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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时代人口研究新动向及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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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既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同时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走向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节点。回望新中国 70 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探索国

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而不懈努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更是标志着中国进入中国之治新时代。站在中国之治

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复杂多样的新格局，其中突出体现出人口结构老龄化、人

口分布集聚化、低生育水平常态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婚育模式差异化等鲜明特点。面对人口发

展遇到的新环境，有无数的现实问题亟待学界研究和回答，这不仅是国家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

中国之治时代的必然要求。2019年，人口学界继续坚持以现实为导向、与实际相结合，围绕应对

人口老龄化、预判人口发展趋势、推进城镇化和促进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等重要议题作了深入研究。 

    探索应对老龄化的中国之治方案 

    2018年底，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49亿人，占总人口的 17.9%，且预计老龄化程

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加深。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老龄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给新时

代国家人口公共治理带来持续挑战。《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对到 2050年积极应

对老龄化工作作出战略部署，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并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

战略。 

    2019年，学界针对中国老龄化现状，围绕应对老龄化问题开展了丰富且有成效的研究，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社会财富储备对应对老龄化的物质保障作用。一些学者从养老保险

覆盖率、缴费率、金融运作等入手，探究养老金的可持续运作，还有学者客观剖析了养老保障对

精准扶贫效果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提升、社会福利效应加强等方面的影响机制。二是从家庭和

社会角度全面评价老年照料体系，进一步分析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等以老年群体为对

象的服务资源供给和需求，为填补养老资源的缺口提供符合国情的解决方案。三是高度重视老年

人生理和心理健康，从积极老龄化、“健康中国”等全局视角出发，结合老年人身心健康联系紧

密、不可割裂的特点探究社区贫困状况、养老模式选择、信息渠道接触等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

理。四是从新时代的家庭结构出发，重新审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对老年人承担孙子

女隔代照料、留守老人等议题进行详尽分析。 

    预见人口发展新趋势 

    中国之治时代，我国人口发展也进入全新格局。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启以及老龄化程度的

不断加深，中国人口逐渐从经典人口转变阶段向后人口转变阶段过渡，低生育模式逐渐常态化、

稳定化，人口负增长渐行渐近，婚姻模式发生重大改变。新的人口发展阶段中，要保持贯彻以人

为本的人口发展理念，坚持适合国情的人口发展道路，就势必意味着要对人口研究提出更高的要

求。 

    当前学界对人口发展趋势的研究热度不减，在延续以往研究热点的同时，与时俱进，在人口

转变新阶段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一方面，学者对过去几年广受关注的生育政策变化、生育

率偏低的状况持续跟进，包括运用舆情大数据等方式评估生育意愿、考察和评估低生育陷阱的国

际经验、分析家庭和社会生育目标偏离情况、探究生育政策的持续性影响等。另一方面，部分学

者将关注转向人口变迁，对新中国 70 年来的人口转变模式及其规律性进行探究，认为中国已进

入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此外，与死亡相关研究也在当前人口学界获得不少关注，研究主题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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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死亡率评估方法、预期寿命影响因素、死亡率状况和变动趋势等，为人口结构转变时期的人口

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推进以区域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建设和创新社会治

理共同体，实现中国之治的治理成就，必须加快实施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核心，坚持提高质量为导

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

务》指出，当前的重点任务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2019年人口研究紧密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重点从两个重点领域进行探索：一方面，多

角度评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展，研究既关注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健康状况等基本情况，

也探究了非正式就业、人口政策、市场化进程等对居留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影响，还对迁移带来的

家庭结构、就业状态、婚姻模式、代际差异改变作了分析。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对城镇化发展

进行深入解析，关注包括京津冀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城市规模效应、高等教育人口作用等多个话

题。 

    直面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 

    人口与经济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状况都对经济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人口研究直面重大现实问题，构建多角度、全方位的新

时代人口研究体系。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形势，学界重点关注如下人口与经济的核心议题：一是从宏观视角切

入就业领域，关注中国制造业外移、技术创新、制造服务业转移等带来的就业效应。二是对女性、

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社会就业情况持续跟进，一些学者从生育政策、生育年龄、家庭照料支持角度

论证了女性的就业参与，也有学者关注了非正式就业、土地确权等与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关系。

三是继续对收入进行深入解析，包括收入与幸福感、地位获得、心理健康的关系，老年群体、残

障人士、流动人口等收入状况，收入测度方法创新等。 

    2019年，中国人口研究具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更加关注中国之治时代人口发展新动

态，重点聚焦老龄化新国情、人口发展新格局、新型城镇化新方向等研究领域。二是更加关注中

国之治时代人口治理新方案，包括探索积极老龄化制度安排、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体制机制、经济

新常态下人口要素优化等中国本土化方案。三是更加关注中国之治时代人口研究多样性，其中不

仅关注人口要素本身的变化特点及其规律性，同时也关注人口要素与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

之间的关联性，从跨学科视角剖析当今人口研究领域和主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中国之治时代呼唤人口研究的历史使命担当，预计未来人口研究在延续关注 2019 年相关议

题的同时，将重点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中国之治时代人口研究理论话语体系，尤其构

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理论与方法体系，这也是时代赋予人口学界的历史担当。二是聚焦后小康

社会人口发展新动态、新议题与新方略，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新特征、应对老龄化新思维、高质

量城镇化新思路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口要素的新要求等议题。三是凸显中国之治时代人口研究的智

库作用，特别是在重大人口议题上发挥其学科优势，推进人口研究新型智库建设。毋庸置疑，中

国人口研究将进一步揭示人口发展的新趋势新格局，构建满足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人口研究体系，

开拓人口研究新格局，立足中国本土实际，推动形成中国人口治理新方案，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