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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社 会 观 察

当人类跨入21世纪之时 人口 社

会 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成为

政府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其中新世纪

全球总人口发展态势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占世界人口的五分

之一以上 因此 21世纪中国人口的现状

与特点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 2000年11月

1日零时起开展的建国以来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 为了解中国人口所面临的问题提

供了最佳素材 时值世纪开元之际 又处

在我国建国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发生一系列

重大发展变革之际 这次人口普查对认

识 了解与把握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规

律 特点及采取应对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最新普查数据显示 经过过去几十年

的不懈努力 我国人口与发展的现状得到

了根本性的改变 其中主要特点表现在

第一 我国人口总量得到了严格控

制 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基本过渡到低出

生 低死亡 低增长的阶段 截至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 全国人口总数为12.95亿

其中大陆人口12.65亿 与前四次普查结

果相比 充分体现了我国人口转变取得的

巨大成就 建国前夕1948年末 我国人口

总数为4.65亿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总人口数已超过6 亿 从建国到

1964年 中国人口每增加1亿人平均用了

7.5年 从1964年到1974年 每增加1亿

人口的时间缩短为5年 70年代后期到80

年代 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又拉长为7年

这是在人口基数已经增大的情况下实现

的 充分表明了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

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工作的成就 纵观这一

阶段我国人口变动情况 不难发现建国后

我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一个由大幅波动到逐

步稳定的过程

第二 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 趋

于平稳发展的同时 我国总体人口素质得

到了明显的提高 最新普查显示 全国接

受大学(大专以上)教育的有4571万人 接

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109万人 接受

初中教育的42989万人 接受小学教育的

45191万人 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

相比 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教育程度的人

数有如下变化 具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

人上升为3611人 增长150%以上 具有

高中文化程度的由8039 人上升到11146

人 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 人上升到

33961人 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

五普 数据表明 我国人口总量得到了严格控制 人口再生产类

型已基本过渡到低出生 低死亡 低增长阶段

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反衬出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使我国处于未富

先老的境地 城乡养老问题更为突出

人口总体性别比呈现逐步升高的趋势

我国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然很大 人口 社会 经济 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要求进一步巩固与加强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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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老与性别比偏高
从五普数据话我国人口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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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35701人 与此同时 我国文盲率由

1990 年第四次普查时的15.88% 下降为

2000年11月1日的6.72% 下降一半以上

与建国初的80%的文盲水平相比 更是下

降显著 教育是一项具有明显的正的外部

效应的投资 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如此

显著的成就 其发展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

重大的影响

第三 由于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 我

国家庭户规模在不断缩小 核心家庭成为

家庭结构中的主导 我国家庭户规模由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96人

减少到第五次普查时的3.44人 户人口规

模下降一方面体现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 我国居民整体居住水平不断改善 另

一方面 这一趋势也反映了家庭户结构的

变化 核心家庭增多 生育率下降 这一

变化必然影响市场消费结构的变化 不仅

包括日常消费品 家庭耐用消费品规模

产品结构等的变化 而且还包括房地业及

服务业等都将受到深远影响

第四 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我

国城市化水平在稳固提高 城乡人口结构

的变化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居住在

城镇的人口有45594 万人 占总人口的

36.09% 同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

比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6

个百分点 这一城镇化速度超过了前四次

人口普查期间的速度 也高于同期世界其

他国家的城镇化速度

第五 少数民族人口总量上升 2000

年11月1日我国汉族人口为115940万人

占总人口的91.59%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0643万人 占总人口的8.41% 同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 汉族人口增加了

11692万人 增长了11.22% 各少数民族

人口增加了1523万人 增加了16.70% 少

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长 体现了我国民

族团结 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好发展态

势 这是我国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及其他民

族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民族的共同繁

荣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 而且

对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有

着深远的意义

当然 第五次人口普查不但显示了我

国在人口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 同

时也突显了其存在的问题 综合而言 这

些突出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反衬出人口

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使我国处于未富先老

的境地 城乡养老问题更为突出 我国人

口年龄结构的转折性变化表明 我国已进

入老年型社会 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仍很落后 人均GNP仅为800美元左右

(相比之下 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

时人均GN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 即所谓

未富先老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 表

明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仍有相当充

裕的供给 但由于我国特殊的人口背景

实际就业人数并不能因劳动力的供给增加

而大幅扩张 不完全就业现象将持续较长

的时间 这就使抚养负担具有了全新的涵

义 加重了社会养老的负担

其次 人口总体性别比呈现逐步升高

的趋势 建国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表

明 我国人口性别比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

下降转为上升的过程 1953年第一次全国

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性别比为107.57 经

后期漏报调整后为105.99 第二次全国人

口普查时性别比为 105.46 第三次为

105.45 第四次为106.04 到2000年普

查时这一数值为106.74 根据人生理及自

然选择等特征 一般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

为106左右为正常 世界年龄分别死亡率

下降的一般规律表明 随年龄增大 年龄

别男性死亡率大于女性 到结婚年龄时

男女两性人口基本持平 往后尤其是进入

老年阶段 年龄别性别比明显小于1 这

表明我国的五次人口普查中普遍存在着性

别比偏高的现象 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

查的数据又明显高于其它普查年份 说明

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

一个重要议题

第三 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

低 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障碍 最新

普查数据还暗示 我国城市化水平 人均

受教育水平等社会发展指标明显低于其他

国家 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客观要求 例如 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明

显 此外 我国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不但

低于发达国家 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

水平 这与我国人口基数大 教育资源的

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求 教育经

费的压力已经明显地给国家财政造成重大

负担的状况是直接相关的 因此 如何解

决上述问题是促进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

要保证

第五次人口普查工作已经结束 其详

细数据资料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充分

肯定我国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的同

时 我们必须从更为长远的视野出发 以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与导向 制定和实施科

学有效的政策措施 既坚定不移地贯彻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又要考虑人口转变的

内在规律 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 面对新

的世纪 我国人口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

存 人口增长速度虽然已得到有效的控

制 但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然很大 人口

社会 经济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进一

步巩固与加强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人口

快速老龄化的问题要求我们不能忽视人口

惯性的作用 必须推进人口的平稳过渡

严重的性别偏好要求我们正视这一传统文

化与生前性别鉴定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性别

失衡问题 使计划生育工作在引导生育观

念转变 禁止生前性别鉴定 满足各种相

关需求方面再立新功 家庭规模的变化要

求社会有相应的配套产品与服务的提供

解决过剩劳动力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

买方市场出现及加入WTO面临的压力

这一系列的发展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处理好

人口数量问题 提高人口质量以迅速实现

我国经济的知识化与信息化 总之 社会

需要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需要提高 文明

进步的步伐不能滞后 这一切都要求我们

建立与实施一套完善的社会 经济 人类

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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