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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步入 80 亿的人口变化特征
及其政策性启示
文 税纡青  陆杰华

2022 年 11 月 15 日，联合国宣布全球人口突破

80 亿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人口变化呈现

出整体稳定的态势，从 70 亿到 80 亿，人口变化新老

特征并存。在既有的和可预期的人口发展挑战面前，

人类应科学预判人口变化形势，因地、因时制宜，制

定合理的应对政策，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一、人类历史以来世界人口规模增长概览

表 1 展现了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人口规模增长情

况。1804 年全球人口首次突破 10 亿人，但由于当时

的医疗水平低下，瘟疫肆虐，加上战火不断，人口出

生率和死亡率较高，增长缓慢。

1927 年全球人口达到 20 亿人，从 10 亿到 20 亿

所经历的 100 多年间，先后爆发两次工业革命，科学

技术的更新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率。新的

动力配合上已开辟的新航路，资源交换更加频繁，许

多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得到扩充，人类的生存条件得以

改善。同时，工业革命提高妇女的社会劳动参与率，

女性的生育年龄普遍推迟，青少年生育率相对下降，

孕产妇死亡率随之降低。加上医疗水平进步，人口死

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得以延长。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

大量需求、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等因素刺激人们的生

育意愿，生育率提高，人口增长逐渐由高出生率高死

亡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模式转变。

1960 年全球人口达到 30 亿人，从 20 亿增长到

30 亿，仅用了 33 年。人口增长速度的快速提升主要

表 1  人类历史以来世界人口规模增长变化情况

全球人口规模
（亿人）

时间节点 历时

10 1804 年 约 300 万年

20 1927 年 123 年

30 1960 年 33 年

40 1974 年 14 年

50 1987 年 13 年

60 1999 年 12 年

70 2011 年 12 年

80 2022 年 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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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医疗水平的提高。医疗的进步改善了人们的健

康状况，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跃增，从 20 世纪初的 40
岁左右提高到 1960 年的 52.6 岁。同时，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全球呈现出相对和平的整体态势，战争导

致的死亡人数大大减少，额外死亡率下降。

此后，世界和平的总趋势和持续发展的经济进一

步促进全球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增长率在 20 世

纪 60 年代达到 2.1% 的历史峰值，并在之后稳定下降。

人口每增长 10 亿人所需的时间在缓慢缩短，但是人

口增速也在持续放缓，并在 2020 年首次跌破 1%。低

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从欧洲拓展到越来越

多的国家，这代表着老龄化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全球问

题，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模式差异

逐渐加大，许多欧洲国家已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

而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口还在高速增长。

二、全球人口从 70 亿到 80 亿的
主要变化特征

毋庸置疑，在从 70 亿到 80 亿的增长过程中，人

口变化一方面延续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一些趋势，

另一方面呈现出具有时代性的新特点。

1. 人口绝对数量的新高峰和人口增长率的新低

谷。80 亿代表着全球人口数量的又一高峰，但这同时

也伴随着人口增长率新低谷的到来。2011 年全球人口

达到 70 亿人时，人口增长率约为 1.2%；2021 年，人

口增长率已下降到 0.9%，且人口增长速度还将继续

放缓。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显示，2050
年全球人口可能会增长至 97 亿人，2100 年左右增长

到 104 亿人，达到人口峰值状态，在此之后死亡率可

能会高于出生率，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模式。

2. 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加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

据，自 1963 年后，全球人口出生率就呈明显下降的

趋势，2011 年出生率约为 2%，但 2020 年出生率已

经下降至 1.7%。与此同时，平均预期寿命在继续延长，

从 2011 年的 70.9 岁延长至 2020 年的 72.7 岁。全球

老龄化趋势伴随出生率的下降、预期寿命的延长而愈

发明显，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显示，2018
年全球范围内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人数首次超过 5 岁

以下儿童。2011年全球 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6%
左右，但到 2022 年，这个比重已升至 10%。

3. 区域人口变化特征多样性明显。一是区域

之间人口规模差异大。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2022 年人口最多的几个地区都在亚洲，东亚

和东南亚有 23 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29%；中亚和

南亚则有 21 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26%。而欧洲和

北美人口总和只有 11 亿人，约是东亚和东南亚人口

的 1/2。二是区域之间人口增长速度差异大。世界各

地区的生育率都在逐渐下降，但就绝对水平而言，区

域之间差异显著。202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生育率

水平最高的地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 4.6 个，高于当

时平均每名妇女生育 2.3 个的更替率。与此同时，全

球 2/3 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率的地区。欠发

达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发达地区，2021 年欧

洲人口增长率接近零，而非洲人口增长率却高于 2%。

三是区域之间年龄结构差异性大。英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这些国家的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也趋于稳定或不断下降；而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国家，大多数还处在人口较高速增长的阶段，劳动

年龄人口比例也呈上升趋势。整体而言，欠发达地区

年龄结构比发达地区更加年轻化，以撒哈拉以南非洲

和欧洲为例，2022 年，前者中位年龄约为 17 岁，后

者中位年龄约为 41.7岁，但后者人口预期寿命也较长。

4. 新冠疫情带来的暂时性人口变化波动。全球人

口变化呈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增长率下降、平均

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加剧的整体特征。但 2020 年

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全球人口发展态势发生一定的

波动。首先，部分国家的出生率在疫情开始的头 9 个

月出现暂时性下降，但目前数字已回升；其次，新冠

疫情导致额外死亡，据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估

计，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因

新冠疫情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超额死亡的人数约为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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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再次，受疫情影响，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缩

短，从 2019 年的 72.8 岁降至 2021 年的 71 岁。不过，

新冠疫情对人口变化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并不能改变

目前人口变化呈现出的总体趋势。

三、全球人口变化特征带来的政策性启示

世界各地区人口变化特征多样性明显，各国应分

阶段、分国情来制定人口发展相关政策，对症下药，

根据对未来人口变化趋势的合理预测，超前应对，并

适时而变，积极、科学地实施人口发展方略。

1. 提高人口素质，释放人口红利。大量发展中

国家正处于人口转型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医疗卫生水

平较低、青少年生育率较高等问题。为改善人口健康

状况，国家应加强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减少流行

病发生，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实现国

民病有所医，延长平均预期寿命，在健康层面上实现

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国家应更加注重提高妇女社

会劳动参与率和妇女受教育程度，推动避孕意识和手

段的普及，从而降低青少年生育率，提高生育质量，

减少家庭因子女过多而无法承担生育成本的情况。多

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虽有放缓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劳动年龄人口充足且集中，可释放人口红利以加

速经济增长。经济层面上，人口增速较高的国家通常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可充分利用产业特点，发挥

人口规模优势，同时解决产业发展和人口就业的问题；

文化层面上，处于人口转型早期阶段的国家普遍教育

普及度不足，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故应大力发

展教育事业，增强国民的就业竞争力，同时也为未来

释放人才红利做好充足的准备。

2. 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转变晚期的国家老龄化问题突出。一方面，应健

全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物质需求；

另一方面，应贯彻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

全方位提高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尊严感、意义感。人

口转变晚期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已丧失人口红利优势，

转而面对释放人才红利的挑战。这些国家应以高等教

育为抓手，培养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后备人才，配合产

业转型，激发技术和创新导向型产业的后生动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发挥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对

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反支持力。

3. 弥合国际矛盾与分歧，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题为《80 亿人口，一个人

类》的署名评论文章，强调全球目前存在的不平等问

题，国家之间财富、安全、医疗等各方面的差距成为

世界充满紧张和不信任、危机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为

了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趋势，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达国家应主动承担起更多责任，充分利用自己各方

面的优势，积极应对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气候、环

境等方面的危机，在医疗保健、教育、就业等方面给

予欠发达国家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弥合国家间的分歧，

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

开启 80 亿人口时代之际，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

低死亡率的人口发展模式，同样也面临人口老龄化等

方面的挑战。为刺激生育，我国先后放开二孩、三孩

政策，但效果未达预期，且我国育龄人口规模也正在

缩减，低生育率或将成为常态。我国可充分利用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人口发展应对

方略。一是我国应继续采用相对积极的生育政策，降

低生育成本，合理鼓励生育。二是针对老龄人口规模

的扩大，我国应继续健全养老保障体系，保证国民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并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本，发展

老龄产业，拓展经济发展新路径。三是随着生育率的

降低和老龄化问题的加重，我国逐渐丧失人口红利，

接下来应重点关注如何释放人才红利的问题。四是我

国作为人口大国，应主动承担起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责任，展现大国担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美国人口结构

变化对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研究（21VMG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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