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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政策60年》

前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勇向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60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从
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60年，是举国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60年。60年峥
嵘岁月，60年沧桑巨变。当我们回顾60年奋斗业绩时，感到格外自豪：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
义新中国正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记录60年的辉煌历史
，总结和升华60年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
导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
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Page 2



《中国人口政策60年》

内容概要

《中国人口政策60年》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介绍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背景、影响因素、预期结果
等。《中国人口政策60年》有助于人们消除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误解。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
换旧人。在三十多年从事人口科学研究过程中，笔者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研究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
策，感触颇深。古稀之年，一个愿望在心中萦绕多年，就是要把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口政策的提出、
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整理出来，并且纳入人口科学研究视野，将其奉献给13亿中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关
心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各界人士。十年前笔者所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今日中
国出版社出版发行，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关系中总体人口与消费、劳动年龄人口与就业、人
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素质与科技进步、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
矛盾和问题，以及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初步提出和阐发了解决
人口问题的一些思路。《中国人口政策60年》可视为它的姊妹篇，给出以往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轨迹
、当前政策的具体分析和未来面临的政策选择。对于上述内容，笔者均站在学术视角做出分析和探讨
。不言而喻，这样的分析和探讨是否科学，能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随着时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
流转，答案也就自然地流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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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1982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人口经济研究，1982年5月-1983年6月在美国
东西方中心作高级访问学者，1984年4月-1998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心）所长（
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
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成员
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新时期人口论》、《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人口学》
等专著23部（含主编），《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
论文500余篇（含30多篇英、俄、日文），研究报告30余篇，本人独自撰写在500万字以上，论文代表
作收集在《田雪原文集》一、二、三、四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6项，与联合
国人口基金、美国、日本合作项目5项，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
综合发展、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表了有独到见解
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和美、日、荷、比、澳等国作学术报告多次，受到普遍好评和重视
。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1年
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IBC）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颁发证书并在《成功的人》中作了业
绩介绍，1995年美国传记协会（ABI）载入“世界五千名人录”颁发证书并作了事迹介绍，1996年获中
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获国家图书奖，2003年获第六届
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科研成果中，还有十多项获部委级特别荣誉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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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累进增长——历代人口政策的自然导向　　在人类诞生以来400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中
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支撑这一文明和支持作出
贡献的力量源泉之一，是她拥有的数量举世无双的人口；而这既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也是历代封建王
朝推行庶众人口政策的结果。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世界第一”起于何代，止于何时
？目前止于何时有了说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在中国人15达到14．46亿人左右出现零增长时
，印度将拥有14．49亿人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那时，我们将心安理得地让出这把“世界
第一”的交椅。至于起于何时，很难考证，至少从公元纪元开始中国人口已达到近6000万之众，就已
经坐上了世界第一人15大国的交椅，并且一坐就是两千多年。那么，为什么中国得以坐上第一人口大
国的位置并且坐得如此稳固？两千多年积淀下来什么样的人口文化？其对当代和未来的人口变动与发
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中国人口政策60年》的入口处，也是寻找中国人口政策源头的钥匙。　
　第一节 理念：从生殖崇拜到多子多福　　一、生殖崇拜　　20年前，笔者赴荷兰作学术交流。周末
，一位在当地颇有影响的教授邀请外出观光，我欣然应诺。于是我们驱车沿着莱茵河信马由缰逆流而
上，穿山越岭，不久进入德国境内。过埃森、杜塞尔多夫等知名城市，中午在科隆停了下来。简单用
过午餐，便急着去看向往已久的科隆大教堂。我曾看过一点儿资料，科隆大教堂于1248-1880年兴建，
历经7个世纪共632年，耗时恐怕列各国教堂建筑史之首；它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与巴黎圣母院、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并列为欧洲三大教堂，规模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来到跟前，果然百闻不
如一见：一座长145米、宽86米、主体高135米的大教堂，全部采用磨光大理石建造，再配上两侧比主
体高出20多米的尖塔，5座巨大的响钟，在彩绘镶嵌画玻璃窗掩映下，显示出基督教的威严和肃穆，典
雅、秀丽和轻盈。　　参观完毕临上车前，同来的教授问我有何感想。我说：“不虚此行。不仅中国
有长城，埃及有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欧洲的大教堂也令人赞叹不已！”他问：“还有一个与人口有
关的建筑细节，你注意到没有？”我一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他什么细节。他说：“你看一
下教堂门的设计和建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还是不得要领，追着请问其详。他告诉我说：“
教堂的门与中国门的建筑不同，中国的门一般是两根柱子上面搭一条横木，方方正正；这里和欧洲许
多基督教教堂的门上面呈人字状，向内雕进几层，好像一个去掉桃仁裂开的桃核。”说到这儿，他放
慢了说话的速度，带有点儿解释性的意味继续说道：“也像女性的阴门，上面是绽开的阴蒂，下面是
洞开的阴道口--这不是低俗，而是生命之门，神圣之门，由人们对生殖的崇拜演进而来。”我感到很
惊诧，有关欧洲生殖崇拜的雕像，过去在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等国看到一些，基本上都是赤裸裸的
；欧洲比较有名的教堂也看过十个八个，还没有听到有此一说！然而闭上眼睛一回忆，过去看过的那
些教堂特别是基督教教堂的门和高大的窗子，大都同科隆教堂相类似，原来这里边还深藏着鲜为人知
的生殖崇拜文化呢！　　与德、法、意等欧洲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生殖崇拜源远
流长。生殖崇拜理念或生殖崇拜文化，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据科学家考证，地球的历史大约已
有47亿年，最早的生物出现在距今23亿年以前，人类诞生的历史也在400万年以上。中国作为人类最早
或较早诞生和繁衍生息的地域之一，究竟生殖崇拜产生于何时，没有可供考证的确凿的证据，但是根
据现已发现的相关雕塑、岩画、壁画等，至少在三皇五帝时期，生殖崇拜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一定的理
念或文化。　　中国可以考证的历史，一般认为已有五千年，常说“上下五千年”。然而司马贞所著
《补三皇本纪》，将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三千年。史书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不一
。《吕氏春秋》、《史记·秦始皇本纪》、《春秋纬》、《白虎通》、《通鉴外纪》、《礼纬·含文
嘉》等多部著作提到的三皇者，共有六人：燧人、伏羲、神农、女娲、共工、祝融。其中伏羲和神农
得票最多，各书均提到；其余四人各得一票，难分伯仲。后人研究达成较多共识的是：天皇燧人，因
为他发明打击燧石取火（一说钻木取火），故称天皇；人皇伏羲，因为他研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创造绘制卦图，并发明了刻画符号记事、俪皮为礼婚嫁、作力度、定节气等当时人类生活中最重大的
事情，故称人皇；地皇神农，因为他发明并推广了最初的农耕技术，成为开发大地之神，故称地皇。
五帝的版本也不少，达成较多共识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一般认为，五帝在距今4300-5000年，三皇距今5000-8000年。三皇中天皇燧人和地皇神农留下来的传
说和发现的器物有限，人皇伏羲的传说和发现的古物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值得研究。三年前笔者曾
到甘肃省天水市调研，看了当是伏羲故里的大地湾文化、传说中伏羲创造绘制八卦图的卦台山和女娲
故乡，所得教益颇多。就生殖崇拜和生育文化而论，伏羲有两大杰出的贡献。　　一个是绘制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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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蕴涵着生殖崇拜的内涵。《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
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创制八卦，力图揭示天、地、人相互依赖万物变化的规律，重点在于揭示人类自身生产和人与
自然之间--”与阳“—”的排列组合，象征着男女之间的结合，是生殖崇拜。对此我非常赞同，而且
认为是高度抽象、貌似简单实是含义更为深刻的生殖崇拜。其实八卦图中那一对阴阳鱼不就是活生生
的生殖崇拜吗？阴阳鱼首尾交合在一起占据八卦中心，八卦的演变，无论是按照乾、兑、坤、离、坎
、艮、震、巽排列组成的六十四卦，还是由这六十四卦变化而来的五行八卦、阴阳八卦、太极八卦、
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等，无穷的变化皆由中心阴阳鱼互动而生，由阴阳不同的结合排列而成。与中外
其他那些生殖器官、生育行为的雕塑、雕刻、画像等赤裸裸的生殖崇拜比较起来，八卦的生殖崇拜更
富有原生性、推动性、核心性，是将含蓄性、深刻性、全面性与科学性融合在一起，是由具体升华到
抽象的更高境界的生殖崇拜。　　另一个是以俪皮为信物和证物的嫁娶制，开中国最早优生之先河。
伏羲生活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在此之前为氏族内的群婚制，近亲结婚其生不繁，严重
阻碍着人口的繁衍和健康。伏羲看到了群婚制的危害，就想办法改革。据考证，当时伏羲氏族活动的
天水地区为疏林带，俪（鹿）很多。于是他们规定：将俪皮由中间一分为二切开，左边的一半留在氏
族内，右边的一半分给新出生的子女。结婚时男女双方都要出示各自的俪皮，如果与氏族留下的一半
对得上，证明他们都是本族的兄弟姐妹，就不得结婚；只有俪皮对不上或根本没有俪皮者，方才可以
结婚。久而久之，以俪皮为信物和证物的婚姻，形成了只能与族外通婚的礼俗。这一礼俗推行开来，
逐渐演变为族内与族外通婚、男婚女嫁的制度——尽管还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但是也足以令
本氏族人种兴旺起来，遂为打败、吞并周围一些氏族部落奠定基础。伏羲率本部落由西向东征战，一
直征战到河南，最后伏羲本人也葬于河南。伏羲是倡导“同姓结婚，其生不繁”的始祖，生殖崇拜加
上禁止本族内婚嫁的优生，造就了伏羲氏族部落的强大。　　为什么原始社会尤其在原始社会新石器
时期，生殖崇拜会发生而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呢？人们会说，原始人愚昧，科学不发达，看到孩子
从女人肚子里生出来无法解释，感到女性能生育很伟大，就对女性及其生殖器官崇拜起来，生殖崇拜
最先是对女性的崇拜。这样的诠释无疑有它的道理，如果全然知晓结婚生育是怎么一回事儿，也就不
必那么神秘和顶礼膜拜了。但是这样的诠释还不足以使人完全信服，试问：人类脱离愚昧、科学进步
以后，就没有生殖崇拜了吗？不是的，这点下面还将做出分析。那么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必须将生
育置于那时人口生产、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做出符合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规范的解释。　　迄
今为止，原始社会是人类进化发展中占据时间最长的时期，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原始社会人类由
使用简单的石块、木棒的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打磨石器、有了最初的陶器和饲养动物、懂得农耕的新
石器时代，是一个艰难的巨大进步。对伏羲故里的考察证明，这种进步的程度超出以往的估计。最紧
要的一点，是将人置于天、地宇宙之中，探索相互运动变化的规律，创造绘制出包括生殖崇拜八卦在
内的文化。为什么八卦将象征男女两性结合的图像置于中心位置，八卦的演变以阴阳互动排列组合的
方式来进行？可以说，这是作为人皇的伏羲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的体现，是他强盛本氏族的立足点。
尽管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和战争所用武器比旧石器时代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基本的力量就是赤条条
的人的力量的格局没有改变。而人的力量，一是由人口的数量决定，人口越多氏族的力量就越大；二
是由人口的质量决定，人的身体越强壮氏族的力量也越大。哪个氏族部落人口数量多、人的身体素质
好，这个氏族部落就会强大起来，就会战胜、吞并其他氏族部落。我们从伏羲氏族部落强盛、吞并其
他氏族部落，直至征战到河南史诗般的传说中，看到一幅由八卦图阴阳鱼发动、运转和决定命运的壮
丽画卷，以生殖崇拜为驱动力的画卷。当地还传说，伏羲氏族部落的图腾是人面蛇身，在由天水向东
征战过程中，吞并一个部落就在自己的图腾上加上被吞并部落图腾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久而久之，吞
并的部落多了，自己图腾头上、身上加满了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的小图腾，这就是被后人称为“龙”
的由来，“龙的传人”也由此而生。　　伏羲生活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伏羲以后遂
演变为对男性的生殖崇拜。这一转变很重要，它对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生育乃至整个人口变动
产生莫大影响。各地发现和出土的男性生殖崇拜雕塑、雕刻、绘画等，数量不断增多，文字、天文、
立法等隐含的生殖崇拜也陆续被发现。文字上的表现，如“祖”字，原本没有左边的“示”，只有右
边中间向上鼓起的“且”字，形同男性生殖器。在西方社会，许多国家信奉上帝创造人，上帝是人类
的始祖；在中国，自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来，女性在种的繁衍中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生殖崇拜演变
成对男性祖先的奉先行孝，发生第二次升华——逐步升华为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
生殖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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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邀约大家，纵论中国国庆60周年献礼，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
庆6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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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田老讲座的时候推荐的，很不错，很喜欢！
2、准备考博了，买了这本书来学习，而且对工作也有帮助，推荐
3、好书！原来计划生育是这样发展而来的。人口政策的制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考虑。中国十几亿人
，真的很不容易
4、看过梁建章、李建新的《中国人太多了吗》和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初步了解了中国计划生育
政策出现的种种问题。想知道赞成计划生育政策的专家意见，就买了《中国人口政策60年》。田雪原
教授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尚在人世的重要见证者。如果要了
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过程的来龙去脉，田雪原的这本书不可不读。
5、又是一本标准的微微红红专专的册子，不是说思想而是说了一些历史，有些很正义，有些大家也
不知道有没有被政治浸泡过，不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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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田雪原是官方主流人口学家。前言提及易富贤的《大国空巢》。马寅初1949年从香港转大连到北京
，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建国大业》的干活。钱伟长提出“两颗无公害的原子弹”设想。史料
还算丰富，亦念念不忘拉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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