ K４ 悙２２ 眄８  １４ x２ vk畅８

中国 １ ２６５ �１ ３６９ D１３２ c１ ３３０ 舷７５０ 铑３１  ７ K３ 悙１５ 眄６  ９ a１ vk畅８

日本 １２７ 刎１０１  ３３６ c２８４０ 靠３２ ３５０ +６４  １７ b２ 悙９ 种８  ２ a１ vk畅３

韩国 ４７ 摀垐畅３ ５１ 刎屯畅１ ４７６ c２ ３０４ 舷８ ６００  ７７  ７ K２ 悙１４ 眄４  ９ a１ vk畅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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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人口数量
（百万人）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５０年

人口
密度
（人／

km２
）

耕地人
口密度
（人／

km２
）

人均
GDP
（美元）

城市
人口
比（％ ）

≥ ６５岁
人口
比（％ ）

老年
抚养
比（个）

出生
率（ ‰ ）

死亡
率（ ‰ ）

自增
率（ ‰ ）

TFR
（个）

印度 １ ００２ �１ ６２８ D３０５ c５９１ è４４０ 铑２８  ４ K４ 悙２７ 眄９  １８ x３ vk畅３

非洲 ８００ 刎１ ８０８ D２７ L４２１ è６７０ 铑３３  ３ K８ 悙３８ 眄１４ 2２４ x５ vk畅３

埃及 ６８ 摀垐畅３ １１７ 镲滗畅１ ６８ L２ １７７ 舷１ ２９０  ４４  ４ K５ 悙２６ 眄６  ２０ x３ vk畅３

南非 ４３ 摀垐畅４ ３２ 刎屯畅５ ３６ L２８６ è３ ３１０  ４５  ５ K－ ２５ 眄１２ 2１３ x２ vk畅９

　 　 注 ：（１） 资料来源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年编译和编印的枟２０００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枠 ；世界资源研究所 、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编的枟世界资源报告（１９９８ — １９９９）枠 ，胡姗姗 、程伟雪译 ，（北京 ）中国环境

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３００ ３０１ 页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 年编印的枟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常用数据手册（２０００）枠 ，第 １１２ 页 。

（２） 老年抚养比为 １００ 个劳动力抚养的老年人口数 ；T FR 为总和生育率 。

（二）历史时期人口压力的缓解

１畅 环境压力的人口解 。极低的资源人口比 ———占世界 ７％ 的耕地和 ２１％ 的人口 ，使中国不得

不承受极高强度的环境压力 ——— ４倍于全球水平的强干扰 。中国每年因农业 、采矿等活动搬动和

迁移的岩石 、土壤达 ３９１畅７亿吨 ，占世界 １ ３６０亿吨的 ２８畅８％ ；人均 ３１畅８吨 ，为世界平均 ２２畅７吨的

１畅４倍 ；每平方公里移动量 ４ ２００吨 ，为世界平均的 ４畅０３倍［２］１４
。

中国的人口密度（１３２人／km２
）接近世界平均（４６人／km２

）的 ３倍 ，人均 GDP（７５０美元）则不到

世界平均（４ ８９０美元）的 １／６ ，这与 ４倍于全球平均的干扰强度是极不相称的 。这种不相称既有其

技术解 ———资源的低利用率 ，又有其环境解 ———先天不足的地理环境 ，更有其人口解 ———历史上

先天不足地理环境在人口重压下长期 、反复地被破坏 。 自有记载以来 ，中国的人口一直占世

界的１ ／４ — １ ／５左右 。 正是这以承载力为参照的庞大规模的人口 ，构成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社会

动乱不断 、自然灾害频繁 、人口反复剧减和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重要背景 ；至当代 ，又演变成

阻碍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瓶颈” 。 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局部改善而总体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

即在于此 。 历史走进了今天 ，而今天也将走向未来 。 人口 、资源 、环境仍将构成影响 ２１ 世纪

中国发展的强制约“瓶颈” ，国家层面关于“人口过多仍是我国的首要问题” ①的科学判断即基

于此 。

２畅 历史时期人口压力的缓解 。人口与经济总是要保持均衡的 ，不是少量人口与小规模经济的

低位均衡 ，便是大量人口与大规模经济的高位均衡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随着人口与经济向高位均

衡的逼近 ，以及土地因兼并而高度集中和开发殆尽（以当时技术条件为背景） ，不断增长的人口便会

打破与经济的均衡而使社会处于人与自然 、人与人矛盾激化的不稳定的“临界态” 。当时 ，为饥荒 、

疾疫 、阶级矛盾所诱发的农民战争便极易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 。饥荒 、疾疫 、战争使

人口大量消减 ，生产力急剧破坏（使土地休养生息） ，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矛盾从而得到极大缓

解 。 以此为基础 ，文明又开始了新一轮与王朝兴衰 、治乱交替伴随的人口与经济由低位均衡

到高位均衡的周期性循环 。 历史上人口压力的缓解即是通过“平衡原理”灾难性的自行贯彻

而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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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目标的选择和人口减少战略

１畅 中国人口目标的选择 。 ３倍于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和 ４倍于世界平均的环境干扰强度 ，使

中国面临比全球大多数国家更为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更为严重的伦理危机 。以先天不足的地理环

境 、历史时期人口压力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并向当代延伸的“平衡原理”灾难性的贯彻为背景 ，为了提

高资源人口比 ，减轻人口对环境的压力以遏止生态退化 ，改变历史留给我们的现实 ，创造一个良好

的生存 、发展环境 ，并给其他生命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我们必须实施人口减少战略 ，为未来留下一

个小规模的人口 ，而不是一个具 １５亿左右规模的“零增长”的人口 。 “零增长”消解的是人口的“增

量压力” ，而非“存量压力” 。 “人口瓶颈” 、环境压力的人口解和历史时期人口压力的缓解表明 ，

人口“零增长”的实现并非意味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会迈入第一道门槛 ，并为跨越第二 、三级

战略台阶创造条件 ① 。 维持一个具更大生态环境冲击力的 １５ 亿规模的庞大人口 ，对中华民族

将是灾难性的 。

２畅 三阶段人口减少战略 。人口减少战略可分三阶段设施 ：第一阶段为现实政策目标阶段 。

即从现在起至 ２１世纪 ３０年代 ，不断降低自然增长率 ，使“零增长”尽早来临 ，峰值人口尽量偏少 ，早

日实现减少 ２１世纪人口存量和小规模人口的目标 。这是一个关键阶段 ，且除加大控制力度别无他

择 ，即使维持现行生育政策而不允许独生子女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 ，年平均人口存量在 ２１世纪前

半叶仍有 １４畅２５亿人［３］
，为 ２０世纪后半叶的 １畅５６倍 。若稍有放松 ，人口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而构成

对可持续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

第二阶段为经济社会目标阶段 。在该阶段 ，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 ，用 １２０年左右的时间 ，使人

口总量由上一个阶段不超过 １５亿的峰值降至 ２２世纪中叶的 ７ — ８亿 。由此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重建 、环境恢复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人口环境 。在该阶段 ，年人口递减约 ５畅７ ‰ ，即 ６２０万人左

右 。由于死亡率的上升 ，生育率下降的压力将显著小于第一阶段（如当代发达国家情况） 。

第三阶段为生态伦理目标阶段 。在该阶段 ，继续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 ，用 １５０年左右的时间 ，

到 ２３世纪末使人口总量降至 ３ — ４亿 。由此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度将大大增加 ，并能保证

给其他生命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命平等和生态可持续之宗旨 。在该阶段 ，年

平均人口递减约 ５ ‰ ，即 ２７０万人左右 。

二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

（一）低生育水平尺度与尺度空间

１畅 低生育水平尺度 。稳定低生育水平 ②面临的 ，首先是与人口转变相联系的低生育水平的判

定问题 。低生育水平既是一个由数量表示的绝对值 ，更是一个在普遍场合与人口状态密切相关的 ，

由生育更替水平 、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等体现不同目标尺度所规定的相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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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更替水平尺度下 ，低生育水平（在出生率与死亡率低位均衡条件下 ，下同）指不超过更替

水平的生育水平 。鉴于受育龄妇女比重影响的出生率与受年龄结构影响的死亡率的相对位置 ，以

及自然增长率的不确定性 ，生育更替水平尺度对人口转变的反映并非必然有效的 ：同一生育

水平对应着不同的自然增长率 ，在 TFR同为 １畅 ８ 的情况下 ，中国的自然增长率为 ９ ‰ ，法国和

挪威却只有 ３ ‰ （２０００ 年 ，下同） ；不同的生育水平对应着同一自然增长率 ，澳大利亚 、爱尔兰 、

美国的 TFR分别为 １畅 ７ 、１畅 ９ 和 ２畅 １ ，自然增长率则同为 ６ ‰ ；生育水平与自然增长率高低不

对称 ，韩国的 TFR为 １畅 ５ ，自增率为 ９ ‰ ，丹麦 、英国的相应数字则都为 １畅 ７ 和 １ ‰ 。 就生育更

替水平尺度而言 ，１畅 ８ 的总和生育率已属低生育水平 ，但 ９ ‰ 左右的自然增长率则表明 ，中国

的人口转变远未完成 。

在人口“零增长”尺度下 ，低生育水平指一个与“零增长”的人口对应着的生育水平 。与生育更

替水平尺度相比 ，人口“零增长”尺度使判断直接与人口转变相联系 ———一个“零增长”的人口 ，必然

是一个完成了人口转变的人口 ，且舍去了对出生 、死亡相对位置及影响因素的考虑而简单易行 。在

该尺度下 ，死亡率的变化给生育水平的波动提供了较明显的空间 ，即死亡率上升 ，低生育水平值也

可随之上移 。

与人口“零增长”尺度不同的是 ，在人口负增长尺度下 ，出生率不再围绕死亡率变化而是在死亡

率之下波动 。由此 ，该尺度要求一个使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生育水平 。与人口“零增长”尺度相比 ，

生育水平在这里下降的幅度并不大 ，只是波动的空间减小了 。

人口“零增长” 、负增长尺度皆为一种人口目标尺度 ，分别适用静止型和缩减型人口目标 。此

外 ，对达到目标的时间要求也影响着对生育水平的判定 ，达到目标的时间设定的长短与低生育水平

取值的高低正相关 。

２畅 尺度空间 。尺度空间指现实生育水平与低生育水平尺度规定的生育水平之差 。按更替水

平尺度 ，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低于 ２畅１ ，生育水平下降的空间为负值 ；按人口“零增长”尺度 ，生育水平

从出生率角度看 ，下降的空间有 ９个千分点左右 ；按人口负增长尺度 ，生育水平从出生率角度看 ，下

降的空间在 １０个千分点以上 。影响尺度空间的因素有二 ：一是对人口目标的选择和达到目标的

时间设定 ，二是死亡率的变化 。

（二）结构空间和政策空间

１畅 结构空间 。结构空间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的生育空间变动 ，包括两方面 ：一是育

龄妇女比重减少促使出生率下降 ，二是死亡率上升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和生育率下降压

力的减少 。据预测 ，在 ２０世纪前半期 ，育龄妇女比重减 ７畅１３ 个百分点（２７畅２７％ — ２０畅１４％ ） ，人口

出生率在妇女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 ，将下降 ３９畅８％ ，即 ６畅３７个千分点 ；人口死亡率则由 ７畅５８ ‰升

至 １４畅３０ ‰ ，增 ６畅７２个千分点［３］
。在人口实现“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过程中 ，死亡率因人口老化而

上升所起的作用将是十分显著的 。

２畅 政策空间 。政策空间指杜绝多胎 、降低二胎生育率和提高计划生育率为生育水平下降提供

的空间 。 １９９９年 ，全国出生率 １５畅２３ ‰ ，出生人口 １ ９０９万 ，其中大于等于三孩（多孩）的为 ８６万 ，

占 ４畅５０％ ，二孩的为 ５１０万 ，占 ２６畅７２％ 。 有 ５６畅６％ （７０ ２３８ 万）人口的二孩率大于 ２５％ ，３５畅６％

（４４ １７５ 万）人口的二孩率大于 ３０％ 。二孩率 、多孩率每降低 １ 个百分点的效应是 ，出生率下降

０畅１５个千分点 。若杜绝多胎 ，可使出生率下降 ０畅６８个千分点 ，出生人口减少 ８６万 ；若缩小二胎的

政策范围 ，使二孩率在杜绝多胎的情况下降至 ２０％ ，则可使出生率下降 １畅７９个千分点 ，出生人口

减少 ２２４万 。两项合计 ，可使出生率下降 ２畅４７个千分点 ，出生人口减少 ３１０万 。政策空间的长期

效应则更为显著 ：仅从独生子女生育一项政策上看 ，假设双独可生育二胎 ，２０４０ 年峰值人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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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畅４４亿 。若双独不生育二胎 ，峰值人口来临将推迟 ５年 ，２０５０年人口多 ０畅９７亿 ；在 ２１世纪前半

叶的 ５０年中 ，按年累计的人口总量将为 ７３３畅５８亿 ，比双独不生育多 ２０畅５３亿 ① 。

（三）比较空间

１畅 中外比较空间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１畅８ ，人口出生率为 １５ ‰ ，皆居世界低水平之列 。而

与大多数已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相比 ，生育水平下降的空间仍是很大的 。从总和生育率看（见

表 １） ，中国高出发达地区和欧洲 ０畅３和 ０畅４ ，高出保加利亚 、俄罗斯 、德国 、日本 、瑞典 、韩国 、英国

０畅７到 ０畅１ ；从人口出生率看 ，高出发达地区和欧洲 ４个千分点和 ５个千分点 ，高出上述七国 ７ — １

个千分点 。而从完成人口转变出发 ，生育水平的相对位量又显著高于由数据表示的状态 。作为人

口转变标志之一的自然增长率 ，中国高出俄罗斯 、捷克 １５个千分点和 １１ 个千分点 ，高出波兰 、英

国 、日本 、法国等国 ９ — ６个千分点 。

２畅 城乡比较空间 。乡村人口生育率高于市镇 ，城市化的发展又为生育水平的降低提供了一定

的空间 。由于乡村人口比例较高（城乡人口之比为 ３ ：７） ，该空间也是显著的 。 １９９９年 ，乡村人口

出生率为 １６畅１３ ‰ ，市镇 １３畅１８ ‰ ，相差 ２畅９５个千分点 ，生育水平以出生率计的下降极值为 ２畅０５个

千分点 ，每年可少出生人口 ２６０万 。按此匡算 ，城市化水平每提高 １０个百分点 ，出生率将平均下降

０畅２９个千分点 ，少出生人口 ３６万 。

３畅 地域比较空间 。人口出生率 、孩次构成 、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分布表明 ，中国东 、中 、西三地

域 ②生育水平的下降 ，皆存在大小不等的空间 。若将生育率降至 １５ ‰ 以下 ，涉及占全国 ２８畅３％

（３５ ２３２万）的人口 ，其中东部 ２２畅８％ （８ ０２３万） ，中部 ３８畅８％ （１３ ６７２万） ，西部 ３８畅４％ （１３ ５２８万） ，

分别占各自人口的 １７畅３％ 、３２畅６％ 和 ３７畅７％ ；将生育率降至 １２ ‰以下 ，涉及占全国 ５６畅７％ （７０ ４７６

万）的人口 ，其中东部 ２０畅８％ （１４ ６４６万） ，中部 ３２畅７％ （２３ ０５９万） ，西部 ４６畅５％ （３２ ７７４万） ，分别

占各自人口的 ３１畅６％ 、５４畅９％ 和 ９１畅４％ 。

将多孩率控制在 ５％ 以下 ，涉及占全国 １５畅８％ （１９ ６６４ 万）的人口 ，其中东部 ７６２ 万人 ，中部

３ ２０４万人 ，西部 １５ ６９８万人 ；将多孩率控制在 ２％ 以下 ，涉及占全国 ５２畅２％ （６４ ８７０万）的人口 ，其

中东部 ８ ０３２万人 ，中部 ２３ ３５４万人 ，西部 ３３ ４８４万人 。将二孩率控制在 ３０％ 以下 ，涉及占全国

３５畅６％ （４４ １７５万）的人口 ，其中东部 １４ ６４６万人 ，中部 １８ ８２８万人 ，西部 １０ ７０１万 ；若将二孩率控

制在 ２５％ 以下 ，涉及占全国 ５６畅５％ （７０ ２３８万）的人口 ，其中东部 ２３ ５２９万人 ，中部 ２５ ３６０万人 ，西

部 ２１ ３４９万人 。

三 、生育水平下降的“观念空间”

没有生育水平下降的“观念空间” ，便不会有对生育水平下降“实在空间”的观察 、认知和利用 。

如果说“实在空间”是回答生育水平能不能下降问题的话 ，那么 ，“观念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便在于解

答与生育水平下降有关及由此带来的理论 、实践困惑 ，消除贯彻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认识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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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 年编印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常用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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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所引文献皆来源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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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河南 、安徽 、山西 、江西 ；西部包括重庆 、陕西 、内蒙古 、四川 、广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云南 、青海 、贵州 、西藏 。



（一）人口与发展

人口问题是个发展问题 ，是与生产力发展不足相联系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 ；同时 ，发展

问题也是个人口问题 ，如人口过多对发展的瓶颈和“人口浪潮”对发展成果的淹没 。人口问题也是

个环境问题 ，如“资源环境性贫困” ；同时 ，环境问题也是个人口问题 ，如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退化

以及人口过多对环境恢复和生态重建的障碍 。发展问题是个环境问题 ，如资源 、环境对发展的基础

地位 、第一性作用和由此规定的发展的地域性 ；同时 ，环境问题也是个发展问题 ，如发展对治理环境

的经济 、技术支持 。所以 ，必须从人口 、资源 、环境 、经济的相互联系中去把握人口问题的本质 ，而不

仅仅将其视为发展问题 。将人口问题的本质只归因于发展问题在理论上是片面的 ，“人口问题是经

济失败的另一种说法”即是其逻辑的结论 。若如此 ，世界上便不存在经济成功的国家 ，因为每个国

家都有各自的人口问题［４ ５］
。对人口问题本质的片面理解将导致对中国乃至全球人口压力和人类

危机的严重性缺乏基本的认识 。当前 ，既有对欧洲人口减少忧心的“人口冬天论” ，又有对劳动力不

足的警告 ，甚而出现“打破人口数量紧箍咒”和“走出人口数量陷阱”的呼吁［６］６８ ７２ ，９５ ９７
。

（二）是“适度人口”还是“小人口”

对保证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形态 ，以往关注的是理论上的“适度人口”和实践中能为土地承载力

支持的人口 。以追求“最大收益”为宗旨的“经济适度”指导思想显然是不能保障可持续发展的 ，因

为它既不考虑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 ，又规定人口必须（适度）增长 ，而恰是单纯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把

人类推向困境的 。

以“均衡原理”为指导 、土地承载力为立论基础的“环境适度”指导思想虽然对增长作了限定而

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 ，但在理论进而实践上的局限性使其同样难以担负起“拯救”地球和人

类的重任 。其一 ，与持续性有关的不是作为“环境适度”指导思想的“均衡” ，而是“均衡态”的规模 。

文明多在人口经济处于高位均衡态即辉煌顶点时崩溃的原因即在于此 。其二 ，“不对土地资源造成

不可逆负面影响” ，即不超越“不可逆退化点”的规定 ，使土地承载力关于稳定性的设定成了一种虚

设 ：人口与环境的均衡呈间断性 、非持续性 ，这既是生态环境稳定性与土地承载力反向变化的理论

必然 ，也得到农业文明治乱以及兴衰循环史实的反复佐证 。可见 ，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

并不一定能与环境保持持续的均衡［７ ８］
。

由是 ，中国必须以一个节欲 、小规模 、低耗散以及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人口 ——— “小人口”作

为自己的目标 ，为发展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给其他生命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 ，同时 ，避免“平衡原理”

灾难性地自行贯彻 。

（三）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

权衡人口数量瓶颈与人口老龄化对发展的影响程度 ，是贯彻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又一重要理论

和实践问题 。合理人口年龄结构论者的主要观点是 ，严格的控制将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而人口老

龄化又将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特别是老年保障问题 ，并构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最严重

的担心是严格控制外（“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四二一”结构 ，因而主张调整生育政策 ，全面

放开二胎生育 。除了对“四二一”结构的严重关切（这种关切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 ，即死亡率随年龄

的推移而上升 ，而现实和各种预测的人口金字塔都排除了“四二一”结构的存在） ，合理人口年龄结

构论者的观点不无正确 ，但分歧在于 ，该观点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看得过于严重 。人口老

龄化在历史上与经济发展的并行不悖（欧洲）以及当代与发达经济（经济发达国家）的并存表明 ，人

口老龄化从来都不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 ；老龄化即是衰亡的观点是没有充分证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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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老色变”也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一系列老龄问题也是可以缓解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 ，对庞大人口

数量的严重性估计不足［９］２０９ ２１６
。从老龄化系数看（表 １） ，中国为 ７％ ，大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

１１％ — １７％ ；从老年负担来看 ，半个世纪后每个老人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为 ２畅６个 ，也高于欧洲国

家 。因此 ，必须坚持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 ———人口数量控制第一 ，年龄结果调整

第二［９］
。

（四）是政策约束还是自发转变

１畅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与“节育是发展的前提” 。作为欧洲人口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 ，“发

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是自发转变论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在中国最早的理论依据 ，其最通俗的表达

形式是 ，经济发展了 ，人口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下来 ，所要表达的潜台词无疑是没有必要为控制人口

兴师动众 。事实上 ，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 ，死亡率下降的条件已经具备 ，而出生率自行下降的经济 、

社会 、意识 、观念等条件尚未完全具备 。鉴于此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节育是发展的前提”

的共识 ，通过节制生育加速人口转变 ，为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

２畅 市场并非万能的 。作为计划经济万能论另一极端的市场经济万能论 ，是继“发展是最好的

避孕药”后对计划生育政策约束力的又一冲击 。有论者认为 ，计划生育源于计划经济而不能解决中

国的人口问题 ；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家庭计划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最佳形式 ，应用无约束力的家庭计

划取代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在计划生育适应市场经济而转轨的讨论中 ，该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流传） 。而事实是 ，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使中国在控制人口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无约束力的

家庭计划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很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政策约束与家庭计划服务宗旨相结

合 ，才是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必由之路 。一些地区高估群众自愿程度而放松政策约束后出现的

生育反弹 ，则进一步表明“约束力”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必要性 ，尽管这种必要性将来会因新型生育

文化的传播和生育观念的转变而有所弱化［４］
。

（五） “侵权彷徨” 、“生育福利”和“负债情结”

１畅 “侵权彷徨” 。 “侵权彷徨”指在节制生育受到侵权（主要是胎儿出生权和妇女生育权）指责

时 ，一些人由于对人权的不了解而对计划生育是否侵犯了人权所产生的“困惑” ① 。事实上 ，除少数

别有用心者外 ，指责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同被指责者一样对人权的属性 、

层级特征 、实施原则不大清楚 。本文不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但节制生育 、堕胎和禁止智残人口生育

显然是符合优生和人道的 ，也是人权实施的一种选择性贯彻 。资源的有限性不可能使所有人权同

时得到满足 ，于是便有了 （整体的）生存权 、发展权对 （部分的）胎儿出生权 、妇女生育权的优

先性［９］６７ ７５ ，７８ ８３
。

２畅 “生育福利”和“负债情结” 。在生育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生育（政策内外的多育）成了一种对

生育主体（个体 、家庭）而言负荷着利益（对劳动力的需求 、养儿防老等）的“福利” 。与“生育福利”相

联系的 ，则是“负债情结” 。对独生子女来说 ，其家庭 、父母为计划生育尽了义务 ，作了贡献 ，他们便

有权生两个孩子 ，否则 ，便似乎亏欠了他们（笔者并不建议改变对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 。 “生育福

利”和“负债情结”形成的原因 ，是对多生带来的利益 、“侵权彷徨”和节制生育于可持续发展根本性

的认识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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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侵权彷徨”存在的佐证 ，枟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枠在奖励独生子女家庭的同时 ，把“丁克家庭” （放弃生育的家庭）排除

在外 。



四 、稳定低生育水平

（一） “政策挤压”与“极限生育空间”的变形

“极限生育空间”是为了论证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而提出的 ，即一定时期人口在生育数量 、

生育时间 、生育性别上不具弹性的最基本要求或最低限度的要求 。当社会对生育的干预趋近“极限

生育空间”时 ，所受到的阻力便愈大 ，而效果便愈小 。有论者认为 ，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受两大因素

影响 ：其一是经济利益层次上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养儿防老的思想 ；其二是精神需求 ，中国人对男性

的偏好是一种“深层次精神需要 ，生命的永恒 ，家庭姓氏的永恒 ，正是通过后代的传递一代一代地轮

回完成的 ，所以‘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是中国生育文化的核心之一” 。如果满足农民“两孩至少有一

男”的基本意愿 ，则总和生育率应为 ２畅４（２畅４防线） ，鉴于农村人口中党团员的带头作用 ，农民的“极

限生育空间”被界定为与“两孩最好有一男”对应的 ２畅０
［６］２５４ ２５６

。

而严紧生育政策的挤压则造成了“极限生育空间”的变形 ：生育时间上的早育 ，生育性别上的

男性选择 ，由此导致生育主体对政策的抵触乃至引发冲突［６］２５５ ２５６
。是故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及其

负面社会影响 ，很大程度上是“生育政策强制”所导致的男性选择 ——— “极限生育空间”变形的结果 ：

如乡村出生人口的性别比 ，１９８０年为 １０６畅４５ ，１９８９年即上升至 １１２畅２３
［６］２５４ ２６３ ，３５９

。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空间”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早婚早育的回潮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是不容置疑的 ，但在很大程度

上将其归于严紧的生育政策则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 ，“极限生育空间”变形并无理论依据和必然性 ，

许多生育水平低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并非如此 ，在中国则有浙江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人口性别比

的下降 ，以及吉林（出生性别比 １０９ ，总和生育率 １畅４４ ，下同） 、黑龙江 （１０７ ，１畅３５） 、内蒙古（１０８ ，

１畅６１）的例外［１０］［１１］１６９６
。第二 ，“极限生育空间”的乖谬在于对传统生育观念“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的合理化（经济 、精神需求） 、神圣化（生命的永恒 、家庭姓氏的永恒） 、神秘化（轮回） ，以及“极限生育

空间”的刚性化和绝对化 。传统生育观念既非封建主义的糟粕（男尊女卑除外） ，也并非永久合理

（就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和神秘的（根本不存在“轮回”） ，更不那么神圣 。历史上人们

在“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观念指导下生育的部分子孙 ，到头来无不为周期性的战争 、饥荒 、疾疫所消

灭 。当此时（大规模 、高位均衡态） ，民族的永存是艰难的 ，个人和家庭姓氏的永恒也只能是一种“空

想” 。而被视为挤压“极限生育空间”并使之变形的严紧的生育政策 ，却正是通过对自由生育下人口

与环境保持平衡所必需的饥荒 、疾疫 、战争的替代 ，成了民族永存的必由之路 。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 ，从理论看是一个与数量无关的问题 ；从宏观的现实看 ，也不必然与计

划生育“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 “生育空间”即低的总和生育率有联系 ，而是呈现另外的图

景［１０］［１１］１６９６
。狭小的“生育空间”不一定引起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 ；“生育空间”越大 ，出生人口性别

比越高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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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 １１０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合理与偏高的界限 ，２０００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 ３１ 个省级人口单元中 ，有 ８个正常 ，２３ 个偏高 。

在人口出生性别比小于 １１０的 ８个省级人口单元中 ，５个单元的“生育空间”较大 ，分别为西藏（出生人口性别比 ９７ ，总和生育

率 ３畅２８ ，下同） 、青海（１０３ ，２畅５３） 、贵州（１０６ ，３畅４３） 、新疆（１０７ ，２畅５３） 、宁夏（１０８ ，２ ．４３） ；３ 个单元的“生育空间”则是狭小的 ，分

别为吉林（１０９ ，１畅４４） 、黑龙江（１０７ ，１畅３５）和内蒙古（１０８ ，１畅６１） 。 出生人口性别比大于 １１０ 的 ２３ 个省级人口单元呈“生育空

间”扩大 、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布概率上升的趋势 。从总和生育率看 ，＜ １畅５ 、１畅５ — ２畅０ 、≥ ２畅０ （ ≥ ２畅４）的省级人口单元各为 ７ 、

７ 、９（５）个 ，分别占 ３０畅４３％ 、３０畅４３％ 和 ３９畅１３％ （２１畅７４％ ） ，也即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 ，对应的“生育空间”便越大 。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源显然是在“男孩偏好”传统生育观念下对生育的人为干预（如 B
超） 。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率的陡升即是最有力的证明 ：一孩正常为 １０７畅１２ ，大于等于二孩则急

剧升高 ———二孩 １５１畅９２ ，三孩 １６０畅３０ 、四孩 １６１畅４２ 、大于等于五孩 １４８畅７９ ① ［１１］１６８１ １６８３
。而大的“生

育空间”则与这种干预相关联 ，如高总和生育率与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江西（１３８ ，２畅 ４４） 、海

南（１３５ ，２畅 ４３）和广西（１２８ ，２畅 ４６）的并存 。 与民族生育文化密切相关的西藏等 ５ 个人口单元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则表明 ，大的“生育空间”只是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提供了可

能 ———人为干预的条件 ，并不必然带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 ，故通过提高出生率来降低出

生人口性别比只能是缘木求鱼 。 问题解决的根本在于严格执行现行生育政策 ，并大力弘扬新

型生育文化 ；认识缩减人口对中国发展的必要性 、紧迫性和根本性 ；努力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

解决好独生子女（特别是独女）户的养老问题 ；通过立法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

择性终止妊娠问题 。

（三）稳定低生育水平 ：东西同降

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 ：这既在于中国人口转变从理论到实践都未完成

（按照人口“零增长” 、负增长尺度和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又在于缩减庞大人口数量的必需 ，即使人

口转变已经完成 。

关于稳定低生育水平 ，尚有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明确 ：其一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实质是降

低生育水平 ，还是就其词意而言的“稳定”低生育水平 ，或两者兼而有之 ；其二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长

期的历史使命 ，还是一定时期的目标决策 ；其三 ，降低生育水平是全国性的 ，还是只与西部有关 ；其

四 ，生育水平下降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关系 。

从表 １可知 ，欧洲（不计苏联）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每平方公里 ２３０人的德国 ，则是

欧洲高人口密度国家之一 。在中国（除港澳台地区） ，高出或数倍于此值的有江苏 、山东 、河南 、安

徽 、浙江 、广东 、河北 、湖北 、湖南 、辽宁 、福建和江西等 １２个省区 ，其中 ７个属东部 ，５个在中部 ，江

苏最高 ７０３人 ，为德国的 ３畅０６ 倍 。德国的耕地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６９１人 ，在欧洲亦属很高 。

高出或数倍于此值的有福建 、广东 、浙江 、湖南 、江苏 、江西 、四川 、湖北 、河南 、山东 、安徽 、广西 、海

南 、辽宁 、河北 、贵州 、青海 、西藏 、陕西和山西等 ２０个省区 ，其中东部 ８个 ，中部和西部各 ６个 ，福建

最高 ２ ３１１人 ，为德国的 ３畅３４倍 。上述情况表明 ，仅就人口密度而言 ，中国大多数省区人口对环境

的压力都显著高于欧洲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 。

为了极大地 、普遍地减轻人口压力 ，中国只能追求一个小规模的人口 ，并在“零增长”后实施负

增长战略 。由此 ，稳定低生育水平首先便在于降低生育水平 ，同时保证生育水平的稳定 ；稳定低生

育水平不只是为确保峰值人口在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超过 １５亿人口的目标决策 ，更是一个须持

续数百年的历史使命 ；也不只涉及生育水平较高的西部 ，更是同时与中部和东部有关 。就人口目标

而言 ，要降低东部 、中部的生育水平 ；从出生率 、孩次率 、自增率的分布差异看 ，也要降低东部 、中部

的生育水平 。如果只有西部而没有占人口 ７０％ 以上东部 、中部的降低 ，稳定低生育水平将在很大

程度上失去其本意 ，中国人口目标便会成为泡影 。稳定低生育水平所规定的应是“东西同降” ，而不

是“东稳西降” 。

最后要强调的是 ，如深切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中国的根本性 ，就会促使人们尽可能地使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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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称第二性别比）指每 １００ 名出生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 。 因男性低于女性的抗逆性 ，从而高于女性的

死亡率 ，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胎儿性别比（第一性别比） 。 出生人口性别比从第二孩开始的反常陡升 ，是人们反自然行为

的结果 ，如选择性堕胎 、溺女婴和瞒报（生女儿不报） 。



低 ；把生育水平下降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混为一谈 ，用不可能性否定必要性是对必要性缺乏认识的一

种表现 ，其结果只能是放弃降低生育水平的努力 ，贻误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贯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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