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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

王 颖 佟 健 蒋正华

内容摘要 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人口机会窗口,但人口机会窗口只有在一定条件下

才会转化为人口红利。与增加人口数量相比, 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开发各年龄层次的人力资源、积

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更有效、更持久、可持续的人口动力和源泉。一些学者基于我

国人口红利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只有保持大量廉价劳动力才能保证发展,因此必须提高人口出生率

的政策建议,显然没有认清严峻的人口形势,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背离了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文章认为, 从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出发,不断完善人口政策是必须

的,但这与人口红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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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根据搜狐新闻网 2010年 ∀两会 #提案议案关注榜的统计 1
,人口政策调整的提案议案受关注度

位居总排行榜第六位, 人口生育政策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社会各界对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

走向有各种猜测。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进行了研究
2
,认为劳动力充裕,价格便宜,由此

产生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 中国经

济发展的 ∀人口红利期 #将在 5~ 10年后消失,从而失去劳动力方面的竞争优势, 减缓中国经济增

长。因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迫在眉睫,应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来保证劳动力供给, 保持劳动

力竞争优势,达到为经济增长提供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人口动力和源泉。能否把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口红利? 所谓的 ∀人口红利期 #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

发展将失去动力? 基于人口红利分析得出的人口生育政策建议是否科学? 是否存在着比增加人口

数量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和源泉?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均需作

深入的分析,以取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从而避免人口红利观念盲目扩大对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

误导。

2 人口红利理论

2. 1 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 联合国人口

基金在 ∃世界人口现状 ( 1998) %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

使用。Dav id E. B loom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 ∀ demog raphic

g 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 3
。此后, Dav id E. B 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

口红利,即 ∀ demograph 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4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转变过

程中产生的所谓人口红利做了不少研究, 但迄今为止, 关于所谓人口红利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 2007) %指出: ∀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

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

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 人口抚养负担轻, 人口生产

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

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5
。尽管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口

红利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认同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 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 二

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
6
。

2. 2 实现人口红利的条件

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 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也就是人口负担系数

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 ∀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

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这段时期被称为 ∀人口机会窗口 # ( Populat ion Opportun ityW indow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即是在潜在的人口红利期,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

经济增长提供机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

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 使得储蓄率较高, 如果资

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

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红利中所描述的 ∀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

轻 #、∀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 #,实际上指的是 ∀人口机会窗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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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转化为额外的经济成果, 从而获取真正的人口红利。

抓住人口窗口机会,充分实现人口红利,首先要具备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制度

支持。在劳动力的运行方面则有五个要素:第一, 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

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劳动年龄人口不能真正参与生产, 那么人口红利就难于兑

现,社会也将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严重超过经济总量需要的劳动人口规模反而会减少 ∀人口红

利 #,缩短 ∀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窗口期也有可能成为 ∀人口陷阱 #。因此, 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

红利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
2
。第二, 有效的劳动力配置制度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王丰、

安德鲁 &梅森认为人口转变只是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前提是政策制度支

持
7
。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保障。第三, 劳动力本身要有意愿参与劳动, 劳

动参与率应该保持在较高水平。第四, 人口红利的大小受劳动人口素质制约。较高的劳动力人口

素质,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口红利。第五, 人口红利还取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

赋。没有足够的资源作为支撑, 像土地、水源以及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动力的缺乏, ∀人口机

会窗口 #就不可能通过生产和服务过程转变为 ∀人口红利 #8
。

3 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3. 1 中国获取人口红利的条件

我国人口机会窗口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更好地转化为人口红利。就我国取得人口红利的条

件来看,受到了如下因素的制约:第一,巨大的就业压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

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实际上未能有效参与生产, 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

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 2010年 5月中国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 %报告指出,我国 15~ 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

2013年、2021年均达到 9. 26亿的双峰, 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 2400万, 按城市化率计算,农村转

移到城市的就业人口年均净增 1000万
9
。第二,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广

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同工不同

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

等,造成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未能对经济增长贡献人口红利。第三, 个人有参与劳动的意

愿,劳动参与率应该稳定在较高水平。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 相当一部分劳

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 这也是充分实现人口红利的限制性因素。第四, 我国人口素质偏低严重

制约了人口红利的实现。我国每年约有 20~ 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 各类不健康人群规模

巨大,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数相对较少,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亟待提高。第五, 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环境承载能力弱、资源相对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仍是

发展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红利的较好实现。

从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来看, 其 ∀人口机会窗口期#与 ∀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日本 ∀人口

机会窗口期 #落在 1965 ~ 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 1955~ 1973年,其时年均 GDP

增长率为 9. 22%。1973~ 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 GDP增长率为 2. 81%; 2001 ~

2002年竟连续两年为负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 - 0. 3%和 - 0. 5%
10
。韩国的 ∀人口机会窗口期#落

在 1987~ 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 1962~ 1991年, 其时年均 GDP增长率为 8. 48%,

1991~ 2000年则为 7. 18%
11
。另外, ∀四小龙 #所指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都是人口规模很小

的经济体, 1950年新加坡的人口为 240万、韩国人口为 3800万、香港人口 500万、台湾人口 1787

万。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口还不足北京市人口的 1 /3,台湾人口比北京市人口略多,韩国人口不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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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人口的一半。把这么小的区域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是没有说服力的
12
。

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人口机会窗口, 但人口红利的实现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因

此,我国人口机会窗口仅仅是给实现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可能的机遇, 人口机会窗口并不

等于人口红利。当然, 不具备机会窗口条件的人口也有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优势同样可以取得其

他形式的 ∀红利#。

3. 2 人口红利基本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

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考察

其两大基本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3. 2. 1 劳动力的数量、比例与经济增长

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综合性的, 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企业家才能

和制度等因素均对经济增长有影响, 只是在某些特定时期某些因素会起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究竟

是什么要素决定经济增长, 哪些要素起着根本性作用,要做具体分析。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增长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 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结果。蔡昉等人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

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红利,其中,人均 GDP增长率中有 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13
。根据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善同的研究, 改革以来的 1978~ 2003年间,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10. 6%, 而且分阶段看这种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由 1978~ 1985年的 12. 9%下降到 1990~ 2003年

的 4. 5%;远远低于资本贡献率 63%,技术进步等因素贡献率 26. 2%
14
。王文举等对 2002~ 2005年全

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结果为,资本贡献率 72. 44%,劳动贡献率 7. 79%,市场化改革贡献率14. 22% ,

技术进步贡献率 5. 55%
15
。这些研究均说明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率是比较低的。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 劳动指劳动力,劳动力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在 ∀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的时代, 劳动力质量对数量有很强的替代性, 而数量对质量的替代性较弱甚至根本没有。

另外,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 ∀里昂惕夫之谜 #16
,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一个国家最有比较

优势的生产资源应该出口, 最缺乏的生产资源应该进口。最典型案例是,历史上英法两国之间的国

际贸易中,英国出口的是工业品,从法国进口农产品;法国出口的是农产品,从英国进口工业品。但

里昂惕夫研究了美国的外贸结构后发现,资本实力最雄厚的美国,出口的反而是劳动密集型商品。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悖论,其实是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其他国家高 4倍左右,所以美国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 ∀里昂惕夫之谜#均说明了劳动

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3. 2. 2 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

总抚养比是指被抚养的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人口数量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比,表示一

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负担的轻重。根据 2007∃中国统计年鉴 %统计数据, 2006年, 全国总抚养比低的

吉林省 ( 27. 2% ), 其劳动年龄组人数比例高、老年和儿童人数比例低,但经济发展水平仅处于全国

中游地位,人均 GDP为全国第十三位,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与吉林的情况十分相似。然而, 经济

发展较快的广东省,人均 GDP为全国第六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 但总抚养比居

全国中游,劳动年龄组人数比例相对低、老年和儿童人数比例高, 2003年曾为全国最高 ( 52. 9% ),

江苏也类似。日本低抚养比与 ∀经济高速增长期 #也不一致。从日本的抚养比和经济增长率比较来

看, 1960~ 1970年日本的年均 GDP增长率为 9. 4%, 总抚养比平均为 49. 1% ; 1970~ 1980年日本的

年均 GDP增长率为 4. 5% , 总抚养比均值为 47. 1% ; 1990~ 2000年日本的年均 GDP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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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抚养比均值为 49%。20世纪 70年代的抚养比略低于 60年代的抚养比,但是经济增长率却

下降了一半以上; 90年代的抚养比与 60年代相当,但是经济却陷于停滞
17
。以上数据在一定程度

上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呈弱相关性和弱

因果性
10
。不可否认, 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发展, 但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受到了各种

条件的制约。通过对人口红利两大基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考察,得出它们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4 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和源泉

立足于我国 ∀人口总量过多、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承受沉重压力 #的基本国情,并着眼于未来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人口方面, 与增加人口数量相比, 当前及今后一

段时期内,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开发各年龄层次的人力资源、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则是我国经

济增长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的人口动力和源泉。

4. 1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口素质偏低。多年来国家在加强教育方面

投入了很大力量,中国人口素质已有显著的提高。现在中国每 10万人受教育的人数已超过了印度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从事开发和研究的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仍很低, 每千人中只有 0. 5个,与日

本的 5. 1个相比, 差距很大。当然,作为 13亿人口的大国, 人力结构性差别将会存在,但与许多其

他国家相比,这个比例仍然有待大幅度提高。在建设知识型、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时, 这种需求显

得更加强烈。从世界各经济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经验看,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要快于经

济追赶速度,从 19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资料来看,两类地区相比,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超前量约

为 20~ 25个百分点。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大幅度提高,各地区死亡率均在 5∋ ~ 7∋之间,相差

不大,但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却相去较远, 高素质人才的分布更不均衡,人才结构也与实际需求有一

定差距,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部分大学生就业难和部分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并存的现象就是一个例

证
18
。因此,我们要树立人才资源第一的观念,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

环节,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二是提高全民健康素

养;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 四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投入,提高全国受教育水平;五是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

4. 2 充分开发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源

有了高素质人力资源还不够,必须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使广大劳动年龄人口都能对我国经济发

展贡献力量。第一,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网络化、体系化和法制

化,在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同时,有效保障劳动力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的就业环

境,促进劳动力通过市场实现就业。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努力促进就业。第三, 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

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

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 1. 5~ 1. 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

长 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 20年将有 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
5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

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4. 3 实行积极老龄化战略,努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普遍的趋势。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众多老年人口闲置造成劳动

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资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老化, 老年人赡养系数增加, 总供养系数上升,

国家用于老年人的支出增多,有储蓄能力的人口及储蓄额减少等不利影响。 2002年 4月在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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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就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积极老龄化战略 ( ( ( ∃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

动计划 %,其主要精神有两点:一是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同时还

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二是倡导老年人自身要以积极的、健康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积极老龄化是

老龄观的一个革命性变革
19
, 它把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利重新还给老年人。这就使得老龄化对社会

经济的压力转变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积极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尤其是城镇知识型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才的社会作用, 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与增长和解

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是要树立 ∀积极老龄化 #观念,积极营造有利

的社会舆论环境;二是建立健全政策法规; 三是条件成熟时,尝试推行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

退休年龄;四是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

4. 4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 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和世界、中国与其

他国家的双赢。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动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有效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

有效配置。随着未来经济发展, 我国在引进高技术企业和人才的同时, 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

企业也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会改善中国劳动力结构。

5 认清人口形势,避免人口红利的观点误导我国人口政策

我国人口总量的压力依然长期存在。即使稳定在低生育水平,中国劳动力数量到 21世纪 30~

50年代仍将保持在 8亿至 10亿之间,每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也将保持在 1300万至 1600万之间
18
。

我国总人口将在 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 15亿人,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庞大, 15~ 64岁的劳动

年龄人口在 2016年将达到峰值 10. 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5
。 2008年 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9. 55亿, ∀十二五#期间将净增 2449万
9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

劳动力,但是考虑到素质、技能等因素,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还将长期存在。人口总量过多、资源缺

乏、生态环境承受严重压力仍是我国发展的主要障碍。

鉴于以上分析,对我国人口红利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决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口红利期的关闭就阻

碍了经济发展,从而忘记了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这个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我国新

时期人口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 推进制度创新, 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

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 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 实现人口大国

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5
。不断完善人口政策

的实施,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因时、因地调整、出台适当的措施,使之更加适应建设国家发

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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