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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理论界存在着多种争论。本文首先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

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框架, 进而得出了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预测, 然后利用大量的

经验数据初步证实了上述判断; 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人口增长的经济效应可能依时间、地点而有

明显的差异, 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 在目

前的背景下, 应当适时地调整现行的人口管理政策, 以维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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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many

approaches�Based on modern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devised a simple model of population

growth, with which a predict 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is

made�Data from empirical research proves the prediction: although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opulation growth

will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nd place, population growth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economic growth

either in shor-t term or long- term� The author thus proposes that the present population policy be modif ied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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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导言

1978年以来, 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在

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的条件下取得的。那么能

否认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持续

降低的人口增长率, 是否仍然可以成为支持我

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因素呢?

就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 对上述两个问题

大都持肯定的态度。学者们普遍认为, 持续降

低的人口增长率不仅支持了我国过去二十多年

的经济增长, 而且将仍然支持我国未来的经济

持续增长
[ 1~ 3]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他们认为,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是动态的, 从维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源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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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 使人口政策实现动态调整已经具有

一定的必要性
[ 4~ 5]
。本文可以视为对后一种观

点的进一步分析。

二、分析框架的建立

近年来, 学者们发现, 真正对经济增长起

决定作用的, 可能是劳动力能力或人力资本的

变化。罗默认为, �这 (人力资本) 就提供了

应该可能的方法可以解释在不同的国家间增长

率会有如此悬殊, 而且事实上, 有些国家的人

均收入增长数字接近于零。
[ 6]�, 实证分析也表

明,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确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 7]
。那么人力资本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呢?

相关文献大都围绕着 �外部性� 或 �溢出

效应� 展开。学者们普遍认同受过教育的劳动

力能够使其他生产要素变得更有效率这一简单

事实。卢卡斯就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可能

能够解释穷国与富国之间长期的收入差距。与

卢卡斯的研究一致, 舒尔茨、罗默等人的研究

也表明, 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不仅广泛存在,

并且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8]
。

关于溢出效应的变化趋势, 卢卡斯的一个

经典假定是: 溢出效应与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平

均水平正相关, 即全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越

高, 溢出效应越大。由该假定可以推导出两个

判断: ( 1) 在各部门内部,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是持续放大的; ( 2) 溢出效应对各部门的影响

是均衡的。很多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对于前

者, 鲍莫尔指出, �我们还必须假设对于 (累

积的) 创新收益也是递减的��创新者首先会

进行最容易实施且一定会有最丰厚收益的项目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发明活动的净收益

必定会逐渐减少��这必然使得这些活动对于

发明人和投资人来说吸引力越来越小, 即使这

些活动的放慢趋势没有相伴而来, 在一定发明

活动水平上的收益也一定会下降。
[9] � 莫里提

的分析则否定了后一个判断。他的分析表明,

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随经济距离的延伸而下

降
[ 10]
。这一结论强烈地意味着溢出效应的分

布依产业的不同而不同。

从逻辑上来看,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与产业

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

�边干边学� 是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产生的基础。

早在 1890年, 马歇尔就认识到工人之间的社

会交往能够创造提高生产率的学习机会, 从那

时起, 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文献层出不

穷。卢卡斯也持相同的认识。他认为, 个人积

累的人力资本大部分是通过向他人学习而获得

的, 且这个过程是免费的。曼斯凯认为人力资

本溢出效应的基础在于社会性学习。在起始

点, 决策者面临着可能带来不同后果的许多种

选择。由于模糊性的存在, 他们只能通过 �试

错� 逐渐排除被占优选择。而社会性学习使得

选择者能够把他的判断建立在前者选择的基础

之上, 从而帮助决策者们不断缩小其行动集

合
[11]
。从这个意义来说,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与被占优选择的规模, 从而产业的发展阶段是

密切相关的。如果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 在其

发展过程中较多被占优选择已被排除, 那么人

力资本溢出效应就不太明显; 而在新兴产业

中, 由于这一排除过程尚处于开始阶段而发展

的非常迅速, 所以新兴产业中人力资本溢出效

应较大。上述逻辑也得到了实证支持。库兹涅

茨对1880~ 1948年间美国制造业 38个分支部

门研究后发现: 与传统产业相比, 新兴产业发

展的速度更快; 在各类产业内部, 增长率随产

业的发展而降低
[ 12]
。

基于上述讨论, 可以给出关于人力资本溢

出效应分布的判断: 与传统产业相比, 溢出效

应对新兴产业的影响更大; 在各类产业内部,

溢出效应的影响随产业的发展而降低。该判断

也同时意味着, 各部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并不

直接取决于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 (如卢

卡斯所说) , 而直接取决于各部门人力资本的

平均水平与产业发展阶段。一个经济体的增长

率既取决于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 也取

决于人力资本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该判断给

出了导致经济增长的两条基本途径: 全社会人

力资本平均水平的提高; 人力资本由溢出效应

较低部门向溢出效应较高部门的流动。

因此, 考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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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需要考察人口增长与全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

平增长的关系, 也需要考察人口增长与人力资

本流动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不同的时期与地

点, 人口增长对上述两种关系的影响有很大的

不同,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口效应会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性。

( 1) 当且仅当人口增长率的提高与全社会

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的提高正相关时, 人口增长

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相关;

( 2) 当新增人口不能促进全社会人力资本

水平的提高时, 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成负

相关;

( 3) 即使在人口增长率较低甚至为负的条

件下, 经济增长率也并不必然降低。在这种情

况下, 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也可能提高人力

资本的配置效率,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跨国别人口效应

已有很多学者就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实证研究。虽然早在 18

世纪末期, 马尔萨斯就强调了人口对经济增长

的制约作用, 但近年来 �利弊论� 仍然成为主

流观点。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 13~ 16]

。

我们收集了公元 0年~ 1998 年间有代表性国

家的相关数据, 希望能够全面证实本文命题所

揭示的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

移默化的, 当期的人口增长率可能对当期的经

济增长率毫无影响, 其作用可能在很长的时间

里才能体现出来。所以想要利用计量模型来测

度二者的关系, 结果往往很难令人满意。美国

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就明确指出: 依靠

现有的数据与技术手段, 很难给出人口增长对

经济发展的净效应
[ 17]
。由于这个原因, 本文

只进行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

经验分析支持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

(1) 除 1870~ 1913 年期间外, 三个发达

国家人口增长率与人均 GDP 增长率的正相关

关系显著, 即在同一个区域内, 经济增长率随

着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

( 2) 除 1913~ 1950年期间外, 世界范围

内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也比较稳定;

(3) 中国与印度人口增长率与人均 GDP

增长率的关系比较复杂, 但 14个分期中, 仍

有 8个分期显示了正相关 (参见表 1) �。

因此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 还是从国别

范围来看, 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之间的正相关

关系似乎总是成立的。这一关系在现代增长经

济学文献中被称为 �规模效应�。在这个意义

上, 我们认为, 从整体来看, 人口增长率的提

高总是有利于全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从而

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的。

四、我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 我国 1978~ 1998年间的高速

经济增长就是在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的条件下

取得的。这个样本能够否认人口增长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吗? 我们的逻辑显示, 即使在人

口增长率较低甚至为负的条件下, 经济增长率

也并不必然降低。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力在部

门间的流动也可能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本节试图通过对我国

1978~ 1998年间的经济发展的回顾, 说明后者

的影响, 并解释该期间我国人口效应的变化。

1978 年以来, 我国工业、农业、服务业

的内部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以发展相

对迅速的工业为例, 与 1985年相比, 1995年

服装、皮革、电子及通信设备等行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有所上升, 纺织、橡胶等的比重有

所下降, 但产业内部结构的总体格局变化尚不

显著 (见表 2)。这种稳定的内部结构意味着

溢出效应变化频率的相对稳定及初始技术状态

的连续性。在这种稳定状态下, 经济增长率由

新增劳动力与可转移劳动力比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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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代表性国家及世界的人口增长率 ( n)、人均 GDP年均复合增长率 ( m)、弹性系数 ( a)

公元 0~ 1998年

国家 指标 0~ 1000 1000~ 1500 1500~ 1820 1820~ 1870 1870~ 1913 1913~ 1950 1950~ 1973 1973~ 1998

n 0�06 0�09 0�5 2�83 2�08 1�21 1�45 0�98

美国 m - - 0�36 1�34 1�82 1�61 2�45 1�99

� - - 0�72 0�47 0�88 1�33 1�69 2�03

n 0�09 0�14 0�53 0�79 0�87 0�27 0�48 0�21

英国 m - - 0�27 1�26 1�01 0�92 2�44 1�79

� - - 0�51 1�59 1�16 3�41 5�08 8�52

n 0�03 0�17 0�23 0�42 0�18 0�02 0�96 0�48

法国 m - - 0�16 0�85 1�45 1�12 4�05 1�61

� - - 0�70 2�02 8�06 56 4�22 3�35

n 0 0�08 0�2 0�38 0�43 0�45 2�11 2�1

印度 m - 0�04 - 0�01 0 0�54 - 0�22 1�4 2�91

� - 0�5 - 0�05 0 1�26 - 0�49 0�66 1�39

n 0 0�11 0�41 - 0�12 0�47 0�61 2�1 1�38

中国 m - 0�06 0 - 0�25 0�1 - 0�62 2�86 5�39

� - 0�55 0 2�08 0�21 - 1�02 1�36 3�91

n 0�02 0�1 0�27 0�4 0�8 0�93 1�92 1�66

世界 m 0 0�05 0�05 0�53 1�3 0�91 2�93 1�33

� 0 0�5 0�19 1�33 1�63 0�98 1�54 0�80

� � 数据来源: 人均 GDP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均来自于安格斯�麦迪森著 �世界经济千年史�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注: 弹性系数根据人均 GDP 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计算得到, 弹性系数= 人均GDP 增长率�人口增长率。

表 2 � 主要工业行业比重位次变化情况

行业 纺织
食品、饮

料、烟草
机械 冶金 建材 化学

交通运输

设备

电气机械

器材
其他

电力、煤气、

自来水

橡胶塑料

制品

1985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995年 4 1 3 2 5 6 7 9 16 10 13

行业
服装、

皮革

金属

制品

造纸、

印刷

电子通

信设备
石油加工 煤炭采选 石油开采 森工 医药 化纤 仪器仪表

1985年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995年 8 12 15 11 14 18 17 19 20 21 22

� � 数据来源: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 国家统计局网站 2001年。

� � 新增劳动力比例是人口增长率滞后的反

映。受人口增长率变化的影响, 在 1990 年左

右, 我国的新增劳动力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见表 3)。劳动力可转移比例的高低由潜在的

供求关系决定。从供给来看, 受历史因素的影

响, 大量的劳动力集聚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

域, 他们数量较大但普遍文化素质较低; 从需

求来看, 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下, 轻

工、纺织产业、家电产业 (彩电、冰箱、洗衣

机、空调机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公路、

港口、电力等) 以及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相继获

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而这类产业恰恰是典型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非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

供求关系良好的适应性, 我国的劳动力可转移

比例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依据上述分

析, 我们认为, 在 1990 年左右, 我国的劳动

力状况出现了重大转折, 即从 �高增长率、高

可转移比例� 变化为 �低增长率、高可转移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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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社会劳动力的变化
时期 1978~ 1985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1997 1998

绝对数 (万人) 9721 14036 3738 903 750 357

比例 ( % ) 24�2 28�1 6�4 1�3 1�1 0�5

� � 数据来源: 据 �中国统计年鉴 ( 2002)� 资料计算,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年版。(下同)

� � 劳动力状况的上述转变集中地体现在农村

劳动力的变化上。1990 年代之前, 虽然农村

劳动力增长率显著低于同时期的劳动力增长

率, 但仍然有明显的增长 (见表 4) , 这表明

该时期较高的劳动力增长率能够满足包括农业

在内的各种产业发展的需要, 劳动力的持续增

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

1990年代, 农村劳动力不仅显著低于同

时期的人口增长率, 而且出现了长期的负增长

( 1992~ 1997年) (见表 4)。在 1990年代劳动

力增长率急遽下降的背景下, 农村劳动力的大

规模转移满足了工业、服务业的需求, 从而将

这类产业的技术进步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 在根本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世界银行的

相关报告就明确指出,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化与劳动力转移有关, 并且 1998年以前中国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由低效

率部门 (主要是农业部门) 向高效率部门 (制

造业部门) 转移来实现的
[ 18]
。蔡 的研究也

认为, 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

的转移, 是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

源泉, 劳动力转移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

献份额在20%左右
[ 19~ 20]

。

表 4 � 农村劳动力的变化

时期 1978~ 1985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1997 1998

绝对数 (万人) 2792 7327 - 2960 - 699 - 39 108

比例 ( % ) 9�9 23�5 - 7�7 - 2�0 - 0�1 0�3

� � 总之, 我国 1990年代之前的经济增长是

由劳动力的高速增长驱动的, 而劳动力的高速

增长无非是人口高速增长的滞后反映; 较高的

劳动力可转移比例是 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动

力之所在, 但在本质上前者仍然是前期人口增

长的结果。因此, 虽然我国 1978~ 1998 年间

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在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的条

件下取得的, 但并不能否认人口增长与经济增

长的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中讨论了人口

效应及其变化, 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虽然受各

种因素的影响, 人口增长的经济效应可能依时

间、地点而有明显的差异, 但无论是从长期还

是短期来看,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依据本文的结论, 一国的人口规模

及其相应的劳动力存量并不是决定一国经济增

长的主要因素, 在一定条件下, 真正影响一国

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新增人口与劳动力。因此,

不能因为我国劳动力基数较大就认为我国不会

受到人口的约束。

事实上, 从 1998年开始, 受供求关系变

化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可转移比例出现了很大

变化。从供给来看, 虽然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

量仍然很大, 但经过 20年左右的低增长与 7

年左右的负增长, 其生产性甚至有所下降, 在

我国目前4�8亿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以下文

化程度的占到4�2亿人。而从需求来看, 受居
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内生因素的影响, 钢铁、纺

织、建材等传统的原材料和加工工业明显萎

缩, 以电力、石油为主的重化工业与以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信息产业迅速成长起

来, 而后者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对劳动

力的技术要求相对较高。供求关系适应性的降

低使得劳动力可转移比例逐步下降。就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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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我国的劳动力状况可能正处于由 �低增

长率、高可转移比例� 向 �低增长率、低可转

移比例� 过渡阶段。随着劳动力状况的变化,

劳动力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从 1998 年至

2004年, 中国平均工资的年增长率在 8% 到

12%之间, 高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

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同期水平。在这种背景下,

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愈发明显, 都阳

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
[ 21]
。

基于上述讨论, 我们认为, 在经济实践

中, 一方面应当强调对劳动力存量的教育与职

业培训, 使其能够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 另一

方面也应当适时地调整现行的人口管理政策,

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本文的主要政策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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