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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超长期历史视点观察，
!&

世纪的人口巨变非

同一般。经济学家伯尔丁认为，人类史应分为文明前社会

（约
%&&&

或
#&&&&

年以前）、文明社会和文明后社会三个阶

段。
!&

世纪则是文明社会向文明后社会转换的过渡期，伯

尔丁把
!&

世纪称作“巨大变革期”，这个巨大变革是因为人

口爆炸，
!&

世纪是分断人类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

］

美国学者琼斯·梢克 ［
!

］ 早年也从超长期历史视角，

把
!&

世纪的人口爆炸视为分断人类史的大转折点。在他

研究的超长时间段即过去
'&&&

年及未来
'&&&

年中，
!&

世

纪的人口增加和增长率的顶峰时期与伯尔丁的文明前社会

及文明后社会相对应。在人类人口变迁的漫长历史中，
!&

世纪的人口爆炸时期是非常短的。梢克将这极短的转换两

个时代的瞬间称为振动，从人类史看虽然是极短的变化，

但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则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在漫

长人类的前一个时代，人口一直在高水平的出生率、死亡

率的秩序中维持一个平衡，在经历了
!&

世纪的世界人口

爆炸之后，人类人口历史将转入一个新的时代，人口将会

在低水平下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平衡（发达国

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水

平下的平衡）。从超长期历史视角，我们看到了过去与将

来人类人口变迁的轨迹。

当今世界人口正处在人类史上的转折时期，中国作为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是如此。在这个转折时期，无论是梢

克、伯尔丁这种超长的历史人口观察，还是他们那种超大

时空中对于人口变化的历史“定位”，都为我们重新审视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梢克和伯尔丁

超长期历史视角的人口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史上

人口变迁的规律，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
!&(!#

世纪人口巨

变在人类超长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一个超大时空的背景

下，本文将着墨于
!&(!#

世纪人口变迁、人口替代规律与

大国实力兴衰关系的比较分析，重新认识和审视我国人口

长期均衡的走向，以期助益于我们大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选

择。

世界人口变迁的二元格局

人口变迁是直接由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变化而引起的人

口数量和结构（自然结构如性别年龄）的变化，任何一项

人口变迁的描述分析首当包含数量与结构两个方面。自
#'

世纪后半叶以英国为先导的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人

口作为“变量”，率先开始由不引人注目的“惰性”变量

成为了一个世人关注的“活跃”变量，这种人口变化背景

成就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诞生。进入
!&

世纪
%&

年代以

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入了人口转变行列，由于发展中国

家的人口转变具有出生率是“农业的”，死亡率是“工业

的”这种生育率明显滞后于死亡率的特征， ［
$

］ 因此造就

了梢克所言的成为人类社会进程分水岭的人口爆炸世纪。

我们不妨先来考察
!&

世纪
%&

年代之后世界人口的变迁。

!"

世界人口规模增长

!&

世纪
%&

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变化，世界人口从
#)%&

年的约
!%

亿增加到
!&

世纪末

的超过
*"

亿，
%"

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多。不过，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有很大的不同。始于
+'

世纪

工业革命以后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在
!"

世纪第二次

世纪大战变化程度较小。发达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在战后基

本上稳定在
)!(+"!

左右，出生率则在战后持续了一段

“婴儿热”之后迅速下降，到
!+

世纪初出生率已接近死亡

率的水平，人口趋于静止，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人口负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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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人口正处在人类史上的转折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是如此。在一个超大时

空的背景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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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变迁二元格局的梳理，大国硬实力和软实力背后人

口要素重要性的比较，人口替代规律与大国实力兴衰之间微妙关联的分析，重新认识和审视中国的人口政策

以及人口长期均衡的走向，有助于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正确选择发展战略，及时走出人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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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从
!"#$

年到
%$$$

年，发达国家的人口仅由
&

亿多增

加到接近
'%

亿，增加了不到
!(%

。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则截然不同，
%)

世纪
#*

年代出

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很高的水平，经过半个世纪，出生率

特别是死亡率都明显下降。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发展中国

家人口转变中，具有出生率下降相对滞后于死亡率短期内

迅速下降的特点，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增长。从
'"#*

年到
+***

年，发

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从
',

亿增长到
-"

亿多，半个世纪人

口增加了近
+

倍，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由

."/*

年的
0,1,/2

上升到
+***

年的
&*13&2

，形成了世界人

口变化的二元格局。未来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二元格局还

将继续下去，即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增长趋于稳定，发展

中国家的人口继续增长，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将由发展中

国家所主宰。
+*/*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

亿，
+.**

年超过

.**

亿，其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将达到
&,1"*

亿，占世界人口

的
&01&.2

，将极大地改变世界人口的分布格局。

!!

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世界人口数量变化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巨大

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世界人口趋于老化，即少年儿童人

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目前世界已进入老年型

人口。
+*/*

年，世界
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01+2

。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
+*/*

年，世界人口中
0*

岁及以上人口将第一次历史性超过少年儿童人口!，形成

人口倒金字塔结构，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世界人

口史上从未出现的。不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有很

大的不同。
+*

世纪
/*

年代，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

目前，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
.-2

，
+*./

年，发达国家
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超过少年儿

童人口比例，达到
.,132

。到
+.

世纪
/*

年代，发达国家

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到
+02

，而少年儿童人口比

例则下降到不足
.,2

，将形成典型的倒金字塔型人口。发

展中国家则是另一幅图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
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比例刚刚超过
/2

，预计到
+*+*

年前，老年人

口比例将超过
,2

，进入老年社会。到
+*/*

年，预计老年

人口比例将上升到
.-1,2

多，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
+.1.2

。

实际上，进入
+.

世纪，世界人口老龄化明显加快，并且

其变化趋势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主宰。

（见图
.

）

如同梢克、伯尔丁关注
+*

世纪人口巨变一样，日本

人口学家黑田俊夫则更具体地将横跨
+*

世纪和
+.

世纪的

."/*!+*/*

年的
.**

年称为“人口世纪”，认为这是人类人

口史上前所未有变化的
.**

年，前
/*

年是世界人口数量

增长最快的时期；后
/*

年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最迅速

的时期。 ［
-

］ 在这
.**

年里，世界人口经历了黑田俊夫教

授所言的两个人口爆炸顶点：第一个是人口增长率顶点，

世界人口增长率在
."0/4.",*

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

值
+2

。第二个是世界人口年增长量顶点，
."&/4.""*

年，

世界人口年增长量达到了最高纪录
&0**

万。这就是
+*

世

纪被称为“人口爆炸”世纪的根据所在。未来世界人口还

将出现第三个顶点，即世界人口规模顶点，由于人口增长

的惯性，这个顶点预计将在
++**

年左右到来，届时世界

人口将可能破纪录地达到
.**

亿左右。 ［
/

］ 从上述世界人

口区域结构的描述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发达国家已

经率先完成了人口转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了两

幅截然不同的人口变迁图画，形成了当今世界人口变迁的

二元格局。可以说
+*4+.

世纪，或者黑田俊夫所说的“人

口世纪”，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变迁主导的世纪。

图
"

世界
#$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变化趋势（单位：
%

）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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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软硬实力较量背后的人口因素

国家实力没有统一的定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

中，实力、权力、影响力是关系密切的三个概念。一般而

言，国家实力是国家占有并能运用的各种资产以及运用资

产实现国家目标能力的总和；国家权力是运用国家实力去

支配他国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国家影响力是运用国家实

力影响他国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的，如国

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

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

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

题组所引用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概念中，

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引用国内同行的研

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人口

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

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时候，可以从有形力量与无

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哈佛大

学教授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

态。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 （如土地面

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

/



等；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

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

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

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在当今信息社会，软

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

与大国硬实力相关的人口要素比较

大国实力或文明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

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

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诚如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
!"

世纪
#"

年代发表演讲时指出：当

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

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

本世纪最后
$%&

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

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 ［
'

］ 《大国的兴衰》作者

肯尼迪进一步指出，在迈向
!$

世纪时，世界强国所追求

的伟业具有三重性：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满足国民

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只实现头两项，而

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相对黯淡无光

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

慢的社会的命运。肯尼迪一个重要论点是，世界上有一种

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

然后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与各个国家和帝国

的地位产生影响。 ［
#

］ 如果说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

关键，那么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成为各个大国优先保

证的发展战略核心，这是一个大国保持硬实力的必要条

件。那么，大国的人口要素与大国实力的核心要素经济增

长又是什么关系呢？怎样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是

有利的呢？以往许多研究特别是
()*+, -. /0112

和
3455647

8. 9+00+)2:1;

的经济增长模型，很好地回答了人口与经济

增长的一般关系。从人口变迁的角度上讲，稳定的劳动力

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

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

世纪大国实力竞争，实际上是中国、美国、俄国、

印度等国的实力竞争。那么，中印美俄四国在
!$

世纪将

怎样展开大国硬实力的较量呢？从人口变迁角度，依据上

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与大国

硬实力的核心———经济实力紧密相关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及

其结构的变化趋势。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到，现在和未来，

美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上都具

有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继续增长，年轻劳动力人口

（
!<!!=

岁人口）继续保持较高比重，这些变化趋势将继续

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见表
>

）。俄罗斯与美国完全不

同，无论是劳动力人口变化还是劳动力人口的结构变化都

朝着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方向发展，从人口要素上看，

俄罗斯不具备与美国继续竞争的人口实力。

再比较一下
!$

世纪的后起之秀中国和印度，中国无论

是在劳动力资源上，还是在年龄结构上，目前较其他大国

都还存在着优势。但是从今后
!<?@<

年中长期来看，由于

中国人口变化剧烈，印度将会在劳动力人口数量资源上超

过中国，且在年轻劳动力人口结构上优于中国。所以，从

中长期的视角观察，从人口要素的视角出发，即劳动力人

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老化的变动趋势分析，中印两国相比，

中国将处于潜在的劣势中，印度人口实力将会毫无疑问地

超过中国。而如果我国未来人口选择联合国人口低方案，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将会失去更大

的竞争潜力。正如美国报刊指出：“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

策，中国在大约
!<

年内也将很快面临老龄化问题。但目

前，在印度近
$<

亿的人口中，有一半人年龄在
!@

岁以下，

而且印度也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从长远看，
!$

世

纪很可能变成印度的世纪。” ［
A

］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不

少国外学者认为
!$

世纪中叶应该是印度的世纪。

表
!

大国劳动力年龄组（
!#$%&

岁）人口数及

'($')

岁占劳动力人口比例（单位：亿人，
*

）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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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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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和印度的人口变化将继续

支持和增强其大国的经济实力，俄罗斯的人口变化将不利

于本国经济实力的维持，中国的人口变化将朝着继续增强

然后迅速转向减弱经济实力的轨迹发展。

'!

与大国软实力相关的人口要素比较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软实

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是由一套价值体系、

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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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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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构成。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如果

说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及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那么软

实力的规模和能量就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紧密相

连。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

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他

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再

次，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人口要素在文明价值体

系中所起的作用。
!"

世纪末科索沃战争直接导因是科索沃

的民族矛盾，而单单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这是阿尔

巴尼亚族和塞族两个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禀

赋两种不同文明的载体冲突替代的结果。长久以来，虽然

塞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

那里的一寸土地。但今天的现实是，科索沃两个民族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在科索沃约
!!"

万人口中，
#"!

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

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

信仰东正教。这就是当年科索沃民族冲突以及要求独立的

人口学背景。在此，一个人口数量扩张的民族取代了另一

个人口规模缩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

被另一个新的文明价值体系所更换。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当代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

!""$

年的美国选举将载入美国历史史册、也将载入人口史

史册。多种成分（血统、族裔、文化、信仰等）聚于一身

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胜利固然有多方解读，但单单

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观察，从动态的结构视角去分析，奥巴

马的胜利首先来自于美国社会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毫不

夸张地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以美国社会族裔结构改变为基

础的。
%#&"

年，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近
#"'

，
!"""

年

美国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国人已经上升到了
!&'

， ［
#

］

!""$

年总统选举之时，非白裔美国人口已接近
("'

，而且

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与选民结构有关）。美国选民族裔结

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是奥巴马当选的基础。
!"%!

年奥巴

马成功连任，其背后依然有着族裔结构变化的影响。历史

的经验昭示我们，人口要素对一国软实力影响的表现形

式，或是“刀光剑影”式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征服替代”，

或是“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的“颜色革命”。

再来比较一下人口对大国软实力的影响变化。我们已

经知道，从人口要素的视角出发，人口可以通过其规模和

结构变化影响软实力。由于世界人口未来变化趋势是老龄

化，四个大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老化程度和速度。

在四个大国中，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相对比较平缓

的；俄罗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比较大；印度人口年龄结构

变化不仅较小而且老龄化程度也最低；四国之中我国人口

老龄化速度最快，且上升程度也最高。显然，我国未来这

样一个人口老龄化趋势对本国软实力的维系和增强是最负

面的，而印度和美国将依旧可以保持人口的活力和生机，

从而对本国软实力的增强起到积极作用。就人口规模变化

而言，美国人口较上个世纪人口增速虽然减缓，但是仍将

继续保持惯性增长，到
!"&"

年，美国人口将增至
)

亿，

占世界人口的
)*(+

。俄罗斯人口将遏制不住人口减少的

势头，到
!"&"

年，俄罗斯人口将由
!"""

年的
%,)-

亿降至

%,(

亿，占世界人口的
%,)'

。中国人口先增后降，将由

!"!&

年左右的峰值约
%(,#

亿降至
!"&"

年的
%!,#

亿，占世

界人口的
%(,#'

。若为低方案，
!"&"

年则为
%%,(

亿，占世

界人口的
%!,%'

。印度人口总量的变化在四国中则是一枝

独秀，
!"("

年左右，印度总人口将首次超过并取代中国而

成为世界上的人口第一大国，到
!"&"

年，印度人口将比

中国多
)

亿左右，达到
%.,#

亿。如果中国是按低方案计

算，印度将在
!"!"

年左右超过中国，
!"&"

年，印度人口

将比中国人口多
&

亿多，占世界人口的
%$,!+

。

我国人口规模急剧缩减和人口结构迅速老化这种变

化，不利于我国软实力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扩张与影响；

相反，印度和美国将伴随着人口规模的继续增长、人口结

构的相对稳定，而使本国软实力进一步扩张，影响力进一

步增强。

人口替代规律与国力兴衰

从历史的长焦距考察，人口与发展相辅相成，而从空

间维度上分析，人口和发展则有“发达”与“欠发达”区

域之分。在西方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概念中，强调了

世界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存在着经济实力中心国与边缘国

的相互关系。基于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即世界由一个占

据主导位置的经济中心国和若干个被主导的边缘地区所组

成，学者费兰克认为，人类史是一个“世界 （经济）体

系”，且一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工业革

命之前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而西方
%$

、
%#

世纪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世界体系中“中心”位置的

替换。 ［
%"

］ 在世界人口变迁史上也存在着人口转变和人口

“兴衰”替代规律，而人口这些变化规律又与大国实力兴

衰紧密相连，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关系背后无不

存在着人口变迁的影子。

人们之所以一直没有充分重视到人口转变及替代规律

对大国兴衰影响的作用，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在人类人

口史上，人口在
##!

以上的时间中皆属于相对“惰性”的

变量，处于“休眠”期，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成为“活

跃”的变量，并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也是为何

观察人口兴衰史以
%-&"

年为界的缘故。其二，就世界整

体而言，自西方率先开始人口转变以来，世界各国人口转

变有先后之分，存在着后浪推前浪，此起彼伏的人口兴衰

替换过程。无论是人口转变，还是人口兴衰替换都需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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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才能完全呈现。其三，人类对于上述人

口这种变化规律及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需要一个

过程。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及

兴起衰落是有序的。自
!"#$

年以后西方人口率先“兴

起”，历时两个世纪直到
%$

世纪中叶以后完成了“人口转

变”。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在“沉睡”的时候，

西方的人口伴随着现代化迅速增长、迅速壮大并扩张，释

放出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能量”。从人口实力（规模与结

构）的变化看，率先占据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也超越了东方。 ［
!!

］

沿着这种人口转变、兴衰更替的观察视角，我们可以

考察一下不同时期大国国力竞争与其人口兴衰的关联（见

图
%

）。
!&

世纪是西欧大国角逐的世纪，更是英法“两雄”

竞争的世纪。大国实力竞争的背后也是人口的较量，英国

的人口优势在
'&

世纪超过法国，也超过其他国家，如人

口增长快、年轻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机，最终成为
!&

世纪

欧洲大国的“领头羊”。历史是如此诡异，当年英国的马

尔萨斯人口论是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刺激”而写就

的，不过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未在英国“结果”，却在法国

“生根”。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
%$$

多年后的今日，我们看

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文明版图，这是一个英文主宰的世

界，而法语却只能偏于一隅，谁能否认这事实上是当年英

国人口增长扩张的胜利呢？！

%$

世纪是美苏世界争霸的世纪，同样也是美日经济竞

争的世纪，是一场轮番上阵的“三国演义”。如果从人口

学的角度去解读，同样会看到，无论是数量规模的增长

上，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上，美国毫无疑问占据了优势。

以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的较量为例，
%$

世纪
($

年代，作

为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曾经是一派光彩夺目的景象：日本

经济傲视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们津津乐道。那

时，风行世界的畅销书是《日本可以说不》。然而仅仅过

了
%$

年，这一切就像过眼云烟，日本现如今根本没有对

美国说“不”的底气。探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可以有

不同的答案，但是，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

然。也就在这短短的
%$

年，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的老化

期，
)*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
'&(+

年的
&,+-

迅速上

升到
%+++

年
!",%-

，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

则是由
!!,%-

微升到
!%,.-

，变化不大。可以说，是日本

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老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使其丧失

了与美国竞争的人口实力。

%'

世纪大国之争，如今还有“中国、印度、巴西、俄

罗斯”“金砖四国”之争。在这四国之中，中印“龙象”

之争更为引人关注，更被认为是“龙象崛起”的世纪。
%+

世纪后半叶作为人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走

在了印度的前面，但是
%'

世纪，中国和印度谁将走得更

远？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来分析，虽然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口

形势是乐观的，但如前所述，中国人口形势并不令人乐

观，特别是
%+%+

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的老龄化过程。

因此，仅从人口学的角度，从动态的结构视角，从中印两

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无论是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如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还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如

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劳动力人口中的年轻人口比重的变

化，中国人口实力并不占优势。

图
!

人口变化更替与经济成长轨迹

'"*+

年以后
*++

年的人类社会发展，一方面有世界人

口迅猛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世界各大国兴衰，背后则

有人口转变、人口兴衰更替的影响。大国的兴起与持续，

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

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前
%++

年是西方人口兴起并为中

心的
%++

年，从
'(

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

口发生转变并不断扩张称霸和统治世界，到
%+

世纪中叶

达到顶峰。
'&*+!%+*+

年是西方人口衰落和非西方人口兴

起相互交接的
'++

年。在
%+

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先

是人口实力积聚，后是人口“能量”爆发，中印人口大国

在
%+

世纪最后
'/0

时间里的强劲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在

%1

世纪的人口舞台上，由西方人口曾经扩张统治的世界，

将不断地让位于非西方世界。
%+*+

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

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版图也许是这

样一个人口替换的结果：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

法国将会有更多的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后裔；

德国将被“客居”的土耳其人口所“主居”。曾经是西方

文明核心的欧洲将可能不复存在，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所

覆盖。而美国人口还将会有“活力”，但不再是白人占优

的社会，拉美、亚洲移民占据多数，将会出现“我们是

谁”的困局。由于人口转变及兴衰替换规律的存在，族裔

人口会替换，文明人口会替换，西方人口的“没落”终将

被非西方人口的“兴起”而替换和“覆盖”，世界体系中

西方“中心”地位或许终将因为其人口衰落而被东方取而

代之。

其实，
%+

世纪
*+

年代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

陆续开始进入“革命性”的转变，迎来发展中国家人口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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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主导的世纪。而今，西方世界人口已进入了老龄

“衰落”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蒸蒸日上，进入了

“青年”、“壮年”期，呈现出世界人口变化的二元格局。

发展中国家开始从人口规模和结构方面释放出巨大的“能

量”，并逐步取代西方占据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正

如莫里斯所预言，如果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
!"

世纪

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东方将会在
!#

世纪末
!!

世纪初

超过西方。（见图
$

） ［
#!

］

图
! "#$%!&"%%

年东西方社会发展轨迹

可见，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

却相互关联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

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

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

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

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常常“迷

惑”甚至“误导”当代人，而人口转变、兴衰替换规律也

被小觑！比如，当年我们批判毛泽东时代人口无计划人口

爆炸时，“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了改革开放
$%

年前所

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于
&'(%

年独生子女政

策以来
$%

多年的伟大“成就”时，却可能为未来
$%

年、

)%

年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历史的悖论

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常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

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

而唏嘘不已！

人口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最

基本的、最持久的、最永恒的承载体，从世界人口变迁的

结构中把握中国人口的变迁，从国家民族、文明兴衰的历

史中定位人口规模与结构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保

持我国人口规模的稳定和人口结构的合理，是使其承载的

大国文明和实力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

力、始终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必要前提，是应对各种“挑

战”的必要前提。那种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目

标，既忽略了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

来的不确定的负面后果，更没有看到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

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国力及其文明自身兴衰的冲

击、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
!#

世纪正是人类人

口处在巨变的时期，中国人口尤为如此。以上的比较分析

表明，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正朝着一种不利于整个民族伟

大复兴的方向变化，这也是我国人口新困境之处，能否走

出人口困境，需要当代人的努力，更需要当代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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