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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思考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和作用
" 李建新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 年 # 月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稳定低生育水

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

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然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是什

么，其理论基础又是什么，这是应当界定和明确的问题。

事实上，$" 年代中期当我国生育率水平刚步入低生育

水平行列之时，不少专家学者即对我国的低生育率进行了较

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既有低生育率的理论探讨，也有中

国低生育率后果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建设性

的、有现实意义的成果。应该说，这些研究为我们今天讨论

和研究稳定低生育水平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讨论，首先碰到的概念是低生育水

平。实际上，低生育水平是一个模糊的、多歧义的概念，无

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此都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

定义。相反，不同国家和地区 %如发达与欠发达国家 &对低生

育水平的理解和界定都有所不同。如对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落

后、死亡率水平较高、政府积极主张人口增长的国家和地区

来说，出生率在 #"’以下、总和生育率在 # 或 ( 以下可能

就是低生育水平；相反，对一个人口基数大、死亡率又低、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积极主张控制人口的国家和地区

来说，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才是低生育水平。因此，

低生育水平不是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其次，低生育水平是

一个相对的、变化的概念，不是绝对概念。一个国家或地区

在不同的时期，对人口的发展目标不同，对人口生育水平的

要求也不同。低生育水平的涵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

进步而变化。例如，在联合国 )$*+ 年的研究中，高低生育

率的划分标准为总和生育率 ( 左右；)$$" 年的研究中，划

分高低生育率的标准是总和生育率 !, +；)$$! 年的研究则是

更替水平 !, )。所以低生育水平是相对的、变化的。再次，

低生育水平在数值上是一个有下界的、有值域的概念。低生

育水平是相对变化的，但不是无底线、无下限的。从人类的

历史长河看，人口数量经历了极其缓慢的增长过程，人口增

长率以接近或略大于零的速度在增长。西方工业化特别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增长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人口规模。但是这种增

长趋势不可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为人口发展最终要受到

地球物理极限的制约和人类自身行为的调整，实际上，!"
世纪 -"、." 年代以来，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发

达地区的人口已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同样，人类要生存、

延续和发展，就必须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不可

能一直在零以下，无限地维持负增长。例如，对一个 )" 亿

规模的人口，如果其生育水平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 %如

), + &， 人口 增长 一 直是 负 增长 % 如 / ", +0 &， 那么 ， 不到

)+" 年，人口将减少一半；不到 +"" 年，人口将降至十分之

一。而对规模更小的人口，则可能是消亡。因此，从人类可

持续发展和长远发展来看，低生育水平在数值上最终应当是

一个人口更替生育水平或更替生育水平左右的概念，而稳定

低生育水平最终也就是人口更替生育水平左右的稳定。

对于中国人口来说，当前稳定低生育水平也同样需要从

上述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首先，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和人口状况有很大的不同，如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

村、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决不是铁板

一块、一刀切的统一概念与涵义，不同地区、不同的人口应

该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其次，对计划生育基础薄弱的地

区、贫困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从过去较高的生育水平 %如

总和生育率 ( 1 + &降至较低的水平 %如 # 左右 &，虽然较之过

去已经是低生育水平，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稳定低生育

水平不仅仅是稳定和维持现状，而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计划

生育，进一步促进生育率下降的过程。最后，对于中国人口

来说，稳定低生育水平存在着上、下限。一方面，中国人口

基数庞大、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存在着

许多尖锐的矛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有效地控制

人口数量增长，使庞大的人口数量最终停止增长甚至减少。

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意味着中国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必须保持人口的生育水平不能高于更替生育水平。也就是

说，平均每个家庭的子女数不能超过两个，即妇女终身生育

率不能大于 !, ) 1 !, #。另一方面，稳定低生育水平又必须

遵循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目前，中国妇女生育水平虽已经

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是未来中国人口还将继续以每年净

增千万人的速度增长，我们不可能立即停止这种人口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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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增长，这是人口的惯性增长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虽然低生育水平不能立刻改变人口的惯性增长趋势，但生

育水平越低越可以更快地实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然而，为

尽快达到控制人口的目标，稳定低生育水平决不是生育水平

越低越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存在着下限，这个下限取决于下列

因素：第一，必须兼顾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而产生的人口结构

问题 !如加速老龄化、出生性别比等 "。一般而言，生育率下降

得越快越低，人口的自然结构变化的幅度就越大，人口老化的

速度也就越快，而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又会对人口本身、对社会

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负面的影响。人口结构所

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远比人口规模所带来的问题更为广泛和复

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口学家把高、低预测方案作为预警方案

而追求一种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相协调的中方案的缘故。第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是通过家庭的生育行为来实现的，因此，

稳定低生育水平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更离不开

广大群众的接受和支持。违背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

育意愿和生育合法权益，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可能实现。平衡加

权城市与乡村的情况，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全国平均水平以终

身生育率不低于 #$ % 为好。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在数值上应

当是在 #$ % & ’$ ’ 的范围之内。

之所以要强调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下限值，也是为了避免

在稳定低生育水平上出现生育率越低越好的片面理解，防范

计划生育工作中新一轮的数量指标攀比，防止不切合实际的

一味追求低生育率，追求零增长和负增长。事实上，新时期

党中央做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旨在强调巩固计划生育工

作的成绩，提高计划生育工作的质量，质量指标的要求重

于、高于数量指标的要求应该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实质。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人口目标的手段

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目

标的手段。可持续发展是 %( 年代提出的新的发展观，我国

也在 )( 年代把可持续发展列为社会经济长远发展战略。从

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人口、资源、环境

和社会经济发展构成的整体系统的功能最优，强调各个子系

统之间的协调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可持续发展对人

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数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一

方面，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和必备条

件；另一方面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率又可能是

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就我国现实人口来讲，由于我国人口已

近 #* 亿，并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的低惯性增长，庞大规模

的人口无论是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对资源环境的保

护利用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都不利于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

发展。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人口目标的必然要求。

人口结构是否合理对可持续发展也十分重要。合理的人

口结构既表现在人口自然结构 !年龄、性别结构 "，也表现在

人口地域、人口社会经济结构上。合理的人口年龄性别结

构、合理的人口地域分布与流动以及合理的人口产业结构等

都是可持续发展人口目标的重要内容。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可

忽略可持续发展对人口结构合理性的基本要求。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目标中，人口素质的提高将显

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与人口数量对可持续发展的不确

定性、相对性作用相比，人口素质与可持续发展呈现确定

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可持续发

展。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发展和过

渡，人口素质、人力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会

越来越大。对我国现实的人口来说，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有利

于控制人口数量的继续增长，而且也有利于缓解庞大人口数

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弥补许多人口数量带来的不良后

果；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不仅有利于我国现有的丰富的劳动力

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事实上，中央在 《决定》里提出的今后 #( 年人口与计

划生育工作的目标和方针中，不仅提出了人口的数量指标

! ’(#( 年人口 #+ 亿以内，年均出生率不超过 #,-"，而且还

要求明显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使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

让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要普遍开展避孕节育

措施的 “知情选择”等多项提高服务质量的方针。因此，稳

定低生育水平决不是仅仅针对人口数量控制，更是应当把调

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完善服务质量纳入新时期的计

划生育工作之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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