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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严重少子化的现实背后，是不断走低
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
子女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
率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本报采访发现，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基本
上是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可的。按照中国人口
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每
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
代人就萎缩60%。

听起来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状况并非不可
以改变。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
就努力多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儿
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首
先在中国，传统“重数量，轻结构”的人口观念还
没有改变，生育政策还只调整到单独二孩，全面
二孩政策虽然已经在加快推进，但至今没有看
到实质行动。

其次，即使政策改变，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
的，政策一旦放开，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国社
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参与2006—2010年江苏
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
发现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终只有30%左右的
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产有其特有的惯性，要人为改变它
非常难。一个普遍现象是，把生育率降下来不
容易，把已经降下来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

不容易。日本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
开始重视鼓励生育，不仅在内阁设立了少子化
担当大臣来专门应对少子化危机，还采取了多
种奖励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终不佳。韩国
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儿童节打出公益广告，
“你能给孩子最棒的儿童节礼物是弟弟妹妹”。

广告再温情，也抵不住部分群体生育意愿
低下的冷淡。在中国城市，人们已经把一孩当
成正常的默认状态，往往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
去生育第二个孩子。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除
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镇化和推迟生育也是
压低总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中
国人民大学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
表明，养育成本过高、女性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
都影响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生育推迟
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伴生物。这两者都非人力可
以改变。可以改变的是生育政策、养育方式以
及整个社会对生育的观念。在严重少子化、超
低生育率的今天，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已十
分必要。而从建设健康的生育文化、归正扭曲
的生育观入手，着力构建一个孩子友好型的社
会也已经非常急迫。

分辨哪些是不能改变的而接受它，哪些是
能够改变的而勇敢去改变，这是一种智慧。拥
有这种智慧就能造福后代。（据第一财经日报）

五六年前，江苏
徐州某乡镇幼儿园
一个班能收三四十
个孩子，现在大班只
有三十个左右，中班
只有二十多个，小班
连十个都不到。即
使考虑到人口流动
的因素，这样幅度的
减少依然异常。

“这几年明显感
觉入园的孩子越来
越少。现在是中班
的孩子比大班的少，
小班的孩子比中班
的少。不光我们一
家幼儿园，镇里其他
幼儿园都是这个情
况。”上述幼儿园园
长王女士告诉记者。

王园长所说的
幼儿园孩子数量的
递减只是全国少儿
人口逐步减少的一
个缩影。过去几十
年来，中国的少儿人
口从数量到占总人
口的比重都在持续
下降。在公众不察
觉间，中国早已进入
少子化时代。

少子化拉响警报：

中国人口或自2017年迅速下降

少子化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最直
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来越
少。3年前，日本人口学者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
们制作了一个“儿童人口钟”发布在
互联网上，以倒计时方式提醒公众日
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儿童”还有多长
时间。根据他们的预测，到3011年5
月，日本将没有儿童。

日本人很认真地在敲响警钟，但
许多中国人也许只会认为这是危言
耸听——1000年还远着呢！中国可
没有这个危险，咱们人多啊，13亿多
人，世界第一呢！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
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
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
前日本的少儿人口比重约为13%，处
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
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
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
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更加触目
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
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
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
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
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
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
1.75亿，而 2000年后人口只有 1.46
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
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
外，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
孩子在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
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
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
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
到四五百万不等。

从招生情况看，小学招生人数从
1997年的 2500万减少至 2014年的
1658万，初中招生人数也从最高峰时
每年招生2263万人，下降至去年的
1448万人。

根据六普数据的推算可以看出，
未来问题会远比现在更严重。在未
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
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
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比“超少
子化”水平还要低一大截。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很
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能永
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如此
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性。虽然
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
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远少于死亡人
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
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
增长的一个先兆。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
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
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
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
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
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
迅速下降。而《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学者普
遍认为，中国人口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
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
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断，中国
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
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说到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后果，日本是个最

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在2005年
就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
出现长达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学术界
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高龄化、少
子化正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
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创新能力和经
济活力都会大大下降。

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力。
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
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年
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净减少。随着劳动
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的缴纳者数量减少，
而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却在增加，养老压力将会
空前巨大。同时，劳动力减少也将倒逼经济结
构转型，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产
生影响。

人口学者梁建章、黄文政撰文表示，少子
化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
长期的负面影响。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与需
求同步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动，匹配效率
下降，最终导致人均GDP的相对下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教授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后认为，低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是中
国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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