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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变动关系 的

量化分析

周长洪

【 内容摘要 】 自 2 0 世纪 7 0 年代开始 ，
世界各 国 人 口 生育 率 不 管存在怎样 的 差 异 ，

一 个共 同趋 势

是不 断下 降 ，今后这一 趋势还会继 续 ， 并在本世纪末共 同 趋 向 更替水平 。 与 此对应 的是 ，
世界上大 多

数 国 家都在经 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 。 横 向看 ，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 的 国 家
，
生 育 率越低 ，假设

用 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 Ｉ 代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总和生育率 ＴＦＲ 代表人 口 生 育水平 ，根据 1 0 9 个人 口超

过 5 0 0 万 国 家 的 2 0 Ｈ） 年数据进行 曲 线拟合计算 ，结果 显示 ＨＤＩ 与 ＴＦＲ 数值之 间存在高度显著 的 反 向

变 动关 系 ：

一 国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 ，该 国 人 口 生育 率越低 ；
当 经 济社会发展到 一定水平 ，就会 出 现

稳定的低生 育 率 。 经济社会发展促使人 口 生 育 率 下 降 ，这一实证 量化分析 的结果可 以在 事理上用 经

济社会发展 中 一 系 列 相 互作 用 的 因 素加 以 解释 。

【 关键词 】 经济社会发展 ；低生 育 率 ；人类发展指数 ； 总和 生育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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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已有 4 0 多年
，
特别是 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初成为基本国策后 ，计划生育受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 为了推动生育控制 ，
媒体宣传几乎都指向 同 一方向 ， 那就是如果不严格控制生

育 ， 中国人 口数量将超 出 国家难以承受的地步 ，带来严重的经济 、社会 、生态 、环境困难 ，尽管这里包含

一定合理成分 ，
但也导致

一

种不 当的社会思维定势 ，那就是在生育上如不严加控制 ，就无法达到和稳

定低生育水平 ，离开生育控制低生育水平难以实现 。 这一认识几乎
一

直存在于我 国人口 和计划生育

领域 ， 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相当市场 。 生育率下降是否非要通过人为控制不可 ？ 没有人为控制生育率

就不能下降到低生育水平吗 ？ 我国 目前人 口 自然生育率是多少 ？ 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方面的效用

如何 ？ 现行生育政策的放松会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吗？ 这些问题仍有明确 回答的必要 。

本文根据国际人 口生育率下降的经验 ， 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口生育率变动情况 ，探讨

回答这些问题 。 首先 ，从实证量化关系角度 ，揭示在 自然状态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存在

的逆向变动关系 ：经济社会越发展 ，人 口 生育率越低 ，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出现稳定的低生育水平 。

其次 ，在事理上阐释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理解了经济社会发展

决定人 口低生育这
一人口学基本规律 ， Ｘｔ上述问题的回答也就顺理成章和迎刃而解 了 。

1 世界人 口生育率变动趋势

二战结束后 ，世界进入
一

个相对和平时期 。 这期间 ，信息 、航天 、生物和新材料等现代科学技术迅

猛发展 ，世界经济进人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人类生产方式再一次发生深刻变革 。 以信息产业为代表

的新型服务业逢勃发展 ，
人们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世界人 口进人前所未

有的快速增长期 ：
1 9 5 9 年世界人 口 为 3 0 亿

，到了
1 9 9 9 年达到 6 0 亿 ，

4 0 年间世界人 口 翻了
1 倍。 到新

世纪初的 2 0 1 1 年底 ，世界人 口又突破 7 0 亿
，
而根据预测 ，世界人 口增长趋势非常可能延续到本世纪

末 ，届时可能突破 1 0 0 亿大关。

2 0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世界人 口快速增长 ，使人们很容易误解是生育率升高或高生育率保持不变

的结果 ，但情况并非如此 。 根据联合国人 口司数据 （ ＵＮ ，
2 0 1 2

） ，从 1 9 5 0 年代开始世界人 口 出生率和

生育水平一直呈下降趋势 ，且下降幅度相当大 ：人 口 出生率由 1 9 5 0 年代初的 3 7％。
，

一路下降到 2 0 1 0

年的不足 2 0知
，下降幅度接近 5 0％ （见图 1

） ；世界人 口总和生育率 ＴＦＲ 从 2 0 世纪 5 0 
￣

 7 0 年代的 5 下

降到 2 0 1 0 年的 2 ．  5
， 降幅达

一

半 。 这期间 ，发达国家生育率由 2 ． 8 下降到 1 ． 6
；发展 中国家 由 6 ． 2 下降

到 2 ．  7
；最不发达 国家生育率在 1 9 9 0 年以前多数年份超过 6 ．

 5
 ，但随后也开始下降 ，

2 0 1 0 年降到 4
．
 5

（见图 2
）
？

。

分国家看 ，
2 0 世纪 5 0 － 6 0 年代 ，世界上 ＴＦＲ 达到和超过 4 的 国家个数约 占 3 ／ 4

，其中达到和超过

6 的国家个数约 占
一半 ，而 ＴＦＲ 接近和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的国家个数仅 占 1 5 ％ 。 但从 2 0 世纪 7 0 年

代开始 ，各国生育率几乎都进人下降通道 ，到 2 0 1 0 年 ，
接近和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的 国家个数上升到

1 2 0 多个 ，约 占世界的 3 ／ 5
，
而 ＴＦＲ 达到和超过 4 的国家数下降到不足 1 ／ 4

，达到和超过 6 的极高生育

率国家数下降到不足 5％
。

从 2 0 世纪 7 0 年代开始 ，
不管世界各类国家和地区的人 口生育率存在怎样差异 ，却都一致性地向

下走 。 到 2 1 世纪中叶 ，世界人 口 总和生育率将降到更替水平以下② ，而不 同发展类型 国家的生育率将

会在本世纪末共同趋于 2
，世界人 口变动的这

一

特征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 （ 陈友华 ，
2 0 1 0

） 。

① 发达 国 家和地区 包括欧洲
、
北 美 、 大洋洲和 日 本

，
欠发达国 家和地 区 包括非 洲 、亚 洲 （ 日 本除 外 ） 、拉丁 美 洲 以及一

些太平 洋岛 屿 ， 最不 发达 国 家按联合 国 大会决议 （ 5 9／ 2 0 9 、 5 9／ 2 1 0 、 6 0／ 3 3 、 6 4 ／Ｌ ． 5 5 、 6 7／Ｌ ． 4 3  6 2 9 7 ） 规定 ， 在

2 0 1 3 年 6 月 共有 4 9 个 ： 3 4 个非 洲 国 家 、 9 个亚洲 国 家 、 5 个太 平洋 国 家和 1 个拉丁 美洲 国 家 。

② 2 0 1 0 年世界人口 更替生育水平为 ＴＦＲ
＝ 2 ． 3

，
到 2 0 5 0 年

，

世界人口 更替 生育水平 可能降到 2 ． 2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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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5 0
－

2 1 0 0 年世界人口 出 生率 、 死亡率 、 自增率图 2 1 9 5 0
－

2 1 0 0 年不同 类型国家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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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推动世界各 国生育率的普遍下降呢 ？ 除 了以联合 国人 口基金会 、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

会为代表的 国际组织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计划生育组织积极推动家庭计划服务广泛开展以 外 ， 根

本原因得益于这期 间世界各 国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ＵＮＦＰＡ ，

2 0 1 1
） 。

2 人类发展指数

为了全面而准确地衡量
一

个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社会综合发展水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ＵＮＤＰ

）

1 9 9 0 年首次提出并测 算了世界各 国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 （ Ｈ Ｄ Ｉ
：

Ｈ ｕｍ ａ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Ｑ 该指

数包含 3 个分指标 ： （
1

）健康长寿指标 ，
用出生预期寿命来衡量 ； （

2
） 教育获得指标 ，

也就是人 口受 教

育水平 ，
用成人 （

1 5 岁及以上 ） 识字率 （
2／ 3 权重 ） 及小学 、 中学 、大学毛人学率 （ 即综合人学率 ） （

1 ／ 3

权重 ） 的加权算术平均值来衡量 ；
（ 3 ） 生活水平指标 ，用人均 ＧＤＰ

（ 购买力平价美元 ＰＰＰ ￥ ） 的对数来衡

量 。 这 3 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人 口的平均健康和长寿水平 、教育和知识水平 以及经济和生活水平 ， 人类

发展指数等于这 3 个指标的等权算术平均值 。 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 Ｉ 反映的是
一个 国家或地 区的经济社

会综合发展水平 ， 由于经过标准化处理 ，
可用于不同 国家与地区间 的排序与比较 。

2 0 1 0 年时值人类发展指数提出 2 0 周年之际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 了 《人类发展报告 》 （
ＵＮＤＰ

，

2 0 1 0
） ，专门对 1 9 7 0 － 2 0 1 0 年这 4 0 年间世界各国与地区的 ＨＤ Ｉ 变动趋势做了回顾与分析 。 测算结果

表明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在这期间都有大幅度提高 。 由各 国平均得 出的世界人类发

展指数这期间大幅增长 4
1 ％ 。 该报告还对原 ＨＤ Ｉ 的分指标及其算法做 了调整① ，按调整后计算 的

ＨＤ Ｉ
（见表 1 ）

， 中 国成为这期间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增长最快的 国家 ， 由原来位于
“

低人类发展 国家
”

水平上升到
“

中等人类发展国家
”

的前列② ，这表 明改革开放 3 0 年来我 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巨大进

① ＵＮＤＰ 在 2 0 1 0 年发布 的 《
人类发展报告 2 （Ｍ 0

》 中对 Ｈ ＤＩ 计算做 了 调整 ： （ 丨
）将原 来 的

“

综合入学率
”

调整 为 5 岁 儿

童
“

预期学校教育年数
”

， 教育获得的 两个 次级指数均 先取对数后 做极差标准化 ， 再进行几何平 均 ，
之后取对数进

行极差标 准化综合成
“

教育获得
”

指 标 ； （ 2
）
用 购 买 力平 价美元 的

“

人均 国 民收入
”

（ ＧＮ Ｉ

，

ＰＰＰ ￥ ） 替代原 来 的
“

人均

ＧＤＰ
”

； （
3 ） 预期 寿命最 小值调 整为 2 0 年

，

人均 ＧＮ Ｉ 最小值设定为 1 6 3 美元
；
（ 4 ） 各 国最终的 ＨＤ Ｉ 由 寿命 、教育和收

入 3 个指数 的 几何平均值 算得。

② 2 0 1 0 年 以后 由 于 ＨＤ Ｉ 计算做 了 调整 ， 算 出 的 数值有所 变化 ， 划 分标 准也发 生改 变 ，
采用 4 分位数法 对 国 家进行分

组 。 如
，

2 0 1 2 年 ＨＤ 丨 在 0 ． 5 3 以 下
，
为低人类发展水 平

；在 0 ． 5 3 
－

0 ． 7 0 之间
，
为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 在 0 ．  7 1－ 0 ． 7 9

之间 ， 为 高人类发展水 平 ；在 0 ． 8 及以上
， 为 极 高人类发展水平 ，

详见 ＵＮＤＰ 的 《 2 0 1 3 年人类发展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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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2 0 1 1 年和 2 0 1 2 年 ，根据调整后计算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 ，中 国均位于世界第 1 0 1 位 ，继续处于中

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前列 。

表 1 1 9 8 0 ￣  2 0 1 0 年 中国与世界 ＨＤ Ｉ 变化

Ｔａｂ ｌｅ 1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ＨＤ Ｉ

，1 9 8 0 
－

 2 0 1 0

年份 1 9 8 0 1 9 8 5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中国 0 ． 3 6 8 0 ． 4 1 8 0 ． 4 6 0 0 ． 5 1 8 0 ． 5 6 7 0 ． 6 1 6 0 ． 6 2 7 0 ． 6 3 9 0 ． 6 4 8 0 ． 6 5 5 0 ． 6 6 3

世界 0 ． 4 5 50 ． 4 6 8 0 ． 5 2 6 0 ． 5 5 4 0 ． 5 7 0 0 ． 5 9 8 0 ． 6 0 4 0 ． 6 1 1 0 ． 6 1 5 0 ． 6 1 9 0 ． 6 2 4

资料来源： ＵＮＤＰ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 ｔＲｅ

ｐ
ｏｒｔ

 2 0 1 0 ．ｈｔｔ
ｐ ： ／／ｈｄｒ

．
ｕｎｄ

ｐ
．ｏｒ

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ｕｍａｎ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一

ｒｅ
ｐ
ｏｒｔ

－

2 0 1 0

由人类发展指数描述的 自 1 9 7 0 年代开始的世界各 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对应的正是这期间各

国生育率的普遍下降 ，这是纵向时间序列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下降的对应关系 。 下面

我们从横 向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量化分析 ，揭示两者之间更为

准确的数量对应关系 。

3 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变动的量化关系

纵览世界各国数据 ，可 以看出发达国家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应着较低生育率 ，发展中 国家较

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应着较高生育率 ，表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高低存在显著负相关性 ，下面用

实证量化手段探讨和验证这
一

关系 。 为此 ，我们使用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代表
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

会综合发展水平 ，用总和生育率 ＴＦＲ 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生育水平 ，使用世界各国在这两个指标

上的最新数据和数学曲线拟合方法 ，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的量化变动关系 。

根据联合国人 口 司提供的世界各国和地区 2 0 0 5 － 2 0 1 0 年总和生育率 ＴＦＲ 平均值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

？

ｖ ｉ ｓｉｏｎｏｆＵＮ
，

ＤＥＳＡ
，
2 0 1 2

） ，
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ＵＮＤＰ ） 《 2 0 1 0 年人类发展报告 》 中提供的世界各

国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算法调整后的数据 ） ，选取 2 0 1 0 年人 口超过 5 0 0 万的 1 0 9 个国家和地

区为样本① ，尝试用 曲线拟合方法建立 ＨＤＩ 与 ＴＦＲ 两个指数之间 的数量变动关系 。 经多次尝试后发

现 ：如果以二次曲线函数 ＴＦＲ
＝ 1 2

． 9 5 7ｘＨＤＩ

2
－

 2 3
． 4 9 6ｘ ＨＤＩ ＋  1 2

．  2 7 7
（
ＨＤＩ 定义域为 （

0
，

1
） ）进行拟

合 ，两个指标变量间相关度极高 （ 相关系数 Ｒ 
＝ 0 ． 9 2

，

Ｆ检验显著性为 0 ． 0 0 0 0
） 。

在定义域上 ，该拟合曲线的 自变量 ＨＤ Ｉ 与因变量 ＴＦＲ 呈现极为显著的反向变化关系 （见图 3
） ：随

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上升 ，相应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 ，而且下降速率呈现先快后慢趋

势 。 根据该二次曲线 ，
可推知 ： 当 ＨＤ Ｉ為 0 ．

7 1 Ｂ寸 ，

ＴＦＲ 忘 2
．

1 2 6
， 亦即当 ＨＤＩ 达到或超过 0 ．

7 1 

—

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划分的高人类发展水平下限时 ，对应的人口生育率 ＴＦＲ 则达到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 ， 即人

口进入低生育率状态 。 这表明 ， 当
一

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到高人类发展水平时 ，
人 口生育率就会下降到

更替水平或以下 ，并稳定下来② 。 鉴于 ＨＤＲ 是一个描述经济社会发展 的综合性指数 ，
ＨＤＩ 与生育率

ＴＦＲ 之间 的反向变化关系验证了这样的论断 ，那就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人 口生育水平稳步下

降 。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进人高人类发展水平时 ，人 口生育水平就会下降到低生育水平 ’这

是世界各 国实证数据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 口生育率之间 的关系 。 国 际人 口 学界流行的说法——

“

发展是一剂最好的避孕药
”

，就是对这
一

关系的形象描述 。

值得注意的是 ，假设 ＨＤ Ｉ 和 ＴＦＲ 之间 的变化关系 由上述曲线表达 ， 那么根据 ＵＮＤＰ 测算 的 中国

ＨＤＩ 数据 （ 见表 1
）可以推出对应的人 口 自然生育率或理论生育率 ＴＦＲ

’

， 以及实际观测生育率 ＴＦＲ 与

① 鉴于人 口较少 国 家和地区缺乏典型性
，

故舍去 。

② 当 ＨＤＩ 趋近 1 时 ，
ＴＦＲ 趋近 1 ． 7 4

， 即理论上经济社会发展最 高水平对应 的人 口 生育率最低值为 1 ．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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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生育率之差 Ａ ＴＦＲ
（见表 2 ）

，
这里的 ＡＴＦＲ 可以看作 ＨＤＩ 衡量的经济社会发展 以外的 因素导致生

育率下降 。 从中可以看出 ，从 1 9 8 0 年代 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国人 口 自 然生

育率也在快速稳步下降 ， 由 1 9 8 0 年的 5 ． 3 9 下降到 2 0 1 0 年的 2 ． 3 9
，
下降幅度超过

一

半 。 从理论上说 ，

由 Ａ ＴＦＲ 表示的少生孩子数是无法用 ＨＤ Ｉ 衡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 以解释的部分 ，
应是其它力量

作用的结果 ，很显然 ，在中 国来 自经济社会发展以外的推动生育率下降的最大外部力量就是计划生育

政策 。

图 3 总和 生育率 ＴＦＲ 与 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 Ｉ 的关 系

Ｆ ｉ

ｇ
ｕｒｅ 3ＴｈｅＴｈ 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 ｎｓｈ ｉｐｂｅ ｔｗ ｅｅｎＴＦＲａｎｄＨＤ Ｉ

8


ｏ

7
‘

ｏ 观测值
Ｘｏ°

ｏ

6？

Ｒ 2＝ 0 ． 8 4

5－

窆 4
－°

3
？

ｏｏｏｏ

ｏ
°

2
？°ｏｏ＾

°
ｏ

夕＜Ｓ＾＞

Ｏ ＣＯＯ

1－Ｏ

0ｉ ｉ ｉ ｉｉｉ ｉ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1 ． 0

ＨＤ Ｉ

假设我们将观测生育率与理论生育率之间的差Ａ ＴＦＲ 全部归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效用——显

然这
一

假设是尽可能高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 2 0 1 3 年前 ） 的生育控制效用 ，从表 2 可 以看 出 ， 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 ，
人 口 自 然生育率不断下降 ，现行生育政策的最大生育控制效用也在不断下降 ： 由 1 9 8 0 年

代初平均每个家庭压缩 3 个左右孩子 ， 到 2 0 1 0 年只压缩 0
．
 7 9 个孩子 。 如果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

的中 国 2 0 1 2 年 ＨＤＩ 数据 0 ．  6 9 9 代人上述公式 （
ＵＮ ＤＰ

，

2 0 1 3
） ， 可算得 ＴＦＲ

＝ 2 ． 1 8
，
也就是说从 ＨＤ Ｉ 衡

量这时的中 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看 ，对应的人 口 自然生育水平仅比更替生育水平略微高
一

点 ，
而

根据这
一年联合 国人口 司的数据

——

中国 ＴＦＲ 观测值为 1 ． 6 3
，这中间仅相差 0 ． 5 5 个孩子 。

表 2 1 9 8 0 ￣ 2 0 1 0 年 中 国按 ＨＤＩ 计算的理论 ＴＦＲ
’

与实 际 ＴＦＲ

Ｔａ ｂｌ
ｅ 2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 ｃａ

ｌＴＦＲ
’

Ｄｅｒｉ 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Ｄ ＩａｎｄＯｂｓ ｅｒｖｅｄ ＴＦＲ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ｄ ｕｒｉｎｇ  1 9 8 0 
－

2 0 1 0

年份 1 9 8 0 1 9 8 5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ＴＦ Ｒ

’

 5
．

3 9 4 ．

7 2 4 ． 2 1 3
．

5 8 3
．

 1 2 2 ．

7 2 2
．

6 4 2 ．

5 5 2 ． 4 9 2 ． 4 5 2 ． 3 9

ＴＦＲ 2 ． 2 4 2 ． 2 0 2 ． 1 7 1
． 7 5 1 ． 6 9 1 ． 7 0 1 ． 6 5 1

． 6 5 1
． 6 5 1

． 6 51
． 6 0

Ａ ＴＦＲ－

3 ．
1 5－

2 ． 5 2－

2 ． 0 4－

1
． 8 3－

1 ． 4 3－

1 ． 0 2－

0 ． 9 9－ 0 ． 9 0－

0 ． 8 4－

0 ． 8 0－

0 ． 7 9

注 ： 2 0 0 0 年以前的 ＴＦＲ 来 自 国 家 统计局数据 ，
2 0 0 0 年 以 后 ＴＦＲ 采 用近年 学者估算上限 。

这是使用量化方法对我国生育政策的控制效果做出 的
一种事实判断 。 如果这

一

判断较为可信 ，

那就意味着 ，我 国 目前人口无政策抑制的生育率已接近更替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用严格的生育政策

压缩人口生育率 ，所取得的少生半个孩子的
“

成果
”

，
虽然会使人 口惯性增长期早些结束 ，但其压迫生育

率以较大幅度向下偏离更替生育水平 ，却会使我国人 口在渡过惯性增长期后出现的负增长来势更猛 、降

幅更大 、时期更长 ，从而对人口长期平稳发展造成威胁 。 现行生育控制政策所带来的
“

短期有利 ，长期有

害
”

的后果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相 比执行现行生育政策付出的 巨大社会代价
——高昂的政府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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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经费投人 ） 、脆弱的家庭发展风险 （独生子女家庭 ） 以及党和政府威望与威信的损害 （百姓的抱

怨 ）等 ，现行生育政策在收益与代价之间严重失衡 ，表明其继续存在的价值已微乎其微？ ｏ

4 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低生育率

实证量化分析表明 ：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 口生育率下降 ，并最后决定低生育率的出现 。 如何在现

实世界中理解统计数据揭示的 ＨＤ Ｉ 与 ＴＦＲ 之间反 向变化关系 ？ 这就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生育

率下降的机理 ， 给出事理上的解释 。

事实上 ，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下降之间 ，存在多种相互联系的因素 ， 它们通过环环相扣的作

用关系 ，最终导致低生育率出现 （见图 4 ） 。 这
一

过程的发端 ，是科技进步推动 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推

动的社会进步 ，末端是低生育水平出现 ， 中 间最重要 的联系变量是城市化 。

面 4 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与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关系

Ｆｉ

ｇ
ｕｒｅ 4ＡＬｏ

ｇ
ｉｃＣｏｕｒｓ ｅ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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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 Ｓｏｃｉ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 ｅｌｏｐ

ｍｅｎ ｔ

一
ｚ

．

， 生育观姊生育文化变革 ？ ？

、家庭计划与避孕节育服务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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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养育成本上升＼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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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生活质量提高 生育的安＾性上升ｚ 观念


4 ． 1 经济发展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首先会导致人 口 城市化水平上升 。 现代科技进步和经济越发展 ，
必然促使

第二 、三产业经济活动大量发生 ，
其产值 、特别是第三产业产值 ，

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会升高② 。 由

于第二 、三产业经济活动 的集聚性和髙经济回报率 ，
以及其主要发生在工业和服务业集中 的城镇 ， 这

就必然吸引 大量农民迁移到城镇 ，进而推升人 口城市化水平 。 这就是现代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吸引

人 口 向城市聚集 ，导致城市化水平不断升高的原因 。

当农业人 口 向城镇聚集到
一

定程度
——

较高 比例人 口成为城市居 民后 ’
不仅意味着工业化与城

市化时代的到来 ，更意味着人口群体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由 自给 自足为特征的

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社会化分工为特征的城市工作生活方式 ，正是这种工作生活方式的改

变 ，通过市场环境下的就业竞争和城市生活高成本压力 ，转化为对生育的强大抑制力量 。

首先 ，城市市场环境下的就业竞争会促使生育机会成本 （
ｏ
ｐｐｏｒ

ｔｕｎｉｔ
ｙｃｏｓ

ｔ
）大幅度上升 ， 由此产生抑制

生育的强大力量 。 与农村农民不同 ，城市人无法做到
“

自给 自 足
”

和
“

万事不求人
”

，他 （她 ）必须从事某
一

方面工作
“

挣钱养家糊 口
”

，这就使城市家庭普遍面临农民所没有的挑战
——找工作和就业 。 这时市场

经济环境下的就业竞争就会弓 丨起家庭生育
“

机会成本
”

上升 ，特别是职业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会急剧上升 ，

进而强烈抑制多生意愿③。 当伴随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 ，更多家庭进人城市工作生活 ，这时如

① 研究结果表明 ， 即使 目 前生育政策放开到普遍生育 2 孩
，
生育率反弹的 势能也非常弱 。

② 即经济学的 克拉克
－ 配第 定律 ： 随着经济发展 ， 第 一 、

二
、三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比例会依次递增 。

③ 如 《桥报》 1 9 9 9 年 1 0 月 2 4 日 1 5 版刊 登一篇读者来信
“

要事业还是要孩 子 ？

”

，
讲的 是大陆一 台资企业 3 2 岁女性部

门 负 责人 ，
想生孩子 （ 第 一胎 ） 又怕失去 多年奋斗获得的 身份地位 而犹豫不 决 ，

就是典型 的 高 生育机会成本抑制 生

育意愿 （甚至是第
一胎 ） 的 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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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女性就业比例髙 ，就会造成普遍性的生育机会成本上升 ，形成抑制生育的强大环境力量 。

其次 ，城市环境决定养育子女的实际成本 （ｒｅａｌ ｃｏｓｔ ）也远比农村高 。 养育子女实际成本不仅包括

衣食住行等生活费用 ，还包括教育支出 ， 这里的教育支出不仅包括一般学校教育 ，还包括各种直接间

接的辅助性教育支出 。 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 ，现代工业社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 、技能而非体

力 ，这种变化使人们感到教育在生存发展 中 的重要作用 ，进而转化到高度重视子女教育 ， 由此导致对

子女教育投资的加大 ，子女教育成本大幅度上升 。 此外 ，城市子女衣食住行玩等其它实际养育成本也

大大高于农村家庭 ，成为抑制人们对多子女需求的另
一

强大力量？ 。

总之 ，城市家庭高昂的生育
“

机会成本
”

和养育的
“

实际成本
”

，合到
一

起对城市家庭生育产生 巨

大抑制力 ， 当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时 ，整个人 口生育意愿就会普遍大幅下降 ，在社会提供

良好的避孕节育服务情况下 ，人口 低生育意愿就会转化为低生育率 。 这就是为什么发达 国家伴随经

济发展 、高度城市化和教育普及而出现低生育率的原因 ，
也是我国近年城市家庭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原

因之
一

。

4 ． 2 社会进步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

社会发展也会产生抑制生育的效应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越好

——人 口教育普及率越

髙 、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 ，男女越平等 、女性就业率越高 ，人 口健康水平越高 （ 包括婴幼儿死亡率下降

和人 口预期寿命延长 ） 等 ，这个国家或地区 的生育率就越低 ，这里折射的是社会发展对生育率的抑制

作用 。

首先 ，社会发展带来的教育普及对人们生育意愿下降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 教育发展会促使男女

平等和
“

生男生女都
一

样
”

新观念的普及 ，特别是对女孩教育的重视 ，会大大延长女孩平均在校学习 时

间 ，从而延长初次就业和初婚初育年龄 ，
压缩妇女的实际生育期 ， 这些都有助于削弱生育水平 。 更重

要的是 ，教育普及会使更多人开拓视野 ，重视生活质量和思考生育意义 ，
从而更重视生育质量而非数

量 ，产生所谓的生育质量对数量的
“

替代效应
”

，进而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动力 。

其次 ，如果我们将男女平等 、特别是对女性赋权 ，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 ，
那么这方面的进步也

极有利于生育率下降 。 大量研究表明 ，
无权的女性在生育上会向男方做出妥协与让步 ，

通常后果就是

多生子女 。 尽管国际社会倡导男女平等 ，并不是因为这会导致高生育率 ，而是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

内容 ，
不过从更广泛和更长远的视野看 ，推动男女平等 ，使女性在家庭生育 中能与男性共同做出决策 ，

对于减少家庭非意愿生育 ，降低生育率 ，极有帮助 。 通观全世界 ，男女平等做得好的地方 ，人口生育率

就低
，反之就高 ，就是这一逻辑关系的佐证。

再次 ，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 ，
也会削弱人们 的生育意愿 。 例

如 ， 医疗卫生服务的普及与改善 ，会使死亡率 、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 ，人 口寿命延长 ，这不仅表明

人口健康水平提高 ，更代表生育子女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上升 ，靠多生育子女保证后代传承安全的必要

性减弱 ，少子女变得可 以接受 ，低生育意愿有了 良好社会保障 。 再比如
，
社会养老保障服务体系的建

立健全 ，使得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可被社会养老服务所替代 。 此外 ， 随着收人水平提高 ，年轻时

的积蓄可为本人老年生活提供经济保障 ，过去靠多生育子女解决养老经济保障与生活照料变得不再

必要 。 社会发展的这些变化 ，意味着孩子对于家庭 的传统预期效用
——传宗接代 、发展家庭经济 、养

老保障等都在减弱 ，子女效用的减弱 自然会引起人们生育意愿下降 。

其它社会发展进步 ，
如社会环境稳定与安全 ， 能有效控制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 ，有 良好灾害救助

和善后服务体系等 ，
也都有利于人 口低生育意愿的出现 。 总之 ，社会越发展进步 ，

人们越不需要靠高

① 城市人常说的
“

生得起
，
养不起

”

，描述的就是这个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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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来抵御家庭安全风险 ，生育意愿降低就是 自然结果 。

4 ． 3 结论

经济社会发展会使环境中抑制多生育的力量越来越强 ，人们生育意愿下降 ，在社会能够提供广泛

和易获得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条件下 ，人 口生育率下降就是必然结果 。 从更广泛的人口 变动角度看 ，

人 口死亡率 、年龄结构 、预期寿命 ，
以及人 口迁移 、人 口 城乡 分布等 ，也都由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 ，

这就是为什么说
“

人 口 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
”

的原因 。

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低生育率 ，这是生育率变动的基本规律 。 当认识到这
一规律之后 ，

一个 自然推

论就是 ：尽管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和高生育率情况下 ，提倡并采取一些间接抑制高生育率的社会

政策措施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 ＵＮ ，

2 0 1 3
） ，但那种 以为国家不加以直接控制 ，高生育率就降不下来和低

生育率不会出现的想法 ，是不正确的 。 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低生育率 ，从这个意义来看 ，直接对生育进

行人为控制 ，并非是实现和稳定低生育率不可或缺的手段 。 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的水平和

未来继续发展的预期下 ，我国人口潜在的生育率已接近并将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状况下 ，政府在生育

控制上到了应当放松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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