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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变动成因及人 口控制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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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 口从第三次人 口普查到第四次人 口普查八年间已有较大的变化
,

人 口数量从

� �  ! 年普查 �∀ #  � ∃ ∀ ∀ 人增加到 � � � # 年普查的 � % � % % & &  人
,

比 � �  ! 年增长了 �%
∋

 ∃(
,

其中新疆少数民族人 口由 & & � % � # � 人增加到 �峨∃ # � % ! 人
,

比 � � % ! 个增长) ! �
∋

∀ ∃(
,

新疆

汉族人 口由 % !  ∃ % ∀! 人增加到 % ∃ � % ∃ ! ∃ 人
,

比 � �  ! 年增长了 &
∋

&∗ (
。

然而总体上看
,

新

疆人 口的增长势头在下降
∋

� �  ! 年人 口普查出生率为 !�
∋

#� 编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为 ! #∋

 ∃ (
,

到 � � � # 年普查出生率为 !∗
∋

∃ &输
,

人 口 自然增率为 � 
∋

! 编
,

出生率下降了 刁
∋

∗!

个千分点
。

新疆人口增长势头的减缓是各种控制因素和人 口学自身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为

正确估价各种因素对出生率下降所起的作用
,

本文采用标准化分析方法对新疆人 口以及新

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 口的出生率下降成因作一定量分析
,

并且间接评价新疆人口控制的效

果
。

一
、

数据来源和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新疆第三
、

第四次人 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和第三
、

第

四次人 口普查机器汇总资料
。

对 � � ! 年普查
、

手工汇总资料给出的 � �  � 年全疆的出生率
,

本文中我们以机器汇总资料分年龄别生育率和生育人数为准对其出生率作了一些调查
,

并

推出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 的出生率
。

对于 � � � # 年第四次人 口普查
,

手工汇总资料给出

了 � � � # 年全疆人口的 出生率
,

而机器汇总资料列 出的是 � �  � 年分年龄别生育率
,

我们对

后者进行了调整
,

从而也对 � � � # 年人 口出生率作了微小的调整
。

人口 出生率是衡量生育水平的最基本最易理解的人 口学指标
。

从人 口出生率变动的角

度
,

来考察影响其变动的原因
,

是本文分析研究的出发点
。

可以把影响出生率变动的原因

粗略地分解为可控因素和非可控因素
。

可控因素可以理解为婚龄
,

避孕率
,

计划生育率等
,

是人为手段尤其是计划生育手段可以控制的因素
。

非可控因素主要是指性别年龄构成等
,

是

既定的因素
。

当然
,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划分
,

因为二者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

而且
,

今后年

龄性别构成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

从数学公式上看
,

人 口 出生率 +,−

名
. /0 1 2 /0 1 3 /0 1

二二二

一
4

,

是年龄构成
. /0 1

4
已婚比 2 /01 和 已婚妇女生育率 3 /01 三因

子乘积的加和
。

也就是说某一人 口的出生率变动是年龄构成
,

已婚比和已婚妇女生育率变

动所造成的
。

根据标准化的方法
,

我们可以分解上述因子
,

设 5, −6 7 和 +, − 68 为某一地区

人 口 两个不同时期的人口 出生率
,

则出生率的变动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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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龄妇女年龄构成因子 = 婚龄变动因子= 已婚生育率因子 = 诸因素交叉作用因子

按照上述的思路
,

我们不妨把各因索进行归类
,

第一个因家即育龄妇女年龄构成为非

可控因素
,

而后二者冲婚赞和已婚妇女生育率为可控因素
∋

最后‘个因子是三者的交互作

用
,

对出生率的变动影响在往很小
。

对新娜人 口以及新疆少效民族人口和汉族人 口出生率

变动作标准化分析
,

不仅证明了各种因家对出生率变动的影响
,

而且还要间接评价人口挽

翻的效果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
。

这对新扭今后人口控劫方向和什封生育上作重点有奢童

要的指导意义
。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

新爱人口由多民族人 口组成
。

其人 口出生率变动又是各民族人 口

出生率及其比重变动的结果
。

总体来讲
,

新疆汉族人 口和新班少数民族人口是属于两种不

同的人 口再生产类型
,

两种人口对新疆人口出生率变动起着不同的作用
∋

为了区分他们的

作用
,

还有必要对出生率变动进行新的分解
∋

设 +, − 少67
,

。田产68 为 6� 和 6! 时的总人口出生

率
,

+攻姗
,

。− 挂为少数民族 6 7和 6! 时的出生率
,

+, − >
,

和 +, −甚为汉族 67 和 6! 时的出生

率
,

玲和瑰为少数民族 67 和 6! 时占总人 口的比重
, 4若和瑰为汉族 6� 和 6! 时占总人口的比

重
。

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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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新疆人口数量的变化
在研究新疆人 口出生率下降及人 口控制效果之前

,

我们首先对新疆两次人口普查的人

口数量变化情况作一对比
9

� 、

各地区人 口数量变化

从全疆总体情况看
9

新疆总人 口 已由 ��  ! 年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 �∀ #  � ∃ ∀ ∀ 人增加到
�� � # 年第四次人 口普查的 � %� % % & &  人

。

总人 口增长了 � %
∋ ‘

 ∃ (
,

年平均增长率达 �
∋

 ∃ (
。

而就全国而言
,

八年间全国总人口增长了 �!
∋

∗ (
,

年平均增长率达 �
∋

∗ (
,

可见
,

新

疆人 口的增长速度仍是较快的
。 ∋ ?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
,

地域辽阔
,

人口分布差异较大
,

因此
,

≅

表现出人 口的发展
情况也各不相同

。

其中
,

北疆的乌鲁木齐和石油城克拉玛依市人 口增长较快
,

这主要是机
械人 口增长快所致 Α 南疆的克州和田和喀什人 口增长较快

,

明显地高于全疆平均水平
,

其

主要原因是人 口的自然增长
。

新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

各民族发展的状况也不相同
。

因此
,

还有必要对各民
族人 口的变化作一认识

,
? ,

行

!
、

新获各主要民族人 口数量变化
一

第四次人 口普查资料表明
,

新疆现有民族 盯个
,

是全国民族构成较多的省区之一二泄
代居住的民族有 �∀ 个

∋

他们是维吾尔族
、

汉族
、

哈萨克族
、

回族
、

柯尔克孜族
、

蒙古疾
、

锡伯族
、

俄罗斯族
、

塔吉克族
、

乌孜别克族
、

塔塔尔族
、

满族和达斡尔族
。

这十三个民族
构成了新疆主要民族

。

从第三次人 口普查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两次普查资料对比看各主葺
民族的发展情况也是有差别的

。

其中俄罗斯
、

满族
、

塔吉克族
、

柯尔克孜族
、

达斡尔族
、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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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族和维族等都是发展较快
,

增长较多的几个民族
。

在十三个主要民族中
,

汉族的增长

速度是最慢的
,

俄罗斯族和满族较高速度的增长主要是近儿年更改民族成份因素的影响
。

从

总体上看
,

少数民族人 口增长的速度要远远高于汉族人口的增长
。

这与实际情况和计划生

育工作开展的范围
、

层次的不同有关
。

计划生育工作在新疆首先是在汉族人口中开展的
,

少

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实际上从 ��   年才正式进行
∋

并且就具体的规定而言
, ‘

与汉族也是

不同的
。

这样
,

客观就造成了各民族间的不同生育差异
,

从而影响到各民族人口 的发展变

化
。

三
、

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和控制效果
7
、

全疆出生率下降原因

从 � �  � 年到 � � � # 年
,

新疆人 口出生率从 !�
∋

#� 输下降到 ! ∗
∋

∃& 输
,

降低了 ∗
∋

∗! 个

千分点
。

对上两个数据作调整后
,

人 口 出生率是从 ! 
∋

∃% 输降到 � � � 。年的 !∀
∋

 !编
,

降

低了 ∗
∋

 ∀个千分点
。

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造成新疆人口 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

利用标准化

分析计算得表 �
。

表 � �� � 年
、

���# 年新孤人口出生率变动成因

估估估计出生率率 ��  � 年与年赞结构影响响 初婚年龄影响响 已婚生育率影响响 文又形响响

������ �# � � ��� ��  � 年差绝对数((( 绝对数 ((( 绝对数 ((( 绝对数 片片

新新班班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一乐  ∃∃∃

卜!#∋
‘%%%

一

十#
∋

∗��� �
∋

∗ ∀∀∀

表中列出各个因素的影响作用
,

其绝对值越大
,

表明该因子对出生率变动影响越大
,

而数

值的符号表明影响变动的方 向
。

年龄构成影响使 �� �。年人 口出生率比 � � � 年增加 !
∋

∃� 个

千分点
,

对出生率
一

下降起反作用
。

这是因为新疆也和全国一样
,

六十个年代以后出生的人

口大批进人婚育期
,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实事上 � � � # 年和 � �  � 相比
,

! #一 8Β 岁

组的育龄妇女大大增加
,

其占育龄妇女的比重由 � �  � 年的 � ∃
∋

招(提高到 � � � # 年的 !�
∋

�  (
,

! %一!� 岁组的育龄妇女比重仍基本保持不变
,

达 � %
∋

%∃ (
。

婚龄的变化使新疆 �� � #

年出生率比 ��  � 年降低了 !
∋

#% 个千分点
,

占 � �  � 年出生率的 &
∋

�∃ (
。

新疆妇女初婚年

龄已从 � �  � 年的 ��
∋

∃& 岁提高到 � � � # 年 !#
∋

  岁
,

提高了 �
∋

!� 岁
。

对出生率影响最

大的是已婚妇女生育率
,

该因素使新疆 � � � # 年出生率比 � �  � 年下降了 %
∋

 ∃ 个千分点
,

占

� � �年出生率的 !#
∋

∗% (
。

新疆妇女总和 已婚生育率从 � �  � 年的 %
∋

!& 降到 ∗
∋

&∗
,

对全

疆出生率变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诸因素对出生率的交互影响甚微
,

但其综合作用使

全疆九年间人 日 出生率下降 ∗
∋

 ∀ 个千分点
。

从可控因素和非可控因素的角度看
,

新疆人 口出生率下降主要是来自于可控因素的影

响即婚龄变动和 已婚妇女生育率变化
,

而非可控因素对出生率的变动影响
。

是在占全疆百

分之六十以上的少数民族人 口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

积极提倡晚婚晚育
,

提高避孕率和计

划生育率
,

这对新疆人 口 出生率下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实际上新疆少数民族人 口再生产

类型处在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之中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新疆人口 出生率的变动归根结

底是新疆少数民族人 口和汉族人 口 出生率变动以及其人 口 比重变动的结果
。

少数民族人 口

占全疆人 口的 比重由 � � �年的 % �
∋

%� (
≅

匕升到 � � � # 年的 ∃!
∋

犯(
,

同期
,

汉族人口的 比

重由」#
∋

∗� (下降到 ∀&
∋

%  (
∋

两次普查间
,

少数民族人 口出生率和比重变动占同期全疆

出生率变动的 �!
∋

�∀ (
,

而汉族人口 出生率和比重的变动仅占 &
∋

 & (
。

未来新疆人口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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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的变动仍主要取决于新爱少数民族人口 出生率的变动
。

!
、

少数民族和汉族出生率变动成因及控制效果评价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

出生率是年龄构成
、

己婚比和 已婚妇女生育率等因素
,

综合作用

的结果
∋

标准化分析方法是将这些因素分解
,

并逐项计算它们
,

从而得出各种因素所起的

作用
∋

因此
,

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
,

我们采用双标准化分析方法对出生率进行分解
,

从而

考察年龄构成和生育率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
。

由双标准分析方法得表 !
∋

表 ! 断获少狱民族和汉族人口出生率变动成因

估估估计出生率率 �� �# 年与年龄构成影响响 生育率水平影响响

������  � �� � ### ��  � 年差 绝对数 纬纬 经哆寸数 (((

嫩嫩民树树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叫叫
一! ∃

∋

�王王

卜卜 叫叫
� %

∋

∃ !!! �%
∋

&    十 #
∋

� ∃∃∃ ∗
∋

& ∃∃∃ ∀ #∋ ∗ &&& 一∗
∋

∃ ###

卜!�∋
‘,,

从表 ! 数据可看出
,

新疆汉族人 口 中
,

年龄构成和分年龄别生育率水平对出生率变动

的影响作用很大
,

只是因为两因素影响作用方向相反
,

相互抵消
,

所以才使汉族人 口 出生

率表面上变动甚微
,

造成了汉族人 口生育水平未变的假象
∋

我们看到
,

年龄构成因素的影

响
,

使 � � � # 年出生率比 � �  � 年提高了 ∗
∋

&∃ 个千分点
,

占 � �  � 年出生率的 ∀#
∋

∗& (
∋

如

果 � �� # 年仍保持 � � � 年的妇女生育水平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汉族人 口出生率将

是 !#
·

∀ 输
。

� � �。年
,

汉族 !# 一 !∗ 岁
、

! %一 !� 岁组育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
,

占育龄妇女

的比重也分别由 � �  � 的 �∀
∋

∗∃ 环和 �∗
∋

�% (岁提高到 !�
∋

# (和 � ∃
∋

�& (分别提高了 &
。

∃! 和 �
∋

! ! 个百分点
。

年龄构成的变动使汉族人 口 出生率大幅回升‘ 但实事上
,

由于 � ��#

年汉族生育水平较 � �  � 年降低了 ∗
∋

∃# 个千分点
,

占 �� � 年出生率的 !�
∋

∗% 环之强
,

总

和生育率从 !
∋

#! 降到 �
∋

∗ 
∋

年龄构成和生育水平的合力作用
,

使 � � �# 年出生率仅表现

为略为上升
。

可见
,

两次普查间
,

汉族人 口经历了育龄妇女年龄构成的急剧变动
,

即生育

期的育龄妇女急剧增加
,

从而可能引起出生高峰
,

但由于这期间里
,

汉族人
、

口的控制工作

草有成效
,

生育水平持续下降
,

才使上述可能出现的出生高峰得以减缓
。

应当承认
,

新疆

汉族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处于先进之列
,

汉族妇女生育水平属于全国最低水平
。

再来看新疆少数民族出生率变动成因
。

少数民族出生率是从较高的起点开始变化的
,

� � �。年比 � �  � 年
、

出生率下降了  
∋

 ∀ 个千分点
。

其中育龄妇女年龄构成使 �� �。年出生

率比 � �  � 年上升 �
∋

!∃ 个千分点
,

仅 占 ��  � 年出生率的 ∀
∋

∀∃ (
∋

较之汉族
,

年龄构成对

出生率的回升影响甚小
。

� � � # 年
,

少数民族 !# 一!� 岁组的妇女占育龄妇女的比重 比 � � �

年略有提高
,

由 ∀%
∋

∀� (上升为 ∀∃
∋

∀! (
,

不足 �个百分点
。

出生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分

年龄别生育率的下降
。

� � �。年生育水平使出生率比 � �  � 年下降 �#
∋

#� 个升分点
,

占 � � �

年出生率的 !∃
∋

�! (
。

总和生育率也由 � �  � 年的 %
∋

%% 降到 � � �。年的 ∗
∋

%∃
。

可见
,

少

数民族人 口在两次普查间
,

虽然经历了与汉族妇女生育水平同幅度的下降 /较之各自初期

水平1
,

但却没有汉族人 口所面临的巨大的年龄构成影响因素的冲击
,

致使其出生率在可控

因素影响下变动幅度较大
∋

综上分析
,

新疆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少数民族人 口 出生率从较

高的起点开始迅速下降
,

而且
,

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办
。

育龄妇女年龄构成对其出生率的

回升影响很小
。

与少数民族人 口不同的是
,

新疆汉族人口出生率受到了旺育期婚育妇女

ΧΧ
# �



的冲击
,

有幸的是
,

汉族妇女的生育水平在较低的基础上继续下降
,

致使出生率变动不大
。

可 以看出
,

新疆今后是否能有效地控制人 口增长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生

育水平 的控制
。

我们有理由相信
,

随着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展开
,

社会经济文化

的不断发展
,

新疆人 口将达到其预期控制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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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口所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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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获自治区统计局人口处1

享利
·

肯德尔谈人口 、

资源和环境
一

Β 一

享利
·

肯德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

是 � � � #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他认 为

这个世界由于人 口过刹
,

资源魔乏
,

环境恶化
,

一场全球大劫难正在迫近
,

他提 出一些数

据加以证明和预浏
9

�
、

全球人 口每年增加近 �# ## 万
。

目前总人 。 约 %% 亿
,

到 !# %# 年将增加到 �## 亿
,

其

中增加的人数大多数特在饥饿和贫穷 已经很普遥的地 区
。

!
、

在经过几十年稳 步增长之后
,

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最近 已趋于下降
,

他说
9 “

绿色革

命看来 已经结束
。 ”

∀
、

滥伐森林和污染威胁着全世界的农业
。

地球上 约 �� ( 的植被—
相 当于中国和印度

面积的总和—
已经被损害

。

∗
、

现在有  # 个国家缺水
。

美国一些农民抽取地下水 的速度超过 了地下水的补充速度
。

肯德尔说
,

知果不采取行动
,

这些问题将在今后 %# 年集 中起来
,

使世界遭受饥饿
、

疾

病
、

无政府状态
、

伤泉累军的土地
,

这些比人类以前所见过的任何 东西都恐饰
。

他认为
“

地

球维持生命的能力是有限的
” ,

并指 出政治动乱和环境问题会导致大规模世界性移民
,

这需

要政治解 决
。

为 了使人们充分认识人 类面临 的生存困境
,

他想 用许 多年时间到各地讲演
,

以

教育会众和世界上的政治领袖
。

而科学家们书在研 究政治 与技米方法
,

结束对重要生态系

统
—

例知哭氧层—
的破坏及降低人口 出生率方面起主要作用

。

季坷摘自 《洛杉矶时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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