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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结 构 研 究

! ! ! 续马寅初∀新人口论#

陈树德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 221008)

∃ ∃ 摘 ∃ 要:受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启发, 根据中国 计划生育 30多年的实践, 构建多种 人口结

构 模型。在构建 人口结构 模型的同时,引入时间坐标,从而获得 过渡期 人口结构的变化规律,

这就为控制人口的有序增长, 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实施 一胎 指标 30多年, 一方面已经达到控

制人口过度增长的目的, 另一方面, 人口结构 正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有必要将 一胎 指标适时调

整为 两胎 ,以防止生育率的锐减和 老龄化 的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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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口结构是一个新课题, 在此之前还没有可以

利用的成果。中国 计划生育 的实践, 已初步形成

了 老 ! 中 ! 青 三代的 4 ! 2 ! 1 结构, 这为我们

构建人口结构模型提供了可能。从一对夫妻的 一

胎 指标, 进一步就可以推算 半胎 、两胎 、三

胎 、四胎 的人口结构。随着人类寿命的增长, 三

世同堂 的 4 ! 2 ! 1 结构, 必然发展为 曾 ! 老 !

中 ! 青 的 四世同堂 ,其相应 一胎 的人口结构将
成为 8 ! 4 ! 2 ! 1 。又由于 计划生育 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所以需要知道人口结构随时间变化的过程,

以便根据实际情况, 适时调整生育指标,这就是本文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回顾历史

人口既是社会的重要资源,也是社会的沉重负

担。人口太少, 社会缺少发展活力,人口过多, 又会

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所以许多学者都将人口研

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然而,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多子就是多福,

历史上评价社会的繁荣昌盛, 人口也是一项重要指

标,所以控制人口问题,很少有人提及。随着社会的

安定,天灾人祸的减少, 老人寿命的延长, 婴儿成活

率的提高,人口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才被有识之士提

了出来。乾隆 57年( 1792) , 清朝的翰林编修洪亮

吉,奉命到黔地考察, 历时一年。这期间, 他在与社

会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中, 敏锐地观察到了人口的过

快繁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写出了著名的∀治平

篇#,首次提出人口问题, 这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

斯的∀人口论#还早 5年,可以说洪亮吉的∀治平篇#,

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

洪亮吉的∀治平篇#, 通过一家人口增长的例子

来说明: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

母子五个人, 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 全家就有八口

人,三个儿子再生儿子,儿子再娶媳妇%%这是一个

不可控制的过程。∀治平篇#说: 治平之久,天地不

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 原不过此数也; 治

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 而君、相之所以为民

计者, 亦不过前此数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

%%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 一

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

治乎之民虑也。 
19世纪( 1803年) ,英国人马尔萨斯正式提出人

口问题,他认为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力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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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断言,人口生育的无序繁衍,将以 1、2、4、8、16、32

%%的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 1、2、3、4、5、

6%%的算术级数增长。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

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所以必须限制人口

增长, 使二者保持平衡。马尔萨斯断定人口过剩无

法避免,因而贫困几乎是大多数人不可摆脱的厄运。

这是一个十分悲观的结论!

新中国建立后, 我们错误地批判马尔萨斯的 资

产阶级人口论 ,片面宣传 人多力量大 , 人口问题

更无人问津。1954年 9月, 中国学者时任北京大学

校长的马寅初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 指出, 人口

多资金少,是我国的一个很重的矛盾 , 建国四年来

我国人口增殖率为 20∋ , 照此推算, 如果不控制人

口, 50年后, 我国人口将达到 16亿 。马寅初还论

证了人口多、人口增长太快,势必引起一系列的社会

矛盾,主张 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 。

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年代, 马寅初发表∀新人

口论#,显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后来果然受到严

厉批判。但马老坦言: 我虽年近八十, 明知寡不敌

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决不向

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一个铮

铮铁骨知识分子的形象, 耸立在我们面前,让人肃然

起敬! 1979年 7月 10 日, ∀光明日报#终于发表文

章∀为马寅初的 新人口论 平反#。同年 7 月中旬,

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人到马寅初家里拜访, 肯定马老

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9月 14日, 北京

大学召开干部会议, 正式为马寅初先生平反, 恢复名

誉。马寅初为中国人口问题仗义执言, 应当名垂

青史!

二、关于 计划生育 

所谓 计划生育 ,是指有目的地控制人口增长。

但根据 计划生育 的英文 family planning, 原意是

家庭计划 。也就是说, 一对夫妇生多少个孩子由

每个家庭自己来决定, 政府只起引导作用。印度是

世界上第一个由官方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 早在

1951年就开始实施节育措施。此外, 世界上也有一

些国家有过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的立法,例如,

墨西哥在 1974 年颁布∀普通人口法#, 土耳其在

1983年颁布∀人口计划法#,秘鲁在 1986年颁布∀全

国人口政策法#,印尼在 1992年颁布∀人口发展与幸
福家庭法#。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明确规定:夫妇有权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

隔,所以所谓 计划生育 , 实际是有名无实, 因而没

有取得实际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由于社会的安定和婴

儿死亡率的减少, 短短二十几年, 出生人口超过六

亿,除去死亡,净增四亿三千多万人。迫于人口增长

的实际压力, 20世纪 70年代开始, 中国开始推行

一胎 政策, 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

基本国策。中国实行 计划生育 ,马寅初的∀新人口

论#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

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对人口的出生增长实

行计划控制,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中国实行计

划生育有中国的国情, 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 加上

多子多福 的传统思想, 人口和物质增长的矛盾十

分突出, 30多年的实践证明, 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

控制了中国人口的无序增长,而且为世界控制人口

作出了重要贡献。就以人口总量来说, 中国的人口

增长率一直控制在 1%的水平, 而世界人口增长则

超过 2%。

中国 30多年实施计划生育,为研究人口的增长

和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特别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套

人口结构模型,从而可以获取一系列的人口分布和

增长规律。

三、人口结构 模型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 经过 30多年的稳定发展,

社会人口分布初步形成 老- 中- 青 的 4- 2- 1 

格局,即一个家庭系列中,有一个青少年, 两个中年,

四个老年,这就是所谓的 4- 2- 1 结构。这个结构

是 一胎 的产物, 也是 独生子女 政策的必然结果。
这里的 4- 2- 1 结构,实际是按 辈份 自然形

成的人口结构, 老- 中- 青 就是 祖- 父- 子 三

辈。如果和年龄对应, 关键是生育起始年龄,主要有

三种情况: 1. 如果 20 岁开始生育,则 40 岁就做爷

爷、奶奶, 祖- 父- 子 的年龄分别是: > 40 岁、20

~ 40岁、1~ 19岁。2. 如果 25岁开始生育,则 50岁

就做爷爷、奶奶, 祖- 父- 子 的年龄分别是: > 50

岁、25~ 50岁、1~ 24岁。3.如果 30岁开始生育,则

60岁就做爷爷、奶奶, 祖- 父- 子 的年龄分别是:

> 60岁、30~ 60岁、1~ 29岁。

比较合理的是取中间年龄, 这也是社会的普遍

状况。 青少年 指未结婚的年龄, 划定在 1~ 25岁

之间, 25岁以上就是生育起始年龄。 中年 指已成

家并已有子女的年龄, 划定在 25~ 50 岁之间。 老

年 指已做爷爷、奶奶, 并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年龄

(妇女绝经期为 45~ 50岁) ,划定在 50~ 75岁之间。

这个年龄档次的划分, 以生育年龄 25岁为基准, 依

次向上倍增,同时使 老- 中- 青 的年龄区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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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能客观反映人口结构的真实情况。这里有两个

关键年龄段: 25~ 50岁为生育年龄段, 50岁以上为

无生育年龄段, 这和现行的 60岁以上才称 老人 的

划分有比较大的出入。特别是现行的统计标准, 将

中年 定义为 16~ 59 岁, 青少年 定义为 0~ 15

岁,这样的定义是基于社会 劳动力 的考虑, 人为地

夸大了三档人口年龄的差距, 基本上是两头小、中间

大。按寿命周期 75 岁计算, 中年 占人口总量的
60% ( 45/ 75) ,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所以现在公布

的统计资料, 中年 的比重高达 67. 3% ,这就很难

客观反映人口的结构状况,本文基于 生育 考虑, 提

出按 三等分 划分, 老- 中- 青 ,各等于 25岁。

有了人口结构数据, 我们就可以在生育指标的

规范下, 计算相对的人口比例 (见表 1)。对于 一

胎 指标, 根据 4- 2- 1 的比例分配, 祖辈 为 57.

14%, 父辈 为 28. 57% , 子辈 为 14. 29%。为了

扩大研究,我们还可以参照 一胎 的计算方法, 构建

半胎 (一对夫妇平均只生半胎,即两对夫妇平均只

生一个孩子) , 两胎 (一对夫妇平均只生两个孩

子)、三胎 (一对夫妇平均只生三个孩子)和 四胎 

(一对夫妇平均生育四个孩子)的人口结构。对于

半胎 指标,结构为 16- 4- 1 ,人口分布值是: 祖

辈 为 76. 19%, 父辈 为 19. 05% , 子辈 为 4.

76%。同样,对于 两胎 指标,结构为 2- 2- 2 ,人

口分布值是: 祖辈 为 33. 33% , 父辈 为 33. 33%,

子辈 为 33. 33%。对于 三胎 指标,结构为 4- 6

- 9 , 人口分布值是: 祖辈 为 21. 05%, 父辈 为

31. 58% , 子辈 为 47. 37%。有趣的是 四胎 指标

的结构比例, 正好和 一胎 相反。 祖辈 等于 子

辈 , 父辈 则同为 28. 57%。

表 1∃ 三代同堂 人口结构

三代同堂

代 年龄 一胎 半胎 二胎 三胎 四胎

结构数

祖父母 50~ 75岁 4 16 2 4 1

父母 25~ 50岁 2 4 2 6 2

子女 1~ 25 1 1 2 9 4

合计 7 21 6 土 9 7

百分比

祖父母 50~ 75岁 57. 14% 76. 19% 33. 33% 21. 05% 14. 29%

父母 25~ 50岁 28. 50% 19. 05% 33. 33% 31. 58% 28. 57%

子女 1~ 25岁 14. 29% 4. 76% 33. 33% 47. 37% 57. 14%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人口以 13亿计

祖父母 50~ 75岁 7. 43 9. 90 4. 33 2. 74 1. 86

父母 25~ 50岁 3. 71 2. 48 4. 33 4. 11 3. 71

子女 1~ 25岁 1. 86 0. 62 4. 33 6. 16 7. 43

合计 13. 00 13. 00 13. 00 13. 00 13. 00

∃ ∃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老人寿命逐步延长,人类

社会必然从 祖 ! 父 ! 子 的 三世同堂 , 逐步进入
曾 ! 祖 ! 父 ! 子 的 四世同堂 。仿照 三世同堂 

的结构,不难构建 曾 ! 祖 ! 父 ! 子 四世同堂的人
口结构。相应 一胎 指标的结构为 8 ! 4 ! 2 ! 1 ,
半胎 指标的结构为 64 ! 16 ! 4 ! 1 , 两胎 指标

的结构为 2 ! 2 ! 2 ! 2 , 三胎 指标的结构为 8 !
12 ! 18 ! 27 , 四胎 指标的结构为 1 ! 2 ! 4 ! 8 ,
同样是 一胎 和 四胎 的结构比例相反。请注意,

四胎 的 1 ! 2 ! 4 ! 8 正是马尔萨斯所说的 几何

级数 ,这正是人口无序增长的典型数据。

根据以上比例数据, 就可以进一步换算不同结

构的人口数量。假定总人口以 13亿为基准(见表

1)。 一胎 的人口结构,其中 祖辈 为 7. 43亿, 父

辈 为 3. 71亿, 子辈 为 1. 86亿。 半胎 的人口结

构,其中 祖辈 为 9. 90亿, 父辈 为 2. 48 亿, 子

辈 为 0. 62 亿。 两胎 的人口结构, 其中 祖辈 、
父辈 、子辈 均为 4. 33亿。 三胎 的人口结构,

其中 祖辈 为 2. 74亿, 父辈 为 4. 11亿, 子辈 为
6. 16亿。 四胎 的人口结构, 其中 祖辈 为 1. 86

亿, 父辈 为 3. 71亿, 子辈 为 7. 43亿。这些数据

和我们想象的差别很大, 但这是几十年后才可能出

现的理论数据。

由于不同年龄的人口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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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中年 (父辈)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既要承担对 老

年 (祖辈)的供养,还要承担对 青少年 (子辈)的抚

育。将不同生育指标下的各种数据进行比较就会看

到,无论从人口结构的合理性和社会分工的负担考

虑,实行 两胎 指标是最佳选择,因为整个社会人口

结构呈均匀分布。但 两胎 指标的出生率相对较

高,对控制人口增长不利,特别是不能纠正人口过快

增长的问题。如果实行 半胎 指标,虽然人口增长

得到更多的控制,但生育率太低, 老年 人口太多,

中年 负担太重。如果实行 三胎 指标, 青少年 

的比例将达到 42. 37% , 更是社会所不能承受的。

如果实行 四胎 指标,更不得了,人口增长真像马尔

萨斯担心的那样,呈爆炸性发展了!

四代同堂 的数据同样告诉我们(见表 2) , 人

口结构仍然是 两胎 最为理想, 一胎 后期, 老龄

化 现象异常严重, 半胎 就更严重。以 一胎 指标
为例,真正到达理论人口结构形成的那天,人类寿命

如果增高到 100岁, 曾辈 加 祖辈 的人口数将超

过 10 亿, 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根据 2010年 7月

13日国家老龄委公布的数据, 我国 80 岁以上老人

为 1899万人,显然离 6. 93亿的理论数字相差甚远。

比较这两个数据, 至少告诉我们三个事实: 第一, 说

明中国的 老龄化 仅仅是开始, 四世同堂 只限于
极少数家庭。第二, 计划生育 指标的实现,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一般需要一个寿命周期, 即大约 70~

80年才能完成。中国实行 一胎 政策才 30 多年,

所以要真正达到 人口结构 的理论数值,还要在 30

年以后。第三,在中国, 老年(大于 80岁)的死亡率

还比较高,和理论值相比,死亡率超过 90%。

表 2∃ 四代同堂 人口结构

四代同堂

代 年龄 一胎 半胎 二胎 三胎 四胎

结构数

曾祖辈 > 75 8 64 2 8 1

祖辈 50~ 75 4 16 2 12 2

父母 25~ 50 2 4 2 18 4

子女 1~ 25 1 1 2 27 8

合计 15 85 8 65 15

百分比

曾祖辈 > 75 53. 33% 75. 29% 25. 00% 12. 31% 6. 67%

祖辈 50~ 75 26. 67% 18. 82% 25. 00% 18. 46% 13. 33%

父母 25~ 50 13. 33% 4. 71% 25. 00% 27. 69% 26. 67%

子女 1~ 25 6. 67% 1. 18% 25. 00% 41. 54% 53. 33%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人口以 13亿计

曾祖辈 > 75 6. 93 9. 79 3. 25 1. 60 0. 87

祖父母 50~ 75岁 3. 47 2. 45 3. 25 2. 40 1. 73

父母 25~ 50岁 1. 73 0. 61 3. 25 3. 60 3. 47

子女 1~ 25岁 0. 87 0. 15 3. 25 5. 40 6. 93

合计 13. 00 13. 00 13. 00 13. 00 13. 00

∃ ∃ 四、过渡时期 的人口结构和 混合结构 

人口结构 模型, 虽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

的人口分布, 但表 1、表 2 所列的数据, 全部是最终

结果。然而,某一个生育指标的实现,却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相应的 人口结构 形成,也是若干年后的事

情。例如中国实行 计划生育 30 多年, 老 ! 中 !

青 的 4 ! 2 ! 1 结构只是初步显现,完全实现这样

的人口结构,全过程需要经历三代,大约需要一个寿

命周期,即 70~ 80年, 甚至需要一个世纪。这样,就

有一个 过渡期 人口结构的计算问题。

为了构建 过渡期 的人口结构, 必须在人口结

构中加入时间坐标,并绘制人口结构过渡图。

绘制人口结构过渡图,需要设定一个起点和一

个终点。根据 1975年中国生育状况,设定 四胎 为

起点,以 一胎 为终点,取相应的 老 ! 中 ! 青 结构
数值为纵坐标( Y) , 横轴( X)为时间坐标, 纵横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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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用百分比表示, 这样就可以画出三条直线。图

2就是按上述要求绘制的过渡期人口结构图。

图 1 ∃ 过渡时期人口结构变化图

为了更精确地估计 过渡期 任意时期的人口结
构,可按 老 ! 中 ! 青 分别建立三个直线方程,具体

计算见表 3。从 四胎 过渡到 一胎 的计算公式分

别是:老= 0. 43 ( X+ 0. 14、中= 29(为常数)、青=

- 0. 43 ( X+ 0. 57。有了表 3,我们可以直接查出任

何 过渡期 的人口结构数值。例如, 四胎 过渡到

一胎 的中期值是 老 = 0. 355、中 = 0. 290、青 

= 0. 355, 正好对称平衡。如果要想获得执行 一胎 
指标 30年后的 老 ! 中 ! 青 人口结构数据, 假定生

命周期为 80年,则 X= 30/ 80= 0. 375,再利用公式:

老= 0. 36 ( 0. 375+ 0. 21= 0. 345; 中= - 0. 03 ( 0.

375+ 0. 32= 0. 309, 青= - 0. 33 ( 0. 375+ 0. 47= 0.

346, 合计 0. 345+ 0. 309+ 0. 346= 1. 00, 和图上的

最佳 点十分吻合。其它任何时期的结构数据, 也

可以仿此进行。

从结构过渡图上可以看到, 四胎 到 一胎 的

三条直线,呈现一个规则对称的图形,近似一个 米 

字, 老 、青 两条直线的交点正好处于中期, 中 

线为平行线, 这时, 老 ! 中 ! 青 的结构分别是
36%、28%、36% , 合计为 100% , 基本呈均匀分布。

从 四胎 到 一胎 的过渡图, 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

要的信息。第一,起始点 四胎 结构的 1 ! 2 ! 4 ! 8

%%正是困扰马尔萨斯的 几何级数 。第二, 中期

交点的均衡点, 接近 两胎 的 2 ! 2 ! 2 平衡结构。

第三,终点的 4 ! 2 ! 1 结构,正是中国的 一胎 政

策。第四,这个对称的 米 字图形, 使原来上升的

几何级数 ,变成下降的 几何级数 ,正好化解人口

的无序增长。第五, 米 字的中心是人口结构的最

佳状态,超过这个中心, 人口将向相反方向以 几何

级数 变化, 即生育率锐减, 老龄化 激增。第六,从

70~ 80年的周期看,中国实施 一胎 指标已接近中

期,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应该及

时调整生育指标, 而最佳结构就是实施 两胎 指标。
观察 四代同堂 从 四胎 到 一胎 的过渡图形,

和 三代同堂 的过渡图形一样,同样具有对称性质。

表 3∃ 过渡期人口结构计算

从四胎到一胎过渡结构计算

阶段

划分

时间坐标

X( % )

结构值 Y( % )

老年 中年 青少年

起始 0. 00 0. 140 0. 286 0. 570

0. 10 0. 183 0. 286 0. 527

0. 20 0. 226 0. 286 0. 484

0. 30 0. 269 0. 286 0. 441

0. 40 0. 312 0. 286 0. 398

中期 0. 50 0. 355 0. 286 0. 355

0. 60 0. 398 0. 286 0. 312

0. 70 0. 441 0. 286 0. 269

0. 80 0. 484 0. 286 0. 226

0. 90 0. 527 0. 286 0. 183

末期 1. 00 0. 570 0. 286 0. 140

∃ ∃ 注:计算公式:老= 0. 43* X+ 0. 14, 中= 0. 29, 青= - 0. 43* X

+ 0. 57。

另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计

划生育指标不可能十分单纯。事实上,中国的 计划

生育 以 一胎 为主,但在一定条件下, 有些地方允

许生育 两胎 ,加上弄虚作假的 多胎 ,特别是重男
轻女的 第二胎 , 所以中国的 一胎 实际并不单纯,

这就需要考虑 混合型人口结构 模型。

我们假定中国的 13亿人口中, 有 10 亿人实行

一胎 指标,有 3亿人实行 两胎 指标, 一胎 指标
仍然采用 过渡结构 数据, 即 老 ! 中 ! 青 按

35%、31%、34%的比例分配,人口数分别为 3. 5亿、

3. 1亿、3. 4亿。另外的 3亿,采用 两胎 指标, 因为

两胎 指标为均衡分布, 所以 老 ! 中 ! 青 各占 1

亿,合计计算结果, 13亿人口中, 老年 为 4. 5 亿,

中年 为 4. 15亿, 青少年 为 4. 4亿。这个结果同

样表示,结构比例十分均匀,说明中国社会的人口结

构现在正处于最佳状态。具体计算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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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混合型人口结构

混 ∃ 合 ∃ 指∃ 标

一胎 二胎 10亿 3亿 合计

老 35. 00% 33. 33% 3. 50 1. 00 4. 50

中 31. 00% 33. 33% 3. 10 1. 00 4. 10

青 34. 00% 33. 33% 3. 40 1. 00 4. 40

合计 100% 100% 10. 00 3. 00 13. 00

∃ ∃ 人口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指标: 出生率和死亡率,

人类的死亡率不能控制,但出生率则可以预测。例

如,出生人口与 父母 人数有关。在 13 亿人口中,

父母 人口数约为 4亿, 我们可以假定,一年出生的

人口就是 父母 在 25~ 30年中的平均生育值, 即

4/ 25= 0. 16, 即大约 1600万人, 这个数值基本和我

国生育人口资料相吻合。同样,死亡人口与 老年 
人口的数量有关。由于 老年 的年龄界定目前还没

有对应的统计资料, 所以暂时不能具体计算。有了

每年的生育人口和死亡人口, 每年的净增人口数就

可以计算出来。

根据以上分析,说明人类的人口增长是可以控

制的, 关键是要选择适当的控制指标。不仅不同国

家和地区应该选择不同的控制指标,对于同一个国

家,在不同时期也应调整人口控制指标。减少生育

是一种控制,鼓励生育也是一种控制。如果全世界

都这样做,人类的人口数量就可以有计划地发展。

在实行 计划生育 过程中, 还有一个社会亲情

关系问题值得考虑。因为 一胎 (包括 半胎 )如果

持续下去,社会上将没有兄弟、姐妹、伯叔、姑姨等关

系存在,到那时,人类将处于一个缺少亲情的社会。

综合以上分析, 中国实行 一胎 指标,对控制人

口的无序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但从长远看, 一胎 并不是最佳指标,不仅 老龄化 
问题日趋严重, 兄弟、姐妹、伯叔、姑姨等亲情关系的

消失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 计划生育 的

最佳选择还是实行一对夫妻 两胎 为好。事实上,

中国在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农村, 实行

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西藏等部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

族地区,允许生育两个以上孩子, 还有的省规定, 在

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 允许再生一个孩子, 这些

都是全面珍重生育选择权的作法, 值得肯定和推广。

五、结束语

1.人口问题十分重要,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所

以人口问题实际是世界问题。中国实行 计划生

育 , 为人类控制人口的无序增长, 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人口问题又十分复杂, 影响因素很多, 且面广量

大,时间周期跨度很长, 人口结构 反映的只是计划

生育指标的最终状态。本文利用 三代同堂 的 4 !

2 ! 1 结构, 进一步扩大为 四代同堂 的 8 ! 4 ! 2 !
1 结构,同时重点分析了 三代同堂 在 过渡期 的

人口结构和 混合结构 。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任何

一个生育指标,都是一种调控手段。 半胎 、一胎 
指标,可以有效降低生育率, 三胎 、四胎 指标,可

以有效提高生育率,但任何生育指标,都包含利弊两

个方面( 两胎 指标除外)。在实施某个调控指标的

前期,一般利大于弊, 但如果超过 最佳 过渡期, 弊

端就会显现。特别指出的是, 中国实行 一胎 指标

30多年,虽然还不是纯粹意义的 一胎 ,但人口的
无序增长已确实得到有效控制, 从理论上分析, 现在

正处于过渡期的中期, 人口结构 已经趋于均衡状

态。所以有必要调整 计划生育 指标,将 一胎 适
时转变为 两胎 。如果再继续实行 一胎 政策, 再

等 30年,就必然出现矫枉过正的后果,那时,老年人

口激增,社会劳动力减少,到时候再 鼓励生育 恐怕

就来不及了,这是本文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所以需要

特别强调。至于人口的性别结构,以及城、乡人口结

构,则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

2. 人口问题的研究,必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

有指标必须和统计资料进行对应。为此, 老 ! 中 !
青 年龄的界定, 就需要和人口统计的分类相一致,

统一采用 老 > 50岁、中 24~ 50岁、青 1~ 25

岁。另外,按照社会结构的概念, 曾 ! 老 ! 中 ! 青 
实际就是 曾祖父母 ! 祖父母 ! 父母 ! 子女 四辈,

所以人口部门在做人口统计时, 应该增加统计 曾祖

父母 (包括曾岳祖父母)的人口数, 祖父母 (包括
岳祖父母)的人口数, 父母 的人口和 子女 的人口

数。其中 父母 的人口数决定人口的生育率, 曾

辈 的人口还应增加 生存率 ,因为这一辈人的 生

存率 决定死亡人数。只有完善这些统计数据, 人

口结构 的计算也才能准确, 因此, 仅仅依靠一篇短

文,仅仅依靠有限的资料, 不可能获得精确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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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关于 计划生育 与 人权 的关系。首先, 人

类应该享有充分的生育权,这一点无可非议。但人

类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集体, 集体的每一个成员, 也

必须承担维护社会人口合理结构的责任, 所以片面

主张生育的 自主权 ,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如果人类人口无序繁衍, 真正受到损害的还是人类

自己。只有科学的、合理的实施 计划生育 , 才是正
确的选择。其次, 计划生育 需要奖罚并重, 中国对

独生子女 进行奖励, 和西欧、台湾对多生实行奖

励,意义是一样的。同样,对于非健康原因拒不生育

的公民,也应给予处罚,因为他(她)们没有履行繁衍

子孙的社会责任。

4.对中国的人口政策,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

有人主张维持 一胎 不变,有人主张放开 两胎 , 有
人则主张彻底废除 计划生育 。本人根据以上研究

认为,人口的无序繁衍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不利,所以

应该实行 计划生育 。但中国的 一胎 指标已经完

成历史任务,目前人口结构正处于最好时期,所以应

适时改 一胎 为 两胎 , 而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再者,从 人口结构 分析, 两胎 指标呈均衡分布,

这才是人类人口有序发展的最佳选择和长期选择。

作者希望通过此文,抛砖引玉,引起专家们的关

注,因为 人口结构 值得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 例如

四代同堂 问题, 以及相关的 老龄化 问题,本文基

本没有深入讨论。另外, 由于 计划生育 是政府行
为,今年又是 全国人口普查年 ,建议将 人口结构 

问题,纳入国家研究计划。

在人类历史上, 1803 年有马尔萨斯的∀人口
论#, 1954年又有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尔萨斯

对人口的无序增长充满悲观情调,马寅初则提出 一

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 的积极主张。中国经过 30多

年 计划生育 的实践, 这里重提 回归两胎 的建议,

所以本文增加一个副标题 ! ! ! 续马寅初∀新人口

论#,以纪念这位 中国计划生育之父 的历史功绩。

Analysi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 ! ! Based on Ma Y inchu's Work New T heory of Populat ion

CHEN Shu de

( Xuzhou Ins ti tute of Techn ology, Xu zhou 221008, J iangsu, C hina)

Abstract: Inspired by M aYinchu's w ork N ew T heo ry o f Populat ion and according to China 's 30 year

practice of 'fam ily planning', the paper const ructed various 'populat ion st ructure' pat terns. Meanwhile the

time coo rdinates w ere int roduced to obtain the law of changes o f populat ion str ucture in "t ransit io nal peri

od" to prov ide scientif ic basis for the controlled grow th of population.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w hich has

been in forc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as achieved the targ et of cont ro lling the over grow th of populat ion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as China's "populat ion st ructure" is present ly in an appropriate state,

there is a necessity of chang ing the "one child" policy to " tw o children" po licy to prevent the sharp drop of

birth rate and the aging of populat ion.

Key words: populat ion st ructure; fam ily planning ; one child; two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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