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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东省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 , 其生育水平仍旧较高 , 这不符合生育率转变的一般规

律。通过从城乡 、 区域和人口流迁等方面剖析其产生原因 , 从政策干预和利导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

议 , 广东省在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 , 仍然要抓好抓紧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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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口发展史 , 根据生育率转变规律 , 以总和生育率为代表的生育水平一般会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 尽管其下降的速度在各国不同 , 各国对生育进行干预的程度各异 。就我国

而言 ,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 , 加之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和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中国生育水平在总体上确实呈下降趋势;但是从各地区来看 , 未必

如此。比如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 广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 ,

凭借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灵活的制度政策 , 实现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人口状况也发生了较大转

变。然而结合广东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 , 通过与兄弟省份相比 , 广东省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

同时 , 其生育水平仍旧较高 , 这不符合生育率转变的一般规律 。

一 、 广东省生育水平偏高问题之表现

林富德 、刘金塘以全国 “四普” 资料为基础 , 根据生育水平高低及对生育水平的控制能力将

全国分为四类地区 , 其中广东与冀 、晋 、皖 、闽 、赣 、豫 、鄂 、湘 、陕 、 甘等中 、 西部省份被列

为第三类地区 , 其特点为控制人口的能力稍差 , 生育率较高 , 有较大的降低人口增长之潜力;之

后他们又对 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 仍旧将广东列入第三类地区
①
;李竞能等通

过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方向 , 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

收入划分了A 、 B 、 C 、 D四种人口经济类型 , 其中广东同福建 、 新疆和海南等三个省份同被列入

B类 , 属于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一类;王金营等通过构造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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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法将五普全国出生漏报人口进行回填并根据 2000年全国各省 TFR的不同分为五类 , 广东与

贵州 、云南 、西藏 、 宁夏 、青海和甘肃等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省份同被列为最后一类
[ 1]
。

如果把广东省相关年份的 TFR放在全国来看 , 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 , 广东省四普时的

TFR排在全国各省市第十六位
[ 2]
;其五普时的 TFR为 0.94个① , 在全国各省区中居第六位

[ 3]
。图

1清晰显示了广东省 TFR的变动轨迹以及与全国的差距 。

图 1　广东省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比较 (1949～ 2000 年)

资料来源:陈胜利 , 安斯利·寇尔.中国各省生育率手册.中国人口出版社 , 1993 年。

二 、 广东省生育水平偏高问题之分析

根据 《广东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报告 , 虽然广东省五普时全省的 TFR降至 1.78 , 但除城镇 、

珠江三角洲和粤北地区的 TFR已降至生育更替水平外 , 其他地区的 TFR仍旧高于更替水平
[ 4]
。

根据广东省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并结合全国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样调查结果 , 根据全国生育模

式和生育水平的调整方法对广东省的生育水平进行修正 , 得到广东省城乡及各地区的 TFR如表 1

所示
[ 5]
:

表 1　2000年广东省总和生育率的城乡差异与地区差异

全省
城乡差异 地区差异

城镇 乡村 粤东 粤西 粤北 珠三角

1.78 1.39 2.37 2.15 2.32 1.81 1.52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广东省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2年。
注:粤东包括汕头 、 汕尾 、 揭阳 、 潮州四市;粤西包括阳江 、 茂名 、 湛江三市;粤北包括韶关 、 清远 、 河源 、 梅州 、 云浮

以及惠州市龙门县和肇庆市的广宁县 、 怀集县 、 封开县和德庆县;珠三角包括广州 、 深圳 、 珠海、 佛山 、 江门 、 东莞 、 中山以
及惠州市的惠城区 、 惠阳县 、 惠东县 、 博罗县和肇庆市的端州区 、 鼎湖区 、 高要市 、 四会市。

可见 , 广东省的城乡生育率存在较大差异 (农村地区的育龄妇女在全省育龄妇女中占有较大

比重), 地区间的TFR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 TFR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基本上同其经济发展差

异是相吻合的。从这个角度讲 , 又符合生育率转变的一般规律 。

考虑到广东省是一个人口流动大省 , 而且是一个人口净迁入大省。据广东省 2000年人口普

查资料计算 , 在 2000年全省流动人口中 , 育龄妇女所占比重高达 47.08%, 其中 , 生育旺盛期妇

女 (20 ～ 34岁)为 647.39万人 , 占育龄妇女总量的 64.34%。因此 , 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流动人口

中育龄妇女的 TFR。2000年广东省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生育情况如表 2所示:

由表 2计算 2000年广东省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 TFR为 0.65 , 远远低于本省育龄妇女的生

育水平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广东省常住人口生育水平中流动人口的 “分母效应”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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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广东省常住人口 TFR而言 , 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 0.95‰原始数据计算 , 其值为 0.97;“广东省生育水平和稳定低生育水
平对策” 课题组计算其值为 1.78 (翟振武等 , 2006);王金营 (2004)通过将出生漏报回填后 , 推测其值为 2.14。尽管学界
和政界对 1990年代以来广东省及全国的 TFR存在较大争议 , 上图中未绘制 , 但值得肯定的是 , 通过横纵向比较 , 改革开放
以来 , 广东省的总和生育率确实较高。



表 2　2000年广东省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生育情况

年龄 (岁) 平均育龄妇女数 (人) 出生人数 (人) 年龄别生育率 (‰)

15～ 19 234587 477 10.17

20～ 24 266351 6846 128.51

25～ 29 178178 9007 252.75

30～ 34 99910 2883 144.28

35～ 39 46317 595 64.23

40～ 44 18766 122 32.51

45～ 49 12607 43 17.05

总计 856714 19972 649.51

　　资料来源:同表 1。

图 2　广东省主要年份省内 、 外流动人口数比较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广东省人口普查资料

(1990年 、 2000 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广东省人口抽样调查办

公室.广东省 199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 中国统计出版

社 , 1996 年。

此外 , 广东省还是全国省际流动

人口总量最多的省。如图 2所示 , 在

迁移流动人口中 , 跨省流动人口占优

势 , 且迁移流动人口数量逐年递增。

为此 , 还需对广东省本省人口和外来

人口的TFR作一比较 , 如表3所示:

由表 3可知 , 在广东省 2000年的

全部育龄妇女中 , 本省育龄妇女占较

大比重 , 本省育龄妇女的 TFR (1.24)

也远远高于外来人口中育龄妇女的

TFR (0.6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

了广东省常住人口生育水平中外来人

口的 “分母效应”①。

表 3　广东省 2000 年本省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

类别 出生人数 (人) 所占比重 (%) 育龄妇女数 (人) 所占比重 (%) TFR (个)

本省人口 630 80.25 17425 71.68 1.24

外来人口 155 29.75 6884 28.32 0.62

合计 783 100.00 24309 100.00 0.97

　　数据来源:根据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 0.95‰原始数据计算。

综上所述 , 分城乡来看 , 广东省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的较高生育水平主要是由于农村

地区的高生育水平 (2.37)拉动所致;分区域来看 , 广东省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主要是由于粤东

(2.15)和粤西 (2.32)地区的高生育水平拉动所致;就本省人口和外来人口而言 , 广东省相对

较高的生育水平 (0.97)主要是本省育龄妇女的高生育水平 (1.24)拉动所致 。只不过前两个拉

动已做修正 , 后一个拉动未经调整 , 但各自的计算口径相同。

三 、 解决广东省生育水平偏高问题的对策建议

根据广东省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 粤东的城镇化率为 50.45%, 粤西只有 38.63%, 而粤北

山区的城镇化率更是低至 36.10%, 均低于全省 55.66%的平均水平 , 更远远低于珠三角 71.59%

的城镇化水平。因此 , 降低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地区的高生育水平 , 在一定程度上讲 , 就是要降低

广东本省广大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 。为此 , 本文建议广东省在解决生育水平偏高问题

上 , 除了继续坚持近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外 , 应着重研究制定以下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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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省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育龄妇女生育后有可能返乡或由于其他原因未被普查在内 , 故 2000年广东省流动人口中育龄妇
女的实际TFR可能略大于 0.65。



1.相关部门要继续通过必要的政策干预来制止多孩生育现象

由图 3可知 , 广东省目前尚存在较高的多孩生育现象 , 而且其多孩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由于目前广东实施城乡不同的生育政策 , 1998年又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 , 农村地区由原

来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改为 “一孩半” 政策
[ 7]
, 城镇户籍育龄妇女虽然也存在多孩生育现象 ,

但相对于农村而言毕竟是少之又少 , 故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还是在农村。

图 3　2000 年广东省与全国多孩率比较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广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

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2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

国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2 年。

为此 , 首先要坚决贯彻广东省现

行生育政策 , 尤其是在生育数量和胎

次间隔等方面不要轻易调整 , 更不能

有大的松动;其次要加大计划生育日

常管理和服务力度 , 做好育龄妇女的

定期检查和跟踪服务 , 坚决杜绝多孩

生育现象的发生和扩大化;最后 , 建

议计划生育部门协同民政等部门在未

婚夫妇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时便同他们

签订 《计划生育承诺书》 , 双方签字生

效后便可借鉴银行等机构的做法 , 为

其设立计划生育信用档案 , 并可供合

法的机构或个人查询 , 从而减少计划外生育的 “道德风险” 。

2.贯彻实施并完善切实可行的利导机制来制止计划外生育

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户 , 建议从过去的以罚为主改为以奖为主 , 即便是罚 , 也最好由 “经济处

罚” 改为 “精神处罚” 。针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 “有钱不怕罚 , 没钱罚不怕” 的两类极

端群体 , 对于有钱家庭而言 , 社会抚养费已成为其非法生育的合法转换途径;而对于没钱家庭而

言 , 即便是法律规定可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敦促其缴纳 , 结果也收效甚微 , 而且也与构建

和谐社会的旋律不符 。为此 , 建议各有关部门联合起来加以整治 , 对其进行精神处罚 , 比如将其

列入计划生育黑名单并公示于众 , 使得其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失体面 , 难以立足。

既然广东省实现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财力较强 。为此 , 广东省可以充分发挥其经济发达之

优势 , 以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为主 , 通过实施完善的利导机制来更新人们的生育

观念 , 通过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 将城市独生子女保障费与农村

奖励扶助政策一样纳入政府公共财政体系 ,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奖励费用全部由其所在单位负担 ,

从而导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越好其奖励费用越高 、 负担越重的 “鞭打快牛” 和 “劣币驱逐良币”

现象发生 。

四 、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根据生育率转变一般规律 , 立足广东省情和人口发展现状 , 探讨了现阶段广东省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下的生育水平偏高问题 。本文只是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生育水平问题 , 而从

图1中的曲线前半段来看 , 广东省的生育水平是低于全国平均生育水平的 , 只不过从 20世纪 70

年代起 (然而这正是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时), 随着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和开发开放 , 其

生育水平才开始高于全国平均生育水平 , 这一点尤为值得我们深思 。到底是由于广东省的经济发

展还不够快 、不够好 , 还是由于其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做得不够细 、不够佳 , 才导致了相对于全

国来说 、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的较高生育水平 ?还需做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 。

另外 , 从系统学角度来看 , 就 “大人口观” 而言 , 生育水平问题同人口流迁 、 出生性别比等

问题都是相互交织的 , 人口要素环环相扣 , 在单纯孤立解决某一问题的同时 (下转第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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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Duguid)在对施乐公司的修理协会成员的

研究中提出的 , 专指成员间的那种非正式的工

作联系性群体。如今 , 实践社区已逐渐成为各

大跨国公司促进知识转移的有效工具
[ 12]
。

所谓实践社区 , 是指那些具有特殊专长或

者工作的企业员工 , 由于他们在相互交流和帮

助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兴趣和目标的共同感知 ,

并且具有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经验的共同

愿望 , 因此在相互之间结成的一种建立在工作

与实践基础之上的非正式网络群体 。

实践社区中的知识转移过程可以看作是一

个 “交流—信任—学习—分享” 的良性循环 。

在实践社区中 , 当成员在一起交流经验时 , 就

会发展成为一种共同的行为方式 、 一套共同的

惯例和一种共同的愿景 , 从而营造出一种社区

成员相互信任的氛围 。而在这种相互信任的环

境中 , 社区成员更愿意主动地 、快速地学习他

人的知识与经验 。随着成员学习的知识越多 ,

他们就更愿意与其他成员一起分享所学的知

识 , 而共享知识又会引发成员之间进一步的相

互交流 , 从而形成了实践社区中知识转移的良

性循环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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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会使其他问题变得更为加剧 , 难免会顾此失彼 。因此 , 广东省要在稳定甚至是降低现行生

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 要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 , 抓好抓紧新时期的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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