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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对国内人口学主要杂志的文章检索�1999年中国人口学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主
要集中在老龄、人口与经济、生育健康与计划生育、人口流迁等研究领域；文章对上述研究领域的
主要成果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2000年学界研究的走向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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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仅对1999年国内学界的几个主要人口学核心刊物做了文献检索�包括《人口研究》、《人口与经
济》、《中国人口科学》、《市场与人口分析》、《南方人口》、《人口学刊》、《西北人口》、《人口与计划生育》、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等。

　　1999年是世纪转折之交的一年�这一年对于人口学研究而言有许多契机和挑战。1999年
是“国际老年人年”�在中国刚刚进入老龄社会之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无疑极大地促进了
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从国家宏观经济背景上看�受亚洲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经济也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虽然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但是转型
时期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更为加剧�如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造成原
有的隐性失业日益显性化�失业下岗成为困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学界研
究的一个焦点。在这种宏观背景下�1999年的中国人口学研究状况如何�学界关注的热点有
哪些�其主要成果是什么？我们在迎来2000年之后有必要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概括的回顾�因
此本文对1999年人口学界主要研究成果作一回顾与评述①�试图以此对中国目前人口学研究
的状况有所了解�并就未来人口学研究的走向作简单的展望。

总体而言�1999年的中国人口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老龄、人口与经济、生育健康与计划生
育、人口流迁等研究领域。

一、老龄研究
联合国将1999年确定为“国际老年人年”�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全世界对老龄化趋势及

其带来的挑战的关注�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老龄研究将成为国内人口学研究的一大热点。
这一历史契机及中国步入老龄社会的现实把中国本已初具特色的老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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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99年人口学研究的第一主题。粗略地讲�1999年老龄研究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研究
了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现状和趋势�是开展老龄研究的重要基石和出发点。自老龄

研究在中国诞生起�就有一批学者致力于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利用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清晰
地勾勒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轨迹�比较详尽地探讨和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
原因。1999年的研究则更加注重对现状的分析及对未来半个世纪老龄化趋势的预测。这些
研究不仅使学界及其他各界对世纪末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有了一个清晰明朗的认识�更为
可贵的是�它们提供了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种趋势和可能性。虽然这些研究在预测的数
值上存有差异�但若我们将这些表面的、微小的差异剥去�就会发现这些预测的异曲同工之妙�
即结果向世人宣告中国在未来半个世纪将经历快速人口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及老年人
口规模之庞大将是以往经历过老龄化过程的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预测性的研究目的并不
在于数据的精确性�而在于提供一种趋势�描述一种可能。1999年的这些研究很好地完成了
这一任务�揭示了中国未来半个世纪老龄化的快速性和老龄程度的严重性�推动了各界对老龄
化的关注。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一项研究是《人口研究》编辑部所作的中国何时进入老龄社会的
推断。根据他们的推断�如果以60岁为划分老年的标准�从1999年2月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了
老年型社会；若以65岁为标准�中国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的时间是在2000年3月份。［1］
这与过去认为中国将在2002年左右步入老龄社会的预测结果有出入。两个研究都是推断和
预测�故而我们不能评论孰对孰错�但是依据时间的贴近性、资料的可得性及对现状把握的准
确性�我们更容易相信《人口研究》编辑部的研究结果较为贴近事实。《人口研究》编辑部的这
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宣告老龄社会的逼近�从而唤起政府决策者的紧迫感�促进人们对人口老
龄化问题的认识�推动各界对老龄化的关注和研究。

2．养老方式及社会养老保障研究
随着老龄化而来的养老压力的加大�加之家庭结构的变化、流动人口的增多、现代生活节

奏的加快使子女无暇照料父母�家庭养老将出现独木难支的局面�学界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现
象和趋势�故从90年代以来对养老方式多元化的探讨日趋增多。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及应当
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体系似乎为学界所承认�然而养老方式各概念的模糊、混淆和内容的不明确
曾经一度困扰着学界�这使得一批学者致力于基本概念界定和区分的研究。穆光宗和姚远曾
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概念的界定做了总结性探讨�并以两种划分标准（养老的经济来源、养
老支持力）区分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基本缕清了两个概念及其间的关系。［2］中国应采取
何种养老方式也曾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陈功总结归纳了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观点�认为
基本可以分为“结合说”（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并存说”（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存发
展）、“主辅说”（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综合说”（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为
依托�积极发展社会化养老事业和助老事业）和“替代说”（社会养老将替代家庭养老）五种。
［3］1999年学界减少了这种争论�而研究的焦点更侧重于发现和解决某一养老方式内部存在的
问题。在家庭养老方面�学界更为关注的是探讨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机制及强化家庭养老方
面的措施。中国的尊老文化赋予家庭养老以文化和伦理上的基础和支持�从而使其具有极强
的生命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弱化�而在社会养老
体系极不健全的条件下�家庭养老不能退出历史舞台�应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促使现代家庭
养老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学界认为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措施：通过子女与老人签订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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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强化家庭养老；鼓励女儿养老及女娶男所形成的新的家庭养老方式；以优惠政策鼓励子
女与父母同居或紧邻居住。在社会养老方面�学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当前社会养老保障
体系的缺陷及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具体措施方面。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老年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及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目前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正在初步形成�已初步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医疗保险正在改革
和健全�社区为老服务也正得到重视和加强�但是体系内部仍然存有诸多问题和缺陷�如由于
养老保险费的历史欠账造成的资金缺口问题、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行及保值增值问题、养老
保险的覆盖面低等。相形之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更是困难重重�如覆盖面极窄、保
障水平低、缺乏法制化的管理和规范等等问题。1999年学界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将成为未来学界研究的热点。

3．老龄产业研究
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必然要研究它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这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引申和

逻辑上的归宿。田雪原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归结为三大“冲击波”：社会负担“冲击波”、
婚姻关系“冲击波”、社会参与“冲击波”。［4］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同时为老龄产业
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1999年对老龄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老年
人口消费特征和潜力；其二是老龄产业的内容项目、开发措施。通过一些实证调查分析和理论
探讨�学界分析了老年人口的消费特征�归纳综合起来有如下几个：第一�老年人的消费大体可
以分为老年物质产品消费、精神文化消费和照料服务消费；第二�老年人具有较为明显的实用、
安全、方便、经济的消费趋向；第三�老年人的消费具有强烈的惯性；第四�同其他年龄群体相
比�老年人的消费同样具有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最后�相对于其他年龄别的人群�老年人有
其特殊的需求�如对家庭服务和生活照料的需求等等。学界普遍认为�由于老年人口总量的急
剧增加�即使老年人的购买欲望和购买力没有增强�也会形成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规模�未来
的老年消费潜力是巨大的。针对老年人的需求�学界认为老龄产业体系可以包括以下一些项
目：卫生健康服务业；家政服务业；日常生活用品业；保险业（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
房地产业（老年公寓、托老所、护理医院等）；金融业；旅游和娱乐业；教育产业（老年大学�老年
职业培训等）；咨询服务业（心理咨询、婚姻介绍所等）和其他特殊产业。开发和培育健康的老
龄产业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提高对发展老龄产业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开展老年人口
购买力和消费意向的调查研究；第三�制定和完善国家产业政策�政府采取适当优惠政策扶持
老龄产业的快速发展；第四�营造新型的老年消费文化�提高老年人的购买欲望和购买力；第
五�不断进行老年用品的科技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此外�1999年的老龄研究还对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和地位、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老年人的再婚和再就业、老年人权益等问题给予了关注和探讨。

二、人口与经济领域的研究
面对转型时期失业问题的加剧及人们对知识经济的呼唤�1999年学界在人口与经济领域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是对失业、下岗和就业的研究�其二是对人力资本的研究。
1．就业问题研究
随着失业、下岗人员的增多�学界对就业形势及对策的探讨亦趋增多�这反映出人口学者

对现实问题的关注。1999年探讨主要集中于失业、下岗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就业问题的对策研
究。综合学界的主要观点�可将当前失业和下岗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l）劳动力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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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庞大�约为四百多万；（2）当前宏观经济相对低迷�社
会总需求不足�市场萧条�生产能力未能充分发挥；（3）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一部分丧失比较优势
和国际竞争力的部门排挤出大量劳动者；（4）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来以冗员形
式存在的隐性失业变为公开的下岗或失业。

为解决当前严重的失业和下岗问题�学者提出的对策包括：（l）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需求�
吸纳就业�是促使劳动力人口与就业协调发展的最根本战略原则；（2）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大
吸纳过剩劳动力人口的力度；（3）可以采取控制造成劳动力自然增长的人口增长、实行劳动预
备制（新生劳动力必须经过培训才能就业）、逐步实行带薪休假制等措施控制劳动力供给�减缓
就业压力；（4）加速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完善以职业介绍和培训为中心的劳动力市场服务
体系的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失业保险制度；（5）利用国际劳务市场�促进劳务输出；
（6）建立失业预警和监测系统。有些学者还分析了目前企业和政府采取的一些反失业政策的
弊端。蔡 指出�从地方性的政府反失业政策来看�倾向于采取以消除外来劳动力就业竞争为
目标的对策�许多地方政府把外来劳动力看成是本地城镇职工的竞争对手�从而制定了一系列
排斥和歧视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不仅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也无助于减轻城市的失业
率。此外还有一种普遍性的政策倾向�就是要求以企业内部消化为主�而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行
政命令、道义劝告和利益刺激等手段鼓励企业少裁员和接纳失业人员�这些都以降低劳动效率
为代价�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相去甚远�而且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5］总而言之�学界
的这些研究给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但是仍然过于宏观�某一方面的具体化的、可操
作性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如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措施�劳务输出的可行性、政
策性研究等都留有极大的空间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

2．人力资本研究
通过前几年的研究探讨�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为学界所共识。随着科教

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人们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视�1999年学界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在于人
力资本开发上。人力资本的开发包括教育、培训、评估、配置等多种方式�可概括为两类：人力
资本的合理投资和利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就是对人力资本进行纵深方向的开发�提高劳
动者的素质。目前的任务是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改变人力资本投资不合理的状况�加强职业
培训。人力资本的利用过程是投入后的产出过程�在相同的资源条件下�利用和配置方式的好
坏决定着投资收益的高低。学界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改善人力资本的利用：促进人力资本
的流动；优化人力资本的组合；引进和输出人力资本；重视人力资本的测评。

三、生育健康与计划生育研究
1999年对生育健康的研究主要在于分析特定人群尤其是育龄妇女生育健康知识、现状和

需求。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生育健康�定量的研究非常缺乏�也不够深入�只限于
表面上的泛泛描述�这一问题一直为学者瞩目�但至今没有发展出一个被认同的统一的指标体
系�使定量研究显得十分混乱。

对生育健康的理论探讨和定性研究在前几年似乎发展到了顶峰�1999年则有些回落。令
人遗憾的是�一直困扰学界的究竟该使用“生殖健康”还是使用“生育健康”这一问题�仍然没有
得到解决�一些学者采用生殖健康的说法�另一些学者则使用生育健康。概念的不统一使得这
一领域的研究看起来十分混杂。从理论上�尤其从实际概念的内涵上对采用哪一概念进行立
论�将是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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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程度的加深�学界普遍
认识到�世纪之交的中国有必要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一些学者对现行生育政策提出了质疑�生
育政策的调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99年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然十分关注�但是研究角度与以
往不同。前几年�学者倾向于用预测和模拟来说明现行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老化的负面作用�
并通过各种生育政策的比较来确定最优的生育政策。这种仅仅建立在技术性预测基础上来制
定生育政策的做法是不够慎重和严肃的。学界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1999年对生育政策
调整问题的研究加强了理论上的探讨�更多地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细致、深层的剖析。陈友华分
析了现行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调整的幅度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6］乔晓春撰文对
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进行了理性的讨论�为学界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
视角。［7］从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现行生育政策应当加以调整�但调整的幅度、调整后政策的
定位仍有争议�是今后学界应当大力研究的内容。

计划生育领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对计划生育工作机制和方式的探讨。随着计划生育工
作内容的改变�对计划生育工作机制和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要求。目前�应当发展完善计生管理
体系�立足于大人口观念�建立全方位、广视角、多层次的工作机制；全面开展优质服务�建立宣
传教育、科学管理、综合服务相统一的工作机制；加强计生法制建设�把计生工作纳入法制轨
道；调整计生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寻求计生工作新的突破点。近年来�依托社区开展计生工作
的思路和实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1999年�一些学者调查研究了某些城市依托社区开展
计生工作的现状�探讨了这一方式的可行性和优势。研究表明�各级计划生育部门依托社区�
充分发挥社区的综合服务功能�把计划生育融入社区服务中�不仅能扩展深化计划生育优质服
务�推动基层计生工作的发展�而且能够普遍加强区、街和居委会的社区计划生育服务设施的
建设�促进经济发展［8］。计划生育与社区发展相结合是适应新形势、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
的需要�是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两个转变的最佳途径。［9］合理开发利用社区资源是计划生育与
社区发展相结合的重要环节�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的尝试并加以实践的检验。

四、人口流迁和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1999年对人口迁移的研究相对较人口流动的少�对人口流迁的研究主要在于分析流迁的

状况�流迁人口的特征和滞留时间的变化；对概念的界定和区分以及对流动人口中妇女生育健
康和生育管理的关注也是1999年这一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迁移和流动的概念历来众说纷
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模糊。一些学者就概念的界定和区分作了探讨�如段成荣探讨了
流动人口的含义�并给出了他对流动人口的定义［10］�他同时分析了当前流动人口研究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11］。1999年人口流迁的研究仍然局限于描述性研究�基础性研究诸如理论模型
的发展等较为贫乏；现状或回顾性分析较多�预测性的前瞻性研究非常稀缺�这都是学界今后
研究的方向。

在中国�研究人口流迁必然要涉及的是户籍制度。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促进人力资本
优化配置的一个必要途径是促进劳动者的合理流动和自由择业。而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严重
地束缚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进一步的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学界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
关注。户籍制度的弊端不仅在于将人人为地分成有高低之别的两类�破坏了人人平等的精神�
剥夺了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权利�而且在道德伦理和法理上都难以为人认同和接受；户籍制度
的弊端还在于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育�阻碍了市场经
济的发展。一些学者对“农转非”制度的弊端加以了详尽地分析�并呼吁取消该制度。［1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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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户籍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弊端�然而如何进行改革是值得更为深入探
讨的问题。如何强化动态情况下的户籍管理�是户籍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难题。有一种意见是
将现有按常住地管理人口的办法逐步改为不分常住、暂住�一律按现居地登记管理�并完善居
民身份证制度�发展计算机管理系统。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待于根据中国国情进一步地
深入和具体化。

五、其他领域的研究
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1999年未取得长足的进步�仍停留于概念的探讨及人口、资

源、环境、经济等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相对于前几年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热潮而言�1999年这
股热潮已经退去不少�逐渐进入持续研究的平稳状态。

1999年处于世纪转折之交�为了清晰地勾画出过去人口学界研究的轨迹以及带动人口科
学的更加繁荣�学界出现了较多综述、总结和回顾性的文章。冯立天、马瀛通等总结了50年来
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13］；尹豪等总结了二十年来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状况 ［14］；陆杰华总结
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进程和各阶段的特征 ［15］；张天路归纳了50
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状况［16］；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综述性总结性的文章。这些文章
的出现�揭示了某一领域研究的进程、特征、成果及不足�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总结性历史素
材。

人口史的研究是人口学研究领域比重较少但未曾中断的一块内容�1999年人口史的研究
仍然散见于各个杂志之上。随着2000年人口普查的临近�对普查的研究也日趋增多。研究主
要在于分析2000年人口普查的形势及如何搞准普查数据。

我们从前面的研究成果中看出�1999年人口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总体来看仍
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应用性、实用性研究较多�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不多；定量研究的数据分
析没有深入�对数据的简单运用较多�深层分析较少；单视角的研究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今
后学界应当注重和加大基础性研究�研究发展某些领域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对数据进行深
入分析和利用�并对数据本身加以关注�从多角度分析问题。

六、未来人口学研究展望
由于老龄化的必然性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老龄研究仍然将是人口学研究领域的一个

重点内容�其中老龄化预测、养老方式及社会养老保障�特别是健康老龄化和老年产业等内容
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会继续下去�严重的失业和下岗在短期内仍然无法缓解�对解决失业
和下岗问题的研究仍将是2000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口学研究的一大领域。但学界研究
的重点应当将人口学研究方法科学地应用到就业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人口学科的
研究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分析失业人口特征来确定可操作性的就业对策。

人口流迁仍将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
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迁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而因为这种现象对
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有影响�故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也将持续下去。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已深入人心�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
为人口学研究的焦点内容之一。

2000年将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学界将对普查给予关注。之后�学界将利用普查数据�进
行各方面的分析研究。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基于普查数据在各个领域所作的研究将会大



量涌现�届时人口学研究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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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review of papers published in major population journals in China�the au-
thors found that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of population studies in 1999include aging�population
and economy�reproductive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and migration．The authors then evaluate
the m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1999and outline future research orientations fo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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