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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读罢东海同志所作《21世纪的中国人口问题》一书，作为曾经

在基层较长时间里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人，颇有感慨和启

发。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战

略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健因素。人口问题，既

是生理自然问题，更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由于人口基数过大，

增长速度过快，由此带来我国现阶段乃至整个21世纪就业困难、

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教育压力大、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加剧、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受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关注人口问题，研究

人口发展趋势，拉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人v学、社会

学、经济学等理论研究者和计划生育部门、宣传教育部门一个重要

任务，而且也是摆在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长期的、

严峻的战略任务。

    本书作者是我区为数不多的中青年人口学专家。十多年来，

他以执著的追求、详实的资料、深入的分析，潜心研究人口理论，时

常深入县、市、区和基层调查了解，为数千名干部群众学生讲授专

题、作报告，足迹基本上走遍了宁夏的山川。他不仅研究人。现

象，而且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更广的视角，去关注社会中大量的深

层次的人口与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这就使人口研究有了更深厚的

社会根基和更广泛的研究空间，从而使人口研究、社会问题研究更

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书的出版，也丰富了我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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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研究的理论，并在诸多方面有独到见解。

    本书既注重宏观研究，对现阶段乃至21世纪我国的人口就

业、人口老龄化、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发

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同时又从微观方面，对农村劳动

力的转移、人口城镇化、农民收入增长、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等一系列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就使作者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系统、更有针对性。

    本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通过

大量的数据、图表，针对我国现阶段人口状况和21世纪的发展趋

势，提出了解决对策，这对政府制定就业政策、生育政策，对国家实

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实施人口城镇化战略，特别是解决“三农问

题”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在关注全国13亿人口的大前提

下，关注着8亿多农民的命运、关注着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问题。

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了“三农”问题的表现、存在的问题、原

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历

史责任感，显现出作者对农村发展的前途、农民未来的命运、农业

发展的趋势等深度的思考，深情的关爱和忧国忧民之心。

    本书付梓之时，正值全国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十六

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而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控

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工业

化、城市化。因此，关注人口问题，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成为

广大干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的历史责任。

200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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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近13亿人口，人口多、基数大、增长快，是我国最基本的

国情。人口基数过大，数量增长太多，不仅是我国现存的重大社会

问题之一，而且也足许多社会问题的“总根子”。就业困难、住房紧

张、交通拥挤、竞争激烈、劳动力过剩、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环

境恶化等等，哪一个不是人口过多而引发的直接后果？

    21世纪，我国的人口问题更加突出，我们既要面对庞大的劳

动就业大军的压力，又要面对亿万“银发浪潮”的冲击，既要面对与

日俱增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更要面对资源短缺与日益严重

的生态环境危机。从现在到21世纪中期，我国将一直面临人口数

量激增的压力，面对高科技、信息化、网络化、知识经济的挑战，我

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已成为当务之急。21世纪，推进农村人口城镇

化，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业现代化，已成为我国社

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六大已经为我们绘制出了21世纪的宏伟蓝图，那就是

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

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再经过几十年的继续

奋斗，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8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实现现代

化，实质上就是要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

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现代化的最终任务是要从根本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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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我国一切政策的制定、一切改革都

必须考虑8亿多农民的利益。农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许多问

题、根本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农民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一切问

题也就无法彻底得以解决。

    8亿多农民，他们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他们的发展，就是

中国的发展；他们的强大，就是中国的强大。8亿多农民的变动，

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未来

的走向和发展进程。

    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拥护还

是反对，决定着一切朝代的兴衰存亡；农民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观

望，决定着社会是前进还是停滞；农民是沉没还是怒吼，决定着社

会是稳固还是动荡；农民是赞成支持还是反对抵触，决定着政策是

成功还足失败⋯⋯

    中国革命的胜利，依赖于广大的农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

发展，仍然依赖于广大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现代化

的基本实现，还得依赖中国广大农民。

    没有农民的富裕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富裕小康；没有农村

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

经济的现代化。

    21世纪，中国的8亿多农民怎样生存？怎样发展？8亿多农

民将向何处去？对于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是不能不去

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

    21世纪，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问

题和希望同在的世纪，更是一个充满荆棘和充满活力的世纪。只

要我们勇敢面对这些问题，认真思考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

就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我们就能赢得整个21世纪。

                                              作 者

                                  2002年11月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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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问题— 21世纪
        中国最大的难题

    当21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国的人口已接近13亿。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年底全国总人数为127627万，比

1990年的114333万人多1329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05%o，平均

每年净增加1208.5万人。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迅猛的增长势头，给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诸如人口与

就业、人口与粮食、人口与资源、人口与教育、人口与生态环境等新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而在这诸多问题中，最大的也是最难解

决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

第一节 中国现阶段的就业状况

    当今中国的年轻人，如果你要求职，无论你走进人声鼎沸的劳

动力市场，还是置身于喧嚣热闹的人才交流会，到处都是人如潮、

人如海，你的第一感觉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太多了，中国的就业太

难了。难怪人们开玩笑说，在今天的社会，找个对象容易，找个工

作难。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今天的高校毕业生中，除了北大、清华

等名牌和重点大学比较好就业以外，一般高校和地方高校大都存

在着就业难的状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尚且如此，没有文凭、没有

专业特长的年轻人和下岗职工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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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中国，就业为什么这么难？这要从中国现阶段的人口

状况、现实的准就业大军、未来的就业大军、预备的就业大军、潜在

的隐性就业大军和公开化的显性再就业大军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数且众多的大中专毕业生— 现实的准就业大军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学

生和毕业学生分别为719.1万和103.6万，成人高校在校学生和

毕业学生分别为456.0万和93.1万，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

生和毕业学生分别为458.0万和150.3万。除此以外，每年自学

考试毕业的学生近50万。尽管成人高校、中专和自学考试的毕业

生中有相当部分是在职职工，但你得承认，他们中大部分是应届高

中毕业生或初中毕业生。据统计，2001年成人高校在校生总计

456.0万，其中333.4万为全脱产学生，占成人高校在校生总数的

74.3%，他们大都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同样也需要就业。尽

管国家可以不包分配，国家可以不解决他们的工作或就业问题，但

他们自己不能不就业，他们最终还得通过各种途径走向社会。普

通高校毕业生、成人高校毕业生，如此这样一支数量庞大、素质优

良并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大军，对我国众多的就业者来说，

形成了第一压力。（见表1一1)

    表1-1 全国高校、中专在校学生和毕业学生数 单位：万人

│戳  │普通高等学校          │普通“│扫等专业学校  │成人高等学校          ││    │在校生│招生数│毕业生│在校生│招生数│毕业生│在校生│招生数│毕业生│

│1卯7│ 317.4 │100.0 │ 82.9  │465.0 │162.1 │ 115.7 │272.5 │100.4 │ 89.2  │

│1998│ 340.9 │108.4 │ 83.0  │498.0 │166.8 │129.3 │282.2 │100.1 │ 82.6  │

│1999│ 413.4 │巧9.7 │ 84.8  │516.0 │163.4 │140.1 │305.5 │115.8 │ 88.8  │

│2000│ 556.1 │220.6 │ 95.0  │490.0 │132.6 │巧0.7 │353.6 │160.0 │ 88.0  │

│2001│ 719.1 │268.3 │103.6 │458.0 │127.7 │150.3 │456.0 │195.5 │ 93.1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02》,162页,163页,166页，中国统计出版

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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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之后，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成人高校，大都实行

了扩大招生，普通高校招生数量从1999年的159.7万人，已经扩

大到2001年的268.3万人，成人高校的招生数也已接近200万。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高校招生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因为国家已经明

确宣布，要使高等教育大众化。从2004年开始到2050年，我国每

年将有200万一300万人甚至更多的普通高校的毕业生、200多万

的成人高校的大学生、200多万普通中专和成人中专毕业生，以及

几十万的自学考试毕业生涌人劳动力市场或人才交流市场，需要

就业、需要工作、需要吃饭。况且他们中不可能全部在当年实现就

业，大约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毕业生要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才

能就业。如此庞大的大中专毕业生— 准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了

我国现阶段现实的准就业大军。这种情况，将会贯穿整个21世纪

的始终。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也是21世纪

我国社会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二、源源不断出生的庞大人口— 未来的就业大军

    据统计，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1年，我国累计出生人口

112878万，平均每年出生人口2200多万，除去死亡人口，每年净增

加人口1500多万。在这些出生的人口中，除去10％左右的正常和

非正常死亡人口，在正常情况下，90％以上的人口都能存活到20

岁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有2000万左右的人口进人劳动年

龄，需要国家或社会安排工作或劳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尽管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就业

压力，并且也切实采取了解决就业的果断措施— 上山下乡，但这

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实践证明，这是个逆人口流动的错误决策。

这个政策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并且引发了其他许多社会问题。

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就彻底停止了上山下乡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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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就业这个难题，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遏制了我国人口增长的势

头。据国家计生委统计，从1972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到2002年，

我国累积少生人口3.4亿多①，这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就业的压力。

    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导

致我国人口周期性地加速度膨胀。第一次生育高峰，从 1951年到

1958年，8年中累积出生人口16700万，年均2000万以上，除去死

亡净增加10700万。第二次生育高峰，从1962年到1975年，13年

中全国累积出生人口33677万，年平均出生人口2590万。第三次

生育高峰从1985到1997年，12年中累积出生人口29045万，年平

均出生人口2234万。在人口再生产惯性规律下，第二次生育高峰

期间出生的人口，从1982年以后陆续进人婚育阶段，按90％的存

活率计算，每年都有2400万左右的人口要进人结婚年龄，即组成

1200万对夫妇，即便按1.8的综合生育率来计算，每年最少也要出

生近2000万人口。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82年以来，尽管我国在

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和计划生育加大力度的双重作用下，人口出生

率已连续不断地下降，甚至下降到2001年的6.95%o，但我国人口

出生的绝对数仍然每年高达200(）万，最高的 1987年出生人口

2549万，直到1999年才降到200(〕万以下。（见表1一2)

    表1一2        1982-2001年中国人口出生情况

│、磊哭│人口出生率│出生人口数│年份│人口出生率│出生人口数││      │  (%o)    │  （万人）│    │  （％。）│  （万人）│

│1982  │ 22.28     │2264.9    │1986│ 22.43     │2411.4    │

│1983  │ 20.19     │2079.7    │1987│ 23.33     │2550.0    │

│1984  │ 19.卯     │2076.7    │1988│ 22.37     │2483.7    │

│1985  │ 21．以     │2227.1    │ 1989│ 21.58     │2432.2    │

①杨魁孚：《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人》,6页，人民出版社，2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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