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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环球时报》撰文，对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做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刊登在《环球时报》2015

年 11 月 3 日第 14 版，这里全文刊发： 

 

“全面二孩”将成经济社会双重杠杆 

文/郑秉文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近日成为舆论热议焦点。这是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

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目的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

战略。从本质上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所针对的是日益严峻的

“少子化”趋势及其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遭遇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压力 

少子化与老龄化指的都是人口结构的逆向变化，二者相连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不考虑

移民因素的静态条件下，导致老龄化的因素大致有两个，一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

改善等，人口寿命预期延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寿风险”；二是在人口寿命预期既定的情况

下，少子化也可能将导致人口结构发生逆转，老龄人口占比大大提高，甚至超过警戒线，威

胁到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 

目前，国际上对少子化的量化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从研究角度看，笔者认为

少子化至少应指“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低于世代更替水

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于“2.1”）。如果将其转化为 0-1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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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左右。此外，笔者认为，也可用“少儿赡养率”这个概念来描述和衡量少子化程度，即

0-14 岁人口占 15-64 岁人口的比例。一般来说，如果将总和生育率“2.1”转换为少儿赡养

率，25%可视为少子化的一个标志。 

中国的寿命预期延长和少子化这两个方面都十分异常。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十分迅速，新

中国刚建立时人均寿命只有 43.4 岁，到 2015 年联合国预测为 75 岁。相比之下，2015 年发

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仅为 78.3 岁，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

中国少子化现象更加严峻：2010 年中国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 GDP 为 4200 美

元以下），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 1.53，而当年全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

则是 3.08，中国低了整整一倍。与“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为 4200-13500 美元）平

均总和生育率 1.82 和“高收入”国家的 1.76 相比，中国的数据也偏低。同样，中国少儿赡

养率 2010 年为 23.4%，也低于所有三组经济体（“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

平均水平。纵向上看，新中国建立以来，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 1965 年是生育高峰，总

和生育率达 6.30，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倡便逐年下降，到 2000 年下降到谷底 1.48。

此后略有反弹，到 2015 年是 1.55。少儿赡养率的下降曲线与总和生育率十分吻合。在 50 年

时间里，少子化现象就变得如此严峻，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少子化高

峰还未到来。 

西方发达国家靠移民政策缓解少子化压力 

长寿风险基本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同时，少子化也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2015 年的

数据显示（引自联合国，下同），就总和生育率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 2.51，而高收入国家

平均只有 1.75。比较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高达 5.10，南亚是 2.56，拉美是 2.15。而“少

儿赡养率”世界平均水平是 39.7% ，高收入国家是 26.0% ，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 79.8%，

南亚 45.4%，拉美 38.6%。 

就总和生育率来说，高收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少子化国家，但由于移民等原因，

在少儿赡养率这个指标上，高收入国家略好一些（26%），其中英、法、美就更好。这或可

以解释为，这些国家通过移民政策等手段缓解了由于总和生育率低下导致的少子化趋势。相

较而言，在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中国人口结构急剧逆转，老龄化来势汹汹。60 

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 2015 年上升到 15.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曲线告诉人们，虽

然长寿风险导致人口老龄化，但在“一胎化”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少子化是中国人口老龄

化的推手之一，因此，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便自然而然地提到决策层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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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放开二孩，经济与社会作用兼具 

2013 年底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当时，有关方面估计，在符合

生育二孩政策的 1100 万人中，第一年大约能有 200 万申请生育第二胎，但结果却大大低于

预测值，提出申请的仅 69 万人。在这样背景下，五中全会果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

这是非常及时且非常必要的，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如果计划生育政

策不做重大调整，少子化的趋势将难有根本改变。静态地看，少子化的积极因素将可集中和

优化教育资源，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减少劳动就业一代的抚养压力等。但动态地看，这些

积极因素很快就会转化为消极因素，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首先，少子化将影响社会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产生明显的“置换”效应。例如，对妇

幼儿科医院、中小学教育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对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

将形成使用效率问题。相应地，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就业机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少子化的预

期必然是老龄化，大量“腾退”的校舍医院等社会基础设施，将更多地被养老院所“占用”。

其次，对产业结构也将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乳制品业、食品加工业、玩具和电子游戏产业、

房地产等，他们将不得不调整消费群体对象，或转产或限产，或产业升级等。最后，少子化

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在少子化趋势下，劳动就业人口占比将逐渐下降，进

而，人口规模将呈绝对下降趋势，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劳动供给

减少必将减少劳动产出，经济增长必将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全面放开二孩，

在进入新常态之后，是撬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杠杆。可以肯定的是，在短期内，二

孩婴儿潮蕴含的消费潜力将逐年释放，并将形成稳定的上升曲线，对相关的食品玩具、婴儿

服饰、妇婴保健、教育行业等起到拉动作用；中期看，房地产需求将有所刺激，水泥、钢铁

等相关产业也将受益，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发掘，增长预期将出现利好；长期看，二孩婴儿潮

无疑会对楼市等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对老龄化趋势下楼市价格下滑趋势具有一定的对冲

作用，进而对其他资产价格也都产生积极影响。▲（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

任） 

原文链接：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5-11/7895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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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2015 年 11 月 3 日 第 3744 期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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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简称“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英文为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urvey and Data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ICSD CASS,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和领导的规模化、

规范化调查、研究和咨询机构，是面向国内外各类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

体、社会团体的综合性信息发布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和“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发起设立，受

“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直接领导，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

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

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

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

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

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4232         传真：（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