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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国内主要人口学刊物的文章检索, 2006年我国人口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集中在人口发

展基本态势、人口与经济、人口流动与迁移, 以及人口老龄化等方面。本文对上述研究领域较有代表

性的成果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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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related papers on Chinaps major demographic journals in 2006, a conclusion can

be reached that the demography research in the past year w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basic trend of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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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 十
一五0 计划的开局之年, 这一年我国的社会经

济发展继续稳步向前, 不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得到了进 ) 步实施和推进, 而且其他各项社

会事业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我国已经在全面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6年同样也是人口学

不断繁荣发展的一年, 经过两年多众多专家的

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 形成了国

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这是我国人口研究

历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 与此同时,

各个省区陆续开展了区域人口发展战略报告的

研究, 社会各界纷纷对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人

口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剖析, 这也进一步推动

了人口科学的发展。那么,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

下, 我国人口学界 2006 年研究重点是什么?

学界取得了哪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人口学

界未来发展和研究趋势将怎样? 要完整回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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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问题, 我们有必要对 2006年人口学界主要

研究成果作简单的回顾与评述。

通过对 2006年人口学界各大主要杂志的

检索 ¹ , 2006年人口研究重点依然侧重在人口

与经济、人口流动与迁移、老龄问题和统计方

法等方面, 但与往年的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不

同的是, 学者们更加关注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

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人口与经济问题

人口与经济问题一直是人口学界最为关注

的领域之一。与前两年相比, 2006 年除了继

续强化对劳动与就业及贫困人口的分析外, 对

人口与宏观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述颇具代表性。

(一) 人口与宏观经济发展

一方面, 邬沧萍以敏锐的观察力, 再一次

重申人口问题依然是目前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

问题
[ 1]

; 周天勇则运用具体的转移经济、聚集

经济和网络经济三种分析方法来论证人口与宏

观经济关系
[ 2]
。有的学者将人口发展与制度分

析相结合, 呼吁构建制度人口学
[ 3]

, 这都充分

体现出学者们对人口与宏观经济问题的高度重

视。用规范和实证的方法检验人口与宏观经济

发展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是本年度探讨人口与宏

观经济发展问题的一大特色。吴瑞军在承认人

口规模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基础上, 指出人

口素质在其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存在

诸多障碍因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4]
。

另一方面, 不少学者从制度和数理视角就

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有益的

探索
[ 5~ 6]

, 尤其是王金营利用标准消费人概念

来把握人口与消费关系更是值得借鉴。当然,

人口与宏观经济研究不仅停留在人口与消费层

面, 陆杰华等则就人口与食物安全问题进行了

深刻定量地讨论
[ 7]
。张雪花考察了人口规模、

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 尤其是对周边经济的辐射作用
[ 8]
。还有学

者把视角投向了农村人口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后

的延续问题上, 勾画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可持续性因素的基本框架
[ 9~ 10]

。不仅如

此, 诸如城市的经济效率、人口与家庭经济发

展
[11~ 12]

等方面都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 并

由此进行深度剖析。以上研究足以证明, 人口

与宏观经济发展的研究正在迅速升温, 学者们

正多视角、全方位地把握人口与宏观经济发展

之间的问题, 也在一个侧面充分映射出跨学科

的包容性。

(二) 就业与人力资本

就业与人力资本问题基本延续了 2005年

的发展趋势, 依然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其中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就业形势判断上
[ 13~ 14]

,

王金营强调从劳动力供给把握就业形势, 而有

的学者更关注有效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15]
。

徐旭川另辟蹊径, 从公共投资角度摸索就业问

题
[16]
。李实考察了职业间和职业内男女之间

的工资差别
[ 17]
。2006 年就业问题研究明显侧

重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上, 但把就业具体问题

放在宏观大背景的文献并不多见, 要么分析显

得过于宏观, 要么仅就单个问题进行论证, 因

此, 多视角深度挖掘就业的现实问题并探究其

原因还需学者们付出更多努力。

2006年人力资本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 和往年一样, 研究依然围绕教育问题展

开。学者们一致认为,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

然影响到我国教育及人力资本状况。黄荣清和

刘家强等分别以四川和北京为例, 均认为人口

年龄结构的变化给教育发展带来挑战, 进而影

响到人力资本提升
[ 18~ 19]

。黄荣清还指出, 年

龄结构变化将导致资源重新调整问题
[ 20]
。对

此, 我们并不怀疑年龄结构变化给教育资源所

带来的变化, 但研究者忽视了人口迁移和流动

在未来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考虑我

国人口迁移和流动这一大背景, 单纯从人口结

构的自然变动得出的某一地区未来小学和中等

教育的资源过剩的结论是欠考虑的。也有学者

考察了人口迁移对人力资本的作用
[21]

, 但缺

乏定量分析。除此以外, 学者们还从人力资本

的角度揭示童工产生的主要原因
[ 22]

, 以及人

力资本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23]
等问题。

尽管这些研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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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升的问题, 但对完善我国人力资本研究还

是具有一定贡献的, 并对以后继续深入探索具

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三) 低收入及贫困人口问题

和2005年研究相比, 2006年研究重点在

贫困人口研究的基础上, 加大了低收入人口的

探索。贫困人口的标准再次受到学者的质

疑
[ 24]
。贫困人口关注的焦点依然是老年贫困

人口, 乔晓春在 2005年合理测算出老年贫困

人口规模基础上, 2006年从老年贫困人口的

规模、结构及相应人口学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

地描述
[ 25]
。此外, 学者们还将其研究视角投

向少数民族地区, 系统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人口与贫困在地域上的重合性, 探究重合性

原因
[ 26]
。但美中不足的是, 学者对该问题原

因的探索显得过于泛泛和宏观。

当前, 低收入群体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

活中的一个突出民生问题, 同时也成为构建和

谐社会中的不和谐之音, 2006 年对低收入群

体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 以谢勇的分

析最具代表性。他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界定、

规模与分布、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成因

等文献的梳理, 使人们从宏观和感性上系统把

握低收入这一群体
[ 27]

, 从而为政策制定服务。

二、人口发展基本状况分析

与往年相比, 人口发展基本状况的分析大

体上延续了以往的研究方向, 主要包括生育水

平问题分析和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不仅如此,

2006年更是加大了对人口发展态势和政策评

价的思考,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一) 生育水平

2006年探讨生育水平具体数值的文献并

不多
[ 28]

, 更多倾向于对生育率影响因素以及

孩次递进比等方面的研究。其中, 对孩次递进

比的讨论尤为激烈。姜保全针对 2004 年郭志

刚教授提出的孩次递进生育率首先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指出郭志刚在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

公式中的部分错误, 并对该方法所计算的生育

水平, 能否代表真实队列终身生育水平提出质

疑。对此, 郭志刚给予回应, 认为真实的终身

生育指标是一个 /马后炮0 指标, 需要通过对

调整的生育指标估计来对其加以监测
[ 29~ 30]

。

杨书章和王广州则创立了孩次递进比分析新的

框架和研究体系, 将宏观出生性别比分解, 设

计出孩次性别递进指标体系, 扩展了孩次递进

比的研究空间
[ 31~ 32]

。

梁秋生和郭志刚等教授对 /低生育水平形

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机制0 问题的论辩在 2005

年就进行得如火如荼, 以郭志刚教授在 /关于
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再讨论0 一文中指出粱秋

生在分析中的不足作为结束。2006 年粱秋生

对郭志刚 2005年的质疑加以解释, 就该问题

再一次表明自己不同的看法, 坚持认为京津沪

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确实存在
[ 33]
。

这场关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辩论延续了一年

多, 虽然对该问题还没达成明确一致的说法,

但对其尝试性的探索以及学界观点的争鸣为人

口学界平添了一些色彩。

生育水平的研究还体现在分析生育行为影

响因素方面。学者们采取不同的方法对生育水

平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讨论, 认为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 并分析了

农村二孩的生育间隔
[ 34]
。此外, 任强等对育

龄人口的避孕行为与避孕节育意愿的探讨
[ 35]

在生育水平研究领域颇有代表性。值得一提的

是, 陈卫等对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研究, 不仅

强调了生育率研究的重要性, 而且将研究置身

于人口迁移这一宏观背景中, 得出城市外来人

口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 而且低于城

市人口的颇有争议性的结论
[ 36]

, 但这一结论

能否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还需要进一步详细

地论证。

(二) 出生性别比

2006年出生性别比问题依然是学者们不

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其中也涌现出大量研

究成果, 足以显示出学者们对出生性别比问题

研究热情不减。

首先, 5人口研究6 杂志社邀请了国内学

者对目前严重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展开了深入而

热烈的讨论
[ 37]
。朱秀杰等介绍了国外出生性

别比研究情况
[ 38]

, 以期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

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有的学者发现, 出生性别

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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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并对其进行深刻描述
[ 39]
。还有学者试图

定量揭示人口生育的自然规律
[ 40]
。乔晓春则

对出生性别比的统计推断和显著性问题
[ 41]
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以上研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

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和特点, 不仅具有一定

的警示作用, 而且为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

提出了值得借鉴的政策思路。

其次,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一直深受学

者们的青睐。生育政策、性别偏好以及生育性

别干预是引起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的观点得到了

学者们的广泛肯定
[ 42~ 44]

。刘爽从制度与文化

角度对其原因进行深度挖掘
[45]
。综观探究出

生性别比原因的文献, 绝大多数都将其归因于

政策或性别偏好, 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表面

化, 而且仍然停留在宏观层面, 这不能不说是

目前的研究略显遗憾的地方。有学者尝试性地

对我国农村地区儿童出生登记的现状和问题进

行了探索
[ 46~ 47]

, 虽然是儿童出生登记状况的

研究, 但学者们已充分意识到出生性别比与儿

童出生登记存在的某种联系, 这也是值得欣慰

的地方。

另外, 出生性别比产生的后果是出生性别

比研究的重要方向, 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

点, 特别是出生性别比所造成的婚姻市场的挤

压
[ 48~ 49]

。有研究表明, 未来我国婚姻市场每

年都有 10% ~ 15%男性过剩人口, 平均每年

大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

象
[ 50]

, 而且 2040年前后, 婚姻市场上的男性

将比女性多出 2000 万人左右
[51]
。学者们对少

数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

价值
[ 52~ 53]

, 但究竟如何有效治理出生性别比,

未雨绸缪, 这都有待于学者全方位、多维度地

思考和探索。

(三) 人口发展态势及政策评价

2006年人口发展态势研究聚焦于对特殊

群体的人口发展状况的探索。学者们主要关注

少数民族人口和农村青年人口的发展态

势
[ 54~ 55]

, 深刻阐明了这些群体的人口学和社

会经济特征。在对这些特殊群体的分析中, 对

农村青年人口的讨论显得尤为热烈, 学者们针

对农村青年人口在流动过程中的留守人口问

题、农村教育与发展、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问

题展开了一系列有益地交流与研讨
[56]
。定量

把握我国人口发展态势是人口学分析的基础与

前提, 有学者对我国人口数据质量进行了检

验, 发现普查的漏报率为 2105% [ 57]
。宋健则

用不同口径计算出农村不同独生子女数量, 发

现农村人口口径计算的独生子女数量比按照乡

村人口口径计算的结果多近 900万人
[ 58]
。还

有学者对我国各省区的人口发展趋势利用不同

的预测方法进行了预测
[ 59]
。此外, 马瀛通对

三大人口高峰的辨析
[ 60]
等方面进行的深刻剖

析, 有利于人们对人口发展态势的基本把握。

2006年研究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强调人口

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学者们一方面对现行政

策进行定量评估
[61~ 62]

; 另一方面对人口政策

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未来生育政策的

走向, 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李建新质疑李

小平在人口百年战略中的种种观点, 支持二孩

政策
[63]

; 尹文耀通过对多种生育政策的系统

模拟预测, 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可再稳定 15~

20年
[ 64]

; 蒋正华更多的是从定性的角度论述,

认为未来人口决策应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
[ 65]

;

乔晓春则主张在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变化的

同时, 适当时候放开生育政策, 避免长期且过

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

与经济问题
[ 66]
。综合而言, 生育政策的调整

直接影响到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涉及社

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还需要慎重斟酌。

三、人口流动与迁移

与社会经济发展紧紧相连, 人口迁移与流

动研究自 2005 年就显得异常突出, 2006年延

续了 2005年的发展局势和方向, 并出现了许

多颇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 人口流迁现状及发展研究

分析流迁现状是研究人口流迁的基础, 与

2005年相比, 人口流迁现状分析有所回落。

段成荣首先就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

动进行了梳理和辨析, 强调了人户分离的概

念
[67]
。随后, 学者们分别利用不同省区的数

据, 详细解读了各自省区的人口迁移现状
[ 68]
。

除了对人口迁移的基本现状进行定量描述外,

学者们加强了对人口流动状态、过程、规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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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测算方法的探讨
[ 69~ 71]

。其中, 最引人注目

的是, 李树茁等利用社会网络方法来探讨流动

人口婚姻、生育、养老等观念问题
[ 72]

, 改变

了以往将社会网络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做法,

而是将其作为分析工具。这为以后的研究开辟

了广阔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该研究采

用了复杂的社会网络方法, 但在很大程度上却

依然是描述性分析居多, 探索性研究较少, 如

何将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挖掘它

的现实意义, 这都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二) 人口迁移影响因素

与人口迁移现状研究相比, 人口迁移影响

因素的分析在 2006年显得更为突出, 不仅研

究成果比以往多, 而且分析得更加深刻、具

体。许多学者将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依然

定位在经济因素上, 只是分析对象有所差

别
[ 73~ 75]

。值得一提的是, 周皓利用 / 五普0
数据分析认为, 宏观的省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和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对人口迁移具有重要作

用, 但利用宏观投资引导全国人口迁移流向作

用是失效的
[ 76]
。一度被学者们忽略的返迁人

口, 在 2006年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并

深刻分析了返迁的影响因素
[ 77]
。

(三) 农民工

学者们对农民工的问题见仁见智。有学者

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 认为农村的教育和职业

培训状况不仅影响到人口流动, 而且限制了农

民工的择业范围、地域选择和参与市场程度

等
[ 78]

, 农村的教育体系和职业培训再次受到

学界的关注。重视农民工必然要关注他们的生

活, 王桂新以上海为例考察了农民工的生活环

境, 针对农民工融合问题展开系统分析与论

证
[ 79]
。风笑天强调关注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

状况
[ 80]

, 还有学者对农民工在生育问题中的

性别偏好进行了研究
[81]
。从以上研究看出,

学者们正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全方位地考察农民

工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有学者提出要给在城市

有一定居住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农民工建立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
[ 82]
。

民工荒原因的讨论从 2005年延续到 2006

年, 虽然研究成果不如 2005年丰富, 但所得

出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刘根荣从微观经

济入手, 通过对空间阻力、信息阻力、能力阻

力、风险阻力、价格阻力、政策和心理阻力的

分析来诠释民工荒原因
[ 83]
。蔡的贵等则从性

别的角度指出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女性民

工荒
[ 84]

, 是供需不平衡导致的必然结果。

与农民工的出现相伴随的留守儿童问题继

续得到了学者的重视
[ 85]

, 他们从规模、原因

等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讨论。除此以外, 辜胜阻

等利用农民工的特点, 对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特征阐明自己的观点
[ 86]

, 体现出一定的创

新性。

四、老龄问题

面对我国迅速的老龄化, 老龄问题继续升

温, 2006年主要侧重在老龄化影响、老年人

生活状况以及老年保障三个方面。

(一) 老龄化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

影响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得到了政府和学

界的广泛认可。至于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社会

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学者们一般持消极态

度
[87~ 88]

, 认为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

不利的后果。彭秀健和李洪心详细阐明我国人

口老龄化对社会产出、人均消费和政府收入的

变化影响
[ 89]
。原新等对政府和学界提出推迟

法定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金支出压力表示疑

问, 认为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必然带来人们

实际退休年龄的提高
[ 90]
。此外, 宋健在庞大

的人口流动宏观背景下对老龄化形势进行了合

理判断
[ 91]
。

(二) 老年生活状况

实现健康和成功老龄化必须关注老年人的

生活状况, 尤其是老年人健康。杜鹏、曾毅和

柳玉芝等对老年人健康的研究, 基本反映出该

领域研究的方向和热点
[ 92~ 95]

, 主要侧重在老

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健康自评和不同养老模式

下老年人健康状况等方面。学者们不仅从时点

考察了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健康自评的差

异, 而且还分析了其生活自理能力动态变化的

过程, 并发现与 1994年相比, 我国老年人生

活不能自理比例提高了近 1P5[ 96]
, 1992~ 2002

年 10年间我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失衡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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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下降 1%
[97]
。不仅如此, 10年来我国老

年人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自理预期寿命都有所增

长, 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反

而下降
[ 98]
。机构养老的老人和居家养老的老

人相比, 前者比后者总体健康状况差、死亡风

险相对大, 但生活满意度高
[ 99]
。

另外, 老年人生活状况还由老年人生活照

顾和生活来源所体现。研究表明, 与 1994 年

相比我国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增强, 对家庭成

员供养的依赖度降低
[100]
。另外, 还有学者继

续深入探寻长寿老人长寿原因
[ 101]
。这些研究

为探究老年人健康长寿秘密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加深, 可以预见, 这方

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

(三) 养老保障

随着快速的老龄化, 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是

老龄化的必然要求。建立健全合理的养老保障

制度, 确立准确的养老保障水平离不开数据的

支撑。王晓军测算并比较了不同省区养老保险

的历史债务和偿付能力
[ 102]

; 姜向群从人口学

视角, 定量测算了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养老保障

所造成的压力
[ 103]

, 解释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

选择半基金积累制的原因。这些定量研究不仅

为养老保险收支水平的确定提供数据支持, 而

且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提供了现实基础。

学者们的视角不仅侧重于整个老年群体, 梁鸿

的分析更加微观具体, 探寻征地农民的养老保

障问题, 认为征地农民彻底断绝了与土地的联

系, 其养老保障问题更甚于其他群体
[ 104]
。应

该看到, 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研究养老保

障, 其正确性都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 而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 我国的养老保障还会面临更多

新问题, 这都需要学者们继续深入地探索。

五、其他

2006年除了上述研究的重点问题外, 学

者们还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来分析诸多人口

问题, 并加强了对人口管理、人口健康以及人

口与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问题的关注。

2006年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统计

分析方法在人口学的运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多层模型在人口领域的运用。杨菊华详细介

绍了多层模型并明确了其应用范围
[ 105]

, 更多

学者是将该方法运用到出生人口质量以及生育

水平的研究中
[ 106~ 107]

。另外, 郭志刚等将泊松

回归分析应用到生育率研究中
[ 108]

, 郭志仪用

BP神经网络分析方法来预测城市化水平
[ 109]
都

是这方面的代表力作。

在人口管理方面, 研究主要侧重于流动人

口管理问题上, 尤其是流动人口计生管理
[ 110]
。

针对富人阶层普遍超生、计划生育管理难的现

象, 曹景椿强调富人阶层违法生育亟待整

治
[111]
。还有的学者针对目前城市化及城镇化

的新特点, 分析讨论了我国城镇化不同于发达

国家的原因及影响
[112]
。在探索人口宏观调控

和管理问题时, 学者们得出走人本主义的城乡

一体化道路的结论
[113]

, 张惟英针对北京人口

的调控和管理提出自己的见解
[ 114]
。笔者认为,

人口宏观管理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城市功能定位

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彭希哲等将风险

概念引入人口管理中, 主张建立区域人口风险

管理与调控体系
[115]

, 这是对人口管理方式的

一种新尝试。当然, 人口管理研究中还存在一

些不完善之处, 如部分研究仍然过于宏观, 解

决人口管理过程中政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 如

何实现人口有效管理, 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

和谐仍是一个长期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人口健康研究在 2006 年研究成果屈指可

数, 郑晓瑛等强调人口健康研究应该是优先领

域
[116]
。宋新明等考察了出生人口质量及健康,

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 117]
。除此以外, 赵忠

对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极具健康经济学的特点
[ 118]

, 颇有代表性。虽

然 2006年人口健康研究成果不多, 但对有关

问题的阐述无疑是深刻的, 而且随着人们对健

康问题的关注必将推动人口健康领域的进一步

发展。

政府和学界一直把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人口发展的首要目标, 但针

对这一问题 2006 年研究却显得不温不火。其

中, 以童玉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水资源以及

沙漠化的关系
[ 119~ 120]

研究; 陈英姿等通过资源

承载力计算, 定量地探索区域可持续发展
[121]

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焦培民等对 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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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史6 一书中的诸多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
法

[ 122]
, 也给后续可持续发展研究更多启示。

虽然2006年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但可

持续发展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 它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并

不会停滞, 它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 研究范围

将更加广阔, 研究内容将更加成熟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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