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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目前的人口基数依然很庞大，但人口增长幅度不断减小，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
模式阶段，少儿年龄人口比重在缩小，老龄人口比重增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又带来了

一些社会问题。应加大对“单独两孩”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出生率，避免人口红利的消失；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消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加强对失独老人、失独家庭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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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人口已达１３亿，占世界总人口的１９％。我

国从１９５４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到２０１４年已经整整

６０年了。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使我国的

人口增长幅度不断减小。但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又带来了

一些社会问题。我国目前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

长率的“三低”模式阶段，少儿年龄人口比重在缩小，老龄

人口比重增加，社会正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随着人口

老龄化的加速，人们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有着自己不同的

看法，尤其是国家最新颁布的“单独两孩”政策，引起了社

会的强烈关注。

１　我国人口现状
１．１　人口总数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１］显示：全国总人口为１３．７０５

亿人，大陆人口达到１３．３９７亿人，中国的人口基数依然很

庞大，如表１所示。其中，大陆共有家庭户４０１５１７３３０

户，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３．１０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３．４４人减少０．３４人。

表１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全国总人

口数／人

大陆人口

数／人

香港特别

行政区人

口数／人

澳门特别

行政区人

口数／人

台湾地区

人口数／人

１３７０５３６８７５１３３９７２４８５２７０９７６００ ５５２３００ ２３１６２１２３

１．２　增长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一直处于增长趋势，但人口

增长的幅度一直在缩小（如图１）。第五次普查大陆人口

数为１２．６５８亿人，第六次普查大陆人口数为１３．３９７亿

人［２］，１０年人口只增加了０．７３９亿人。这表明计划生育

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口数得到了一定的

控制。

图１　人口普查数据

１．３　性别比例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为６８６８５２５７２人，占

５１．２７％；女性人口为６５２８７２２８０人，占４８．７３％；男女比

例大约为１０５∶１００，其比例仍属于正常范围，未出现比例

失调的现象［１］。但很多专家表明，未来人口会出现男女

失衡。

１．４　年龄结构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人口中，０～１４岁人

口为 ２２２４５９７３７人，占 １６．６０％；１５～５９岁人口为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杨雅迪（１９９５－），女，湖南湘潭人，本科生，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



第５期 杨雅迪：我国人口现状与生育政策初探

９３９６１６４１０人，占 ７０．１４％；６０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１７７６４８７０５，占 １３．２６％，其中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为

１１８８３１７０９，占８．８７％，如图２所示［１］。与２０００年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０～１４岁人口的比重下降６．２９个

百分点，１５～５９岁人口比重上升３．３６个百分点，６０岁及

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２．９３个百分点，６５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上升１．９１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

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医疗水平得到

了提高，但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人口老龄化进程逐

步加快。２０１３年１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２

年我国１５～５９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减少，老龄人口

比重在不断增加，这说明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未富先老”的国家。

图２　大陆人口年龄组成（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

２　计划生育政策调查
本研究采用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人们对生育

政策的看法。问卷内容包括：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关

注度，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态度，人们对计划生育

新政策中生二胎政策的态度等。调查对象为随机抽取的

５００位网民，回收有效问卷４８２份，有效率９６．４％。

表２的调查数据显示：６９％的网民对孩子的性别无要

求，只有１８％的网民希望是男孩，这说明重男轻女的现象

并不严重；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推广，有７０％的人

了解计划生育政策；５５％的网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颁

布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其中，１２％的网民受到较大

影响。计划生育政策虽说给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但

不能否认，计划生育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些负面影

响。例如：６５％的网民就希望拥有２个或２个以上的小

孩。尽管如此，依然有７０％的网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还

有必要适当实施。而从人们对新政策的关注可看出，只

有２１％的网民知道国家出台了新政策，所以国家应加大

对新政策的宣传力度。对于新政策中“单独两孩”政策，

只有２７％的网民认为其很合理，因此，国家应进行大量的

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民意，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表２　计划生育政策调查结果

问题 选项 支持率／％

您认为一个家庭中有几个孩

子最合适

０ ３

１ ３２

２个或２个以上 ６５

您对孩子的性别是否有要求

希望是男孩 １８

希望是女孩 １３

都可以 ６９

您是否了解我国的计划生育

政策

了解 ７０

了解一点 ２５

不了解 ５

您是否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

颁布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

影响

影响很大 １２

稍有影响 ４３

没有影响 ４５

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还

有必要继续实施

有必要 ２１

适当实施 ７０

没有必要 ９

您是否知道新的计划生育政

策已经出台

知道 ２１

不知道 ６７

没兴趣 １２

您认为计划生育新政策中

“单独两孩”政策是否合理

很合理 ２７

一般 ５６

不合理 １７

３　问题与对策
３．１　问　题

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避免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减

缓了资源的快速消耗，有利于劳动就业，在一段时间内加

快了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计划

生育政策也带了一些负面影响。

（１）人口红利消退，影响经济持续增长。我国近几十

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原因。人口红利是指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

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

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

平之前，社会处于劳动资源丰富的阶段，扶养负担较轻，

经济迅速发展［３］。目前，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出现，

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老年人口已达到较高水平，未来

的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此时，为了

维持人口红利，就必须提高出生率，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进

程，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２）家庭及社会赡养负担加重。计划生育的实施使

大多家庭只有一个小孩，从而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一

是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加重。过去每个家庭都有一

个以上的孩子，有多个子女赡养老人；但如今大多家庭只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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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孩子，结婚后，两个孩子要赡养四位老人，有的甚

至要赡养八位老人，独生子女的负担加重。二是社会负

担加重。目前，社会有了一个新的特殊群体———失独老

人。这些失独老人大部分丧失了生育能力，无子女赡养，

只能靠社会福利来度过晚年。此时，社会需要为失独老

人提供医疗保障，发放福利，提供敬老院，送更多的关爱。

社会的负担也因此而加重。

３．２　对　策

（１）加大对“单独两孩”政策的宣传力度。国家正在

不断探索和实践，希望将计划生育政策发展成既能控制

人口数量增长，又能促进经济增长，还能减轻社会负担，

增加人们幸福感的政策。国家最新推出了“单独两孩”政

策，它就是国家在实践中的成果，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调

整。调查显示，６５％的网民希望拥有２个或２个以上的小

孩，“单独两孩”政策适应了大部分人想要两个小孩的要

求，同时这种政策又使得少儿年龄人口增加，从而使劳动

年龄人口增加，减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有利于维持人

口红利，促进社会的发展，使国家经济处于高增长的局

面。然而，调查显示，只有２１％的网民知道国家出台了新

政策，所以，国家应当加大对这种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

出生率，减少丁克家庭的数量。

（２）加强对失独家庭、失独老人的关爱。失独老人是

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可以说是国家改革、实施计划生育

政策的牺牲者。他们失去孩子的那种绝望、伤心、难过的

心情是无人能理解的，他们担心会有老无所养的明天，会

被社会抛弃，所以社会要加强对失独家庭、失独老人的关

爱。如组织老人在一起欢度节日，为老人解决生活上的

困难。社会应多成立一些机构和组织，帮助失独老人。

还可以组织一些关爱老人的公益活动，并向公众宣传关

爱失独老人的思想。

（３）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国家实施的“单独两

孩”政策还只是面对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只能生

一孩，造成了社会的相对不公平。调查显示，只有２７％的

网民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很合理。尽管这种现象是探索

和实践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但对此，国家应当有相关对

策，如考虑是否还能再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等，进一步完善

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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