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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呼唤人口学研究的新格局
◆  陆杰华 阮韵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人口增长速度

趋缓、低生育水平持续、老龄化加速、

性别结构仍不平衡、劳动年龄人口

跨过拐点、人口流动相对趋缓、家

庭功能减弱等明显特点。针对上述

宏观变迁的趋势,人口学界在 2017

年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

为破解新时代人口发展格局的新难

题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注全面二孩时代下的生育水平及

相关政策配套

生育率过低已经成为人口发展

新格局的主要困境之一,并且该特

征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而过去几

年来,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无疑是

我国针对这一难题最关键的举措。

2015 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在“单独二孩”政策的基础上,提

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从总体上看,关于全面二孩时

代的生育研究,人口学界2017年的

研究大体延续了过去两年的走向,

即将关注点继续放在对于二胎生育

意愿、二胎生育对女性的影响、对

我国生育水平的结构分析和预测以

及生育政策和相关政策配套等重点

上。首先,围绕着全面二孩政策的

实施,学界对于低生育率进程及其

机制、生育政策面临的新困境及其

预期效果的再检验以及对当前生育

政策的建议等若干主题进行了更为

详尽的探讨。其次,针对目标人群

的生育意愿,尤其是二胎的生育意

愿,学者们分析了其测量效度、影

响因素、生育意愿的差别以及男孩

偏好等等。最后,学者们进一步分

析了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相关政策

的配套。一是从宏观角度讨论全面

二孩政策对劳动力数量及其结构、

住房消费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影响。

二是从微观层面对生育政策与女性

收入、就业和升迁的关系及其对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等

进行分析。三是从中长期的视角出

发,学界探讨了中国生育模式和生育

水平的变迁和特点、与其他国家生

育模式变化的对比以及生育政策对

于家庭结构和个体婚姻的作用。

聚焦“健康中国”背景下的老龄化

进程与老龄健康促进

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老龄

化不仅成为必须应对的一项新国情,

同时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

解决的难题。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

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5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0.8%。而预计到

2050年,65岁及以上的总人数将达到

3.6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6%。同

时,“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与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围绕老龄化进程和老年健

康,2017年人口学研究继续着力在

以下重点领域:一是应对人口老龄

化综合性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政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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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老龄公共政策的相关研究在考

虑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的基础上,侧

重分析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结构的

变动趋势,提出设计基于社会整合

的综合性的政策框架以适应老龄型

社会,以及在认识老年群体更替规

律的基础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同时,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

消费水平变化、中国整体经济增长

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二是

重点关注对于长期照护制度的提

倡和探索。关于长期照护和护理的

一系列研究集中剖析了我国失能老

年人群对于长期照护需求的影响因

素,预测长期护理需求的人口数量

和主要人群,考察包括养老金和医

疗保险在内的退休收入对于老年人

护理服务利用率的作用,并探讨了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失能的影响。三

是进一步探究新时期养老新模式和

新问题。在养老模式和养老需求方

面,许多研究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包

括将“自助—互助”理念寓于社会养

老之中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

对“以房养老”这种新型养老保险

的参与意愿、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

制度、基于案例的调查分析养老机

构的发展瓶颈、当前养老的突出需

求和特点以及家庭和社会养老资源

现状等一系列问题。四是重点聚焦

在老年人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健康

不公平等议题。研究者们一方面继

续考察居住安排、退休、社会参与、

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老龄健康的

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也在持续探索

健康寿命的地区差异和不平等,并

讨论了收入、城乡差别和住房条件

等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重视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

研究

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是近年来

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特点之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党的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实施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并明确要求加快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深化改革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等区域协调发展新举措。

在关于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

发展的相关研究中,迁移人口的居

住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地

区的人口迁移、流动人口的社会融

入等内容成为2017年人口学研究中

的突出亮点。一是新型城镇化的新

形势与新难题。学界的讨论主要包

括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分异与阶层化、

城镇人口增长的态势、户籍人口城

镇化的状况、人口城镇化的滞后根

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流

动人口本地化的体制性困境等。二

是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留城

意愿问题。关于流动人口的一系列

研究表明,个体特征、个人资本特

征和经济特征,尤其是社会资本和

文化资本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流动人

口的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合。这些研

究包括了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特

征、变化趋势与影响机制、社会融

合的含义和测量、其市民化的路径

等不同侧面的分析。三是以京津冀

协同发展为侧重点的区域协调发展。

围绕着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和区域协

调发展,学界对首都圈的人口空间

分布、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户籍制

度改革的影响、东北人口的迁移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将新型数据引进人口学研究

近年来,探索大数据的使用成

为社会科学突破数据来源限制的一

股新兴趋势。随着空间分析方法的

创新,人口学界也逐渐开始引进有

别于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的新数据

类型。2017年人口学研究分别使用

百度迁徙大数据、腾讯公司的人口

流动大数据、移动通信系统大数据

以及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等

数据来源,逐一对人口流动的空间

格局、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以及经

济发展的格局和变迁进行了分析。

在结合创新空间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新型数据来源的探索和使用有利于

人口学在许多领域的深入研究,也

有助于对传统数据来源作出补充和

扩展。

纵观 2017年的人口学研究,可

以概况为两大鲜明的特点:一是紧

密结合人口变化新国情,从对我国

生育政策的拓展研究及其相关政策

建议到对应对老龄化顶层设计的深

入考察,无不反映出这一突出特点;

二是更加重视跨学科、多视角、综

合性的研究分析,这突出体现在对

新型城镇化和老龄健康等领域的研

究分析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促

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相

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新理念。面对

新时代人口发展的新格局,我们认

为,2018 年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主

要包括:第一,结合党的十九大报

告的要点,将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作

为人口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第二,

在深入研究低生育水平下社会经济

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和研究与

生育政策相衔接的相关社会经济政

策;第三,本土化人口理论匮乏的局

面可能将引导学界从中国社会变迁

中汲取灵感,并在人口理论的建树

方面有所突破。通过聚焦上述三点,

中国人口学将进一步揭示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新机制新动能,精准

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在“两个阶段”

战略安排中的新定位新作用,为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

更大贡献。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

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