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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常用人口抚养负担评价方法的缺陷，构建了抚养负担数量指数和抚养负担质量 

指数，以便科学反映区域人口的抚养负担。并选取中国为实证对象，进行了有效验证。研究 

表明：从抚养负担数量指数看，除城镇外，农村和全国的抚养负担都在减轻；从抚养负担质 

量指数看，农村、城镇和全国的抚养负担都在大幅度减轻。相关分析显示中国非劳动人口比 

重下降的根源在于农村非劳动人 口比重的减少，不过减小人口抚养负担的关键在于增强劳动 

人口的创收能力，并非仅依赖于非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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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et of new evaluation mode1．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dependency burden quantity index(DBQTI)and dependency burden quality index(DBQLI)．The 

two proposed indexes provide a dual perspective on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dependency burden． 

With China as a case study，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quantity of rural and nationwide non— 

laborers reduced obviously during 1978～20o9．but the rural—urban and nationwide quality of life all 

increased notably． However， rural migrant laborers are hardly to enjoy a stable working 

environment，the result is salary unstab le and easily intermittent unemployment，and peasants are 

made more vulnerable for survival in contrast with townspeople in china．The root of reducing the 

proportion of China's non—lab orers is the transferring of rural surplus-labor，while the decisive driving 

force for reducing dependency burden lies in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wealth income rather than 

merely lower the proportion of non—labo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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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负担是因被抚养人口对其他人口的依赖而带来的负担，常用抚养系数 (也称抚养比或负担 

系数)表示，一般用少儿人口 (0～14岁)、老年人口 (65岁及以上)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 (15—64 

岁)之比来表达⋯。有的也对少儿人 EI、中年人口及老年人El的消费权重系数进行了区别对待 。 

此外，幼年和老年人口的消费又会对家庭储蓄产生负作用，据此，又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寡来判定 

是否存在人口红利。这也带来了不少质疑，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与实际劳动人口不吻合，如：劳动年龄 

人 口中存在在校学生、失业人 口 。于是又将劳动年龄人口 (15～59岁)中的非经济活动人 El视为 

被抚养人口，这时被抚养人口除了少儿人口 (0—14岁)与老年人口 (60岁及以上)外 ，还包括 15～ 

59岁中的非经济活动人口L4 J。随着发展中国家教育培训的提高，参加工作的年龄至少应该是20岁， 

而在欧洲，人们的退休年龄一般是60岁，因此，应将2O一59岁看做劳动年龄人口 。理论上，少儿 

人 口 (O～14岁)都可当作非劳动人口，个别的劳动者也属非法童工，但劳动年龄人口 (15～64岁) 

包含了一些失业人口或伤病残造成的无法劳动的人口，还有正在接受教育的人口以及退休人员。老年 

人 口也不能全部视为没参加劳动，一些退休人员通过单位返聘、市场应聘或 自主创业，为社会继续创 

造财富。要想在不同年龄间找出消费系数的大小也不现实，这似乎永远是个谜，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国 

家，为了抚养小孩、赡养老人，劳动人口反而会省吃俭用，照顾老人和小孩的一些分心事给正常工作 

带来的间接损失也无法估算。总之，通过年龄衡量抚养负担并不科学，要想对抚养负担做出合理解 

释，就必须重新审视已有的计量方法。 

哪些是被抚养的人口?能抚养多少人口?弄清楚这些问题是解决抚养负担的关键。威廉 ·配第说 

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所承载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虽然并非每个劳动者都 

能自食其力，但劳动人口创造了一切财富，而非劳动人口只是财富的消费者，因此，完全可以将非劳 

动人口看做被抚养的人口，这样就能找到抚养负担的数量关系，再根据财富消耗与财富创造的对应关 

系找到抚养负担的质量状况。 

一

、 研究方法与指标构建 

1．抚养负担数量指数 

抚养负担数量指数 (Dependency Burden Quantity Index，BDQTI)就是一个区域中的非劳动人口量 

与总人口量之比，该指数反映了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赋存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 

DBQTI= ×100％ (1) 

式中：DBQTI为抚养负担数量指数，，为社会所有非劳动人口， 为社会所有劳动人口。DBQTI 

∈ (0，100)，该值越大，说明社会非劳动人 口数越多，参与劳动的人 口也就越少，反之则越多。当 
一 个区域内非劳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时，抚养负担数量指数趋近 100，说明需要抚养的人口很多，从数 

量上看，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就很大；若劳动人口很多时，抚养负担数量指数趋近 0，这时需要抚养 

的人数很少，从数量上看，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就很小。非劳动人 口多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的生活质 

量就低，反之亦然，因为劳动人口创造财富收入的能力存在差异，劳动人口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 

越多，才能抚养更多的非劳动人口。换句话说，人们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创造的社会财富 

会越多，人们的抚养能力就越强。研究表明，在美好的政策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与提高就 

业率并无矛盾冲突 。 

2．抚养负担质量指数 

抚养负担质量指数 (Dependency Burden Quality Index，BDQLI)就是社会人口的生活消费支出额 

与收入额之比，该指数反映出人口收入与消费冲抵后的现实生活质量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C￡+CJ) 

DBQLI： ： ×100％ (2) 
D￡ 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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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BQLI为抚养负担质量指数， 为居民收入总额，C，为非劳动人 口的消费支出总额，C 

为劳动人 口的消费支出总额，劳动人 口也是消费者，即也是被抚养的对象，所以应将其纳人人口抚养 

负担范畴。DBQLI∈ (0，100)，该值越大，抚养负担也越大，反之则反。当一个区域内的劳动人口 

创造的财富收入远超过消费支出时，抚养负担质量指数趋近0，此时未参加劳动的人口所带来的抚养 

负担不足为虑，从质量上看，人 口抚养负担 自然很小；当收支几乎持平时，抚养负担质量指数趋近 

100，抚养的人 口量已达饱和态，抚养负担 自然很大，人们可通过省吃俭用以减少消费，但为了满足 

人们的正常需求，生活标准不可无限压缩，若被抚养的人 口量继续增加，当劳动人口不堪重负时，部 

分冗余人 口就会被淘汰掉。微观区域或个人出现劳动收入少于消费支出的情况，则可通过借贷的方式 

来弥补收入的不足，但从宏观区域角度来看，借出或贷出的财富一定等于借人和贷入的财富，因为物 

质和能量是守恒的，而货币只是充当一般等价物。一个相对完整的封闭区域，财富收入无法满足人们 

的消费支出，即出现整体透支，则该区域是危险的，如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过度超前消 

费所致。财富收入大于财富消耗符合任何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因为收入的财富不可能全部用于消 

费，部分财富必须用于储蓄，以便再投资一再生产一再收入一再消费，如此循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 

目的。 

二、实证分析 

原始资料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并按照需要对相关原始数据 

进行了加工处理。因缺港、澳、台的数据，故只以中国内地作为研究的区域范畴。1978～1989年的 

就业人口数据由三组统计数据构成，即国家统计局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的城镇单位劳动统计、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的行政登记，以及由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 

队负责的乡村就业人员；1990～2009年的就业人 口数据是更加规范的人口普查数据。前一种统计方 

法可能会低估就业人员数 ，虽然两种统计方法得到的数据不一致而不可直接比较大小，但这并不 

影响从 1978～1989年和 1990～2009年这两个时间段中找出人口抚养负担的变动规律，这里的变动规 

律才是研究的关键内容所在。 

(一)中国人口抚养负担的动态特征 

1．人口抚养负担的数量指数 

1978～1989年与 1990～2009年的人口抚养负担数量指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层次，因为不同的统 

计方法造成了不同的效果。但图 1显示，中国抚养负担数量指数由1978年的58．288％持续下降到了 

1989年的50．908％；1990—2009年，该指数的总趋势仍然是在下降，只是下降的幅度不大，1990年 

抚养负担数量指数为43．368％，2009年下降到41．565％。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从人口数量的角 

度看，中国人 口的抚养负担在减小。 

实际上，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 

已从 1978年 的 4．4％ 上 升 到 了 2009年 的 

8．5％，但人口老年化并没造成非劳动人口比重 

的上升。因为中国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 

0—14岁少儿人 口比重的下降，其下降幅度远 

超过 65岁及以上人口的增长幅度，少儿人 口逐 

渐向 15～64岁的中青年人口 (其主体是劳动人 

口)转移，从而助推了非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 

1978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年份 

图 1 全国人 口抚养负担的数量指数 

此外，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作用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就业 

或创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浪潮不断高涨。农民工进城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 

业问题，有利于中国非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199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 
· 89· 

万方数据



户中的就业人口分别为0．927、0．O11和0．149亿人，而2009年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 

个体户中的就业人 口就多达 1．5588、0．3063和0．2341亿人。 

2．人口抚养负担质量指数 

虽然 1978—1989年与 1990—2009年的就 

业人口统计方法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从图2 

中发现规律，1978—1989年，消费支出在财富 

收人中的比例先减后增，抚养负担质量指数波 

动明显。因为该时期经济发展仍受传统的政治 

周期主导，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 

1990～2009年中国抚养负担质量指数起伏 

不大，该指数在 1990年为 88．586％，而 2009 

籁 

删 
蟋 

年份 

图2 抚养负担质量指数 1978—2009年 

年为72．968％，下降了约l5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重之所以能缩小，并非人们节衣缩食 

的后果，而是财富收入不断增加的结果。1978年中国人均食品消费支出额占总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为63．900％，2009年为37．726％，恩格尔系数下降了近 26个百分点，而人均消费额如果按照 1985 

年的可比价计算，即扣除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影响，也增长了522．608％。 

从生活质量的角度看，中国人口的抚养负担在大幅度下降。当然，让具有劳动能力的非劳动人口 

都能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来，这将更有利于降低人口抚养负担。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 

年中国待业人口多达 1198．8万人，这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中国人 口抚养负担的城乡分解 

1．人口抚养负担数量指数对比 

如图3所示，中国城镇和农村抚养负担数 

量指数的走势大不一样。城镇抚养负担数量指 

数 由 1978年 的 44．830％ 上升到 1989年 的 

51．286％。调整统计方法后，1990年城镇抚养 

负担数量指数为 43．560％，2009年则升高到 

49．957％。而农村抚养负担数量指数却由 1978 

年的61．225％减小到 1989年的 50．773％。调 

整统计方法后，又由 1990年的 43．298％继续 

下降到2009年的34．246％。总体上，从人口 

数量的角度看，两种就业人口统计方法都显示， 

的抚养负担却稍有上升。 

年份 

图3 城 乡抚养 负担数量指数对比 1978—2009 

中国农村人口的抚养负担在大幅度下降，而城镇人口 

农村人El中非劳动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其缘由是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的减少，产生了 

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逐渐完成了由农业部门向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户等非 

农业部门的转移或从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迁移，并且近 2O年来农村的生育率也在持续下降 ，最 

终造就了农村抚养负担数量指数的不断下降。 

1978年以来，城镇非劳动人口比重居高不下。因为过快的城市化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并导 

致不少人口失业，这样的城市化存在虚假性 。另外，不少劳动年龄人口滞留在城镇各级学校脱产 

学习，仅中国高校在校学生的比重就由 1978年的0．089％迅速增至 2009年的 1．607％，而这些学生 

绝大多数都是未参加社会就业的非劳动人口。 

2．人口抚养负担质量指数对比 

考虑到前后就业人 口统计方法的不一致，在做分析时将 1978—1989年和 1990—2009年分开观 

察。1978～1989年 ，农村和城镇的抚养负担质量指数波动很大，趋势较混乱，这与上文提到的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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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全国抚养负担质量指数的成因相符。 

图4显示，农村和城镇的抚养负担质量指数分别由1990年的85．240％、84．684％下降到2009年 

的77．495％、71．411％。2005年前，农村抚养负担质量指数大都低于城镇，主要是因为农村收入主 

要用于家庭积累，消费环境也远不如城镇优越。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如家电下 

乡，在优惠政策的作用下，农村消费开始升级。 

农村抚养负担质量指数起伏大，没有城镇 

稳定 ，因为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如 1984年以来 

连年丰收导致卖粮难，增产不增收，于是 1984— 

1989年抚养负担质量指数快速上升。此外，农 

村进城务工人员容易因间歇性失业而影响收入。 

20世纪7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城镇居民 

抚养负担质量指数居高不下，因为该时期的中 

95降 一  峰 ．．．
． ． ． L= 

年份 

图4 城 乡抚养负担质量指数对比 

国经济体制在大转型，收入增长缓慢。此后，城镇抚养负担质量指数不断下降，这主要得益于收入的 

提高。按可比价计算，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1990年的4．52倍，年均增长 6．494％，而农村 

2009年人均纯收入只有 1990年的2．765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882％。 

农村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 1978年的 67．7％、57．5％下降到 2009年的41．0％、36．5％， 

1985～2009年，扣除消费者物价指数影响后，农村和城镇的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了 323．431％和 

337．839％。总体上，从生活质量的角度看，中国城镇和农村的抚养负担都在大幅度下降。 

3．全国、城镇、农村人口抚养负担的相互关系 

为了弄清楚人口抚养负担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必要对 1978—2009年全国、城 

镇以及农村的抚养负担数量指数、抚养负担质量指数进行相关分析，鉴于 1978—1989年与 1990～ 

2009年的就业人口统计方法不一致，为了消除数据不连续的影响，只能使用顺序量表进行测量，因 

此，这里选择秩相关分析法，计算公式如下： 

6∑d 
一 卜  

【 — l J 

公式中：相关系数 r∈ [一1，1]，r>0时，表示两个变量正相关，r越大，正相关性越密切，反 

之则反；d 为按同一秩序排列的两个变量之差；n为样本数。 

表 1表明，农村、城镇和全国之间的抚养负担质量指数都存在强相关，因为农村、城镇以及全国 

的抚养负担质量指数都在大幅度下降，生活质量都大有提高。数量指数在城镇与全国之间存在显著负 

相关，而数量指数在农村与全国之间却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中国非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主要靠农村 

来助推，受城镇的影响不大，自然数量指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就存在很强的负相关。 

表 1 不同时空尺度下人1：7抚养压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1978～2009) 

注： 壤 示双尾检验相关系数在0．01显著性水平下相关， 表示双尾检验相关系数在0．05水平下相关。 

全国抚养负担数量指数与质量指数具有显著正相关 ，表明中国非劳动人15比重的降低有利于人们 

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抚养负担数量指数与质量指数也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非劳动人El比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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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对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但城镇抚养负担数量指数与质量指数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可 

见城镇生活压力减轻的诱因并不是来自非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也不是城镇人口降 

低消费水平所换来的收益，而是城镇劳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高的结果。 

三、结论与启示 

(1)在改进人口抚养负担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科学的评价指标，并选取中国为实证对象， 

对 1978～2009年的人 口抚养负担进行了有效验证。 

(2)全国抚养负担数量指数总体是在下降，农村也在下降，只有城镇存在小幅度的上升，但农 

村、城镇以及全国的抚养负担质量指数都在大幅度下降 生活质量都有提高。 

(3)城镇的非劳动人口比重一直居高不下，而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如何有效解决城镇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4)减轻人口抚养负担的关键在于增强劳动人口创造财富收入的能力。当然，若能各尽其才， 

有效解决失业问题，这对一个区域增加社会财富、减轻抚养负担大有益处。 

(5)微观区域或个人出现人不敷出的现象是能补救的，因为可通过借贷来弥补收入的不足。相 

对封闭的区域收入无法满足消费时，就会出问题，甚至闹饥荒，会淘汰冗余的人口。 

(6)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口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成果，而财富消耗则是全部人 口在一定时间内 

的必要需求。那么劳动生产率对抚养负担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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