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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迎 来 了 她 的 60
年华诞，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影响重大

的里程碑事件，同时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写下了

浓重的 一 笔。60 年 来，中 国 在 经 济 社 会 各 个

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发展也经历了人类

人口史上前所未来的巨大演变，其中既有波折

与悲壮的阶段，也有前进与辉煌的成就。毋庸

置疑，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既

从 一 个 侧 面 反 映 着 世 界 人 口 发 展 的 普 遍 规 律

性，同时更有其后者所难以想象的特殊性。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梳理与提炼建国

之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及特殊性成为学界

的一项光荣且艰巨的使命。非常欣慰的是，中

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由路遇、翟振武教授主编

的 《新中国 人 口 六 十 年》 ( 以 下 简 称 《六 十

年》) 一书向读者全方位和多视角地展现了 60
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画卷。

正如 《六十年》一书所言: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人 口 发 展 的 巨 大 变 化，是 中 国 社 会 最

深刻的变革之一”。作者以人口发展变革为切

入点，紧紧把握 60 年中国经济社 会 巨 大 变 迁

的实际，客观、全面地梳 理 60 年 来 中 国 人 口

变化的脉络，从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历

史学、地理学、计划生育学等跨学科的视角中

全息透视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因此，笔者认

为该书是对 《新 中 国 人 口 五 十 年》一 书 的 补

充和丰富; 同时，该书是 还 原 60 年 中 国 人 口

发展的一部史书，也是探索中国人口发展规律

的一部重要资政专著，更是谋划未来中国人口

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工具书。
全书对中国人口发展轨迹回眸的主要创新

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全书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人口发展变

化的客观性。以中国人口发展为切入点，按照

忠实历史 的 基 本 原 则， 从 人 口 总 量、人 口 结

构、人口分布及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客观、真

实与公正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各要素

变化的主要特点以及运行机理，表现了作者们

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例如，该书在探讨计划

生育的作用时，既客观评价了人口数量控制对

新中国建立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并指出，这是中国人口发展模式的一个巨

大的创新和贡献; 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过

去人口数量控制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与代价。
第二，全书全息显像了中国人口发展变化

的动态性。立体地向读者展示了 60 年 来 中 国

人口各要素变化的阶段性，以及这些变化后面

所隐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

键原因。该书不仅重点关注 20 世纪 50 年代中

国人口各个领域变化的动态性，包括改革开放

前后的重大人口变化，还特别浓墨书写了进入

21 世纪 以 来 中 国 人 口 发 展 的 特 点、情 况、挑

战与任务，不仅集中反映了学界代表性研究的

最新成果，同时也动态地分析了世纪之交中国

人口 发 展 理 念 的 更 新 以 及 人 口 科 学 的 最 新

走向。
第三，全书侧重梳理了中国人口发展变化

的特殊性。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 情 之 一。
《六十年》基于中国国情的实际，既总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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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等要素变化进程中所具

有的人口发展普适性规律，包括人口转变的阶

段性、迁移流动的动因、人口科学研究的体系

完善等诸多方面，还特别关注中国人口发展变

化的不同点，梳理中国妇女生育率水平的特殊

性及原因，透视人口嬗变中的性别年龄变化特

点，审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人口流动

机制以及未来变化趋势，剖析家庭变迁过程中

的养老资源变化以及代际互动方式，等等。由

此可以断言，中国人口发展变化不仅对世界人

口发展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宝贵的研

究素材。
第四，全书全面剖析了中国人口发展变化

的挑战性。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充满了持续的

挑战和压力。因此，《六十年》并不满足于向

读者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发展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 该书还透析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

所面临的各种突出问题，并凸显现阶段乃至未

来中国人口发展将要遇到的重大挑 战。例 如，

全书通过对人口资源环境的系统分析后特别指

出: “每当中国人口增长日益逼近资源环境所

能承受的一个临界值时，长期积累的生态隐患

往往会以各 种 方 式 突 发 性 地 暴 露”。这 表 明，

该书以负责任的学风唤起了国人的人口意识，

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第五，全书重点挖掘了中国人口发展变化

的借鉴性。《六十年》坚持以史带论、以史为

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高屋建瓴地

从巨变的中国人口发展中总结与提炼中国人口

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归纳与丰富中国人口科学

学科的理论体系以及内涵，这是该书的创新所

在。此外，全书的借鉴性还在于着眼于学术研

究服务科学决策的视角，从发展的眼光梳理新

中国成立以来领导者人口思想的变化脉络，以

及对中国人口发展实践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有

利于人口科学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充分发挥了

该学科的应用价值。
总之，《六十年》一书不仅体现在对新中

国成立之后中国人口发展轨迹的全方位回眸，

同时也为谋划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方略，以及繁

荣和发展人口科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一是顺

应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性，与时俱进地认识和

把握其人口发展的特殊性，这将是探索现阶段

乃至今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体制机制的成功所

在。二是着眼国际人口科学的前沿动态，突出

未来人口科学发展的跨学科性，这将是人口科

学应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进程中面临主要挑战

的重要出路。三是现阶段人口要素发展的复杂

性需要学界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不断思索解

决中国人口现实问题的操作性对策，这将是未

来人口科学繁荣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六十年》一

书也存在着一些瑕疵，包括全书的个别章节对

人口历史数据缺少必要的质量评估、相应的外

文代 表 性 文 献 引 用 略 显 欠 缺 等。尽 管 如 此，

《新中国人口六十年》不失为近年来人口学界

少见的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力作。

［责任编辑 黄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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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 等 部 门 对 三 县 两 区 药 具 管 理 站、乡 镇

( 街道 ) 服 务 所、个 体 诊 所、药 店、性 保 健

店、社区免费发放点等地点进行督查 和 抽 查，

确保无 “非卖 品”标 志 的 国 家 免 费 发 放 药 具

在市场销售和免费供应主渠道的畅通，切实维

护广大育龄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
白银市开展计划生育药具 工 作 改 革 以 来，

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群众婚育观念发生了明

显变化。通过以药具工作为重点的优 质 服 务，

全市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进一

步增强，法制意识不断提高。二是育龄群众自

我保健意识明显增强，技术服务的需求明显提

高。育龄妇女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向知情选择转

变，妇女病普查普治工作由被动检查向主动检

查转变。三 是 树 立 了 药 具 工 作 人 员 的 良 好 形

象。各级药具部门工作人员在思想上逐步树立

了以人为本的理念，随着药具服务工作的不断

深入，育龄群众对药具的使用方法逐 步 掌 握，

能够及时领到自己所需要的避孕药具; 得到药

具使用详细的咨询指导和随访服务，对药具副

作用的处理及时﹑有效; 政策外怀孕人数大大

减少，极大地保护了育龄群众的身心健康，群

众对药 具 服 务 工 作 的 满 意 率 达 到 90% 以 上。
今 后 白 银 市 将 继 续 深 化 计 划 生 育 药 具 工 作 改

革，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推动

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责任编辑 王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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