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9 卷 第 2 期 2 0 1 5 年 3 月人 口研究

Ｖｏｌ 3 9
，Ｎａ 2Ｍａｒｃｈ 2 0 1 5 4 8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中国 出 生人 口 的新变化与趋势
＊

翟振武 陈佳鞠 李 龙

【 内容摘要 】
2 0 1 4 年 ，

“

单独 二孩
”

政策全面 启 动 实施 ， 中 国 出 生人 口 迎来 了 两个 新变 化 ：

一 是 出

生人 口 性别 比大幅 降落 ，
二是 出 生人 口 总数 大幅 上升 。 面 对生育政策 的 新调 整和 出 生 人 口 的新变 化 ，

有 必要对 中 国 人 口 的 生 育现状及其未来变 动趋势加 以 探讨 。 文章通过分析
“

单独 二孩
”

政策实 施效Ｍ

讨论 了 中 国 人 口 的 生育现状 ， 并在此 基础上对未来 短期 内 中 国 生 育 水平 的 发展趋势进行推断 。 研 究

显 示 ， 到 目 前为 止 单独 二孩
”

政策实 施效果符合预期 ；依据全国
“

单 独
”

夫妇 的再 生育 申 报状况可 以

推 断 出 2 0 1 5 年全 国 出 生人 口 总数 有望 升至接近 1 8 0 0 万 的 水平 ； 中 国 目 前 的 总 和 生 育 率并未低至
“

危

机
”

之 中 。 伴随着生 育政策 的进 一步调整 完善 ， 中 国 的 生育水平仍具有 回 升 潜力 ， 未来短 期 内 总和 生

育 率 可能会上升至 1
． 7 以上 的水平 。

【 关键词 】 中 国 出 生人 口
；

“

单独 二孩
”

政策 ；
生 育率 ； 出 生人 口 性别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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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 年是中国人 口生育政策迈入新一轮调整完善的
一年 ，这一年

“

单独二孩
”

政策在全 国各个省

份相继启动并平稳实施 ，
政策实施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

2 0 1 4 年同样是中 国人 口变化引人注 目 的
一

年 。

这
一

年中国 出生人 口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

一个是全国出生人口 性别 比大幅下降 ，
另一个是出生人 口

数量的增幅大幅上升 。 生育政策的新调整以及出 生人 口的新变化引发 了社会舆论和学界对于中 国人

口生育状况 的进
一步探讨 。 对于中 国人 口生育现状的合理认识以及对未来生育水平变动趋势的科学

判断 ，将为生育政策进
一

步调整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

1 2 0 1 4 年 中 国 出 生人口 的新变化

1 ． 1 出生人口 性别 比大幅下降

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以来 ， 中国 出生人 口性别 比总体上持续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 ，严重偏离正常

范围长达 3 0 多年。 1 9 8 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的 出生人 口性别比为 1 0 7 ． 6
， 略高 于正常范 围上限

值 。 此后 ， 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处在
“

上升通道
”

，

1 9 9 0 年为 1 1 1 ． 2 9
，

2 0 0 0 年达到 1 1 6 ． 8 6
，

2 0 0 4 年更是

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1 2 1 ． 2
，
使中 国成为世界上出生人 口性别 比结构失衡最严重的 国家 。 如图 1 所示 ，

从
“

十五
”

后半期到
“

十
一

五
”

前半期 ，全国 出生人 口性别比始终处于 1 1 9 ￣ 1 2 1 之间 的高位徘徊状态 。

从
“

十一五
”

后半期 （
2 0 0 8 年 ）开始 ，出生人 口性别比才首次出现较为连贯的下降现象 。 步入

“

十二五
”

时期后 ，我 国出生人 口性别比延续了
“

十
一五

”

后半期的下降态势 ，
但下降速度有所放缓 ，

2 0 1 1 年 出生

人 口性别比仍高达 1 1 7 ． 7 8
，

2 0 1 2 年降至 1 1 7 ． 7 0
，降幅仅为 0 ． 0 8 个比点 ，

2 0 1 3 年出生人 口性别 比进一

步降至 1 1 7 ． 6 左右 ，降幅大致为 0
．
 1 个比点 。 令人意外 的

“

突降
”

发生在 2 0 1 4 年 ， 出 生人 口 性别 比 由

2 0 1 3 年的 1 1 7 ． 6 直线下降至 1 1 5
．
 8 8

， 降幅高达 1
． 7 2 个比点 ，大致为 2 0 1 1 － 2 0 1 3 年间 出生人 口性别 比

年均降幅的 1 9 倍 （指相对于降幅的倍数 ） 。 出生人 口 性别比在短短
一

年之内 出现前所未有 的近 2 个

比点的 回落 ，堪称
“

断崖式
”

下降 。 回首历史 ，我国出生人 口性别 比上
一

次低至 2 0 1 4 年的水平 ，
要追溯

到 2 0 0 1 年 （
2 0 0 1 年出生人 口 性别 比为 1 1 5 ． 7

） ， 在这 1 3 年 间 ， 出生人 口性别 比最高曾达到 1 2 1
．

2
， 比

2 0 1 4 年 1 1 5 ．  8 8 的水平高出 5 ． 3 个 比点 ，这 5 个比点之多的 回落 中有超过 3 0 ％ 的 回落是在 2 0 1 4 年
一

年内实现的 ，可见 2 0 1 4 年出生人 口性别 比下降幅度之惊人 。 纵观整个
“

十二五
”

时期 ，全国 出生人 口

性别 比始终处于持续单调的下降状态 ，且下降速度不断提升 ，这可能意味着我国 的 出生人 口性别 比 已

逐渐告别 自 1 9 8 0 年代以来持续攀升且高位运行 的状态 ，开始步人
“

下行通道
”

。

图 1 2 0 0 1￣ ： 2 0 1 4 年全 国 出 生人 口性别 比变化趋势需 要特别 说明 的 是 ， 本 文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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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1 

－

2 0
1
4 2 0 1 4

年 出生人 口 性别 比的降落形容

1 2 2 ｒ
ｊ
为

“

断崖式
”

，
主要 是为了说明我 国

；
出生人 口性别比在短短一年时间 内

＾ 1 1 9
－

／ ｜

＼

＼发生近 2 个比点 的大幅度 回落的 客

｜［ Ｊ

？－

 ｜观事实 ， 它相对于 以前的微弱下 降

5ｎｉ ｌ

／ 丨＼幅度是
一

次 1 9 倍之多的大幅度 下

？ 1 1 5

1Ｉ降 ，这里并没有涉及 中 国 出生人 口

＼ ＼ 1｜性别 比水平是否还高于正常值的讨
1 1 2
—— ‘—— ‘——‘——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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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毫无疑问 我 国 出半 人 口 件别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ｎ
，
八 口叫丄 ｚ 、！丄…

年份比在 2 0 1 4 年末所达到的 1 1 5 ．
 8 8 的

水平 ， 仍与出 生人 口 性别 比正常值
资料来源鄉 年数据 为 1 ％ 人 口 抽样调 查推算数据 ；

2＿ 年数
存在很大差距 ，

比正常范 围 的上 限
据 为人口普 查数据 ；

其他年份数据为 各年人口 变动情况抽样调 查料
（ 1 0 7 ） 还高 出近 9 个 比点 ’ 全国 出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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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 口性别比依 旧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 出 生人 口 性别 比综合治理工作绝不能掉 以轻心或者放松力

度 ， 出生性别 比治理仍然任重道远 。

1
．

2 出生人 口 数量增幅出现
“

跳跃式
＂

上升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 ， 中 国的生育水平以及相应的 出生人 口 数 ， 自 1 9 9 0

年代起便开始了趋势性的下降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长期徘徊 。 如图 2 所示 ，

1 9 9 8 年中 国 的出生人

口数首次跌破 2 0 0 0 万人 ，进入
“

十 五
”

时期后 ， 出生人 口数量又在不断 的下降 中相继于 2 0 0 2 年跌破

1 7 0 0 万人
，
并于 2 0 0 3 年跌破 1 6 0 0 万人 。

“

十
一五

”

时期延续了这
一较低水平 ，年度 出生人口 数量基本

都在 1 6 0 0 万人以下 ，

2 0 0 6 年甚至
一

度降至 1 5 8 4 万人
，成为 1 9 8 0 年代 以来年度出生人 口数量的最低

点 ，此后的出生规模虽有短暂回升 ，但最终的峰值也 只是略高于 1 6 0 0 万人。 中 国 出生人 口 数量较 为

连贯的上升开始于
“

十一五
”

时期末 （
2 0 0 9 年 ） ，

“

十二五
”

时期延续 了这一变化趋势 ， 出生人 口数量摆

脱 了持续近十年的低位徘徊状态 ， 从 2 0 0 9 年 的 1 5 9 1 万人开始逐年抬升 ，但抬升初期 的上 升幅度较

小 ， 回升速度也相对缓慢 。 具体而言 ，

2 0 1 0 年 出生人 口 数 比 2 0 0 9 年仅增加 1 万人 ，

2 0 1 1 年增幅升至

1 2 万人 ，

2 0 ］  2 年出现了一个小跳跃 ，增幅达到 3 1 万人 ，但 2 0 1 3 年增幅又快速下降至 5 万人 ，这期间 出

生人 口数的年平均增幅大致为 1 2 万人 。 真正引 人注 目 的跳跃出现在 2 0 1 4 年
，

2 0 1 4 年出生人 口 总数

比 2 0 1 3 年 （
1 6 4 0 万人 ） 陡然增加了  4 7 万人

，达到 1 6 8 7 万人的水平 ，逼近 1 3 年前 （
2 0 0 1 年 ）

1 7 0 2 万人

的 高点 。 中国出生人 口数量在 2 0 1 4 年一年内接近 5 0 万人的增加幅度大致为 2 0 0 9 － 2 0 1 3 年间 出生人

数年均增幅的 4 倍 （指相对于增幅的倍数 ） ，短时间 内幅度之大 、变化之突然 ，让人有些意外 ，堪称
“

跳

跃式
”

增长 。

图 2ｌ＂Ｓ ￣ 2 0 1 4 年全国历年 出生人 口 总数变化趋势 2 0 1 4 年出生人 口 数量的陡然上

Ｆ ｉ

ｇ
ｕ ｒｅ 2Ｃｈ ａｎｇｅｓ ｉｎＣ ｈ ｉｎａ

＇

ｓＡ ｎｎｕ ａ
ｌＮ ｕｍ ｂｅｒｏｆＢ ｉｒｔｈｓ

，
1 9 9 5 

－

2 0 1 4升 是 多方面原 因共同作用之下 的

2 5 0 0 ｒ结果 ： 第
一

， 自 中共 中 央于 1 9 8 0 年

2 4 0 0
＂

发表了 《关于控制人 口 增长问题致

—

2 ＂

Ｚ

‘

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
ｙ 2 2 0 0

－

2 1 0 （？＾ 2 0 3 8 （后文简称《公开信》 ） 后 ， 中 国 的计

＾2 0 0 0

ｐ
6ｆ

＾9 4 2划生育政策迎来 了一个重大转变 ，

ｉ
1 9 0 0

？

Ｎ ？ 3 4

1 7 7 1
“

独生子女
”

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
訂 1 8 0 0－／

／ Ｉ

4 7 0 0


－ － 1 6 8 7轰轰烈烈地开展与实施 ， 中 国 的独

讓
？生子女数量 正是从 1 9 8 0 年之后大

命、 純命分純
＊田增 多 。 从各省上报的 勒虫」亥

；份申报统计资料中可以 发现 ，

3 0 ￣ 3 4

岁的育龄妇女是
“

二孩
”

申报的
“

主

资料来 源 ：
1＂ 8 年

、
Ｉ＂ 9 年和 2 0 0 9 年数据根据 国 家统计局 公布的力军

”

， 北京市截至 1 1 月 底 的 申 报
出 生率推算得 出

；
其 他年份数据 源 自 《 国 民经 济 与 社会发展 统计 公数据显示 ，

3 0 ？ 3 4 岁 的
“

二孩
”

申报

ｍ °

者 占到全部
“

二孩
”

申报者的 5 7 ％
，

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而《公开信 》后的第
一

代独生子女群体到 2 0 1 4 年恰好处于 3 0 － 3 4 岁之间 ，这
一

群

体中不乏符合生育政策要求的
“

双独
”

家庭 ，这些家庭大多已在前几年完成 了
“
一

孩
”

生育 ， 这两年正

好陆续进入
“

二孩
”

生育年龄 ，

“

双独二孩
”

政策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

2 0 1 4 年
“

突增
”

的近 5 0 万出生人 口

中 ，就有相当 比重是
“

双独
”

夫妇生育的
“

二孩
”

。 第二 ，

2 0 1 4 年是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启 动年 ，有些省份
“

单独二孩
”

政策落地较早 ，例如 ，浙江 、江西 、安徽三省早在 1 月 份就纷纷启 动
“

单独二孩
”

政策 ， 这些

地区的
“

单独
”

夫妇能够较早将
“

二孩
”

生育打算付诸 于行动 ，
因而极有可能在 2 0 1 4 年 内就生出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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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

，还有相当数量的
“

单独
”

夫妇早在本地区
“

单独二孩
”

政策正式落地或
“

二孩
”

生育申请正式被批

准之前就已成功受孕 ，这种
“

先斩后奏
”

的行为也为其在 2 0 1 4 年 内诞下
“

二孩
”

争取了一部分时间 ， 这

些较早出生的
“

单独二孩
”

对 2 0 1 4 年出生人 口数量大幅上升有着一定的贡献 。 第三 ，

2 0 1 3 年开始的

机构调整对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力度造成
一

定影响 ， 同时 ， 中 国人 口流动频繁 ，流动人 口规模庞大 （截至

2 0 1 4 年末达到 2
．
 5 3 亿人 ） ，

这些因素都使得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加 ，进而导致计划外生育数量

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有所增加 。 第 四 ，
2 0 1 4 年是农历马年 ，

而 2 0 1 5 年是农历羊年 ，
虽然从全国范 围来

看 ， 以前马年的出生人数并没有明显堆积 ，
但并不能排除在某些地区的某些夫妇可能会产生

“

为避免

在羊年生育而赶在马年内完成生育
”

的倾向乃至实际行为 ，
2 0 1 4 年某些地区小范围的孕妇访谈调査也

显示一些孕妇确实有
“

避免羊年生育
”

的想法 ，
2 0 1 4 年出 生人 口数上升或多或少也有这类因素 的影

响 。 总体而言 ，上述各种原因很难分清孰轻孰重 ，但可以肯定的是 ，
2 0 1 4 年 出生人 口 的

“

突增
”

是多方

面原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 。

2 对中国 人口生育状况的观察与认识

2 ． 1
＂

单独二孩
”

申报符合预期
“

单独二孩
”

政策落地后全国各省 的 申报状况是对
“

单独二孩
”

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变化情况进

行预估和推断的重要参考依据 ，
可以被看作是中 国近期生育水平变化的间接观测指标 ，理清

“

单独
”

夫

妇再生育申报状况有助于对近两年全国人 口生育形势的判断和认识 。 从
“

单独二孩
”

政策在全国各省

相继启动实施至今 ，诸如
“

全国
‘

单独二孩
’

申请数远小于预期
”

的有关
“

单独二孩
”

政策 申报
“

低迷
”

、

实施
“

遇冷
”

的判断频繁见诸于各类媒体新闻乃至学术类文章 。

“

单独二孩
”

政策落地后各省的 申报

状况究竟如何？
“

单独二孩
”

政策实施效果到底是否符合最初的预期 ？ 政策落地后全国的出生人 口 数

量大致会达到怎样的水平 ？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人 口 的生育现状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 这些

问题都亟待理性的分析 、思考和解答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启动实施
“

单独二孩
”

生育政策 的决定 ，但这一政策并未设定全国统
一

的行动时间表 ，
各个省份放开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具体时间有先有后 、不尽相同 。 如表 1 所示 ，

“

单独

二孩
”

政策启动后 ，各省政策落地时间散布在 1 ￣ 6 月 ，其中政策集中落地的时间 出 现在 3 月 下旬 和 5

月 下旬 ，
山东 、河南等

一

些人口 大省的政策落地时间甚至在 5 月底和 6 月 初 。 总体来看 ，

“

单独二孩
”

政策在全国范围 内平均意义上的落地时间大致为 4 月 份 。 在此之后 ，

“

单独
”

夫妇
“

二孩
”

生育的 申报

和审批工作在各个省份陆续进行 。

表 1 各省启动实施
“

单独二孩
”

政策 的时间

Ｔａｂ ｌｅ 1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
ｏｎＴｉｍｅｔａｂ ｌｅｏｆ ｔｈ ｅＮｅｗＦｅｒ ｔｉｌ ｉｔｙＰｏｌ ｉｃ

ｙ

省市


启动 实施时间
＾启动 实施时间

＾启动 实施时 间

浙江 2 0 1 4 年 1 月 1 7 日重庆 2 0 1 4 年 3 月 2 6 日湖 南 2 0 1 4 年 4 月 1 7 日

江西 2 0 1 4 年 1 月 1 8 日青海 2 0 1 4 年 3 月 2 6 日黑龙江 2 0 1 4 年 4 月 2 2 日

安徽 2 0 1 4 年 1 月 2 3 日甘肃 2 0 1 4 年 3 月 2 6 日贵 州 2 0 1 4 年 5 月 1 8 曰

天津 2 0 1 4 年 2 月 1 4 日广 东 2 0 1 4 年 3 月 2 7 日宁夏 2 0 1 4 年 5 月 2 8 曰

北京 2 0 1 4 年 2 月 1 9 日湖 北2 0 1 4 年 3 月 2 7 日山 西 2 0 1 4 年 5 月 2 9 曰

陕西 2 0 1 4 年 3 月 1 日吉林 2 0 1 4 年 3 月 2 8 日河北 2 0 1 4 年 5 月 3 0 日

广 西 2 0 1 4 年 3 月 1 日辽宁 2 0 1 4 年 3 月 2 8 日山 东 2 0 1 4 年 5 月 3 0 曰

上海 2 0 1 4 年 3 月 1 日江 苏 2 0 1 4 年 3 月 2 8 日海南 2 0 1 4 年 6 月 1 日

四 川 2 0 1 4 年 3 月 2 0 日云南 2 0 1 4 年 3 月 2 8 日河南 2 0 1 4 年 6 月 3 日

内 蒙古 2 0 1 4 年 3 月 2 1 日福建 2 0 1 4 年 3 月 2 9 日西藏 2 0 1 4 年 9 月 1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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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

单独
”

夫妇的再生育决策通常需要
一定的时间 ，

受孕和怀孕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 因此 ，

再生育 申报的过程将是循序渐进的 ， 申报的数量也是逐渐增长的 。 截至 5 月 底 ，
2 7 万多对的

“

单独
”

夫妇再生育 申报规模被一些媒体解读为
“

单独二孩
”

政策
“

现实遇冷
”

的一个重要信号 ，但他们忽视的

是那时绝大多数省份的
“

单独二孩
”

政策仅仅度过 2 个月左右 ，

7 个省份 （ 其中 的 山东 、河南 、河北等都

是人口 大省 ） 因为刚刚启动政策几天或者 尚未启动政策而没有统计在内 。 其后 ，连续 4 个月 的 申报规

模都在 1 0 万对以上 ， 到 7 月 底 ，
申报总量就在 5 月 底的基础上翻了

一番 。 纵观
“

单独二孩
”

政策启动

实施以来
“

单独
”

夫妇 申报规模逐月 的变动情况可 以发现 ，绝大多数省份在政策刚刚落地之时的 申报

规模尽管不会像某些人设想的那样出现
“

井喷
”

，
但却会出现

一个
“

小高峰
”

，在持续
一两个月 后 ，又会

逐渐趋于平稳 。 具体表现为 ，在 2 0 1 4 年 3 月政策大规模集中落地后 ，

4 月 份
＂

二孩
＂

申报规模开始急剧

攀升 ， 出现 1 0 余万对的
“

小高峰
”

，随后 5 月 的 申报量稳定在 9 万对左右 。 在 5 月份政策小范围集中

落地后 ， 申报规模再度攀升 ，并出现 7 月和 8 月每月逼近 1 5 万对的
“

小高峰
”

， 随后 9 
￣

 1 2 月 的 申报量

稳定在每月 8 万对左右 。 截至 2 0 1 4 年 1 2 月 末 ，全国
“

单独二孩
”

申报总量达到 1 0 6 ． 9 万对 。 最新的

汇总数据显示 ，

2 0 1 5 年 1 月 份的
“

单独二孩
”

申 报量大致为 8 ． 1 万对 ，也即截至 2 0 1 5 年 1 月末 ， 全国
“

单独二孩
”

申报总量达到 1 1 5 万对 ，这
一

累计申报总量已经较为可观 。

那么 ，上述全国在
“

单独二孩
”

政策落地后的
“

二孩
”

申报状况是否符合当初的预期呢 ？ 在讨论这

个问题之前 ，首先要明确
“

预期
”

是多少 ，然后才能把实际申报情况与
“

预期
”

比较 。 在
“

单独二孩
”

政

策放开之前 ，全国摸底调査结果显示 ，

“

单独二孩
”

政策能够覆盖的 目标人群数量 （ 亦即
“

单独
”

且已育

一孩的育龄妇女数量或者说是夫妇数量 ） 大概为 1 1 0 0 万 （对 ）左右 。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 ，
1 1 0 0 万

的 目标人群数量是全国摸底调査的数据统计结果 ，
而非某学者或某机构的预测数据 。 有人误以为

“

1 1 0 0 万
”

为预测数据 ，故以预测不准确 ，

“

严重高估
”

了 目标人群总数为由 ，得出
“

单独二孩
”

政策
“

遇

冷
”

的结论 ，这显然不了解 1 1 0 0 万
“

单独
”

且已育
一

孩夫妇数据的来源 。 同时 ，全国 6 ． 4 万户抽样调査

结果显示 ，全国
“

单独
”

且已育
一孩家庭计划或打算生育

“

二孩
”

的比例约为 6 0 ％ 。 当然 ，

6 0 ％作为调

查所得的
“

二孩
”

生育计划 ，其只能是估计的上限 ， 因为在这 6 0％ 的群体中有
一

定 比例的人存在非意

愿不孕不育等情况 ，也即他们虽然有生育
“

二孩
”

的打算但在现实 中却无法真正实现
“

二孩
”

生育 。 另

外 ，
也肯定会有

一

定比例的人在实施生育行为之前改变主意 。 所以 ，
现实 中

“

二孩
”

生育比例会低于

6 0％，但具体能低多少 ，并没有全 国性数据可査 ，有人估计会低 1 0 － 2 0 个百分点不等 。 如果不考虑不

孕不育和临时改变主意等等因素 ，按照
“

二孩
”

生育 比例为 6 0 ％粗略估算 ，那么
“

单独二孩
”

新增出 生

人口 的总量约为 6 6 0 万人 （
1 1 0 0 万 ｘ 6 0 ％） ，这

“

6 6 0 万
”

是
“

单独二孩
”

政策作用下新增 的出生人 口 总

量 。 但是 ，这一总量既不可能在 1 年内完全转化为出生人 口
，也不可能在很长时期 中持续而缓慢地释

放 。 从众多调查的结果来看 ，

二孩生育的时间分布通常为 4 ￣ 5 年 ，如果将
“

6 6 0
”

万新增 出生人 口 总量

平均分摊到 4 或 5 年 ，那么预计每年大约将会新增 1 3 2 万 （
6 6 0 万／ 5 年 ）

￣ 1 6 5 万 （
6 6 0 万／4 年 ） 的出

生人 口 。 如果考虑到出生人 口并不会均匀分布 ，有的年份多
一

些 ，有 的年份少
一些

，预计
“

单独二孩
”

政策放开后 ，年度新增 出生人 口将在 1 0 0 ￣ 2 0 0 万左右 ， 这就是
“

单独二孩
”

政策放开之前的
“

预期
”

。

从全国各省
“

单独二孩
”

政策落地后
“

二孩
”

申报的实际情况来看 ，如前文所述 ，截至 2 0 1 5 年 1 月 末 ，也

即距离全国政策平均落地时间约 1 0 个月之时 ，全国
“

单独
”

夫妇申请再生育的总数就已经达到 1 1 5 万

对 ，如果按照 目前的 申报进度 （ 申报量每月 增加 8 万对左右 ）发展 ，那么到 2 0 1 5 年 3 月底 ，在全国实际

启动实施
“

单独二孩
”

政策
一

年之时 ，
全国

“

单独
”

夫妇再生育的 申报总量预计将会达到 1 3 0 万对左

右 。 尽管
“

单独
”

夫妇再生育的 申报数量并不能准确反映
一年后实际的出 生人数 ，但它大体上会与一

年后的出生数量相当 ，
1 3 0 万对左右的 申报数量基本可以代表政策启动实施第

一

年 （亦即 2 0 1 5 年 ） 的

新增出生人 口数量 。 有学者还估算了

“

单独二孩
”

政策实施后的
“

年化 申报量
”

， 即根据各省政策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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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对每个省
“

单独两孩
”

政策实施
一

个整年的 申请数量分别进行估算 ，加总得到全 国
“

单独两孩
”

政策实施一整年的
“

年化 申报量
”

为 1 5 0 万对左右 （ 张许颖 ，
2 0 1 5

） 。 可见
，与原来的预期相比 ，

“

单独

二孩
”

政策的开局是符合先前预期的 ，并不存在所谓的
“

遇冷
”

现象 。

在此需要对有关
“

单独二孩
”

政策
“

遇冷
”

讨论 中 出现的几类误解加 以厘清和说明 ：第一类 ， 把

1 1 0 0 万的 目标人群数量直接等同于新增出 生人 口 总量 ，这种作法忽视了
“

二孩
”

生育的意愿或 比例 ，

相当于认为所有已育
“
一

孩
”

的
“

单独
”

夫妇都会生育
“

二孩
”

；第二类 ，将某
一

年甚至某几个月 的
“

单

独
”

夫妇 申报规模直接与 1 1 0 0 万相 比较 ，然后给 出
“

遇冷
＂

的判断 ，这种作法既没有考虑
“

二孩
”

生育

的意愿 ，
也没有考虑

“

二孩
”

生育是在几年内逐步完成的规律 。 例如 ，截至 2 0 1 4 年 5 月底 ，全国提出再

生育申请的
“

单独
”

夫妇达到 2 7 万多对 ， 当时很多
“

分析人士
”

将
“

2 7 万
”

直接与
“

1 1 0 0 万
”

相比较 ，指

出
“

2 7 万
”

仅仅占
“

 1 1 0 0 万
”

的 2 ． 5 ％ ，进而得 出
“

整个单独二孩政策显示出遇冷态势
”

、

“

中国人 口超低

生育率的态势已经成立
”

等结论 ，截至 2 0 1 4 年 8 月 底 ，全国
“

单独
”

夫妇再生育申报总量达到近 7 0 万

对时
，
又有人直接将

“

7 0 万
”

与
“

1 1 0 0 万
”

相 比较 ，
估算大概仅有约 6 ％

（
7 0 万／ 1 1 0 0 万 ） 的夫妇选择生

育
“

二孩
”

，其余 9 4 ％ 的夫妇最终都选择生育
“
一孩

＂

，进而推断全国每个育龄妇女平均仅生育 1 ． 0 6 个

孩子 ，并得出
“

全国付诸行动的意愿生育水平大致只有 1
． 0 6

”

的结论 ；
第三类 ，把截至 2 0 1 4 年 9 月底或

1 2 月底的
“

单独
”

夫妇 申报规模与先前预计第
一

年 1 0 0 多万 的预期出生人数对 比
， 这种作法忽视了

“

单独二孩
”

政策在各个省份的落地时间并不统
一

， 多数省份 3 月 之后才正式启动实施
“

单独二孩
”

政

策 的事实 ，从全国来看这
一

政策在平均意义上的落地时间大致为 4 月初 ，
也即 到 2 0 1 5 年 3 月 末

“

单独

二孩
”

政策实施时间才能大体算作满一年 。 如果要 比较的话 ，
至少应该将截至 2 0 1 5 年 3 月 末的 申报

总量与政策实施第
一

年 1 0 0 多万的预期出 生人 口 数相对比 ，才能在时间长度上大体
一

致 ；
第四类 ，有

学者仅将部分省份申报数量低于预期 的情况概括到全国 ，这种
“

概括
”

与事实不符 。 通过将各省上报

的 申报数据推算出的满一年的 申报总量与其此前测算的政策放开后第一年的新增 出生人 口 数相比较

能够发现 ，
目前大多省份的

“

单独
”

夫妇 申报规模基本符合预期 ’有些省份 ，如浙江 、江西 、广东 、 四川等

省的
“

单独
”

夫妇申报规模是高于预期的 ，还有一些省份的
“

单独
”

夫妇 申报规模是低于预期的 。 既有

与预期基本符合的省份 ，
也有和预期不太符合的省份 ，这是因为不同省份测算所用 的基础数据和先前

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在准确性上并不一致 。 从全国的层级和平均的水平看 ， 目前
“

二孩
”

的 申报数量

与先前预期是基本符合的 ，不能仅仅根据那些 申报数量低于预期 的部分省份的情况就得 出全国范 围

内 申报
“

遇冷
”

的结论。

纵观 自
“

单独二孩
”

政策启动至今的
“

二孩
”

申报及生育情况 ，我们能够对 2 0 1 5 年全国的出生人 口

数量做出
一

个预估和判断 。 首先
，

2 0 1 4 年是
“

单独二孩
”

政策启动实施的 当年 ，

2 0 1 5 年才是政策实施

的第
一

年 。 受到人类 自然生理规律的影响 ，

一对健康的育龄夫妇 ，在共同居住且具有正常 、规律的性

生活而不采用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 ，每个月 的受孕率大致在 1 2 ％￣  1 5 ％之间 ，
也即从做出生育决策

到成功受孕大致需要 6￣ 8 个月 的时间 ，而从成功受孕到最终分娩又通常需要历经 Ｗ 个月 左右的时

间 ， 因此 ，只有很少量的
“

单独
”

夫妇能在 2 0 1 4 年 内就生出
“

二孩
”

， 申报的
“

单独二孩
”

大多数应该在

2 0 1 5 年才陆续出生 。 其次 ，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 ，
2 0 1 4 年我 国 出生人 口数已经出现了近

5 0 万的上升 ，可以推断 ， 随着
“

单独二孩
”

政策效应越来越显著 ，

2 0 1 5 年出生人 口数有很大的可能将会

再度跳升 。 再次 ，鉴于截至 2 0 1 5 年 1 月 末全国
“

单独二孩
”

的 申报情况 ，如前文所述 ， 到 2 0 1 5 年 3 月

底 ，也即全国实际启动实施
“

单独二孩
”

政策满一年之时 ， 全国
“

单独
”

夫妇再生育 的 申报总量预计将

会达到 1 3 0 万对左右 ，这大致可以代表 2 0 1 5 年全年的新增出生人 口数量 ，也就是说 ，

2 0 1 5 年全年的出

生人 口数很可能比 2 0 1 4 年的年度出 生人 口数增加 1 0 0 万以上 。 如果再考虑进
“

双独二孩
”

继续增加

的情况 ，
2 0 1 5 年全年出生人 口数非常有可能在 2 0 1 4 年 1 6 8 7 万出生人 口数的基础上逼近 、达到甚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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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 8 0 0 万人 ，进而重回 1 9 9 0 年代末 （
1 9 9 9 年出生人口 总数为 1 8 3 4 万人 ） 的水平 。

2 ． 2 总和生育率尚未跌至
＂

极低水平
”

中国 当前真实的生育水平到底有多高 ，
是近年来学术界纷争讨论的热点 ，特别是随着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启动 ，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关注又掀起学术界对中 国生育水平现状及走势评估的新
一轮热潮 。

有人认为 ：

“‘

花大力气收集上来的
’

六普人 口数据不可轻易怀疑
”

、

“

六普数据具有权威性
”

， 由此根据

2 0 1 0 年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直接汇总结果断定当前中 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 ． 1 8
，进而推断中 国的生育

水平从
“

略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早巳转向总和生育率低于 1
．

3 的极端低生育率
”

， 陷人了
“

危机
”

和
“

陷阱
”

的境况 。 这
一

论断缺乏依据 ，与现实状况也相差甚远 。

首先 ，
0 岁组人 口漏报是中国最近几次人 口普查面临的主要问题之

一

（ 《人 口研究 》编辑部 ，

2 0 0 9 、

2 0 1 1
） 。 在

“

六普
”

数据中 ，

0 岁组人 口漏报现象 同样十分突出 ， 这
一事实可 以通过观察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不同年份的分年龄人口数验证出来 ：

2 0 1 0 年 0 岁组人 口与 2 0 1 1 年 1 岁组人 口 为同批人 ，考虑到

死亡因素 的影响 ，
2 0 1 1 年 1 岁组人数应在

一

定程度上低于 2 0 1 0 年 0 岁组人数 。 国 家统计局公布 的
“

六普
”

数据显示 2 0 1 0 年 0 岁组共 1 3 7 8 ． 6 4 万人 ，而 2 0 1 1 年全国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按抽样

比 （ 0 ． 8 5 0％ 0
） 回推后得到 2 0 1 1 年 1 岁组共 1 4 4 1 ． 2 9 万人 ，这不仅没有低于

“

六普
”

数据 中 的 0 岁组人

数 ’
还比其多出 了近 6 3 万人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 同样 ，

2 0 1 2 年 2 岁组人 口 与 2 0 1 0 年 0 岁 组人 口也

为 同批人 ，
2 0 1 2 年全国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按抽样 比 （

0 ． 8 3 1 ％ 0
） 回推后得到 2 0 1 2 年 2 岁组共

1 5 5 5
． 3 5 万人 ，

比
“

六普
”

数据中的 0 岁组人数多出更多 ，
近 1 7 7 万人。 这说明

“

六普
”

数据 0 岁组人 口

存在严重漏报现象 。 并且 ，不仅 0 岁组人口存在漏报现象 ，整个
“

六普
”

低年龄组 （ 0 ￣ 9 岁 ） 的人 口均

存在明显 的漏报现象 ，具体表现为年龄越低 ，漏报规模越大 （
王金营 、戈艳霞 ，

2 0 1 3
） 。 因 此 ， 我们应该

客观看待
“

六普
”

数据质量 ，并科学使用
“

六普
”

数据 。 第六次人 口普查的确耗费了 大量的人 、财 、物

力 ，

“

六普
”

数据整体质量也的确很高 ，大部分数据结果确实
“

不可轻易怀疑
”

，但这并不意味着
“

六普
”

数据在各个变量上都是准确无误和
＂

毋庸置疑
”

的 ’
正如在各种涉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大型调査中 ，调查

数据的整体质量很高 ，但
“

个人收人
”

的数据收集及汇总结果往往与真实情况存在较大偏差 ，从而导致

这
一项的数据质量较低 ，这种

“

偏误
”

的出现是十分正常且不可避免的 ，任何
一

次大型调查收集到的数

据不可能每项变量都有相同 的质量水平 。 但是 ，纵使局部
“

偏误
”

的出现不会影响
一

个调查数据整体

的质量水平和权威性 ，我们在运用这
一

调査数据时也绝不能对其
“

偏误
”

之处视而不见 ，
丝毫不加处理

修正就直接使用存在
“

偏误
”

的数据 ，否则只能得 出同样具有
“

偏误
”

的结论 。 正是因为第六次人 口普

查存在较为严重的 0 岁组人口漏报现象 ，所以 ，根据未经任何处理和调整的
“

六普
”

直接汇总结果计算

出的总和生育率 （ 1 ． 1 8 ） 是大大偏低的 ， 是与中 国 现实生育水平不符的 。 此种情况就像全国各省 的

ＧＤＰ加总起来会大大超过全国的 ＧＤＰ
—样 ，是由 中国的国情和统计特点所导致的 。

其次
，
从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 国情来看 ，截至 2 0 1 4 年末 ，虽然中 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已达到

5 4 ．
 7 7 ％ 的水平 ，但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仅为 3 7 ．

1 ％
，
也即在全国人 口 中农村户籍人 口仍占大多数 ，

距离
“

城市中国
”

还有很大差距 。 长期以来的二元分割体制使中国形成 了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 ，这种二元社

会结构导致生育模式也具有二元性 。

一

方面中国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 1 ． 3 以下的极低水平 ，

但另一方面中国广阔农村地区众多的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依旧较高 ，纵使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之下 ，依

旧不乏早婚和多育现象 ，
生育水平并不低迷 。 正是由于中 国的生育模式具有二元特性 ，

不同于生育模式

单一的 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高度或完全城市化的国家 ，因而中国 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大可能达到类似

这些国家的
“

极低水平
”

（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 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依次为 1 ． 4 、 1 ．  2 和 1 ． 2 ？
） 。

①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 ｒｅａｕ ．Ｗｏｒ
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
ｏｎ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

（ 2 0 1 4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ｒｂ ．ｏｒ

ｇ 
／Ｐｕｂｌ ｉｃａｔ

ｉ
ｏｎｓ／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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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 中国 目前的政策生育率为 1 ． 4 7
（

“

单独二孩
＂

政策启动实施之前 ） ，
也就是说 ，在全国人民都

按照现有政策进行生育的情况下 ，平均每个妇女将会生出 1 ． 4 7 个孩子 。 时至今 日 ， 中 国农村地区仍

然存在相当规模的超生现象 。 虽然城市有部分人放弃生育第
一

个孩子 ，但放弃的数量显然小于农村

超生的数量 。 因此 ， 中 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至少应该是在 1 ． 4 7 左右 ，更可能是超过 1
．
4 7 的 ，而不可

能低到 1
．
 1 8 的水平 。 有学者提出 ：

“

众所周知 ，

1
．

4 7 的政策生育率事实上主要适用于农村人 口
，城镇

地区基本上是
一

胎化
”

， 由 此认为 中 国 现实的总和生育率
一

定低于 1 ． 4 7
， 这是对

“

1 ． 4 7
”

的误读 。

“

1
．

4 7
”

是全国的政策生育率 ，是全部农村 以及全部城市地区政策生育水平的平均值 ，认为 1 ．
4 7 的政

策生育率
“

主要适用于农村人 口
”

，显然是没有正确理解其真实含义 。 由于误读
“


1 ．  4 7

”

而得出的 中 国

现实总和生育率
一

定低于 1 ． 4 7 的结论 自然也不正确 。

当然 ， 中国现实总和生育率的高低最终要依据中国实际的调查统计数据来推算 。 每年出生人 口

数的增加或减少 ，有时是妇女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 ， 有时是生育水平变化的结果 ，也可以二者兼而有

之 。 在 已知育龄妇女规模 、年龄结构 、生育模式的条件下 ，年度 出生人 口数量和 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之

间存在确定的数量关系 ，
二者知其一 ，便能够推知其二 。 无论是采用将当年出生人数按生育模式分配

到育龄妇女的各个年龄组 ，然后反推总和生育率的方法 ，
还是采用通过育龄妇女规模 、年龄结构和生

育模式 ，
以既定出生人数为 目标

“

打ＩＥ
”

获得 当年总和生育率的方法 ，结果都是相 当可靠和确定的 。 基

于
“

打ＩＥ

”

的方法 ，依据 2 0 1 0 － 2 0 1 4 年国家统计局《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公布的年度出生人

口数便能够推算得 出这些年 中 国育龄妇女 的总 和生育率 。
2 0 1 0 ￣ 2 0 1 4 年 中 国 出生人 口数依次为

1 5 9 2 万人 、
1 6 0 4 万人 、

1 6 3 5 万人 、
1 6 4 0 万人和 1 6 8 7 万人 ，

经
“

打靶
”

推算可得出其对应的总和生育率

依次为 1
．  4 9 6 ，

1 ． 5 0 5 ，
1 ． 5 3 2

，
1

．
 5 4 0 和 1

．
 5 9 3

。 可见 ，过去几年出生人 口 数的增加中除了妇女年龄结构

的影响外 ， 总和生育率的上升也是重要原因 。 如果按照前文推断的 2 0 1 5 年 1 8 0 0 万的年度出生人 口

数量来推算 ，那么 2 0 1 5 年中 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高达 1 ． 7 1 7 的水平 。 可以看 出 ， 中国 的总和

生育率并没有低到 1 ． 3 以下的
“

极低生育率水平
”

。 同理 ，经过 回推还可 以证明 ， 假如中 国 2 0 1 0 年的

总和生育率仅为 1 ． 1 8
，其对应的年度出生人 口数将不足 1 3 0 0 万人

，这明显低于 2 0 1 0 年年度 出生人 口

数的实际数值 。 另外 ，

2 0 1 2 年和 2 0 1 3 年全国住院分娩统计的出生数都在 1 5 0 0 万 以上
，这是实实在在

从医院接生 出来的孩子数 ， 即使按 1 5 0 0 万 的医院接生统计数推算 ， 中国 的总和生育率也远在 1
．
 1 8 以

上 。

如此分析来看 ，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并未低至 1
． 1 8 的

“

极低生育率水平
”

，
也没有步人不可逆转 的

“

巨大危机
”

之中 。 当然 ，
1 ． 5

￣ 1
． 6 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显然低于更替水平 ，

也低于国 家人 口 发展战略

提出的 1 ． 8 水平 。 因此 ，
生育政策调整是十分必要的 ，

“

单独二孩
”

政策的过渡期功能实现后 ，在
“

十三

五
”

期间走向
“

全面二孩
”

政策 ，
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生育率水平 。

3 未来中国人 口生育状况变动趋势

依据截至 2 0 1 5 年 1 月 末的
“

单独二孩
”

申报情况 ，可 以推断出 2 0 1 5 年全国的 出生人 口总量非常

有可能在 2 0 1 4 年 出生人 口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另
一

个更大的增长 ，
达到 1 8 0 0 万人左右的水平 。 以此

推算 ，与之相对应的总和生育率大致在 1
－

7 1 7 的水平 。
2 0 1 5 年仅仅是

“

单独二孩
”

政策落地后的第
一

年 ，随着
“

单独二孩
”

政策实施效应的显现以及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 ，未来年度出生人 口数量和生育率

水平还会继续提升 。

不少人提出 中国 已经掉入
“

低生育率陷阱
”

，

“

中 国人 口再生产的生力军——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

已急剧下降 ，进人了 内生性的
‘

超低生育率陷阱
’ ”

， 并 由此推断
“

中国坐失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 …即便政策完全放开 ， 中国也难以摆脱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格局
”

，意指
“

单独二孩
”

政策 以及随后生

育政策进一步调整中全面放开
“

二孩
”

生育等举措都不会对中 国
“

低迷
”

的生育状况有显著影响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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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水平回升希望嫩茫 。 之所以 出现诸如此类的
“

担忧
”

，是因为对中国 目前生育水平偏低的原因缺

乏全面的认识。 Ｍｙｒｓｋｙｌａ 等学者 （
2 0 0 9

） 曾运用面板数据估计技术对 1 9 7 5－ 2 0 0 5 年 3 7 个国家样本的

数据进行分析 ，拟合了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与总和生育率 ＴＦＲ 之间的关系 ，根据其拟合结果推断 ，在中

国 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 （ 中 国 2 0 1 4 年 ＨＤＩ 指数为 0 ．  7 1 9 ）所对应的总和生育率至少应在 2 ． 3

左右的水平 ，但本文推算出 中国 2 0 1 2 ￣ 2 0 1 4 年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在 1
．

5 3￣ 1
． 6 0 之间 。 由此可见 ，与

先后掉人
“

低生育率陷阱
”

的欧洲 国家及东亚的 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 国不同 ，
中 国当前实际的生育水

平之所以在 1
． 5 

￣

 1 ． 6
，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 以外 ，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发挥调控作用的结

果 ，也即 中 国 目前的生育水平是在生育政策抑制作用下的水平 （ 陈卫 ，
2 0 1 4

） ，这意味着 ，伴随着生育政

策的放开 ， 中国生育率存在较大的回升空间和潜力 （ 靳永爱 ，

2 0 1 4
） ，并不会持续维持

“

低迷
“

的状态 。

“

单独二孩
”

政策落地后申报总量的持续增长已经证实 了政策调整后生育率会随之上升的趋势 。

2 0 1 4 年出生人 口数的增加已是事实 ，
2 0 1 5 年出生人 口数的继续增加也基本可 以判断出来 ，随着

“

单独二孩
”

政策落地后累积生育势能的继续释放 ，

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正如期而至 。 如果考虑到今

后生育政策进
一步调整 ，走向全面放开

“

二孩
”

生育 ，这
一

出生高峰将会从 2 0 1 5 年延续 6￣ 8 年 。 伴随

着 出生人 口数的增加 ，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排除年龄结构的影响 ）在未来几年 内 （
6 ￣ 8 年 ）也将迅

速回升 ，部分年份可能会超过 2 ．
1 的更替水平 。 当累积的生育势能释放完毕后 ， 中国 的年度出生人 口

数量也将开始下降 ， 总和生育率水平将可能在 1
．
 7 左右的水平上维持一段时间 。 当 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到更高水平的时候 ， 中国的生育意愿和水平有可能会降低到欧洲以及东亚发达国家 曾经一度达到

的低水平 ，但这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形势 ，而不是当前的现实 。 着眼于中 国当下的生育形势 ，特别是出

生人 口数将逐年增加的现实情况 ，全力做好公共服务各方面的准备以迎接这个新的出生高峰是十分

必要的 。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1 张许颖 ． 单独两 孩政策平稳实施 ， 申请数量超过百万 ． 中 国人口 形势分析与展望 学术研讨会会议资料 ，
2 0 1 5

Ｚｈａｎ
ｇ
Ｘｕ

ｙ
ｉｎ
ｇ

． 2 0 1 5 ．ＴｈｅＮｅｗＦｅｒｔ ｉｌ ｉｔ
ｙ
Ｐｏｌ

ｉ
ｃ
ｙ

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ｍｏｏｔｈｌ

ｙ
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1Ｍ ｉｌ ｌｉ ｏｎ Ａ

ｐｐ
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ｆＡ －

ｎａｌ
ｙ
ｓｉｓ 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 ｔｓｏｆＣｈ ｉｎａ

＊

ｓ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 ．

2 《人口研究》 编辑部 ． 2 0 1 0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 挑战与展望 ． 人口研究 ，
2 0 0 9

；
6 ： 4 2

－

5 6

Ｅｄ ｉｔｏｒｉ ａｌ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Ｐｏｐ
ｕｌａｔ

ｉ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2 0 0 9 ．Ｔｈｅ 2 0 1 0 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Ｃｈ ｉ

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ａｎｄＰｒｏｓ
ｐ
ｅｃｔ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6
： 4 2 

－

 5 6 ．

3 《人 口研究》 编辑部 ． 中 国 第 六 次人口普查 ：
经验与 启 示 ． 人口研究 ，

2 0 1 0
；

6
：

1 9
－

3 1

Ｅｄｉ ｔｏｒｉ ａｌ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
ｏｎ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 ．

 2 0 1 0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
＇

ｓＳ ｉｘ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ｓ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 6
：

1 9 
－

3 1 ．

4 王金营 ，
戈艳霞 ． 2 0 1 0 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 以及对 以往人 口 变动分析校正． 人口研究 ，

2 0 1 3 ； 1 ： 2 2
－

3 3

Ｗａｎ
ｇＪ

ｉｎ
ｙ

ｉｎ
ｇ

ａｎｄ ＧｅＹａｎｘｉ
ａ．

 2 0 1 3 ．Ａｓｓｅｓ ｓｍｅｎ ｔｏｆ  2 0 1 0 Ｃｅｎ ｓｕｓ Ｄａｔａ
Ｑ

ｕａｌ ｉ
ｔ
ｙ
ａｎｄＰａｓ ｔ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
ｏｎＣｈａｎ

ｇ
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
ｏｎＲｅ

？

ｓｅａｒｃｈ 1 ： 2 2 
－

3 3 ．

5ＭｉｋｋｏＭｙ
ｒｓｋｙｌ

ａ
，Ｈ ａｎｓ－

ＰｅｔｅｒＫｏｈｌ
ｅｒ

，
Ｆｒａｎｃ ｅｓ ｃｏＣ． Ｂｉ ｌｌａｒｉ ．  2 0 0 9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ｅｒｔｉｌ ｉｔｙ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

Ｎａｔｕｒｅ 6
：

7 4 1
－

7 4 3 ．

6陈卫 ． 2 0 0 0 年 以来 中 国 生育水平估计 ． 学海 ，
2 0 1 4

；
1 ： 8 1

－

9 0

ＣｈｅｎＷｅ
ｉ

．
 2 0 1 4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ｒｔ

ｉ
ｌ
ｉ
ｔ
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ｉ

ｎｃｅ2 0 0 0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Ｂｉ

ｍｅｓｔｒｉ ｓ 1


： 8 1
－

9 0 ．

7 靳永 爱 ？ 低生育率陷 阱 ：理论 、 事实与 启示 ． 人口研究 ，
2 0 1 4

；

1
： 3

－

1 7

ＪｉｎＹｏｎｇａｉ ． 2 0 1 4 ．ＬｏｗＦｅｒｔｉｌｉ ｔ
ｙ
Ｔｒａｐ ：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ｓ
，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Ｉｍ

ｐ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ｏ

ｐ
ｕｌａｔ 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1 ： 3

－

1 7 ．

（ 责任编辑 ？

？ 沈 铭 石 玲 收稿 时 间 ：
2 0 1 5－ 0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