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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金字塔理论与 1 2世纪中国老龄社会

李 建 新

【提要1 如果说 0 2世 纪 后半 叶是人 口 增长的世纪
,

那 么 21 世 纪 则是人 口 老

龄化的世 纪
,

人 口 大国的中国也不例外
。

中国人 口年龄结构也正 由传统的金 字塔型

( 正 三 角形 )转 向倒金字塔式的老年型
。

本文从论述倒金 字塔理 论出发
,

强调 了从理论

上认识 老龄社会的重要意义
。

并且 尝试从人 口 学 自身的角度 出发
,

界定新的人 口 年龄

构成划分的标准
,

重新审视未来的老龄社会
,

得 出了有意义 的结论
。

【作者】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

讲 师
。

1
.

激荡的人 口世纪

1 9 9 9 年对人 口学界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

既是世界人 口 达到 60 亿人 口之 年也是 国际

老年人年
。

世界人 口的空前规模与世界人 口老龄化迅速展开
,

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人 口 现象的

巧合
,

却真实地反映了 20 世纪及未来世纪人 口 的变化与趋势
。

无怪乎 日本人 口 学著名学者黑

田俊夫把 1 9 5 0 ~ 2 0 5 0 年称为人类人 口史上的分水岭 (黑田俊夫
,

1 9 9 9 )
。

前 50 年是世界人 口高

速增长
,

后 5 0 年则是世界人 口 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 口老龄化的时期
。

人 口老龄化不再是一

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的人 口 现象
,

而是全世界人 口 的变化趋势
。

的确
,

20 世纪后 50 年和 21 世纪

前半叶世界人 口 经历了 和将经历前所未有的人 口增长和人 口年龄结构变化
。

实际上 自人类诞

生 以来
,

世界人 口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徘徊在零增长水平
,

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 口 的增长

才大于零
,

进人缓慢 的增长期
。

1 8 0 0 年世界人 口 只有 10 亿左右
,

到 20 世纪初世界人 口 为 16

亿
,

1 9 5 0 年世界人 口达到 25 亿
,

1 9 6 0 年世界人 口 达到 30 亿
。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世界人 口进

入了快速增长时期
,

世界人 口 的高增长期持续 了 20 多年
。

1 9 9 9 年世界人 口 已从 1 9 6 0 年 的 30

亿翻了一番达到 60 亿
。

在世界人 口 史上
,

2 0 世纪 6 0一 70 年代是世界人 口增长的最高峰
,

年增

长率超过了 2 %
,

达到了人 口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

70 年代 中期以后世界人 口特别是 占世界人

口 1 / 4 的中国积极推行 了控制人 口 的政策才使世界人 口 的增长速度放慢
。

据联合国 预测
,

21

世纪世界人 口的增长速度将显著放慢
,

到 2 0 5 0 年人 口增长率将下降到 0
.

5 %左右
。

正是 由于

在这 1 0 0 年中世界人 口 的增长速度发生 了剧烈的变动
,

才引起 了世界人 口年龄结构 的急剧变

化
。

1 9 5 0 年世界人 口 中 65 岁及以上人 口 的比例仅为 5
.

2 %
,

2 0 0 。 年为 6
.

9 %
,

预计 2 0 5 0 年老

年人 口 比例将达到 1 6
.

4 %
。

老年人 口 的比例前 5 0 年增长了 33 %
,

后 50 年将增长 14 1 %
,

大大

超过了前 50 年的增长速度
。

21 世纪将是世界人 口在年龄结构上变化最为剧烈的世纪
。

从这个

意义上讲
,

21 世纪的到来标志着我们将要迎来一个新的人 口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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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倒金字塔理论的建立

2
.

1 倒金字塔理论的背景

在世界人 口趋于老龄化的过程 中
,

发达国家无疑是走在前列的
。

目前西方 7 个工业大 国

6 5 岁及以上的老龄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都达到了 14 %
,

到 2 0 5 0 年这一 比例将会翻一番
。

由于

医学的进步
、

人 口寿命的延长以及长期的低生育率
,

这些发达国家的人 口年龄结构 已由传统的

金字塔逐步转变为倒金字塔形状
。

以 日本为例
,

战后 日本人 口 总和 生育率为 4
.

4
,

60 年代初下

降到更替水平
,

70 年代 中期降到了 2 以下
,

90 年代初降到了 1
.

5 以下
。

正是生育率水平 的迅速

下降和高龄人 口死亡率的改善
,

使 日本人 口成为当今世界上人 口老龄化最为迅速
、

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
。

1 9 9 7 年
,

日本 65 岁及 以上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 已超过了少年人 口的比例
,

传统 的

人 口金字塔发生 了倒转
,

人 口正三角形迅速倒转成倒三角形
。

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
,

发展 中国

家人 口也开始出现明显老龄化
,

其中以中国最为显著
。

实际上
,

发达 国家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以

及发展中国家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

越来越引起 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

自从 1 9 8 2 年联合 国通过

了指导老龄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维也纳老龄问题 国际行动计划 》之后

,

老龄问题便

被列为联合国大会的历届议题
。

1 9 9 1 年
,

联合 国通过了 《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
,

该原则包含 了独

立
、

照顾
、

自我实现和尊严等四个方面
。

1 9 9 7 年
,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1 9 9 9 年国际老人年的行动

框架 》
,

并把
“

不分年龄
,

人人共享
”
确定为国际老人年的主题

。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

日本著名

人 口学家黑 田俊夫提 出了建立逆三角形 (倒金字塔 )理论的基本框架 (黑 田俊夫
,

1 9 9 9 )
。

2
.

2 黑 田俊夫的逆三角形 (倒金字塔 )理论的基本框架

黑田俊夫认为
,

对这种全球性的人 口老龄化趋势的人 口学现象
,

首先应该从人 口学视角来

认识
。

人 口老龄化在人 口 学上仅仅意味着特定组 的人 口 (如 65 岁及 以上人 口 ) 占总人 口的 比例

增大的趋势
。

然而重要的是老龄组人 口 比例的变化也意味着其他年龄组人 口 的变化
。

例如老

龄化意味着总人 口 中少年人 口 比例的下降
,

年轻人 口 比例的一时增大
,

中年人 口 比例的升降变

化等
。

显然只关注老龄人 口 的变化是不够的
,

与其他人 口 年龄结构变化 的关联分析是必要的
。

其次应当从社会经济层面 上来认识
。

众所周知
,

人类社会的维持和 发展是以相对稳定的人 口规

模和人 口构成为前提的
。

在社会系统中
,

人 口 是一个基本要素
。

一定的人 口数量和人 口结构是

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前提
。

人类 自诞生 以来
,

人 口年龄结构一直是底部宽上面窄
,

是典型

的金字塔形 (正三角形 )
,

因此
,

人 口与社会经济等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

上
。

然而
,

进人 21 世纪
,

传统的金字塔形人 口年龄结构发生 了变化
,

下宽上窄将倒转成为下窄



上宽
。

2 1世纪人 口与社会经济诸关系将会建立在一个新的人 口结构基础之上
。

2 0世纪人 口规

模前所未有的增长给人类社会带来 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
。

而在进人 2 1世纪之际
,

世界人 口年

龄结构 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种变革将会引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

革
。

以 日本为例
,

日本人 口老龄化将超过其他发达国家
,

据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 口 研究所 中方

案预测
,

到 2 0 5 0 年 日本老年人 口 的比例将达到 3 2
.

3 %
,

少年人 口 的比例仅为 13
.

1 %
。

而 1 9 5 0

年这两组人 口的比例分别是 4
.

9 %和 3 5
.

4 %
,

人 口年龄结构由 1 9 5。 年 的正三角形完全倒转成

2 0 5 0 年的倒三角形
。

显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 50 年代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动将会引起

一系列 的变化
,

如家庭构成
、

社会组织
、

经济制度等等
。

20 世纪 以人 口正三角形结构为前提的

家庭观念
、

社会经济制度
、

价值观等都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

目前
,

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无声 的革

命
。

它 已超 出了人 口 学的范畴
,

对经济
、

社会
、

文化
、

心理和精神等各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
。

这

正是倒金字塔理论建立的必要和根据
。

再次
,

人 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相关联
。

低生育率与老龄

化并不是人 口学上 的二元现象
,

实际上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一种前后顺序的因果关系
。

低生育

率不发生则不会有老龄化发生
。

老龄化程度和速度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程度和速度
。

如果不

希望老龄化的发生或速度加快
,

则可 以以提高生育率为手段来达到这一 目的
。

然而
,

高生育率

向低生育率的彻底转变实质上是生育观念
、

价值观念的转变
。

这一转变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

因

此
,

低生育率社会的出现意味着城未来老我们必将迎来一个老龄化社会
。

2
.

3 “
不分年龄

,

人人共享
”

的理论意义

邹沧萍教授 同样也强调要从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正在到来 的老龄化社会
,

强 调要从理论的

高度认识国际老年人的主题
“

不分年龄
,

人人共享
” ,

并且把这理论命题阐释为
“

共融
、

共建
、

共

享
”
三个方面 (乌环沧萍

,

1 9 9 9 )
。

之所以要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国 际老年人的主题
,

是因为人类认识

老龄化为时不长
,

知之不多
,

而这一 主题将改变我们过去一些 陈旧的观念
,

并且关 注我们这个

加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

事实上
,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年龄组的人 口组成的
,

老龄化社会

意味着在一个社会 中老年人 口 的比例 占到了相当的程度
。

就一般而言
,

老年人 口经济状况
、

健

康水平及在家庭 中的地位
,

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每况愈下
,

所以在社会 中易遭受歧视
。 “
共融

”

的提 出是强调各代人之间的融洽
、

协作和互相尊重
,

强调一种新 的价值观念
,

以达到促进社会

持续发展 的目标
。 “

共建
” 、 “

共享
”

强 调一种义务和权利
。

在未来老龄社会中
,

老年人 口 的数量

不仅会增大
,

而且人 口质量 (如身体素质
、

文化素质 )会有很大的提高
。

老年人对社会的 贡献不

再表现 为发挥
“

余热
” ,

而将是 以一 种主人翁的责任感 积极参与
、

融人和 建设我们这个老龄社

会
。

因此
,

作为社会 的一员
,

有权利共享社会发展的各种成果
。

这正是国际老人年主题
“

不分年

龄
,

人人共享
”

所展示 的未来老龄社会的图景
。

3
.

中国人 口年龄结构的倒转

如果说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人 口 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

那么发展 中国家 中最快 的则是中

国
。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 口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

庞大的人 口规模无论是给生态环境还是社会经济

发展都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
。

70 年代在实施了严格的人 口 生育控制政策之后
,

中国人 口 控制取

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

中国人 口 生育水平从 70 年代初总和生育率 5
.

6 降低到 8 0 年代 2
.

3 的

水平
,

进而降低到 90 年代的 2 以下 的水平
,

以短暂的二三十年完成 了西方发达国家花了上百

年时间才完成的人 口转变
。

然而这种生 育率水平 由高向低转变的完成
,

并不意味着 中国人 口 问

题 的结束
,

而是标志着人 口新问题的开始
。

因为从人 口学 的角度来看
,

生育率急剧下降必然导

致人 口 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
。

我们在迅速解决控制人 口数量的同时
,

也迅速迎来 了人 口 老龄



化
。

从表 4中的数据可 以看 出
,

中国人 口 年龄结构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

世纪

之交中国人 口 步人 了老年型社会
,

即 “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例达到或超过 了

7 %
。

再过不到 30 年的时间 (据笔者中方案预测大约在 2 0 2 5 年左右 )
,

中国老年人 口 的比例将

达到 14 %
,

成为世界上人 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

表 3 中国人口 中少年人口 与老年人 口 比例的变化

年份

0 ~ 1 4 岁

6 5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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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6 3 8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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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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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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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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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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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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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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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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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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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7
.

3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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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5
.

7 2 1
.

3

1 6
.

3

2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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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未来中国人 口年龄构成的变化趋势

年份

0一 1 4 岁

6 5 岁及 以上

1 9 9 0 2 0 0 0 2 0 1 0 2 0 2 0 2 0 3 0 2 0 4 0 2 0 5 0 2 0 6 0 2 0 7 0 2 0 8 0 2 0 9 0

2 7
.

7

5
.

6

2 6
.

6 2 0
.

8 1 8
.

9

8
.

4 1 1
.

7

1 7
.

3

1 5
.

9

1 5
.

3

2 1
.

5

1 5
.

2 1 4
.

0

2 3
.

0 2 6
.

2

1 4
.

0 1 4
.

0 1 3
.

6

2 7
.

6 2 7
.

8 2 9
.

2

资料来源
:

李建新
:

《不 同生育政策选择与 中国未来人 口 》
,

《人 口 研究 》
,

1 9 9 7 年第 1 期
。

从人 口年龄过程的变化趋势来看
,

中国人 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倒转
。

1 9 9 0 年人 口普查数

据表明
,

中国总人 口 中少年人 口 的比例为 2 7
.

7 %
,

老年人 口 比例为 5
.

6 %
。

10 0 年之后 (据笔者

中方案预测 )这两个比例将分别变成为 1 3
.

6 %和 2 9
.

2 %
,

即由现在 的传统人 口金字塔型 (下宽

上窄 )逆转成为倒金字塔型 (下窄上宽 )( 见图 1
、

2
、

3 )
。

4
.

人 口年龄构成的重新界定及意义

人 口老龄化是人 口转变的必然过程
,

老龄社会的出现是世界人 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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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老龄社会
,

正如黑 田俊夫所指出的那样
,

首先应该从人 口学 自身再认识
。

众所周知
,

显示人 口

年龄构成变化的一般指标是联合 国所划分的三大年龄组
,

即 O一 14 岁的少年人 口
,

15 一 64 岁

的成年人 口和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
。

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较高的死亡水平
,

老年人 口

被界定为 60 岁及 以上的人 口
。

这种年龄划分明了地区分了人类 生命周期中三个重要的阶段
,

即成长年龄
、

生产年龄和退休年龄等阶段
。

显然这也是一个人 口年龄的基本结构
。

然而
,

这种

基于人类健康寿命 和人 口在社会经济等活动中的特征指标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
。

事实上
,

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
,

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步人了老龄社会
。

例如
,

法国于 1 8 6 4 年
,

65 岁及 以上的老

年人 口 比例就达到了 7 %
,

瑞典于 1 8 8 7 年也达到了这个 比例
。

因此
,

老龄问题一直为这些 国家

所关注
。

瑞典人 口学家桑德 巴是最早从人 口学角度按照总人 口中三大年龄组 (1 ~ 1 4
,

15 一 49
,

5 0 +
)不 同的构成 比例把不同国家的人 口 划分为增长型

、

静止型 和缩减型 (老年型 )
。

我们注意

到桑德 巴当时的老年人 口 的年龄界限是 50 岁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世界人 口 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

对广大 的发展 中国家来说
,

这种变化

首先来 自于死亡率方面
。

由于 医疗技术的普及
,

卫生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制度的改善
,

使发展

中国家的人 口死亡率迅速下降
。

死亡率水平的降低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寿命 的延长
。

50 年代初

期 世界男
、

女 人 口 的平均 期望 寿命 分别为 4 5
.

1 岁 和 4 7
.

8 岁
,

而进人 70 年代
,

分别提 高到

56
.

4 岁和 5 9
.

4 岁
。

其 中发展 中国家人 口 的平均寿命提高十分显著 (见表 5 )
。

在人类平均寿命

大大延长的背景之下
,

联合 国的老年人 口 的年龄界定为现在广泛使用 的 65 岁 (发达国家 ) 和

6 0 岁 (发展中国家 )
。

21 世纪
,

随着医 学领域的进步和人类遗传 口 男 . 女

基因科学的发展
,

人类的寿命有望继续延长
。

当

今世界上
,

人 口平均寿命最长的是 日本
、

瑞典等

发达国家
。

如 日本 1 9 9 6 年的男
、

女人 口 的平均

寿命分别是 77 岁和 84 岁
。

由于 日本史无前例

的人 口 老化速度
,

目前 日本社会普遍关 注低生

育率
、

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

而老龄化带来的主

要问题 首先表现在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

劳动力

的减少
、

以及 劳动力 的老化对经济发展 的负面

影响
。

面对这种现实
,

日本人 口 学家黑 田俊夫教

授主张使用适合 日本 国情的新 的年龄分类
,

将

现在惯用的年龄分组
: 。 ~ 14 岁

、

15 一 64 岁
、

6 5

70 ~ 74

C O ~ 6 4

5 0 ~ 5 4

20 ~ 24

10 ~ 14

0一 4

比例 (
,

)

图 3 2 0 9 0 年中 国人口 年龄金字塔

表 5 19 5 0 ~ 2 0 5 0 年世界 人口分性别 的平均期望寿命 年

男 女

时间 1 9 5 0 ~ 1 9 7 0 一 1 9 9 5 ~ 2 0 2 0一 2 0 4 5 1 9 5 0一 1 9 7 0 ~ 1 9 9
卜

2 0 2 0 ~ 2 0 4 5

1 9 5 5 1 9 7 5 2 0 0 0 2 0 2 5 2 0 5 0 1 9 5 5 1 9 7 5 2 0 0 0 2 0 2 5 2 0 5 0

世界 4 5
.

1 5 6 4 6 3
.

4 6 9
.

7 7 4
.

2 4 7
.

8 5 9
.

4 6 7
.

7 7 4
.

5 7 9
.

1

发达地 区 6 3
.

9 6 7
.

6 7 0
.

6 7 5
.

1 7 8
.

0 6 9
.

0 7 4
.

7 7 8
.

4 8 1
.

6 8 4
.

0

发展中地区 4 0
.

1 5 3
.

9 6 2
.

1 6 8
.

8 7 3
.

6 4 1
.

8 5 5
.

4 6 5
.

2 7 2
.

9 7 8
.

2

资料来源
:

同表 1
。



岁及 以上
,

改变为 O一 19 岁
、

20 一 74 岁
、

75 岁及 以上
。

实际上
,

由于 日本高等教育比较普及
,

15

岁开始就业的人 口 比例很低
,

因此把实际劳动年龄的界限提高到 20 岁是合理的
。

相反
,

“ 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并没有退出劳动岗位
。

据统计
,

1 9 9 5 年 日本男性 65 岁及 以上人 口 的劳动力

率高达 41
.

9 %
,

大大高于同期的其他发达 国家
。

根据黑田俊夫教授按照新的年龄划分标准计

算
,

老年抚养系数将会大为改观
。

例如 2 0 2 0 年
,

日本人 口 的总抚养系数将 由旧标准的 68 降到

新标准的 47
,

其 中老年抚养系数由 45 降到 20
。

即便是在 20 5 0 年
,

当 “ 岁及 以上 的人 口 比例

高达 3 2
.

3 %时
,

总抚养 系数会 由旧标准的 83 降到新标准的 58
,

而其 中老年抚养 系数将 由 5 9

降到 3 0
。

显然不同的划分标准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

按照新的标准来看老龄化
,

老龄社会并

不那么 悲观
。

黑 田俊夫教授对 日本人 口年龄结构划分的重新界定给我们很大启示
。

中国人 口 的平均寿

命 目前还没有达到发达 国家的水平
,

据中国学者预测 (曾毅
,

1 9 9饥林富德
,

1 99 4 )
,

到 21 世纪中

叶
,

中国男
、

女人 口 的平均期望寿命 分别可 以达到 75 岁以上 和 80 岁左右
,

联合国的预测分别

为 7 6
.

0 岁和 8 0
.

5 岁
。

目前中国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 (主要是劳动力 ) 的挑战还不是十分严

峻
,

而且劳动力市场有拓宽的余地
。

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劳动制度
,

如果 21 世纪某个时期劳动

力出现短缺
,

则可 以重新界定劳动退休年龄
。

比如退休年龄从 21 世纪初叶开始由现在 的 60 岁

提高到 65 岁
,

由于这一改变
,

无论是总抚养系数还是老年抚养系数都会显著地降低
。

到 21 世

纪 中叶
,

年龄构成 的划分可 由惯用的 。一 14 岁
、

1 5 ~ 64 岁
、

“ 岁及 以上 的标准转换为 O~ 19

岁
、

2 0 ~ 6 9 岁
、

7。 岁及以上的标准
。

届时按新标准计算的总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都比按传

统标准计算的要低 (见表 6
,

图 4
、

5)
。

表 6 不 同年龄划分标准下 的抚养系数

年 份
0 ~ 1 4

1 9 9 0

1 5 ~ 5 9 6 0 +
1 5 ~ 6 4 6 5 +

2 0 1 0 2 0 3 0

0 ~ 1 4

1 9 9 0 2 0 1 0 2 0 3 0

总抚养 系数

老 年抚养系数

5 8

1 4

5 0

1 9

6 8

3 9

4 1

1 2

5 0

2 4

资料来 源
:

根据 笔者博士论 文数 据计算
。

8070

6 0

5 0
、 、 、

、 、

\ 、 一

4 0

3 0

一闷卜 - 旧

一J
一

`

新

象睽琳钧娜

000
Qó 11

1 9 9 0 2 0 1 0

图 4

2 0 3 0 2 0 5 0 2 0 7 0 2 0 9 0 年份

不 同年龄划分标 准下总抚养系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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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年龄划分标准下老年抚养系数的变化

5
.

结语

毫无疑问
,

笔者在这里的论述和推算是 比较粗略的
。

但值得注意的是解决问题 的思路和方

法
。

面对 21 世纪中国老龄社会不可避免的到来
,

作为人 口学者
,

首先从人 口学的角度来 回应是

必不可缺的
。

目前
,

中国人 口 正处在重大的转换时期
,

年龄结构正朝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变
,

这种

转变必将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
。

我们要有足够 的信心迎接人 口新世纪的挑战
。

参 考 文 献

1
.

U n i t e
d N a t io n s ( 1 9 9 9 )

,

W
o r l d P o p u l a t io n P r o s P e e t s T h

e 1 9 9 8 R
e v i s io n

V
o

l
.

1 C o m P r e
h

e n s iv e T a
b l

e s ,

N e
w Y o r

k
,

1 9 9 9
.

2
.

黑 田俊夫
: 《基 本战略和倒三角形 的论理 》

,

《人 口 与开发 》
,

1 9 9 9 年
。

3
.

国立社会保障人 口 问题研究所编
:

《人 口 统计资 料集 1 99 8 》旧 本厚 生统计协会
,

1 9 9 8 年
。

4
.

《人 口 研究 》编辑部
:

《人 口 与发展论坛 》
,

《人 口研究 》
,

1 9 9 9 年 第 1 期
。

5
.

邻沧萍
:

《把
“

不分年 龄
、

人人共享
”

的认识 提高到理论 的高度 》 ,

《人 口研 究 》
,

1 9 9 9 年第 1 期
。

6
.

曾毅
:

《试论我 国城乡人 口 老化趋势及对策 》
,

《人 口 研究 》
,

1 9 9 0 年第 2 期
。

7
.

林 富德
、

路 磊
:

《低生育率下 的人 口 发展前景 》
,

《人 口 研究 》
,

1 9 9 4 年 第 3 期
。

8
.

李建新
:

《不 同生育政策选择与 中国未来人 口 》
,

《人 口 研 究 》
,

1 9 9 7 年第 1 期
。

(本文责任编辑
:

朱 犁 )

4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