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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低生育水平研究》内容简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以人口与社会系统工程方法为手
段，以公共政策创新为导向，重点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性别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研究所致力于跨学科、交叉性地研究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前沿领域，开
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前沿动态，开展重大课题研究；既进行理论研究和分析，又注重改善社会现
实，建立实验区，进行社会干预和实践；强调与各级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
。研究所注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承担并成功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及国
际合作项目，目前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研究所在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人口与
社会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研究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探索出一条寓理论研究、政策
分析和创新、社会实践、政策传播和推广于一体的，用于解决重大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新型
研究范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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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低生育率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给人们的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带来的压力，
为国家和家庭节省了大量的少年儿童抚养费。此外，低生育率初期还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
口结构（陈友华和徐燕南，2005）。在印度，生育率下降的经济优势十分明显，同高生育率相比，生
育率降低一半将使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未来30年增加38%-50%（王金营，2001）。在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 010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4。如果把未来
剩余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1/3左右（王德文等，2004）。　
　初期的低生育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但低生育率所隐含的某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
会逐渐显露出来。中国将面临极端的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各种后果，诸如人口老龄化加速与过度老龄化
、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独生子女家庭导致家庭风险剧增、社会缺乏生机
与活力、经济因人口负债而陷入“结构性衰退”等（陈友华，2009a）。　　人口活动存在惯性和滞后
效应，有时生育率尽管已经降得很低.但由于惯性人口还在持续增长。当惯性增长停止之后，人口总量
减少，减少的方式主要取决于过去与现在的人口行为。如果要使未来人口数量缓慢减少，则现在的生
育率不能低于更替水平过多（陈友华和徐燕南，2005）。1997年，在联合国召开的关于低生育水平的
专家会议上，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的人口学家蒋正华教授指出，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
，中国政府并不希望生育水平下降得过低，最好将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1.9（Jiang，2000）。但是，
很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后，并没有停止下降，而是出现了后果极其严重
的持续下降。加州大学王丰教授说，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况下
，即使放开“二孩”政策，生育率也无法回升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反而会继续下降（马俊，2009
）。人口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虽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对国家综合国
力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毋庸置疑，人口数量是一国综合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陈友华，2009a）。从
中国和世界历史来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古往今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人
口数量及占世界人口比例急剧减少的情况下走向强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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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挺不错的，适合本领域的学者去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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