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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新形势 迎接新挑战 把握新机遇
———中国人口学会 2016 年年会综述

陆杰华 廖梦莎 孙倩璐

海风送爽，济济一堂。2016 年 7 月 21 ～ 22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盛夏齐聚厦门，共同迎来

了中国人口学会 2016 年年会。2016 年年会以“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在“十三五”开局之

年与推行全面两孩政策的新形势下，重点关注现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出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将对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因此，召开此次会议，交流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研

判全面两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不仅非常必要与及时，同时也对于人口学学

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次年会采取主旨发言、专题讨论、大会交流等形式，重点围绕人口与

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两孩生育政策与社会支持、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家庭

发展及公共政策、计生服务管理改革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从不同视角解读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所面临

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
2016 年年会由中国人口学会主办，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联合承办。中国人

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教授、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阮诗玮、
厦门大学副校长詹心丽以及全国各高校从事人口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战线第一线

的工作者近 500 人参加本年度的学术盛会，分享人口理论与实践的前沿成果，为我国人口发展新格局

建言献策。
开幕式由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卫平主持，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专程与会，他

首先代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年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随后，王培安副主任重点对下一

步人口科学繁荣发展提出了三点期望: 第一，中国人口学会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国家相关文件的要求，特别是七个一的要求: 即一条主线、一个目标、一个宗旨、一个基本判断、一个

战略布局、一套理念、一个方法。第二，要把握当前和今后中国人口发展态势，这既是实现两个百年目

标的关键时期，同时也为人口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重要机遇。第三，人口学界要深入研究中国人

口发展的重要问题，希望中国人口学会团结广大专家学者，坚持理论创新，引领主流方向，把学会办得

更有生机、活力与影响力。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阮诗玮与厦门大学副校长詹心丽对与会的代表表示诚挚的欢迎。中国

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代表中国人口学会对参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他特别强调: 在新形势

下，由于受到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等原因的影响，我国的生育政策也处于不断调整与完善中，以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人口学已成为了我国 11 个快速发展的学科之一，这也体现出人口

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国的人口转变和生育政策制定在世界上

较为独特，为我国人口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提供了机遇。此外，中国人口学会作为推动人口学科

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促进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纽带与桥梁角色，不仅有

利于人口学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人口发展的伟大实践。
大会开幕式后随即进行了选题丰富、意旨深刻的主旨发言。在人口发展与人口战略领域，南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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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原新教授针对稳定人口情景下不同世代达到更替水平生育率的中国人口长期发展进行推演，得

出未来人口过程以“后人口转变”时的低出生、低死亡为特点的结论，并揭示人口发展惯性的基本规

律。吉林大学的于潇教授阐述了东北经济下行后人口经济塌陷问题，对其特征和原因进行描述后提

出关于东北地区经济衰退引发的中国经济新一轮空间再配置、人口流动与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的思

考。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工作指导司杨文庄司长阐释了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研究战略的宏观背

景，强调把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主线、立足两个基本点与抓住三个着力点的政策思路，以促进

当前的人口发展战略实现向关注人口平衡、关注服务、关注家庭发展和以政府、社会、公民为主导的多

元转变。在人口迁移与流动领域，华东师范大学的高向东教授基于“胡焕庸线”，采用 ArcGIS 的空间

分析技术并结合标志划分、圈层距离等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和变动进行分析，得出中国的少

数民族人口重心继续向西移动以及“胡焕庸线”两侧的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日益频繁等结论。福建师范

大学的朱宇教授比照国际经验，结合人口迁移流动家庭化和长期化等趋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

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并得出随着中国城 － 城及城市内部迁移趋于上升，

中国未来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规模和强度依然有上升空间的结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皓副教授

针对流动人口提出谁在流动、选择性是否存在以及健康的选择性能否被替代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并

得出流动人口内部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新增流动人口存在健康选择性以及健康选择性与年龄选择性

同时存在的结论。在生育政策完善与婚姻变化领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翟振武教授为大家展示了

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变化的特点与趋势，介绍了全面二孩政策后老龄化将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分享了

生育政策调整对老龄化的缓解有限等重要启示，并总结强调了只有把握老龄化的阶段性特点才能作

出有效的制度政策设计。西安交通大学的杨雪燕教授探讨了在婚姻挤压背景下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农

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发现 28 岁及以上未婚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水平最低，同时在非正式社会支

持上，工具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与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均显著相关。来自江夏学院的叶文振教

授从女性学角度分享了对生育新政的思考，提出传统人口学应增加女性人口学视野，并对允许全面生

育二孩的政策动机和性别后果作出女性学理论的诠释。此外，原北京军区计生办张敏才主任在党中

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目标”的背景下提出在人口健康文化支撑下打造“健康中国”的初步

设想。
围绕“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的主题，2016 年中国人口学年会的专题涵盖了人口与经济、人口

与社会、人口与健康、两孩生育政策与社会支持、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家庭发展及公

共政策、社会性别平等与出生性别比、民族人口与国防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人口分析方法等

11 个分论坛。各分论坛汇集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者、基层工作者和在校学生，通过主题汇报

和自由讨论进行全面、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1 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经济分论坛呈现了精彩纷呈的研究和广泛热烈的讨论。发言人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专

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从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社会视角，围绕流动人口对大城市的贡

献、经济结构与服务业发展、居民消费、劳动参与和就业等领域展开深入交流。
在流动人口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方面，李庄园运用量化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流动人口的经济产出

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提出应当发挥产业筛选的功能，调节流动人口，增加对流动人口基本公

共服务投入。
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方面，陈卫民探讨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理，提出未

来服务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发展服务业一定要适应和把握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吴世英、王欢等学

者，就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居民消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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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参与、劳动供给与就业等方面，南菁、戈艳霞、邹华康、卿石松、聂倩等学者从非劳动收入、
财产性收入、社会保障、保险制度、商品贸易等经济因素变量入手，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女性就业、劳动

供给以及人口红利的影响进行规范的研究，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资本市场、推动性别角色观念的现

代转型等建议。
此外，朱晓的研究论证了“延迟退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蔡弘从性别视角探讨了农村妇女农业

生产参与现状以及农村妇女务农意愿。包梦梅提出，在经济新常态和人口新常态条件下，分析城乡居

民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差距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是必要的，并提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缩小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政策建议。王承强的发言通过回归分析对“十三五”山东省劳动力供需进行预

测，并基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2 人口与社会

人口与社会分论坛重点探讨了婚姻匹配与婚姻状况、迁移者的家庭及社会融合、老年幸福以及教

育问题、特殊家庭等议题。
在婚姻匹配与婚姻状况方面，范文婷的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男性和女性倾向于选择相同

教育程度的个体匹配。王伊文提出女高男低或者女强男弱的婚姻模式会降低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
对于老年人群体，周建芳发现丧偶老人再婚的意愿比较强，但是子女的反对成为最大阻碍。而对于农

村大龄青年群体，孟阳、张群林和王珺都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婚姻挤压和农村大龄青年问题，提出

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对农村婚姻市场的冲击非常严重，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快速增长，是不可忽视的

弱势群体，其主观幸福感非常低。阮韵晨则探究了中国大龄适婚群体的婚姻状况与情感健康状况，发

现大龄适婚群体与已婚者相比，抑郁度较高，而主观幸福感则较低。
在城市化及其带来的迁移对个体及家庭的影响方面，石智雷提出迁移影响婚姻选择性的观点，其

研究发现人口流动通过降低婚姻质量，打破婚姻匹配均衡状态，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流动人口婚姻的

离婚风险。刘利鸽提出外出务工明显降低农村劳动力的初婚时间。杨婷从夫妻、家庭和社区层面分

析了流动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因素。孙倩璐以虚弱指数为视角探究人口流出地老年人健康与

养老状况。陈志的研究发现城中村居民的市民化意愿更强。林存贞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

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较强，但也存在代际差异。白萌发现儿童期是否有留守经历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

在显著的长期影响。郭华则从移民搬迁安置模式的视角探究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现状及影

响因素。
在老年人生活与幸福感研究方面，鲁志敬发现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对城乡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李成波则从性别差异视角比较了城市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发现年龄、受教育水平和 ICT( 手机和电脑) 拥有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互联网使用都有显著影响作用。
赵玉峰对老年人自杀趋势的研究发现城市自杀率高于农村，且老年自杀队列普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的 V 型趋势。
在教育方面，陈洁对中国的教育过度状况进行了测算。石红梅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大学

生就业质量有促进作用，但对于其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此外，该分论坛还有很多研究关注特殊家庭、群体性事件及计生专干等一些新的问题。潘颖总结

并分析现有的关于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完善过程，发现在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政策制

定方面，只重视经济手段而忽视了其他需求。邹磊研究了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和治理机

制，通过得出的一般规律总结出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一般方法，即根据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危机生命

周期，在事情发生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来控制和处理。王宇发现市场经济有助于提升农

村女性家庭权力与地位。车蕾着重观察了城市生活的独生子女和流动人口与非独生子女和非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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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住房产权方面的差异。

3 人口与健康

人口与健康分论坛主要围绕老年人健康、流动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险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老年人健康方面的研究内容广泛，视角不一。李晓敏的研究从婚姻匹配角度探讨老年人心理健

康，认为夫妻年龄差对老年人抑郁有影响。张韵则探讨了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老年健康的影

响，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老年人生活方式及其身体健康状况都比较好。杨素雯认为农村留守

老人经济状况对其健康有一定影响。宗占红调查发现，农村更年期妇女生殖健康存在一定问题，包括

相关知识匮乏、妇科病普遍高发等，并建议将更年期妇女纳入生殖健康服务范畴。在老年人照料方

面，胡雯的研究表明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存在使用不均等性。陈璐则提出家庭长期照料对女性照料

者的健康有影响。杨淑彩对老年人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化分析进行了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预期寿命

在增长，但自理的预期寿命变化并不大，农村老年人自理预期寿命降低。唐天源的研究运用 1959 ～
1961 年饥荒年代的数据，研究了胎儿期和婴儿期的营养状况对老年人心血管病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也是研究关注的焦点。孔白雪研究了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对其就医行为的影

响。俞林伟探讨了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发现较差的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都会带来长期的影响。赵如婧发现，不同类别儿童在健康的

多个指标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身体健康维度上，城市本地儿童健康水平最高，而在心理健康维度

上，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此外，骆为祥还对全民医保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医保的实际使用率或覆盖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

高度。

4 两孩生育政策与社会支持

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实施给人口学领域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本分论

坛对中国生育政策及其配套的社会保障进行讨论，所涉及议题广泛，既包括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生育

成本、生育意愿、生育间隔、生育水平估算、生育群体的特征分析，又包括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探究、生育需求与婚姻年龄匹配关系探究，还有对中国生育政策的全面回顾及对未来生育政策的

建议。
在生育成本和生育意愿方面，石智雷采用支出法，估计了生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研究估计湖北

省居民家庭直接生育成本平均为 49． 53 万，发现收入较低的家庭没有经济能力养育第二个孩子，而收

入较高的妇女尤其是职业女性没有时间照料孩子。宋健分析了国家、用人单位以及家庭在生育成本

分担中的关系，从如何解决女性生育困境、用人单位生育压力、人口均衡发展等几个层面，提出完善生

育保障制度、加强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利益制度设计的设想。生育意愿方面，柳江华研究了亲子在

生育意愿上的冲突，探究了第一个孩子的生育意愿对父母生育意愿的影响。顾宝昌对此点评认为不

应将削弱妇女生育意愿的责任推到子女身上，因为父母的家庭培养和教育才是本源。张梦源则从成

本 － 效应的视角探究了未婚女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生育间隔、生育率和生育群体特征方面，张翠玲对二孩出生队列、妇女初育队列、妇女出生队列

的二孩间隔结构进行了分析，展示了二孩生育间隔的生存曲线。曹丽娜应用广义人口模型方法，估算

中国近十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祁静对北京市二孩生育群体的人口社会

经济特征和生育特征进行了人群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女性选择在 30 ～ 39 岁生育二孩。
在生育对主观幸福感和婚姻匹配的影响方面，李婷使用 APC 分析方法，分析了生育对父母幸福感

在不同年龄、时期和队列上的变化趋势，发现生育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性别和城乡差异，

并受宏观因素影响。周兴则从理论层面建立双时期婚姻搜寻模型来分析婚姻匹配模式，并应用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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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从实证角度研究了生育对婚姻匹配造成的影响。
在生育政策方面，于长永分析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硬性和软性约束，并建议全面鼓励二孩生育政

策。唐诗萌则从生育水平、生育决策和生育保障回顾了以往生育方面的研究。

5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分论坛不仅从整体视角探究了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还从微观研

究视角出发探究了老年人照料、代际支持、农村养老、少数民族和农民工养老等问题。
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方面，莫龙以定量研究和国际比较为基础，从总体上论证提出关于中国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三个战略判断。陈佳鞠也从社会整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新特点

及相应的养老政策。
老年人照料和养老方式方面，郭月青从家庭和社区资源及利用情况，研究了城乡老年人照料方式

的差异及成因，发现由于资源差异，城市养老方式趋于多元化，而农村选择自我养老的比例升高较快。
萨支红关注高龄体弱老人对不同种类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与其服务利用之间落差，发现家庭

养老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而社区服务的满足程度并不高。曾卫红探索老龄化形势严峻的农村地区

老年人的长期照护人员的可及性问题，并从照护人员可得性和服务可及性两方面进行探讨，发现农村

老年人长期照护人员确实存在可及性的困境。赵贯玲着眼于我国老年失能群体长期护理问题，介绍

发达国家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经验，为我国相关体制的完善提供借鉴。
代际支持方面，李春平研究代际支持及健康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代际经济支持和健康

水平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丁瑶琳通过对城市独居老人代际支持与养老服务体系

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的家庭观念和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还未对代际支持产

生挤出效应。
农村养老问题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覃琴关注农村独居老人的养老问题，并建议关注农村独

居女性老年人的经济能力，以及在农村等基层层面发展辅助性的社区医疗和养老服务体系。刘二鹏

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维度构建了农村养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养老

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徐宏关注农村老年残疾人群体的养老问题，发现农村老年残疾

人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求缺口大、矛盾突出。朱明宝研究了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对育龄妇女

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儿女共同养老模式会显著降低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且会显著弱化人们对

男孩的性别偏好。
此外，一些学者关注少数民族和农民工养老问题。如高矗群和张开宁关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家

庭养老的现状，建议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设置不同的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养老政策。郭秋菊则研究了代

次视角下农民工养老地的选择，发现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养老地选择的影响存在代次

差异。

6 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

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分论坛重点涉及流动人口留城与市民化、城市社会融合、流动人口返乡就

业创业、流动人口未来走势变化等议题。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入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夏贵芳关注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

题，发现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有显著差异，表现为京津冀地区位居三大地区之首，长三角

地区紧随其后，珠三角位列末位，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职业声望、住房条件、教育和心理距离等方面。
周映伶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林李月、黄晨熹、盛亦男均考察了流动人口的

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发现良好的居住特征能有效促进永久性迁移意愿的提升，而户籍制

度与身份认同对城市融入和居留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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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从地理空间视角切入进行研究。李晶晶研究介绍了环首都经济圈地区的基本现状与区

域特征，探究了外来人口对地区社会经济的贡献及带来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柴剑锋研究

了川甘藏毗邻藏区人口转移问题，提出人口流动黏性的概念。姜玉探讨人口流动对东北地区人口变

迁的影响，引起与会学者关于东北人口问题的广泛讨论。
流动人口劳动参与、收入与社会保障方面，孟兆敏分析不同户籍人口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发现

流动人口经验的积累对收入回报具有十分的优势。余运江考察了集聚经济的技术外部性与流动人口

工资之间的差异，回答了人口为什么流向大城市的问题。彭璐、齐瑶娣都研究了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

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宋全成发现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整体参保率较低，且其参

保受到流动经历和就业状况的显著影响。江鸿泽发现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呈现 M 型曲线，

在有生育能力的年龄阶段，已婚且有子女的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王记文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

孕产期保健服务存在地区间、城乡间和不同城市等级间的机会不均等。
人口分布与流动趋势方面，曾永明将人口数据置于大数据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概率密度分布函

数，发现中国人口对数正态分布的统计规律。吴瑞君基于“胡焕庸线”探究了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问题，发现城镇化水平东高西低，但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放缓，同时中西部城镇化水平不断加速。
吕利丹从宏观上构造了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模型，并提出了流动人口增量的计算方法。马肖曼

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家庭户主个人教育水平会影响父母的迁移决策，代际关系网决定了亲属关系带

动是未来家属随迁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在城市化过程及发展策略方面，李通屏探究城市化的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发现城市收入

差距的扩大和流动人口率的提高对于城市化有正的作用。罗淳在研究大城市人口规模时，强调创新

发展理念，提出昆明等大城市的人口战略应当做到以调代控、变堵为疏、简政顺市、内强外扩。李敏丽

研究“迁村并居”在农村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并以此探寻农村建设的新型发展道路。

7 家庭发展及公共政策

本分论坛关注的主题包括国外家庭政策对我国的启示、代际研究以及特殊家庭研究。
国外的家庭政策能为我国现阶段的家庭政策发展提供借鉴意义。杨菊华的研究选取了 8 个国

家，从这些国家的家庭机构建设、法律保障、项目支持和家庭友好氛围 4 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

家庭友好政策的相关建议。胡梦芸通过比较低生育水平国家的家庭政策背景、政策体制、具体内容以

及政策实施效果，从更微观的角度探讨了如何鼓励家庭进行生育的问题。
家庭代际研究方面，王磊研究发现生育需求得到满足的父母的家庭幸福感显著更高，独生子女父

母的家庭幸福感明显更高。胡仕勇运用倾向值的方法分析了代际投入对农村老人代际支持的作用，

验证了家庭代际合作对家庭效用的影响。
特殊家庭研究方面，于倩倩调查发现特殊计生家庭面临家庭贫困化风险、家庭破碎风险、家庭隔

离风险、家庭养老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吴盛华则通过基层工作经验分享了实施“六大工程”、关爱失

独家庭的一些体会。

8 社会性别平等与出生性别比

本分论坛关注的重点包括女性地位与就业、性别比失衡现象、择偶与家庭等方面。
女性就业与劳动参与方面，韦艳探究双重照料对城市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照料与

女性就业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郝娟在行为视角下分析了性别工资差距与城镇女性劳动参与，指出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及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受到了性别歧视因素的影响。一些研究关注女大学生

就业不平等问题，如宁嘉慧运用内容分析方法讨论一般性政策及保护性政策在缓解女大学生就业歧

视状况时失效的作用机制。王慧和叶文振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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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性别意识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与作用导致女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低于男大学生。郭俊艳

则从性别不平等观念、独立自主程度与社会地位的性别差异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中、美、日、德
的国际比较。

性别比失衡会影响人口再生产，进而扰乱社会稳定并制约经济发展。尚子娟、宋瑞霞以及董志强

的研究都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与性别失衡后果严重的地区男孩偏好程度都较高。代瀚锋从整体性

治理的视角分析了韩国性别失衡治理经验。袁卫国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介绍了江西省九江市的二孩政

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形势依旧严峻。
择偶与家庭方面，杨博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下提出了家庭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并提出了应对失

衡后果的家庭发展分析框架。周伟文从性别公平的视角分析了乡村的婚姻困境及扭曲与畸形的乡村

婚姻家庭关系，并从公共治理角度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解决途径。张荣富比较了台湾与香港男

女择偶机会的差异及其对择偶年龄偏好的影响，认为处于婚姻市场上相对劣势性别，将会有较宽松的

择偶偏好以扩张择偶机会。杨晶的调查发现，西部农村地区依旧存在女童童婚现象，且显著高于男童

童婚。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人口发展也势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性别失衡社会的出现对全社

会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需要有前瞻性与整体性的认识。

9 民族人口与国防人口

民族人口与国防人口一直是人口学领域研究较少的议题，而民族人口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

发展。
一些研究从少数民族总体视角切入，如郑嘉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现状，指出少数民族人

口已进入老龄化，并表现出结构、族际和空间的差异性。另一些研究着眼于具体的、特定的少数民族

群体，如徐世英研究国内穆斯林人口，发现穆斯林人口增速高于全国水平、生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年龄结构偏年轻。赵尚威分析和比较了西北地区十个穆斯林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并指出受教育状况

和城市化程度的相关关系。马正亮研究新疆维吾尔族青年的职业构成和就业问题，发现维吾尔族务农人

员所占比例大，在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负责人中的比例较低。沈思的研究讨论了新世纪以来我国俄罗斯

族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族际通婚、跨境流动和民族身份选择等。
国防人口作为新兴交叉边缘学科，地位作用特殊，但现有研究较少，仍有待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

中，将国防人口研究推向新台阶。军人家庭发展一直是国防人口研究重点。孙军红研究了实施全面

二孩政策对于军人家庭的影响。丁学洲发现驻边远地区部队士官的婚恋家庭存在着“三难一高”的问

题，分别是择偶找对象难、子女教育难、经济困难、离婚比例高。孙红军的研究聚焦军人家庭发展，致

力于在深化服务中提升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质量。另外，在国防人口安全方面，陈振认为必须冷静、
全面、客观地从国防人口安全角度审视普遍二孩的政策效应，不可过于乐观。女性国防人口也是国防

人口研究关注的对象，孟凡荣重点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国防人口发展的影响。姜咏梅调查了全

面二孩政策在某部队基地落实的情况和问题。

10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

本分论坛的内容包括来自基层工作者的总结、具有思辨性的发言以及各类实证研究。
杨成钢思辨性地探讨了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如何全面转型，如确立积极亲民的政策目标、选择利益

导向和家庭发展的政策途径、法制与人本相结合的政策实现方式等。韦艳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两

个层面结合起来探讨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舒星宇则梳理了 7 县 20 年来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

服务情况，提出在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应当立足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家庭健康为

出发点，做好宣传教育、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优生优育指导工作。李巾通过对现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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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中综合治理有关规定进行梳理，分析当前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温勇对部分省的计生责任制状况进行长期的质性调查，发现现有计生责任制急需进行改革。

11 人口分析方法

本分论坛的专题既涵盖人口分析方法的经典论题，也有一些新的方法的介绍和使用。一方面具

有国际视野、前沿的特性; 另一方面也针对中国特殊国情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很多学者在创新模型的建立方面取得成就。王广州通过计算机仿真方法对中国失独妇女总量、

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未来失独妇女比例将增长迅速，同时他发现现存子女递进生育模

式方法比曾生子女递进生育模式方法预测年龄别失独妇女的比例更接近实际调查结果。李婷以新发

展的生命力死亡模型为例，重点介绍了 Agent-based model ( ABM) 的应用，她认为这一模型具有整合微

观作用机制和宏观现象的明显优势，可以广泛应用到迁移、流行病学等研究领域。戴志杰考察了二维

死亡率模型在中国人口死亡率调整中的适用性，发现其效果较好，具有推广性。王婷基于社会净收益

动态最优下的短板模型测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适度人口。李强借助随机误差标度模型，采用中

国人口数据和瑞典人口数据验证预测误差的相关性对预测结果的影响，并提出预测误差的相关性是

预测误差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
一些学者还应用新的人口预测软件辅助研究。李龙对比了 3 种人口预测的软件，肯定了 PADIS-

INT 软件的优势。蔡宝新提出建立一个人口均衡小模型，并运用 PADIS-INT 软件，研究在当今人口预

期寿命不断延长条件下，人口均衡型社会的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一些研究对传统研究问题提出新思路和新方向。黄匡时基于年龄结构均衡的中国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情景研究指出，由于育龄妇女规模总量在下降，未来尽管我国出生人口总量在下降，但是我国总

和生育率有可能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郭冉和周皓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对中产阶级

非常有效，但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来说意义并不大。
此外，吕昭河从理论层面思考人口学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辩证关系，强调人口学研究需要厘

清其基本研究对象中具体的人的属性。
中国人口学会 2016 年年会紧扣时代主题，认识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把握新机遇，在理论和实践

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并联系一线的人口工作者，着力使研究问题更加具有本土化、操作化。
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杨云彦教授在大会的会议总结中用 3 个字来形容此次年会。第一个是

“情”。这是盛夏七月厦门会议组织方的热情和参会者对会议充满期待的热情; 这是大家克服困难参

加年会的激情和在会议过程中激烈讨论的激情; 这也是国内人口学研究者之间的浓浓的友情。第二

个是“转”。随着人口形势在转变，人口政策和人口研究也在发生转向。人口学在我国社会科学发展

历史上，是率先国际化、实证化、定量化的学科，当前除了继续要为政策制定服务以外，也要更多地向

理论提升和在方法扩展上寻求转变，在以前的转化基础之上更加注重理论的延伸与学科的综合，进一

步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吸收一定的理论框架体系充实到人口学中来。第三个是“进”。随着时代的发

展，人口学已经从一棵充满生机的小树苗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事业兴旺，后继有人，希望同辈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人口学研究奋斗的理想之火永不熄灭!

综上所述，本次年会充分展示了一年来人口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短短两天的年会集中体现了如

下鲜明的特点。一是学术争鸣气氛浓厚，参会者从理论到方法再到实践，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角色立

场上展开讨论和交流，充分体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碰撞。二是重点关注现实问题，在问题选择

上，重点聚焦社会敏感问题，并从专业的角度对问题展开研究并引发思考，关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人

口发展趋势，高度切合当前政策。三是注重分析方法的创新，在方法尝试上，把握问题的不同侧面，对

于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应用方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四是高水平研究团队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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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在科研团队的构建上，形成了以高校为基础的多个高水平研究团队，既保证了对人口学相关

问题的持续关注，也为人口学后继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中国人口也正值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既是从我国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改革，有利于

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拉动消费、扩大投资、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时代对人口学研究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人口学研究者须在充分肯定几十年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继续发现新问题，寻

找新方法，适应新处境，提出新观点。发挥优势，促进交流，勇敢面对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生

逢其时，更应勉力，以此次年会为契机，广泛交流，敢于尝试，不断推动人口学科的繁荣发展，不断提高

人口学的生命力，让理论之树常青，实践之花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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