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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我國已經處於人口負增長的邊緣，生育率持續走低，新生兒數量逐年減少，

深刻地影響著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路徑，更關係到我國兩個一百年發展目標的

實現。 

 

 人口出生率一方面取決於生育能力，另一方面取決於生育意願。生育能力取決

於育齡女性的數量。我國育齡女性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持續下行。2032 年，

我國育齡女性人口最後一個高峰將徹底消失，到 2035 年中國育齡女性數量將

較 2020年下降約 4,000萬人，降幅超過 20%。生育意願體現為總和生育率，

即育齡女性平均生育的後代數量，這與經濟發展水準、女性受教育程度、養育

成本等變數負相關，隨著經濟和社會不斷發展，當前我國總和生育率已跌破

1.5的警戒線。 

 

 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出生將面臨“育齡女性人口縮減”和“總和生育率下滑”的

“雙重衝擊”。假若維持現有抑制性生育政策不變，即使在最樂觀的情形下，

2035 年新生兒數量仍將較 2020 年下滑近 1/4。“少子化”未來將導致勞動力收

縮、撫養負擔加重、創新力下降等一系列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考慮到我國育齡女性人口數量的最後一個高峰即將消失，生育政策調整的時間

視窗轉瞬即逝，全面放開、鼓勵生育刻不容緩。遺憾的是，儘管社會上呼聲高

企，但生育政策的調整嚴重落後於新的時代。雖然十四五規劃提到“增強生育

政策包容性”，但仍然是一種中性論述，並非鼓勵性的生育政策。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等到育齡女性人口高峰過去，再調整政策就會事倍功半、

勉為其難。因此，必須儘快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同時形成綜合性的解決方案。

可以考慮提供相當於公共財政開支的 1%作為鼓勵生育的正向激勵，從延長帶

薪產假、新生兒津貼、公共住房優惠、稅務減免等方面入手，降低撫養成本，

提振生育意願。 

  

歲不我與：全面放開生育極具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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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生育政策的表述，迄今為止，基本上還是抑制性的。雖然十四五規劃提到“包容性”，

仍然是一種中性論述，並非鼓勵性的生育政策。一個更重要的觀察是，在十四五規劃建議

中將人口和生育政策寫入應對老齡化社會的章節中，筆墨不重、層級偏低。 

低生育與老齡化，是兩個不同而又互相關聯的社會問題。老齡化的到來，基本上是一

個給定的前景，政策只能響應，無法改變；而低生育率，則是一個有可能改變的變數，要

力爭一個更好的未來，政策上必須積極作為。遺憾的是，儘管社會上的呼聲高企，但生育

政策的調整嚴重落後於新的時代。 

衡量人口出生情況的直接指標是粗出生率，即一定時期內（通常指一年內）出生人口

佔總人口的比率。生兒育女是人生最重大的決定之一，為人父母者需要做好生理和心理上

的準備。考慮到只有育齡女性才能生小孩，粗出生率可以進一步分解為： 

粗出生率 = 育齡女性佔總人口的比例 × 總和生育率 

可見，出生率的變化，取決於育齡女性的佔比和每個育齡女性的生育數量，前者體現

的是生育的生理能力，後者體現為生育的心理意願。總和生育率越高，意味著平均每位婦

女生育孩子的數量越多。 

一、生育能力：育齡女性的最後一個高峰即將過去 

女性只能在特定的年齡段生孩子，這是生物學的規律。所以，育齡女性人口的數量決

定生育能力。合意的育齡階段處在 20 至 39 歲之間，觀察育齡女性人口數量和佔比的變化，

具有人口學分析的重要意義。 

我國育齡女性人口數量，具有週期性特性。這與新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兩次生育高峰相

關（圖 1）：第一次是上世紀 60年代至 70年代初期，第二次是 80年代至 90年代初期，兩

次高峰相隔約 24年。目前，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女性人口，已經進入育齡階段的中後

期；換言之，80 後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正在逐漸消逝。到 2032 年，我國育齡女性人口最

後一個高峰將徹底消失，到 2035年中國育齡女性數量將較 2020年下降約 4,000萬人，降

幅超過 20%（圖 2）。 

我國育齡女性人口佔比，總體上呈下行趨勢（圖 3）。育齡女性佔比從 1993 年峰值的

17.8%下降至 2019 年的 14.1%。這是由兩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 20-39 歲年齡段（男性+

女性）總人口佔比下降；二是性別選擇的後遺症。受計劃生育政策和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

影響，普遍的性別選擇偏好導致中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例扭曲。近三十年來，這一比例

最低約 108，最高甚至超過 125。儘管近年來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緩慢向均值回歸，但

2019年該值仍然高達 114（圖 4）。這兩個因素疊加，加劇了未來育齡女性人口佔比的下滑，

到 2035年將較 2020年下降 3.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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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中國歷史上出現兩次生育高峰 

 

資料來源：Wind、招商銀行研究院 

圖 2: 育齡女性最後一個高峰將在 2032年徹底消失 

 

資料來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招商銀行研究院 

 

圖 3: 20-39歲人口及育齡女性佔比呈下行趨勢 

 

資料來源：Wind、中國統計年鑒、招商銀行研究院 

圖 4: 中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88-2020）、招商銀行研究院 

 

二、生育意願：總和生育率持續下行 

從全球看，反映生育意願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全球總和生育率已從

1950-1955年的 5.0“腰斬”至 2015-2020年的 2.5，略高於更替生育率（2.1）。2015-2020

年，歐洲（1.61）、北美（1.75）和拉美（2.04）的總和生育率均處在更替生育率以下，

亞洲（2.15）和大洋洲（2.36）略高，只有非洲地區的總和生育率仍保持在 4.44的高位。 

從經濟發展角度，總和生育率與人均 GDP呈負相關關係。各國橫向比較，同一時期經

濟發展水準越高的國家，總和生育率越低（圖 5）。從時序上看，同一國家總和生育率會隨

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而不斷下降（圖6）。不過，我國的生育率與人均GDP的負相關關係，

處於回歸曲線之下，說明我國生育率的陡峭下行，不僅與人均 GDP水準相關，而且與計劃

生育政策的嚴厲約束相關。 

個體層面，總和生育率下降是育齡女性個人及其家庭成本收益權衡的結果，更是個人

選擇和外部激勵交互作用的結果。總和生育率與女性受教育程度、職業機會、養育成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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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保障制度相關。一方面，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和職業機會提升增加了生育的機會成

本，孩子生養費用上升則加重了家庭財務和時間負擔。另一方面，我國社保制度尤其是多

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的建立降低了生育的潛在收益，“養兒防老”的必要性大幅降低。 

圖 5: 各國總和生育率與人均 GDP呈負相關關係 

 

注：每個點表示一個國家 2018年的總和生育率和人均 GDP組合；不

包括人均 GDP大於 8萬美元的國家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招商銀行研究院 

圖 6: 各國總和生育率隨人均 GDP上升而下降 

 

注：每條序列表示一個國家 1960-2018年總和生育率和人均 GDP組合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招商銀行研究院 

 

三、雙重衝擊下，生育政策的調整極具緊迫性 

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出生將面臨“育齡女性人口縮減”（能力衰減）和“總和生育率下

滑”（意願不足）的“雙重衝擊”。假若維持現有抑制性生育政策不變，即使在最樂觀的情形

下1，2035年新生兒數量仍將較 2020年下滑 23.3%。而在中性情形2和悲觀情形下3，2035

年出生人口將分別下滑 28.1%和 32.8%。 

人口出生率下降將導致一系列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第一，“少子化”使得勞動人口

減少，我國適齡勞動人口自 2015年開始逐年下降，人口增長對經濟的推動力減弱；第二，

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加重未來老齡化社會的撫養負擔，更多資源將從生產性領域轉移至醫療

保健等非生產性領域，投資強度下降制約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第三，年輕人是最具創造力

的群體，年輕人佔比下降將從根本上削弱經濟活力和創新能力。 

考慮到我國正處在育齡女性人口數量的最後一個高峰，生育政策調整的時間視窗轉瞬

即逝，全面放開、鼓勵生育刻不容緩。兩年前，我在《花兒與少年：人口增長的道德意義》

一文中提出，要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關鍵不在於被動應對人口老齡化，而在於積極提升

生育率，走出“低生育陷阱”，從而改變中華民族人口增長的曲線。令人沮喪的是，面對出生

人口的驟降，近年來政策雖不斷調整，但仍明顯落後於現實，說生育政策出現嚴重誤判也

許並不為過。 

                                                                    
1 假設育齡女性分年齡別死亡率較“六普”調查下降 0.05個千分點，總和生育率較 2019年提高 0.1個千分點。 

2 假設育齡婦女分年齡別死亡率與“六普”調查持平，總和生育率與 2019年持平。 

3 假設育齡婦女分年齡別死亡率與“六普”調查持平，總和生育率較 2019年下降 0.1個千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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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政府宣佈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2013年二孩政策又進一步向單獨家庭開放，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實施。全面實施二胎政策後，歷年實際出生人口數量均低於政策

調整前預期的最低水準（圖 7），未起到減緩人口出生率下滑的作用。這主要源於對國民生

育意願的高估，隨著養育子女的時間和物質成本不斷攀升，家庭財務、職業發展等軟約束

成為了壓制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在此情形下，除非採取激勵性的生育政策，否則人們還是

會選擇減少生育。 

圖 7:“全面二胎”政策實際出生人口遠低於預測 

 

資料來源：衛健委、招商銀行研究院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刪除了關於“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表述，轉而使用“制定人口長

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等措辭。今年 2 月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也要求各地對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相關法規、規章、規範性檔進

行全面清理，釋放出積極的政策信號。不過，時間不等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生育政

策調整迫在眉睫，等到育齡女性人口高峰過去，再調整政策就會事倍功半、勉為其難。 

因此，必須儘快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同時形成綜合性的解決方案，提供生育的正向激

勵，降低撫養成本，提振生育意願。生育，既包括生，也包括育。人口問題是社會問題，

正如國家衛健委所指出的，人口減少“折射出的是區域經濟體制、產業結構、社會政策等綜

合性、系統性問題”，不可能僅通過全面放開生育一項政策得到解決。不過，這些都不構成

反對全面放開生育的理由。政策論述上，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成本幾乎為零，何樂而不為

呢？當然，這遠遠不夠，要提高生育意願，必須提供正向激勵。對個體家庭而言，生可能

不是問題，育才是關鍵。放開生育只是解決了對於“生”的限制，而“育”的負擔可能依舊沉重，

所以還要加大力度減輕未成年子女的撫養負擔、降低教育成本，從制度上提供生育便利。 

如何提供生育的正向激勵？中國實施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本質上是生育的負向激

勵，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有研究發現，1997-2012 年期間，中國實施計劃生

育的總投入累計達 8,113億元，佔同期公共財政開支的比例 1997 年為 2.49%，2001 年下

降為 1.17%，之後一直維持在 1%左右4。從這一線索看，起步階段，可以考慮提供相當於

公共財政開支的1%作為鼓勵生育的正向激勵。按2021年公共財政支出預算計，約為2,500

億。這一水準遠遠低於主要發達國家用於鼓勵生育的開支水準，但畢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4 楊志勇、李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直接成本估算：1997-2012年”，《財經問題研究》，201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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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未來預留政策空間。生育激勵，大部分並非直接的財政支出，按國際上的通行做法，

主要是從延長帶薪產假、新生兒津貼、公共住房優惠、家庭稅務減免入手。  

四、結論 

當前我國已經處於人口負增長的邊緣，生育率持續走低，新生兒數量逐年減少，深刻

地影響著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路徑（圖 8），更關係到我國兩個一百年發展目標的實現。出

生率主要取決於育齡女性數量和生育意願。因此，解決人口發展問題，一方面需要把握育

齡婦女人口仍處於高峰的視窗期，儘快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另一方面還需通過完善生育全

過程的社會配套制度和政策激勵，加大對育兒家庭的全方位支持，提升家庭的生育意願，

力爭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美好未來。 

圖 8: 人口問題將深刻影響未來經濟發展路徑 

 

資料來源：Wind、招商銀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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