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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口綜合素質
轉型人才紅利社會

內地61年來首現人口負增長 專家倡制定長期發展規劃

智庫倡打造高質量「銀髮」產品和服務體系

2022年，中國61年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拉開了人

口將長期縮減的歷史序幕；放眼全球，聯合國預測中國人

口總量或在今年4月被印度超越，從而失落「世界第一人

口大國」的位置。前所未有的人口形勢新變局引發社會高

度關切，料成為本次全國兩會的熱點話題。時值中國人口

增長由正轉負的交叉點，人口學專家和出席本次兩會的代

表委員紛紛建言獻策，呼籲主動適應和積極應對人口負增

長，以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制定國家長期人口發展規劃，通

過人口優化發展提高人口的綜合素質，從而為國家經濟社

會發展提供新的紅利和動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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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應對人口發展新形勢，各民主黨
派將在本次全國兩會上提出針對性建言。香港

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農工民主黨中央和民進中央擬提
交的多件提案，聚焦人口問題，積極建言獻策，促進中
國人口生育健康和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推動輔助生殖技術水平提檔升級
農工民主黨中央將提交《關於構建生育支持稅費政

策體系 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提案》和 《關
於優化不孕不育問題關鍵支持政策 切實促進人口生
育健康的提案》。提案指出，目前，中國生育支持稅
費政策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建議進一步擴大所得稅的
優惠力度，加快制定有利於提升生育意願的稅收優惠
政策，完善育養機構的稅收優惠政策，吸引民間資本
加大對於育養行業的投資力度，進一步擴大生育保險
費覆蓋面。此外，中國近年來不孕不育率逐年增加，
面對日益增長的生殖保健服務的需求，國家相關經濟
保障政策存在缺位，輔助生殖關鍵核心技術也存在瓶
頸，建議立足國情，逐步推進不孕不育相關經濟保障
政策，並充分完善不孕不育相關休假保障政策。同
時，發展母嬰保健和生殖健康教育及服務，特別是加
大科技驅動，大力推動輔助生殖技術水平提檔升
級。

加大普惠性託育機構補貼
近年來，越來越高的養育費用、公
共託幼服務的缺位和市場養育服務的

高成本讓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民進中央提交的《關於提高嬰幼兒照護質量

讓家長安心送託的提案》提到，根據對某地調研發
現，該地千人口託位數1.33個，社區託育服務覆蓋率為

5.3%，由於託育機構運營成本中場地租金和人力成本佔比
達80.9%，該地託育機構平均月收費超過7,000元人民幣，
遠遠超出普通家庭承受範圍。提案建議，堅持公益性，推
進託育服務的普惠發展，由各地託育服務主管部門考慮區
域內平均經濟和收入水平確定託育收費標準區間，出台價
格指導意見，並加大普惠性託育機構的補貼力度。此外，
還要健全育嬰員、託育師培養培訓體系，提升從業者專業
化水平，讓家長安心送託。

多個研究顯示，人口負增
長與重度老齡化社會疊加是貫

穿中國21世紀的新國情，這為社
會經濟發展帶來嚴重負擔。業內人

士呼籲，應進一步構建多層次養老保
障體系，擴大普惠性養老服務，推動發展

「銀髮經濟」，並採取延遲退休等措施，應
對「少子老齡化」。

應視老年人口為資源非負擔
育媧人口研究智庫是致力於人口和相關公共政策研究

的公益性機構，由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經濟學家任澤平
等牽頭組建，匯聚了國內一批優秀的人口和經濟專家。根據

梁建章、任澤平等專家發起的人口研究顯示，中國的老齡化速
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22年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達14.9%，預
計2030年左右進入佔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
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6.8%，企穩一段後將再度上升至2084年
及之後的約46%。育媧人口研究智庫建議，積極應對人口老齡
化，打造高質量為老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
一是加快推動社保全國統籌，發揮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二、三支
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構建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系，鼓勵企業
留用和僱傭年長勞動力，推進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三是加大
養老產業金融支持探索，優化養老服務供給，打造高質量的為
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四是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
「互聯網+養老」的智慧養老服務體系，推進適老化改造，保障
老年人高質量、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也表示，必
須為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前布局，加快經
濟發展方式轉型，迎接科技革命為老齡化社會創造的發展機
遇，打破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勞動供給下降的掣肘，推動知識
型、創新型經濟引領產業競爭力提升。此外，老年人口技術
大、佔比高，也蘊含着巨大的勞動力財富和消費潛力，應積極
開發老齡人力資源，發展銀髮經濟，推動養老產業發展。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則認為，目前中國處於老齡

化機遇期，低齡老年人佔老年人口比重超過50%，這部分老年
人總體上身體狀況較好，能夠在志願服務、隔代照料等活動中
發揮餘熱，同時初入消費生命周期的後一階段，消費需求和消
費能力都比較高，應重新認識老年人口，將其視為資源而非負
擔，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老年友好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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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總量萎縮，不僅增加社會風險和負擔，也將
削弱中國大市場優勢，並對經濟增長和經濟規模以
及全球競爭力產生負面影響。北京專家期待，本次
全國兩會能釋放更多利好信息，盡快有效實施多種
生育支持政策，以提振日益低迷的生育率，推動實
現適度生育水平。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分析稱，2021年國家衞生健康委調查顯示，育齡
婦女生育意願繼續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
1.64個，低於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
作為生育主體的「90後」「00後」僅為1.54個和
1.48個，出現了生育意願代際弱化的明顯趨勢。從短
期來看，低生育率會造成「新生兒赤字」，導致人口
數量減少，長期看還會造成「勞動力人口赤字」，形
成極不平衡的人口年齡結構。社會撫養負擔重、勞動
力相對短缺將削弱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力量。

他認為，要想提高生育率，首先要提高生育意願，
國家要拿出真金白銀讓公民能享受生育的國民待遇，
分享改革紅利，提振過低的生育意願。其次要重視生
殖健康，保護人口的生育力，減少不安全性行為、流
產、墮胎等直接損害生育能力的行為以及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環境污染帶來的生育力下降風險，將輔助生
殖技術納入醫保，降低不孕不育患者的生育風險、成
本和代價。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
丹建議，應完善生育保障基本制度的頂層設計，以
促進人的早期發展為目標，建立包括嬰幼兒照護、
生殖健康服務、生育保險、女性就業促進等內容的
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特別是要補齊民族地區、欠發達地區在人口健康服
務、嬰幼兒照護、學前教育方面的短板，對脆弱人
群有效實施生育支持政策。

提振生育 期待兩會釋放更多利好信息

◆ 專家表示，須通過人口優化
發展提高人口的綜合素質，為
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的紅
利和動能。圖為2023年全國碩
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湖南中南大
學考點，考生在考場外複習。

資料圖片

◆高校畢業生早前在福建
福州一招聘會與用人單位
交流。 資料圖片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
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
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
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
定》，內容包括：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
施、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配套實施積極
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8月16日，國家衞生健康委、國家發改
委等17部門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
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強化深入實施一
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

◆2022年10月二十大報告提出，「優化人口發展
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
育、教育成本」，「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國家戰略」。

◆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適時實施漸進式延
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少
子化」。

兩會
人 口 篇

今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
人口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這是中國人口

自1962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首次
跌破1,000萬；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數量同比降幅超過一成。

將進入負增長常態化時期
「我國人口負增長是人口轉變規律長期作用的產物，可謂如

期而至，但依然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拐點。」北京大學人口研
究所教授穆光宗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這意味着中國人口將
告別持續攀升的歷史，進入負增長常態化時期。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也表示，
發達國家也都在經歷人口負增長，從全球來看，是一個總體趨
勢。對於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講，人口負增長標誌着中國進
入了人口發展新的階段，人口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條件發生
了顯著變化，人口數量壓力轉化為結構性挑戰，成為必須面對
的一個基本國情。
穆光宗認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很大程
度上得益於數量型的「人口紅利」。當前這種紅利並未完全消
失，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資源依然相對豐富，勞動年齡人口數
量和比重始終高於發達國家，保持人口數量的規模優勢；作為
人力資本最核心的要素，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不斷提
高，202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9年，高等
教育毛入學率為57.8%，人均預期壽命78.2歲；城鎮化水平快
速提高，農業剩餘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到城鎮，實現了更有效的
人力資源配置。

須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與此同時，人口負增長慣性一旦釋放，會產生多米諾骨
牌效應，需要社會正視且積極應對。」他指出，當前，中國
處於人口增長由正轉負的交叉點，面對人口新態勢、新挑
戰，必須牢牢把握人口發展規律，以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制定
國家長期人口發展規劃。中共二十大提出要「優化人口發展
戰略」，他認為，應該構建以優化生育為核心的生育友好型
社會，積極應對少子化老齡化，同時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導
向，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中心來消解人口風險，增強人口
優勢，從而使人口各要素達到並保持某種優良適宜的狀態，
促進人的高質量發展，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的紅利和
動能。

進一步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也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人口數量減少、人口結構的變化，對於中國的勞動
密集型產業發展帶來較大挑戰。作為人口大國，如何充分挖掘
中國人力資源的潛力，延續人口紅利，已經成為至關重要的
現實問題。他呼籲，進一步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
人力資本水平和人的全面發展能力；構建科學合理的
人才制度，破除勞動力流動的障礙，以應對勞動年
齡人口減少的挑戰；進一步完善教育體系，讓人
才培養更貼近於社會經濟和產業發展需求，緩
解就業市場結構性矛盾；拓寬失業人員和退
休人員的再就業渠道，挖掘勞動力供給潛
力。通過這些措施，促進人口紅利逐步
向人才紅利轉變，使得中國人口資源
的優勢得到有效發揮，以促進人口
和經濟社會持續協調健康發展。

中國總人口近年變化

2022年 人口14.1175億，淨增長-85萬

2020年 人口14.1212億，淨增長204萬

2018年 人口14.0541億，淨增長530萬

2016年 人口13.923218億，淨增

長905.77萬

2014 年 人 口 13.764641 億 ， 淨 增 長

920.32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