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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更好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5 月 4 日在同各界优秀
青年代表座谈的讲话精神，加强青少年人口国情和青春期健康的宣
传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县不断投入人
力、物力、财力，扎实开展人口国情和青春期健康教育进校园活
动，着手编写了《人口国情和青春期健康教育读本》的教材。
《人口国情和青春期健康教育读本》共分四章，重点介绍了我

国的人口国情和计划生育条例规章，并对青春期的心理、生理特点
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本书适合广大青少年进行课内、课外阅读学
习。希望广大青少年通过阅读这本教材，能对我国的国情准确把
握，能用科学知识解答青春期的诸多疑惑和烦恼，用坚强的意志约
束青春期的躁动，用美好的憧憬激励自己，快快乐乐顺利度过青春
期，真正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
“千里之行，积于跬步; 万里之船，成于罗盘。”本教材在县

人口国情和青春期健康教育进校园活动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
县人口计生委、县卫生系统等相关人员认真编撰和核审，中国人
口出版社和社会各界给予大力支持，此书终于付印出版。对他们
的辛勤付出，表示深深的感谢。让我们共同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
长多做贡献!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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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人口国情

第一节 人口基础知识与常识

一、我国的人口现状

1. 我国有多少人口，近年来人口增长情况如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

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持续加快，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尽管全面推行了计划生育，全国总人口仍达到
8. 3 亿，20 年增长了 53. 2%，年平均增长速度约 2. 1%。70 年代以后，

由于党和政府推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据国
家统计局测算，1989 年 4 月 14 日，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 11 亿，这一天
被定为“中国 11 亿人口日”。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总人口
数为 11. 34 亿人。1995 年 2 月 15 日，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 12 亿，这一
天被定为“中国 12 亿人口日”。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总人
口数为 12. 66 亿人。2005 年 1 月 6 日，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 13 亿，这
一天被定为“中国 13 亿人口日”。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总
人口数为 13. 4 亿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2015 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 13. 7 亿。

2. 我国人口基本国情是什么

我国人口基本国情是人口存量大、人口增量多、人口惯性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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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 800 万 ～ 1 000 万人。人口素质总体水
平不高，出生缺陷数量大，人
口素质提高受阻，难以适应激
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老年人口
数量庞大，人口老龄化日益加
快，老龄化挑战严峻，社会保
障面临空前压力。出生人口性
别比偏高，人口结构长期给失
衡，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流
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对公共

资源配置构成巨大挑战。贫困人口结构趋于多元，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
任务十分艰巨。

3. 我国人口众多的现状是历史形成的

为什么我国会有这么多人呢? 这里要跟同学们讲的是: 人口众多的
现状是历史形成的，而减少人口是一个逐步的渐进过程。在几千年的发
展史上，各民族世世代代相互融合，繁衍生息。从夏至西汉末年的大约
2000 多年间，我国人口沿着一条缓慢上升的总量线波动，直至接近
6 000万人; 东汉到明末 ( 公元初到 17 世纪初) 的大约 1600 年间，人
口围绕一条水平总量线 ( 6 000 万 ～ 7 000 万) 波动; 明末到清后期的大
约 200 年间，人口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总量线波动，人口达到 4 亿3 000
万左右。至此，确定了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的地位。1912 ～ 1948 年，
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一直在 4 亿至 4. 8 亿，占世界人口的 1 /5 以上，毋庸
置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新中国成
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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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的基本概念

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人口多了就会特别拥挤，上班的人多，上

学的人多，乘车的人也多; 人口太少，就会减少消费，到处都冷冷清
清，同样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那么，什么是人口呢?

1. 什么是人口

人口，就是某一时刻，一定地域内，具有一种或多种特定特征的，有

生命的人的集合。一般情况下，“人口”前有限定词。如世界人口、亚洲人
口、中国人口、海南省人口、老年人口、学龄前人口、育龄期人口、残疾
人口，等等。如果不是特别限定，就是指某一时刻特定区域内的所有人。

2. 人口在社会发展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人口是国家或地区最基本的条件，同地理位置、国土面积、资源禀

赋、环境容量、气候条件一起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
素和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些因素中，人口是最能动的因素。

人口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就
没有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衣食住行都需要其他人的
帮助，单个人无法生存下去。即使是荒岛上求生的鲁滨逊，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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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帮助的。

3. 人口有哪些基本特征

( 1) 人口是一个群体概念，一个人不能算人口，必须是一群人才
算上是人口。

( 2) 人口由有生命的个体组成，因此受到生物因素的制约。人，有生
命，有生，有死，会变老，会死亡; 人口会“老龄化”，但人口不会“死”。

( 3) 人口就像一个蓄水池，有流入、有流出。出生和迁入的人是
流入，死亡和迁出的人是流出。池水太少了，池子就会干涸; 池水太
多，就会泛滥成灾。

人口变动蓄水池示意图

三、衡量人口增长的常用方法

1. 什么是人口正增长、负增长、零增长

人口正增长指的是人口绝对数指标，指人口的净变动数量 ( 出死
－亡数) 大于 0。

人口负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总规模处于
缩减的状态，即增长率为负值。

人口零增长指的是出生人数加迁入人数正好等于死亡人数加迁出
人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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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人口出生率是指某地在一个时期内 ( 通常指一年) 出生人数与平
均人口之比，它反映了人口的出生水平，一般用千分数表示。

人口死亡率是指某地在一个时期内 ( 通常指一年) 死亡人数与平
均人口之比，它反映了人口的死亡水平，一般用千分数表示。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指一年内人口自然增长数与年平均总人数之比，
通常用千分率表示。用于说明人口自然增长的水平和速度的综合性指标。

计算方法:

出生率 =出生人口数
总人口数

× 1 000‰

死亡率 =死亡人口数
总人口数

× 1 000‰

自然增长率 =出生率一死亡率

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示意

3. 什么是人口再生产

人口再生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体，是由不同年代出生
的、不同性别的个体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陆续死亡、新一
代不断出生，世代更替，使人口总体不断地延续下去。

人口再生产有三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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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 它与生产力水平极低的采集、狩猎经济相适
应。其特征是极高的死亡率、极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寿命很短，

世代交替迅速。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的人口再生产属此类型。

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 它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相适应。

其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寿命稍有
延长。在人类的历史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初期的人口
再生产属此类型。

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它与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生产经济
相适应。其特征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寿命
延长，世代更替缓慢。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以后的时期
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再生产均属此类型。

四、人口结构

就像每个人都有头部、颈部、躯干和四肢一样，人口也是有结构

的，人口结构决定着人口的功能和变化趋势。

1. 什么是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是指按人口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生理等特征划分后的各组

成部分所占的比重，即人口按各种特征划分的各部分间的比例关系。它
反映国家各地区人口的质量 ( 素质) 和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人口结构因素的特点和作用的分类方式，可划分为各种人口结
构，常见的是分为三大类: ①人口自然结构，如年龄结构、性别结构;

②人口地域结构，如城乡分布; ③人口社会结构，如职业结构、文化程
度结构等。

2. 什么是人口金字塔

年龄是有生命的人的基本属性之一。人的一生时时刻刻都增加着自

己的年龄，从未停止过，直到生命结束。为了准确说明人口的 “年
龄”，最基本、最简单的年龄结构就是把各个年龄的人数按年龄从 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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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金字塔

1 岁……80 岁以上，一层一层地摞起来，形成一个塔状物，这就是人口
年龄金字塔。比较不同人口的年龄金字塔，就可以看出年龄结构的差
别。通常计算中为了简便起见，往往按每 5 岁一个年龄组计算，0 ～ 4
岁、5 ～ 9 岁……80 ～ 84 岁，以此类推。这样金字塔的层数减少，更加
简明直观。金字塔的顶部越大，说明老年人口比重越大，老龄化越严
重; 反之，底部越大，说明少年儿童比较多，人口越“年轻”。

3. 少年儿童、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是如何划分的

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同、需求不同，
在人口学上把人口分为三个大的年龄组: 0 ～ 14 岁为少年儿童组，15 ～
64 岁为劳动力年龄组，65 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组。根据这种分类，产
生了表示人口年龄结构的三个指标。

( 1) 少年儿童人口比重
少年儿童人口 ( 14 岁及以下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又称少年

儿童系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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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人口比重 = 0 ～ 14 岁人口数
总人口数

× 100% 或

ky = P≤ 14
p × 100%

( 2) 老年人口比重
老年人口 ( 65 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又称老年系数。

计算公式为:

老年人口比重 =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总人口数

× 100% 或

ko = P≥ 65
P × 100%

( 3)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劳动年龄人口 ( 15 ～ 64 岁)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又称劳动力系数。

计算公式为: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 15 ～ 64 岁人口数
总人口数

× 100% 或

kl = 15 ≤ P≤ 64
P × 100%

4. 什么是人口的性别结构

一个人口的性别结构就是指男性和女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两
种表示方法: 一种是分别计算男性和女性在人口中的百分比; 另一种是
计算男性人数对女性人数的比，通常用每 100 个女性对应的男性人数
表示。

前者表示为男 ( 女) 性比例:

男 ( 女) 性比例 =男 ( 女) 性人口数
总人口数

× 100%

后者表示为性别比:

性别比 =男性人口数
女性人口数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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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什么是出生婴儿性别比

出生婴儿性别比是最常用的性别比指标，也称作出生性别比。出生
婴儿性别比指一定时期内、一定人口范围内出生的婴儿中男婴与女婴人
数之比。其数值为每 100 名女婴对应的男婴数。

出生婴儿性别比 =出生男婴数
出生女婴数

× 100

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决定总人口性别比的基础。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
况下，不同国家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虽然有所差别，但基本都在 103 ～
107 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文化、观念、经济、政策和技术等方面原
因，近年来在我国人为干预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情况比较普遍，导致多年
来我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正常值上限。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根治，将
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五、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通常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人们
所具备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劳动技能以及身体素质的水平，也称为
人口质量。人口素质的目标就是恩格斯所讲的 “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
生产者”和列宁所讲的 “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
训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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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体素质指的是什么

人口素质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是生物属性的身体素质，即体质和智

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先天遗传因素的制约，是人口素质发展的基础; 但
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程度、营养水平、教育制度和教育资源的可获
得性、医疗卫生水平等是决定因素。

衡量人口身体素质的指标包括: 分年龄的身高、体重、速度、耐
力、智商，平均预期寿命、年龄别死亡率水平，性、生育及生殖健康的
良好状态等。

2. 科学文化素质包含哪些内容

主要包括平均受教育程度、熟练劳动者比重、科学常识的普及率、

健康知识普及率、法律知识普及率等。

3. 思想道德素质包含哪些内容

主要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认同感、时

代精神和创新精神、环境保护意识、良好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的生活习
惯、良好的人际交流和沟通、开放的意识和宽容的心态、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社会适应性、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等等。

4. 我国的人口素质在世界上处于何种水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UNDP) 自 1990 年以来每年发布 《人类发展

报告》，以人类发展指数 ( HDI) 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概要性度量尺度。

人类发展指数 ( HDI) 建立在如下 3 个变量基础上: ①出生时的寿命预
期; ②教育程度，按照成人识字率 ( 2 /3 权数) 和综合的初级、中级和
高级学校入学率 ( 1 /3 权数) 的结合来计量的; ③生活水平，按照用购
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实际人均收入来计量。人类发展指数 ( HDI) 则是
上述 3 个指数的平均数。

2010 年，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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