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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引领人口发展新格局
———中国人口学会 2015 年年会综述

陆杰华 张 芳 汤 澄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2015 年 9 月 23 ～ 24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在秋色宜人的成都迎来

中国人口学会 2015 年年会。自 2014 年换届后，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人口发展的新格局，中国人口学会

先后举办“中国人口形势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人口研究方法与应用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独立

开展了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进行第三方评估等方面工作，赢得了人口学界与相关部门的肯定与支

持。2015 年年会以“人口发展与经济新常态”为主题，重点探讨经济新常态下人口要素在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定位与作用。毋庸置疑，中国正处于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

态已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出发点。与此同时，我国呈现了低生育率和老

龄化并存的新格局，这种变化势必将给社会经济稳定性增长的新常态增添一些困难和不确定因素。
因此，认清人口发展新常态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既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目标及人口安全的客观要求。今年年会正是迎合了人口与经济协同转型的客观需要，抓住了

国家人口发展的新契机，除学者、专家外，诸多人口与计划生育第一线工作者也加入这一盛会，共享人

口理论与实践的前沿成果，并从不同视角为引领人口发展新格局献言献策。
2015 年年会由中国人口学会主办，西南财经大学承办。第八届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刘家强，四川省卫生与计划生

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沈骥，第八届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姜卫平及全国各地 3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姜卫平副会长主持。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首先致辞。2015 年

是总结“十二五”、谋划“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关键节点，当下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妥善处理人口总

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所面临的情况更复杂，任务也更为艰巨。为此，王培安副主任肯定了“人口发展

与经济新常态”2015 年年会的及时性与重要性，他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勇于担当，以创新的思维、科学

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客观辩证的方法研究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此

基础上，王培安对进一步繁荣人口科学提出了三点希望: 一是坚持理论创新，加强基础研究，为实现人

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均衡型社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坚持问题导

向，加强实证研究，科学预判人口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人口安全风险，密切跟踪评价各地改革实践，为

破解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决策支撑; 三是坚持开放视野，一方面认真学习借鉴国际人口理论研究的先进

方法和各国解决人口问题的先进理念，另一方面主动宣传我国人口研究的新成果和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新实践。王培安副主任最后还明确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将一如既往地在科研项目、资金保

障、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方面给予人口学会更多的支持。
沈骥主任、尹庆双副校长分别代表四川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西南财经大学对参加 2015 年

年会的代表们表示热烈欢迎。在开幕式上，翟振武会长代表第八届人口学会概括性地总结了这一年

里学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及取得的主要成果。他特别指出，伴随着经济新常态，中国人口正经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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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和调整期，包括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化进程加快减缓再提速、出生人口性别比

在高点徘徊，许多新的现象迫切需要学者进行探讨和认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迫切需要人口

学者面对和回答，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迫切需要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支撑。他热忱期盼参会代表充

分利用年会搭建的平台，提高研究水平，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
开幕式后的大会发言无论是在选题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代表了学界的近期代表性研究成果。

人口迁移与流动领域，复旦大学王桂新教授重点考察了三大都市群的人口迁移模式，其所发现的“劳

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首位作用及规律对区域深化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以往学界比较少

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中央民族大学徐世英教授侧重单独分析了少数民族的流动特征。作

为承担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重要职能单位，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管理司司长王谦重点介绍了国

家卫计系统自 2009 年来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情况，他表示要克服挖掘利用、数据共享比对、工作

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加强数据交换，进一步推动信息资源的应用开发。人口生育领域，针对社会对生

育政策调整广泛关注的现实，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崔红艳处长分享了国家统计局有关生育政策调

整和完善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人口峰值测算的基础上，她进而估计全面放开二孩后

近几年出生人口将达 2000 ～ 2300 万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翠玲研究员则从个体角度探明

了政策因素、妇女子女个体因素对二孩间隔的影响，弥补了政策研究在微观层面上的不足。人口与家

庭领域，河北大学王金营教授以定量数据诠释了我国家庭发展能力存在的显著地区和城乡差异，开辟

出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话题。人口信息与统计分析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李婷教授利用生命力模型更新

了死亡定义，并比较了性别、城乡和国别间的预期寿命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云南大学罗淳教授则打破

既往思维定式，阐明了对人口年龄组划分的新思考。社会性别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研究员结

合经济新常态的新形势，通过列举发达国家经验提出重新审视性别公共政策的取向，保证妇女对公共

事务和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与会议主题遥相呼应。
围绕“人口发展与经济新常态”这一主题，2015 年人口学年会讨论的专题涉及面广，重点关注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信息与统计应用、人口健康、人口老龄化、人口与社会性别、民族人口与国防人

口、人口政策、人口与家庭等领域，本次年会集中了人口学界的前辈、新生代和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

一线工作者。代表们从理论到方法再到实践，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社会角色使得立场和观点交织碰

撞，自由讨论环节尤为异彩纷呈。具体而言，2015 年人口学年会就如下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全面分

享。

1 人口迁移与城镇化

中国正面临着快速递进的城镇化进程，如何引导人口合理流动、进一步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

益、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等是现阶段社会治理关注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人口学界关注的焦点和

热点。在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研究方面，与会代表的讨论内容主要包括迁移流动人口选择的定居地以

及定居意愿、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迁移流动人口特点和迁移过程、城市化的后果等方面。
首先，在定居地选择方面，侯亚杰对户籍迁移地区差别及城镇化效果在不同人口差异进行了比

较，发现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跨城迁移，省内跨地市的户籍迁移者聚集到城市比例最高。
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方面，石智雷发现在城市的长期保障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这一

研究结果对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有重要启发。靳小怡、刘妍珺则从行为适应、心理

融入、身份认同三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社会融入，并且认为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社会融入有着促进作用。
其次，在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过程中迁移流动人口的特点和迁移过程方面，与会学者也提出了一些

独到见解。韩淑娟将新生代流动人口进行分组比较，并发现“同住组”新生代流动人口对于未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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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性相对更强，留城意愿更加强烈。何景熙、何懿颇具新意地引入“体面劳动”概念，构建农民工

体面劳动评价体系，这在农民工研究领域是一个创新之处。周皓、彭丽虹则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探讨

了流动与收入的关系，发现流动对于收入存在正向影响。
最后，就城镇化的影响方面，刘巨、梁秋生对环首都经济圈外来购房人口规模进行预测，王放则发

现进入 21 世纪以来，北京市的郊区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扩展对减缓市中心区的人口压力、提
高城区的环境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造成耕地资源的浪费、加重城市的交通拥堵、加剧城市

公共服务和管理的难度。与会学者还重点对城镇化的消极后果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对我国制定合

理、科学的城镇化策略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2 人口信息与统计应用

在人口信息与统计应用方面，学者不断创新统计应用方法和深入挖掘人口信息数据，这对促进人

口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诸多学者通过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进行相关主题的研究。宋健利用 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

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婴儿死亡漏报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机理，并利用聚类分析和空间

自相关分析探究了婴儿死亡漏报率的可能水平及其对平均预期寿命影响的区域差异。范文婷则基于

第六次普查数据的分析，研究了重报率对中国初婚市场婚姻挤压状况的影响机理。
除了人口普查数据的利用，一些学者还充分利用其他人口数据进行深入研究。柳江华就以单独

家庭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对西安市 2015 ～ 2017 年新增出生人口进行预测，他强调，单独二孩政策的实

施并不会给西安市带来生育堆积压力。
与此同时，乔晓春用出生率来估计总和生育率的研究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他研究的目的是

从确定性模型角度建立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从而使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目

前中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生育水平，也为做好未来生育率的预测以及未来人口预测提供可靠的参数

估计工具。

3 人口健康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从单纯注重人口数量控制到全面重视人口数量、结构与质量，安全合理

全面发展。因此，注重对人口质量的讨论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前提之一。
在人口健康领域，女性人口健康、老年人口健康和流动人口健康等方面的政策与研究方法均在年会上

得到充分讨论。
在女性人口健康方面，生育与抚幼行为及影响成为主要研究脉络。针对初入生育阶段的女性人

口，廖梦莎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及家庭、分娩和权益保障四个维度对我国育龄妇女母乳喂养时长

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提高母乳喂养率的政策建议。针对即将迈出生育期的女性人口，孙

晓明等人发现，我国计划生育与妇幼保健两个服务系统的长期分离导致农村妇女在更年期所得到的

生殖健康服务明显不足，这一事实发现将有利于国家卫生计生系统加强资源整合，推动女性生殖的相

关政策与公共服务改进。李晓敏、姜全保在女性生育与中老年健康二者间构建起有效关联，从女性生

命周期的过程视角指出女性需要合理计划自己的生育时间和数量，家庭和政府公共政策需要加强对

女性健康的关注。
而在流动人口健康方面，王晖等人首先对北上广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状况作了概述，

他们建议按常住人口制定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财政预算、逐步完善服务管理制度、加强信息化建设。上

海作为流动人口聚居的特大城市之一，该地区流动人口生育及生殖健康服务受到特别关注，黄玉捷指

出在沪流动人口二孩及多孩率较高，近几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呈上升趋势，这一发现反映了流动人口

生育行为的特殊性，也给流入地相关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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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老龄化

我国进入老龄型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化的明显态势，加上未

富先老、未老先衰、家庭结构小型化等主要特征，我国养老问题异常严峻。但是，老龄化是一把双刃

剑，在增加社会养老负担的同时也给养老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增长点。睢党臣、张婷认为我国银发经济

发展严重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为化压力挑战为机遇，应结合市场与政府手段有序发展银发经

济。
老年群体不仅是资源的消耗者，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在劳动参与、社会参与中

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相关研究领域，南菁通过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定性述评指明

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即深入探索非劳动收入与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关系。赖妙华则进一步运用

队列分析方法，展示了老年人的就业现状和变化轨迹，科学全面合理地呈现了当前老年人劳动参与变

化轨迹。包含劳动参与在内的社会参与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老有所为的意涵，在积极老龄化中占据着

不可或缺的位置。服务于老年人口社会参与是社会服务于老年人口养老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共识下，

陈岱云的研究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了理论支持，点明了这一人群社会参与的作用和价值，政府与社

会应采取措施鼓励老年人的自我实现。整体而言，本专题发言皆体现了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理

念。

5 人口与社会性别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科将社会性别纳入研究框架之中，社会性别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对人口

素质和人口发展的影响是潜在的、长期的。关于人口与社会性别这一议题，与会代表主要从婚姻家

庭、妇女就业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在婚姻家庭方面，牛建林使用 2000 和 2010 年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结合已婚男女家务劳

动时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考察家务分工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并进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

讨。刘利鸽则考察了婚姻挤压下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机会和婚姻策略，她认为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农

村残疾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所处的竞争地位更为劣势，这一群体为了成功缔结婚姻，不得不采取降低择

偶标准的策略。在妇女就业方面，周宇香重点对中国已婚妇女就业与生育的关系进行研究。

6 民族人口与国防人口

一直以来，民族人口、国防人口等都是人口研究中较为边缘的议题。随着外部国际形势的变化及

内部国内边疆人口问题广受关注，如何加强这些人口亚群体的研究，确保我国人口安全，在真正意义

上促进我国人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本次年会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首先，在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方面，有学者针对单一少数民族或某类少数民族进行研究。杨雪、张

竞月使用权威性的数据，分析影响朝鲜族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总结了我国朝鲜族国内流动和跨境流

出状况的现状和特点。刘中一、张莉从 2000 ～ 2010 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化趋势研

究中发现，10 年来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少数民族人口的受

教育水平、人口流动及职业构成等都对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变迁有影响。曹丽娜则关注

各民族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差异性，她认为，整体上少数民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越来越

大，女性人口死亡水平降低幅度比男性人口大，女性健康水平高于男性。
其次，在面向民族关系的研究中，沈思对族际通婚及子女民族选择状况的比较分析发现，56 个民

族中有 12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超过 50%，每个民族都与众多民族有着通婚关系，两个民族之间的通

婚程度，受居住地、宗教信仰、传统风俗、语言等等因素影响，各民族间的通婚率差别很大。在族际通

婚子女的民族身份选择上，大部分子妇的民族成分会随父亲; 不论父亲还是母亲为汉族时，族际婚姻

子女的民族选择均偏向于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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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国防人口的研究领域，张元认为，人口迁移流动会对国防人力资源安全发展产生影响。
陈阵则从国防安全的角度审视独生子女政策效应，认为独生子女生育政策衍生的人口问题会对国防

安全产生影响，为此建议要继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尽快全面开放二胎生育，建立和完善保障机制、提
高抵御风险能力。当前我国国防人口受到迁移流动、生育政策等因素的挑战，因此要实现国防人口长

期发展，就要不断健全有利于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人口调节制度，完善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建立

健全有利于人口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7 人口政策

2013 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进入调整窗口期，然而生育政策调整并非简单放宽生育数量限

制的措施，而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风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中就明

确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稳妥、扎实、有序”的实现要求人口学者

加强对人口政策调整效果的评估与反馈，尽量控制不必要的人口与社会风险。
与 2014 年年会相比，本次年会该专题讨论的显著差别在于以民族人口、国防人口为对象的政策

效应探索。计划生育政策所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给予了周云运用人类学方法了解拉萨妇女生育意愿的

启发，研究分析了拉萨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进而发现国家人口政策并非民族人口生育数量

的决定因素。孙军红、赵建伟则从结果入手，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对军人家庭的影响。不仅是普通家

庭，军人家庭也希望尽快全面放开二孩，单独二孩政策改变了国防人口对计划生育的认知和家庭发展

建设规划。为保证政策的顺利衔接，国策宣传、服务保障与计生管理显得更为必要。
邵红梅、李通屏的研究从本次年会主题出发，指出近期的人口增长停滞状态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敲响了警钟，而其对此问题的因果分析以及所提出的在东北地区率先实现政府调控的自主生育政策、
建立“人口政策特区”的建议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探讨。从该领域的研究来看，人口政策调整与否以

及调整路径仍存在争论，不可否认的是学者应主动承担相应责任。

8 人口与家庭

家庭的变迁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口与家庭的专题讨论中，研究主要以家庭生命周

期为中心，从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家庭功能等角度对家庭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更新。
在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方面，学者们首先在理论上实现了改进创新。刘劲松等在继承社会学和

人类学的传统家庭分类的基础上，构建出 75 个 V 级家庭类型的关系代数识别模型，从而揭示了各类

家庭的空间分异规律，为人口大数据分析奠定模型基础。王跃生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做出了补

充，结合当下社会转型实际，他发现家庭代际关系的两面性，对于其中的负面发展趋势，王跃生主张建

立直系组家庭与家庭代际关系。而单独二孩政策的推行给家庭权力结构带来了新问题，张洋用定量

方法厘清了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差异，这一成果在生育政策调整所形成的第二次

生育抉择背景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普遍影响代际关系和谐的同时，更深深作用于农村家庭的功能。其

中，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随迁父母规模持续增加，维持高水平的心理福利已属于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方

面，崔烨、靳小怡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状况总体良好，与子女之间表现出较强的

家庭代际团结，但超过一半有抑郁表现的农村随迁父母亟须政府与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张国平聚

焦选择留守的农村老年人，指出农村传统养老观念的稳定性。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进程务工

的情况下，需兼顾城市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村家庭的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此外，作为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方面，陆杰华、王笑非全面揭示了教育过程中结构化不平等的“再

生产”过程，家庭背景与父母教养方式深刻影响着子代获取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机会，研究对于促进

教育公平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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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常态后，我们势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对人口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

面也为人口研究提供更为广泛的框架和丰富的研究题材。中国人口学会 2015 年年会主题紧扣时代

脉搏，广大学者面对新常态和人口发展的挑战，抓住机遇，勇于探索，开展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

积极的进展; 专题讨论内容更加人性化、更加注重公民权利的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有助于在经济新

常态的大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人口发展新格局。
姜卫平副会长在会议总结中描绘了本次年会的三重“新意”。首先，学者和专家更加注重理论和

方法的研究，展示了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的突破和发展，以及人口学者良好的专业功底; 第二，不少学者

针对政府决策需求研究人口问题，在对未来发展趋势判断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 第三，年会充分体现

了平等参与的氛围，参与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表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
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个求真务实的时代，丰

富多彩的人口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数据、互联网、新技术为人口研究创造了难得的

契机。人口学会 2015 年年会作为一个交流平台，通过改革和创新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在广大专家

学者的团结之下再一次取得了新的成绩。本次年会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心，相信未来在人口学者的共

同努力下，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人口发展的新格局，一定能解放思想、凝聚力量，不断推动人口学科

的繁荣发展，不断提高人口学的生命力。中国人口学会也将继续和广大学者携手奋进，创新年会的组

织形式，促进成果交流，提高年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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