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建章：为什么要鼓励生育？

关于人口的十个常见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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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 版》显示，把一

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澳大利亚

是 2.08 倍，法国是 2.24 倍，瑞典是 2.91 倍，德国是 3.64 倍，美国是 4.11

倍，日本是 4.26 倍，中国是 6.9 倍。由此可见中国的养育成本几乎是世界

最高的，所以不难解释中国的生育率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1 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1 年出生人口

1062 万人，出生率为 7.52‰。可以看出，2021 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 1949

年以来新低，出生率则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平均一个妇女只生 1.15

个孩子，也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水平之一。 

中国出生人口从 2017 年开始持续下降，2021 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

第五年下降。五年的下降幅度高达 40%，比起 20 世纪 90 年代初 2000 多

万的新生人口更是不到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

也不夸张。 

为此，《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 版》提出了如下有关鼓励生育措施的

建议：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引进外国保姆、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辅助生

育技术、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等。但现在还有为数不少

的人提出对鼓励生育的质疑。我们在下面列出一些常见的似是而非的质疑

即“十大误区”给出分析和解释。 

【误区 1】老龄化和少子化是所有发达国家的通病，现在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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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是生活得挺好吗？所以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不值得担忧，不需要鼓

励生育。 

【分析】导致老龄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带来老年

人口增加，二是少子化带来孩子和年轻人减少推高老年人口占比。寿命延

长带来的老龄化是好事，体现了社会进步。而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则是坏

事，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少子化不仅会拉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使社会

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 

虽然发达国家和中国都面临少子化问题，但是中国的少子化问题比其

他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高于中国，发

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是 1.6，而中国 2021 年的生育率只有 1.15，几乎是世

界最低。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根据育娲人口研

究的报告，中国把一个孩子养大的成本是人均 GDP 的 6.9 倍，远远高于发

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中国高企的住房和教育成本使得中国的育

儿压力几乎是世界最高的。 

随着经济发展，很多国家都会面临少子化的问题。可是，中国远没有

发达国家那么富裕，但生育率已经比少子化程度很严重的日本还要低很多。

还有，有些低生育率国家，如德国，可以通过移民来补充人口，但是中国

几乎没有可能通过移民解决人口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的少子化问题可能

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而且，多数发达国家都在大力鼓励生育，而中国目前

鼓励生育的力度远远不及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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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中国目前的生育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将来的老龄

化程度也高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而中国目前鼓励生育的力度远远不及发

达国家。要缓解未来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就有必要大力鼓励生育。 

【误区 2】中国人口基数大，不缺人口，所以不需要鼓励生育。 

【分析】一个国家是否缺人口，有什么客观标准？有一种观点认为，

如果一个国家缺劳动力，就是缺人口；如果不缺劳动力，就是不缺人口。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别说中国现在有 14 亿人口，就算中国只有 1.4 亿

人口，那也不意味着中国就会缺劳动力。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

自人的需求。人口少需求也小，所以工作机会也少；人口多需求也大，所

以工作机会也多。因此，人口基数大并不表示劳动力就过剩，而人口基数

小也不表示劳动力就短缺。 

所谓“中国人口过多”，有什么客观标准呢？从人口密度来说，每平

方公里中国为 148 人，日本为 346 人，韩国为 520 人，英国为 281 人，

德国为 240 人，荷兰为 508 人，以色列为 400 人，可见，上述国家的人

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而这些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国家人口过多，现在还鼓

励生育。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中国人口学家论证过中国适度人口是五到八

亿。但其假设之荒唐，推断之草率，使其结论毫无学术价值。事实上，在

1960 年，中国人口将近七亿，符合这些人口学家所论证的“适度人口”的

范围，但那时中国正处于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现在中国人口是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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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最多的，同时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时代。 

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中国的适度人口是五至八亿”是正确的，根

据最新的人口数据，2021 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只有 1062 万，如果按照人均

寿命 78 岁计算，未来动态的人口也只有八亿左右，但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只

有 1.15，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生育率和出生人口还将进一步下降，所以

未来中国总人口根本维持不了八亿，而且这种人口萎缩的过程是无休止的。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1 版》，如果不鼓励生育，中

国人口到 2100 年将减少到 5.7 亿，年出生人口只有 179 万，仅占全球出

生人口的 1.6%。 

归纳：是否需要鼓励生育，与人口基数的大小无关，而与生育率的高

低有关。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几乎全球最低，未来人口萎缩的速度也将是世

界上最快的。要缓解未来的人口萎缩，就有必要大力鼓励生育。 

【误区 3】如果人口减少，那么，人均财富和人均收入就会增加，所

以减少人口是好事，不需要鼓励生育。 

【分析】人均财富的计算中人既是分母也是分子，因为人不仅会消耗

财富，更会创造财富，而且人一生中创造的财富在整体上大于消耗，否则

人类社会怎么会进步？西方发达不是因为人少，而是现代化提高了创造的

效率，这与人多的优势并不矛盾。除了美、加、澳等几个新大陆的移民国

家和北欧国家，富国大都人口稠密。即使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等新大陆国家，

最富裕的地方也是在狭小的几个大都会。在中国内部，人口密度最大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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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区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几乎都是经济发展的最好

的几个省。 

财富的多少还是要看创造财富的能力，要看工作效率和创新效率。人

口稠密的地方效率更高、创新力更强，是因为经济学中最常见的规模效应。

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在于生产 100 万件的单位成本远远低于生产 1万件的成

本。得益于其世界第一的市场和人才规模，中国的制造业的规模领先世界，

而且拥有全世界品类最全的工业品类别，从而具备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规模效应和抗风险能力。科技创新产业也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市场大人才

多，可以投入的研发就多，就会出现更多的创新成果。美国的创新优势就

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人口规模和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中国的科技

创新能力最近几年进步很快，也得益于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 

如果中国的人口减半，这种制造业规模优势和科研创新的规模优势就

会被大幅度削弱，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包括被卡脖子的风险就会大幅增

加，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和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日本是个很好的反面例

子，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科技曾经引领世界的创新，一度人均收入超过

美国，但是到了现在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其创新能力和人均收入都远远

被美国抛在后面。中国现在的少子化程度比 30 年前日本还严重得多，未来

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更严重。 

归纳：减少人口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反而会降低规模效应，削弱创

新力和竞争力。要保持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提升创新力和竞争力，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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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大力鼓励生育。 

【误区 4】人口减少了，竞争就少了，就业、住房和教育的竞争就没

有那么激烈了，所以人口减少是好事，不需要鼓励生育。 

【分析】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因此，人既是求职者，又

是工作机会的源头。人口减少，找工作的人少了，但就业机会也会更少，

而且因为更难匹配而加重就业困难。经历少子化，人口不断萎缩的东北，

就业景气指数在全国各大区域一直垫底。如果中国人口仅有现在的 1/5, 那

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等职位只有现在的 1/5，而且航天、高铁

这些由人口大国支撑的行业可能会消失。 

人口减少了，一线城市也会减少，可选择的大城市就会减少。中国人

多的优势之一是可供选择的城市也多。仅建成区人口超过 200 万的大城市，

中国就有超过 30 个，而俄罗斯只有 2 个。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让中国

绝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不断提升，面貌日新月异。但如果全国人口开始

大幅减少，大部分中小城市会加速衰败，基础设施会因为需求和财力不足

而停止更新甚至废弃，而人口将会进一步加速向少数大城市集中。这种现

象正在俄罗斯和日本等人口萎缩的国家发生。至于高房价，并不是因为中

国人口过多，而是因为大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不足。中国大城市的房子贵

主要是土地贵，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加大人口流

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将能显著降低房价，减轻育龄家庭的住

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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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来，由于受到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极为缓慢，

年轻人职业前景黯淡，他们既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也没有追求婚姻伴侣

的动力。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词叫“躺平”，其实近 30 年来，日本许多

年轻人早就“躺平”了，他们不婚不育，使得日本的生育率持续走低。人

口减少了，好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为了竞争好的就业机会，教育也会更

加内卷。 

归纳：人口减少了，就业机会也会减少，可选择的大城市也会减少，

教育内卷更严重。 

【误区 5】我们未来有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不需要这么多人，所以不

需要鼓励生育。 

【分析】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

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导致传统产业单位产出

的劳动力耗费降低，却没有减少总就业，核心就在于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多

的工作岗位。比如会有更多的人从事需要社交能力的行业（比如说护士，

心理咨询师等）和科技与文化创新相关的产业。未来科技和文化创新产业

在经济中的占比和重要性会越来越高，而人的作用在这些产业中几乎是机

器人不可替代的。因为机器人在创造力方面和理解人类价值观方面可能永

远是在从属地位。 

在科技和文化创新产业里，顶尖的创新人才是关键。人口大国的人才

池子大，顶尖的人才就会多。还有市场规模大，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研发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