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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静止人口与
潜在人口红利测算方法研究

何 练，麻彦春

（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摘 要】本文提出一种测算人口红利的新方法，即利用相对静止人口代替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测算潜

在人口红利，进而为估算人口红利奠定基础。首先，从统计学角度将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人口状

态定义为相对静止人口状态。其次，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其人口特征与静止人口相似，包括

自然增长率接近零、性别结构相对固定、人口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等，尤其是适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比重

在66%的水平上。最后，以这一稳定人口年龄结构为参照系，可以测算不同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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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通常被人口经济学

家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对应地，由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的增量经济价值，即为“人口红

利”。中国的人口红利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重要又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原因是学术界对人口红

利的测算至今缺乏一种有效的量化分析方法，以致与之紧密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也悬而未

决。例如，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代？中国是否有效把握住人口机会窗

口期而获得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预计在什么时候关闭？蔡昉指出，传统意义

上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工资普遍上涨等现象

的出现，标志着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1］但这些重要观点由于缺乏人口红利这一直接证据，导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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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类似现象的判断产生巨大分歧。可见，解决人口红利测算方法的问题，对于合理解释由人口引

起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测算人口红利的难点之一是参照系的选择。原因是，缺少参照系的人口红利模型通常难以得到

广泛的认同；但过于理论化的参照系又会导致人口红利的测算结果失去参考价值。作为测算人口红

利的基础，本文建立的潜在人口红利测算模型首先尝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参照系问题，即既符合现

实又可作参照标准的相对静止人口。为此重点研究了相对静止人口的若干特征，并与静止人口进行

了比较。其次，在确立相对静止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参照系的基础上，建立潜在人口红利的测算公

式，能够估算由人口年龄结构或人均产出变动或二者同时变动而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最后利用算

式对相对静止人口样本国家进行相互印证。

二、文献研究

如上文所述，参照系的选择对于测算人口红利至关重要。本文提出相对静止人口的概念实际上

是为了确立一个既有可比度又贴近现实的参照系。如果按照有无参照系划分，关于人口红利的文献

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的人口红利研究；另一类则是通过其他经

济指标间接研究人口红利。总的来说，无论是否引入参照系，都能得到一些受启发的重要结论，但同

时也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1. 以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的人口红利研究

以往测算人口红利的算法主要采用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

获得的人口红利。首先，选择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是基于稳定人口理论。稳定人口是总人数每年按

固定比例增加（或减少）的人口。查瑞传指出，在一个不存在对外迁移的封闭人口中，形成稳定人口

的必要条件有三个：各年龄死亡率长期固定不变，每年出生率也固定不变，而且新生婴儿中的男女比

例固定不变，长期发展下去便形成稳定人口。［2］其次，稳定人口分为三种情况：自然增长率为固定正

值从而总人口单调递增、自然增长率为固定负值从而总人口单调递减以及自然增长率为零从而总人

口保持不变。［3］当自然增长率为零时，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相抵，稳定人口就

演变成静止人口。［2］再次，将静止人口锁定为参照系，可以测算出理论人口红利。但这种方法会存在

以下问题：

（1）静止人口考察的是理论人口红利。静止人口是经过数学模型推算出来的一种理想状态，因

而利用静止人口测算出来的人口红利仅仅是理论人口红利。这个理论值在实际经济分析中的参考

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在现实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实现静止人口这种状态，也就意味着，

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存在理论人口红利。那么，在这个测算出来的理论值当中，理论部分与现实部分

之间的差距是多少，是难以把握的。

（2）静止人口的选择缺乏依据。由于静止人口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在一些横向比较的文献当

中，就会碰到静止人口的选择问题，即选择哪个国家或什么样的生命表人口近似看作静止人口。陈

友华将抚养比低于或高于标准人口抚养比的5%视作“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期。关于静止人口

的确定，他选择表征世界平均水平的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参照系，进而比较法国、日本和中国的人口

红利和人口负债情况。［4］但为什么确定5%这一指标，为什么选择瑞典而非其他国家缺乏必要的证据

支持，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关于参照系本身的研究，目前仅有少数文献做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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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照系的确存在较大分歧，大部分学者选择另辟蹊径，在参照系缺失的背景下，对人口红利

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2. 无参照系的人口红利间接效应研究

放弃参照系意味着不考察人口红利并假设人口红利存在。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多数学者将目光

集中在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即选择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入手，通过有关经济变量的

变化解释人口红利。例如比较经典的是，Bloom等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不亚

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其生产性较强，储蓄率也较高，形成人口红

利。［5］他们尝试以此揭示“东亚奇迹”之谜，虽然其实证分析没有获得多大的支持，但为人口红利的研

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利用实证分析验证人口红利与经济变量关系的研究不在少数。尹银和周俊山

就尝试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结合多省份动态面板数据，证明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

素之一。［6］在这类文献研究当中，经常出现两个严重的错误：

（1）将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

老年的抚养负担相对较轻，从而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对

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7］但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正如刘元春等强调的，人口机会

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人口机会窗口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

件。［8］如果仅凭实际人口结构与静止人口的比较结果，就武断地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处于人口红利或

人口负债时代，是完全错误的。

（2）将潜在人口红利等同于人口红利。在大多数测算人口红利的算法中，有学者采用理论抚养

比，即15~6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考察人口红利。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测算出来

的仅仅是潜在人口红利。正如穆光宗指出，测算人口红利的指标应该是实际抚养比，即不在业人口

与在业人口之比。［9］只有考察了一个国家在人口机会窗口时期是否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相对富裕的劳

动力资源，才能做出其获得了人口红利的判断。

有关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国内外学者做了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但多数文献对人口红利的研

究仍然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严谨的测算结果。由于缺乏建立在参照系基础上的

严谨的推导和充分的证据支持，所以这类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往往也存在较大分歧。

3. 无参照系的人口红利间接效应研究——人口老龄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凸显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人口红利测算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逐渐显

现出来，那就是人口质量。不少文献指出，人口老龄化之后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质量的

提高带来的。例如，Lee和Mason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使得消费支出

逐步减少，另一方面使得储蓄率增加，从而转化为社会财富。同时劳动人口的减少使得人均资本得

以提高，进入第二次人口红利期。［10］蔡昉进一步指出，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手段是延长退休年龄，但需

要保证经济增长才能维持充足的劳动力需求。这就要求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维持人力资源比较

优势，促进中国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顺利过渡到第二次人口红利。［11］梁颖和陈佳鹏指出，日本的经验表

明，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下，人力资本的极大提高为日本经济的低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12］

因此，这类文献给出了一个重要启示：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对人口红利产生重要影响，这意

味着人口红利不仅受到反映数量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反映质量的人均产出的影

响。因此，人口红利公式必须包含上述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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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纯粹抽象的人口红利模型研究

这类研究既撇开参照系，又抛弃人口数据，尝试通过构建复杂且抽象的人口红利模型得出一些

结论。笔者认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再完美的数学证明也必须经过实证的检验。另一方面，任

何企图将所有经济因素都纳入考察范围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一个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大多只会带

来不稳定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因此，合理的假设、简约的论证及数据的验证是得出令人信服的

结论的关键。

综上所述，部分缺少参照系的文献虽然得到一些重要结论，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而受到质疑，包

括人口红利这一前提。为了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引入参照系是必需的，但这一参照系需

要重新确立，以克服静止人口因过于理论化而失去实际参考价值的缺陷。与此同时，一个合理的人

口红利算法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结合人口数据基本面，二是包含反映人口数量和人口

质量的因素。

三、研究方法

学术界寻找参照系的探索并没有停止。首先，从世界人口发展历程看来，不难发现，有部分国

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总人口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变化并不大，其特征比较接近于自然增长率为零的稳定人口状态，

可谓处于一种“相对静止人口”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筛选出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样本

国家。

其次，相对静止人口能否取代静止人口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参照系，还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比

较研究。一方面，比较二者在出生率、死亡率及男女比例等有关特性方面的趋同性，从而判断二者的

相互替代性；另一方面，在上述条件满足的前提下，重点考察相对静止人口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从

而为研究潜在人口红利奠定基础。

再次，建立潜在人口红利模型。该模型以相对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综合考察人口数量和质量

变化两方面，进而测算潜在人口红利。

最后，利用该模型算法，逆向考察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一方面需要

验证相对静止人口的特性，另一方面则需要证明其潜在人口红利很小。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源自世界银行集团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选取总人口、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女性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

标进行统计分析，覆盖范围包括251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最长达到52年。

四、相对静止人口及其特性

1. 相对静止人口判断指标——总人口变异系数

倘若一个国家总人口在较长时期内的变动相对较小，那么我们认为其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

我们通过考察1960~2011年251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的变异系数，从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样本。考

察变异系数的公式如下：

μ= 1
N∑

i=1

N

x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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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1
N∑

i=1

N

( )xi - μ
2

（2）

cν= σ
μ × 100% （3）

其中，N 为样本数量；xi 为第 i 个样本值；μ 为总体样本平均值；σ 为总体样本标准差；cν 为变

异系数。计算结果显示，在扣除无相关数据后的24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0个样本（约占总体样本数

量的4%）的变异系数小于5%，表明这些样本国家各年度的总人口与其总人口平均值之间的距离（差

异）的整体平均值，在总人口平均值中所占的比例均不到5%，反映了1960~2011年，各年份总人口数

据的离散程度很小。也就是说，这 10个国家总人口的变化幅度是很小的，总人口数量保持相对稳

定。同时，变异系数小于10%的国家和地区有43个，约占总体样本数量的17%（见表1）。

表1 43个国家和地区变异系数（%）

国家代码

Code
HUN
CZE
DEU
HRV
GBR
BEL
ITA
AUT
DNK
GRD
DMA

变异系数

cν

2.2742
2.5182
3.2793
3.4274
4.1299
4.2559
4.4635
4.6717
4.8295
4.8355
5.0806

国家代码

Code
UKR
BRB
BGR
FIN
EUU
LVA
SWE
RUS
BLR
ROU
EMU

变异系数

cν

5.2321
5.3215
5.3942
5.6095
5.7254
6.0044
6.0219
6.0384
6.1100
6.4478
6.4817

国家代码

Code
EST
PRT
GUY
GEO
LTU
SVN
KNA
BIH
POL
ECS
URY

变异系数

cν

6.7007
6.7470
7.0408
7.3408
7.4374
7.6579
7.7289
8.0099
8.0914
8.1383
8.1774

国家代码

Code
NOR
SVK
FRA
VCT
MNE
JPN
CHE
BMU
CHI
GRC

变异系数

cν

8.3500
8.3854
8.9225
9.0881
9.1777
9.5744
9.5853
9.6413
9.6783
9.8969

我们认为，这43个国家和地区比较接近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下面以这些样本为研究对象，分

别考察相对静止人口与性别结构、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

2. 相对静止人口与性别结构

女性人口比重是人口增长趋势的重要先行性指标之一。当一个国家人口趋于静止时，其男女比

例也将趋于稳定不变。不仅如此，女性人口更替数量趋于固定不变，出生女婴人数等于死亡女性人

数，从而保证总人口更替比例不变。这一结论得到上述43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的印证。扣除无

相关数据的国家和地区，38个样本女性人口比重的变异系数非常小，整体均值只有0.81，表明接近相

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各样本，52年来女性人口比重的变化甚微（见表2）。

然而，女性人口的比重却不能揭示人口变动的趋势。38个样本女性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

平均值为51.72%，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51.37，52.08）。在所有208个样本当中，落在这

一置信区间的有26个样本，其中只有13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同理，总人口变异系数

小于5%的9个国家，其女性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51.55%，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

间是（51.14，51.96）。而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31个样本中，只有5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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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16个小于10%。不仅如此，208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与其女性人口比重均值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0.53，表明二者的线性相关性较小（见图1）。

表2 38个国家和地区女性人口比重（%）

代码

Code
HUN
DEU
HRV
GBR
BEL
ITA
AUT
DNK
GRD
UKR
BRB
BGR
FIN

总人口

cν

2.2742
3.2793
3.4274
4.1299
4.2559
4.4635
4.6717
4.8295
4.8355
5.2321
5.3215
5.3942
5.6095

女性比重

cν

0.7446
1.4628
0.3594
0.3994
0.2019
0.2277
1.3119
0.2455
2.1694
1.0598
2.6899
1.1835
0.5336

代码

Code
EUU
LVA
SWE
RUS
BLR
EMU
EST
PRT
GUY
GEO
LTU
SVN
BIH

总人口

cν

5.7254
6.0044
6.0219
6.0384
6.1100
6.4817
6.7007
6.7470
7.0408
7.3408
7.4374
7.6579
8.0099

女性比重

cν

0.3503
0.9541
0.4275
1.1700
0.9496
0.5077
1.4150
0.5538
0.6572
0.4957
0.6056
0.6026
0.9582

代码

Code
POL
ECS
URY
NOR
SVK
FRA
VCT
MNE
JPN
CHE
CHI
GRC

总人口

cν

8.0914
8.1383
8.1774
8.3500
8.3854
8.9225
9.0881
9.1777
9.5744
9.5853
9.6783
9.8969

女性比重

cν

0.4824
0.5627
1.2500
0.3409
0.6349
0.2525
2.7153
0.9404
0.2556
0.2905
0.2710
0.5234

可见，女性人口比重相对稳

定仅是总人口相对静止的必要条

件。当一个国家总人口处于相对

静止状态时，其女性人口比重相

对稳定。但倘若后者变化很小

时，却不能保证该国家总人口变

化不大。

3. 相对静止人口与自然增长率

按照稳定人口理论，当一个

国家的总人口保持静止时，其自然增长率为零。如此类推，若总人口保持相对静止时，其自然增长率

接近为零。通过考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推论成立。

38个样本 1980~2010年自然增长率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 2.66‰，除个别国家外，整体处于较低

水平。其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9个国家，其自然增长率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仅有1.94‰。

但值得说明的几点是：第一，自然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变化较大，原因可能是正负相抵而使平均值

接近零，导致各年份自然增长率与平均值之间的差异较大。第二，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均维持在一

个较高水平。粗出生率较高的原因可能是二战后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给人类的繁育生息创造了

有利条件。同时，粗死亡率也较高可能是资源和自然承载能力短期内的相对不足导致的。但除个别

国家外，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均比较接近，这与通常认为的“当生育水平处于死亡水平时，人口稳定

下来保持不变”［3］相吻合。第三，粗出生率的变动相对较大而粗死亡率的变动则相对较小。粗出生

图1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女性人口比重均值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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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变动较大可能是周期性的经济

波动影响到生养育成本，导致粗

出生率变化较大，从而使自然增

长率也起伏较大。而变动较小的

粗死亡率，尤其是变异系数小于

5%，可看作是基本服从人口更替

的自然规律。

反过来，自然增长率的低速

增长能否保证人口的相对稳定？

答案是肯定的。在自然增长率均值小于5‰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样本

有31个，占比79.49%。与此同时，考察211个国家和地区自然增长率均值与总人口变异系数之间的

相关性后发现，其相关系数为0.89，表明二者之间以较高的概率存在线性关系。经过线性回归分析，

得到以下结论：

NG.μ=0.6417 ×TP.cν-0.3339

R2 = 0.7985 （4）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80，反映整体模型显著，表明总人口变异系数（TP.cν）与自然增长率均

值（NG.μ）之间存在较强的同方向变动关系（见图2）。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相对静止人口与低速自然增长率互为充要条件。一个自然增长率

保持接近于零的国家，其总人口更容易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状态。

4. 相对静止人口与年龄结构

表3 31个国家和地区15~64年龄段人口比重（%）

代码

Code
HUN
DEU
HRV
GBR
BEL
ITA
AUT
DNK
UKR
BGR
FIN
EUU
LVA
SWE
RUS
BLR

总人口

cν
2.2742
3.2793
3.4274
4.1299
4.2559
4.4635
4.6717
4.8295
5.2321
5.3942
5.6095
5.7254
6.0044
6.0219
6.0384
6.1100

15~64岁

比重 μ

66.9973
66.5380
67.3882
64.6826
65.2845
66.1077
65.6028
65.6822
67.0639
67.3900
66.6099
65.6696
66.9018
64.8450
67.5584
65.9146

15~64岁

比重 cν

1.8477
3.1430
1.1989
1.7322
2.0412
2.5610
3.6616
1.8200
2.1859
1.2904
1.9294
2.2706
1.2743
1.2879
3.7440
4.5855

代码

Code
EMU
EST
PRT
GEO
LTU
SVN
POL
ECS
URY
NOR
FRA
JPN
CHE
CHI
GRC

总人口

cν
6.4817
6.7007
6.7470
7.3408
7.4374
7.6579
8.0914
8.1383
8.1774
8.3500
8.9225
9.5744
9.5853
9.6783
9.8969

15~64岁

比重 μ

65.6319
66.5021
64.6315
64.5614
65.6783
67.4195
66.0496
65.2194
62.8943
64.1005
64.1594
67.6968
66.8245
67.2636
65.9558

15~64岁

比重 cν

2.6641
1.0653
3.6100
3.8585
2.7753
3.0546
4.4647
2.7178
0.8430
1.9332
2.2919
2.4106
1.9609
2.6833
2.3249

图2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自然增长率均值线性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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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死亡率、新生婴儿性别比例均固定不变所形成的稳定人口，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各年龄人

口都在以相同的比率增加、减少或不变，因而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保持不变。于是，我们可以做出如下

推断：当人口保持相对静止时，各年龄段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也应变化不大，人口年龄结构保持

相对稳定。根据国际惯例，我们选取15~64年龄段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考察对象，研究

各样本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见表3）。

观察表3发现，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31个国家和地区样本，其15~64年龄段人口占比的

变异系数也很小（表3第四、八列），变异系数的整体平均值为2.43%。其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
的8个样本，其变异系数的整体平均值只有2.25%。这证明上述推断成立。

另一方面，31个样本15~64年龄段人口比重52年均值（表3第三、七列）的整体平均值为65.96%，

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52，66.40）。在有统计数据的101个样本中，落在这一置信区间

的有11个样本，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有9个。同理，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8个国家，其

整体平均值为66.04%，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28，66.79）。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17个样

本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有5个，小于10%的有12个。

进一步，我们集中考察这101个样本，其15~64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与总人口变异系数之间以较

高的概率存在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0.94，表明二者呈反方向变动的关系。经过线性回归分析，得

到以下结论：

AS.μ= -0.3828 ×TP.cν+68.4088

R2 = 0.8757 （5）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8，反映整体模型显著，表明15~64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AS.μ）与总人

口变异系数（TP.cν）之间存在较强的反方向变动关系（见图3）。

综上可得：相对静止人口与相

对稳定年龄结构互为充要条件。一

个总人口保持相对静止的国家，其

年龄结构也相对稳定。同时，值得

强调的是，15~64年龄段通常被视

为适龄劳动年龄段，是区分抚养人

口和劳动人口的重要指标。通过

考察适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

变动情况，可以为进一步考察潜在

人口红利奠定基础。

五、潜在人口红利

如上文所述，潜在人口红利形成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在非静止人口状态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

动引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使得潜在经济产出增加，形成潜在人口红利。

首先，确立相对静止人口参照系。经过上面分析，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8个国家样本，其

15~64年龄段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66.04%，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28，

66.79）。在这一区间内的年龄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又因为相对稳定人口年龄结构与

图3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15~64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线性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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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静止人口互为充要条件，所以我们将这一整体平均值及其置信区间界定为相对静止人口参照

系。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任一国家和地区适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判断劳动

力资源的禀赋程度。

其次，影响潜在人口红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均经济产出。随着教育等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

的加大，人口素质得到逐步提高，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也在不断增加，使得衡量人均经济产出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因此，即便同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有着相同的人口机会①，其测算出

来的潜在人口红利也不相等。

归纳起来，一个国家某一年份的潜在人口红利的公式可表示为：

潜在人口红利= ( )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相对静止人口参照系 ×总人口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

其中，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用15~64年龄段人口实际比重表示。

六、算法检验

根据公式（6），我们逆向考察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样本国家。结合上文分析，处于相对静止

人口状态的样本国家，其潜在人口红利也应该很小。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潜在人口红利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所占的比重加以判断（见表4）：

α= 潜在人口红利
国内生产总值

× 100% （7）

表4 潜在人口红利在GDP中的比重（%）

代码

Code
POL
SVK
ECA
CZE
DEU
SVN
JPN

总人口

cν

0.5346
0.7189
0.8948
0.9176
1.0003
1.0221
1.1342

潜在红利占GDP
比重区间下限

α .DN. μ
2.8743
3.4276
2.1142
3.8404
2.0694
4.0679
2.0406

潜在红利占GDP
比重区间上限

α .UP. μ
1.9994
2.5527
0.5369
2.9651
1.1944
3.1935
1.1659

代码

Code
HUN
MDA
BRB
ECS
RUS
EUU

总人口

cν

1.3412
1.4146
1.6752
1.6883
1.8018
1.9597

潜在红利占GDP
比重区间下限

α .DN. μ
2.5203
1.8428
2.2694
1.3603
3.7694
1.5412

潜在红利占GDP
比重区间上限

α .UP. μ
1.6447
0.9679
1.3944
0.4858
2.8963
0.6691

表4反映的是1990~2011年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2%（表4第二、六列）的13个国家，其相对静止

人口的置信区间上限 65.28和下限 66.79，分别对应的潜在人口红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表4第三、四、七、八列）。比重越小，说明潜在人口红利也越小。不难发现，13个国家的潜在人口红

利都很小。相反，总人口变异系数大于10%的89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潜在人口红利或负债，以置信

区间上限（α.UP.μ%）有关数据为例（见图4）。

值得指出的是，部分总人口波动较大的国家，其潜在人口红利却很少。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考

① 人口机会指用相对静止人口作参照系计算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与实际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之间形成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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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期内，这些国家正在

经历从潜在人口负债

向潜在人口红利转变

的阶段，因此正负相抵

后所得到的比重均值便

较小（见图5）。

因 此 可 以 得 到 以

下结论：处于相对静止

人口状态的国家，其潜

在人口红利相对较小。

七、总结

利 用 变 异 系 数 确

定的相对静止人口，其

特性与静止人口具有

高度相似性，包括了自

然增长率接近于零、性

别结构相对固定、人口

年龄结构相对稳定且

趋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等等。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对静止人口代替静止人口测算潜在人口红利是可行的。测算结果显示，

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和地区，其潜在人口红利也很小。这进一步证明，相对静止人口作为

参照系是有效的，可以衡量非稳定人口国家和地区的潜在人口红利，尤其是测算中国的潜在人口红

利。借此参照系，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的贡献。

通过测算潜在人口红利，能够为进一步研究人口红利打下基础。潜在人口红利是人口红利的最

大值，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就业。我们可以引入有效反映就业状况的相关指标，进而从潜在人口红

利过渡到人口红利的研究。与此同时，通过测算潜在人口红利，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客观地看待人口

红利，既不会否定其存在，也不会过分夸大其作用。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的确会引起劳动力

供给的相对充足和抚养压力的减轻，潜在人口红利的增加有助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测算这种直

接效应对我们研究间接效应有重要指导作用。无论人口机会窗口怎样有利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从

而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都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是，间接效应不会超过直接效应，否则人口

超生的激励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研究人口机会窗口对投资、消费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不能过

分夸大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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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elative Stationary Population and
Potential Demographic Dividend Calculation

HE Lian，MA Yan-chun
（Zhuhai College，Jilin University，Zhuhai Guangdong，519041，China）

Abstract：Relative stationary population refers to the populations of some countries remain relatively sta⁃
tionary in real world. Comparing with other countries，the populations of this type of countries change only a
few. Their characteristics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stationary population，including natural growth rate ap⁃
proaches to 0，sex and age structure remains stable，and so on. Especially，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ages 15 to 64 approaches to 66%. As this age structure is set to be a frame of reference，the potential demo⁃
graphic dividend of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 calculated precisely. Empirical analysis also proves that，it is
workable to use relative stationary population instead of standard population in calculating potential demo⁃
graphic dividend.
Key Words：Relative Stationary Population，Potential Demographic Dividend，Stationary Population，Demo⁃
graphic Divid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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