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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结构趋势预测 

及其对宏观经济和相关政策的影响 

专题摘要： 

人口结构现状：生育意愿降低，老龄化趋势初显 

目前我国人口总量较高，但增速下降明显。2018 年我国总人口达到 13.95 亿，人口

增速仅为 0.38%。人均寿命不断提升，老年人口比重增加。2018 年老年人占比达到

11.93%，老年抚养比为 16.8%。低生育率趋势明显，生育意愿走低。2017 年总和生育

率仅为 1.63，自 2016“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率有明显回升，但一孩生育率回升幅度不及

二孩生育率回升幅度。通过对其他国家人口历史数据对比分析，预测在 2027 人口总量

达 14.22 亿，人均寿命达 77.91 岁，老年人占比将达到 15.39%，人口中心整体上移，

总体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主要影响消费、投资、贸易和公共支

出四个方面。消费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将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增长。投资方面，人口负

担加重使得资本存量下降，引起经济增长方式向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以及产业结构

向服务化转型。贸易方面，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低劳动人口比例，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成

本上升，促使对外贸易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公共支出方面，低

劳动人口比例将导致个人所得税税基萎缩，降低政府筹集财政收入能力，同时改变公共

财政支出的总规模和结构。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政策展望 

通过对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分析，预计未来政策可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出改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迟退休年龄并鼓励老年人再就业、鼓励生育、推进老

龄产业发展、刺激内需、提升人力资本、强调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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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结构现状：生育意愿降低，老龄化趋势初显 

1949 年建国时，我国的人口只有 5.4 亿人，战后新中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

策，出现第一波婴儿潮，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平均人口增长率维持在 2%以上，

但由于当时人口基数小，婴儿潮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相对不大。三年自然灾害结

束后，第二波婴儿潮开始出现，这是对后续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1971 年我国

总人口增长至 8.52 亿人，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我国

开始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人口增长率才有所下降。80 年代后“生育限制”将允

许生二孩调整为基本只准生一孩，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生育限制最严格的时期。

1986-1990 发生第三波婴儿潮，此次婴儿潮又被称“回声婴儿潮”。由于第二波

婴儿潮出生的人进入生育年龄，生育主力基数大，尽管在严格的生育限制之下，

出生人口总量也高达 1.24 亿。2000 年以后，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明显下降，2000

年人口增长率仅有 0.76%。计划生育的政策进入放松通道，大部分省份开始实行

“双独二孩”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6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 30 年后，中国的人口状况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首先，人

口整体出现低生育率趋势。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1963 年总和生育率为 6.35，

自 1993 年后就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2017 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63。生育

率在 2016“全面二孩”政策后有明显回升，由 2015 年的 30.93‰回升至 2017 年的

47.03‰，其中一孩生育率由 2015 年的 16.43%上升至 2017 年的 19.43‰，二孩

生育率由 2015 年的 12.30‰上升至 2017 年的 24.35‰，三孩生育率在开放计划

生育政策前后基本维持不变。一孩生育率的小幅回升不及二孩生育率回升，一定

程度上显示出年轻一代生育意愿的降低。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1990 年老年

人比重 4.56%，从 2015 年以后老年比重超过 10%，2018 年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11.94%。青少年占比逐年下降，1990 年，中国 0-14 岁的青少年占比 22.69%，

2018 年青少年占比下降至 16.86%。抚养比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1990 年总抚

养比为 49.8%，其中少儿抚养比为 41.5%，此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总

抚养比持续下降至 2010 年的 34.2%，在 2010 年触底后开始回升，于 2018 年升

至 40.4%。 

图1: 总人口数、总人口增长率变化      单位：万人|%  图2: 孩次生育率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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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年龄段人口变化                   单位：万人|%  图4: 抚养比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二、 人口结构趋势预测 

2.1 关键指标预测 

1. 人均寿命 

2017 年数据显示，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 76.41 岁，其中女性为 78 岁，男性

为 74.95 岁，近年增幅稳定在每年 0.16 岁左右。目前日本平均寿命居高位，达到

84.10 岁，美国、德国分别为 78.54 岁、80.99 岁，总体来看人口的预期寿命都

在逐年增加。人均寿命主要取决于整个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美国一直是世界上

医疗水平较高的代表性国家，数据显示，美国近年平均寿命增幅已不明显，甚至

出现略微下降，医疗水平对预期平均寿命的提升效果可能已经出现瓶颈；同时如

果考察最长寿的国家日本，近年日本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幅也下降至每年 0.15 岁左

右，对比 1997-2007 年间平均增幅每年 0.21 岁来看，增幅有明显下降。结合以

上角度看，我们按每年增幅 0.15 岁估算，不考虑人均寿命提升的男女差异，预计

2027年中国人均寿命在 77.91岁左右，其中女性寿命 79.5岁，男性寿命 76.4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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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平均预期寿命变化                                                 单位：岁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2. 死亡率 

全国总计粗死亡率为 7.11‰，除了刚出生的婴儿死亡率稍高，大体上死亡率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同时男女的死亡率并不相同，男性的死亡率要系统性

高于女性。1968 年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 92.4‰，近年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

2017 年的为 8‰。对比来看，日本婴儿死亡率一直最低，2017 年仅有 1.9‰；美

国在 2007-2017 年间，婴儿死亡率从 6.5‰下降至 5.7‰；德国从 3.7‰下降至

3.1‰。由于中国婴儿死亡率目前还处在相对较高水平，预计未来婴儿死亡率降幅

稍高于德国，我们以 20%降幅计算，预计 2027年婴儿死亡率在 6.4‰左右。考

虑到老年人口增加会增加死亡率，我们估计 2027年死亡率为 8.19‰左右。 

图6: 死亡率变化                            单位：‰  图7: 粗死亡率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3. 出生率和生育率 

2017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63，2017 年出生率为 12.43，从历史对比来看

均属于较低水平，预计未来二者均有下降趋势，但下降空间不大。首先，生育

率、出生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考虑到未来经济将继续发展，二者未来可能有

下降压力。其次，中国生育率、出生率下降相比其他国家更明显，体现出二者与

中国此前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生育率从 1965 年的 6.40 下降至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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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59，之后维持在 1.6 的水平上；出生率从 1964 年的 39.34 下降至 2010

年的 12.9，之后到 2017 年间，出生率维持在 12-12.5 区间内，2018 年出生率仅

为 10.94。中国目前现在已经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预期未来可能会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放开人口政策，因此二者下降的空间并不大，生育率甚至可能出现小幅

回升。从国际案例来看，有一些国家生育率已经出现小幅回升，日本 1997 年总

和生育率为 1.39，2017 年回升至 1.43，德国总和生育率从 1997 年 1.35 回升至

2017 年 1.57。结合其他国家对比，由于育龄人口的减少，出生率可能会继续下

降，日本出生率从 1997 年的 9.5‰下降至 2017 年的 7.6‰；美国 1997 年出生率

为 14.2‰，2017 年下降至 11.8‰；德国 1997 年出生率为 9.9‰，2017 年下降

至 9.5‰。我们认为，中国未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会导致不同的生育走势，中

性情况是在生育政策放松后生育率依然保持目前全面二孩的生育率水平，大概在

1.6 左右；目前出生率水平接近于德国 97年水平，预计计划生育政策的开放会使

得出生率的下降趋势有所缓和，以 3.8%的降幅测算，我们预计 2027年出生率为

10.52‰。 

图8: 总和生育率变化                       单位：‰  图9: 粗出生率对比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4. 其他相关假设 

出生婴儿比假设：从数据看，放开二胎政策之前，我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长

期维持在 115-120 左右，男性新生儿比例相对较高，2013 年放开“单独二孩”

政策后，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出现明显下降，2015 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出

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继续下降，目前连续两年稳定在 105 左右。我们认为未来该

项指标可能会保持稳定，采用 105 预测未来出生人口男女比例。 

组迁移假设：组迁移过程，根据抽样年龄组数据以及年末人口数，在不考虑

抽样误差下推算得出。其中根据 2027 年预测的 6.4‰的新生婴儿死亡率，预计

0-4 岁向 5-9 岁组迁移比例会有提高，考虑到历史男婴死亡率稍高于女婴，我们

估计男性迁移比例在 99.63%，女性迁移比例在 99.72%；根据预测的女性平均寿

命 79.5 岁，男性平均寿命 76.45 岁，我们假设主要影响的组集中在 70-74 岁、

75-79 岁、80-8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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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迁移情预测 

男性组迁移比例预测 

0-4 岁 5-9 岁 10-14 岁 15-19 岁 20-24 岁 25-29 岁 30-34 岁 35-39 岁 40-44 岁 45-49 岁 

99.63% 99.84% 99.77% 99.75% 99.69% 99.60% 99.41% 99.06% 98.52% 97.66% 

50-54 岁 55-59 岁 60-64 岁 65-69 岁 70-74 岁 75-79 岁 80-84 岁 85-89 岁 90-94 岁 
 

96.63% 94.93% 91.26% 85.00% 77.64% 66.31% 51.23% 35.79% 27.29% 
 

 

女性组迁移比例预测 

0-4 岁 5-9 岁 10-14 岁 15-19 岁 20-24 岁 25-29 岁 30-34 岁 35-39 岁 40-44 岁 45-49 岁 

99.72% 99.89% 99.87% 99.91% 99.89% 99.85% 99.74% 99.55% 99.27% 98.81% 

50-54 岁 55-59 岁 60-64 岁 65-69 岁 70-74 岁 75-79 岁 80-84 岁 85-89 岁 90-94 岁 
 

98.22% 97.24% 96.31% 89.84% 83.43% 72.93% 57.75% 45.01% 34.20% 
 

 

2.2 基于关键指标的人口结构趋势预测结果 

根据对关键指标和假设的中性情景分析下，我们预计 2027年人口将达到

14.22亿，其中预计 65岁人口占比达到 15.39%，相比 2017年的 11.34%将增加

4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 68.37%，相比 2017年的 71.54%将减少 3个

百分点；0-14岁人口占比达 16.25%，相比 2017年的 16.73%将减少 48个百分

点。 

2017 年 0-14 岁人口为 2.33 亿，劳动年龄人口为 9.98 亿，65 岁以上人口为

1.58 亿，预计 2027 年 0-14 岁人口为 2.31 亿，劳动年龄人口为 9.72 亿，65 岁

以上人口为 2.19 亿。2027 年人口总抚养比将达到 46.25%，老年抚养比为

22.50%，相比 2017 年人口总抚养比的 39.2%，老年抚养比的 15.9%来看，总抚

养比的上升主要来自于老年抚养比的增加。 

相比 2017 年，2027 年的人口结构将有明显上移。从 2017 年的人口结构可

以看到，第一波婴儿潮在 65-69 岁年龄组，第二波婴儿潮集中在 45-49 岁、50-

54 岁年龄组，第三波婴儿潮主要集中在 25-29 岁年龄组。再过 10 年第一波位于

75-79 岁年龄组，达到我们预期寿命，人口减少未来将由这一部分人主导。而影

响人口老龄化的主力军是第二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在 2027 年预计处于 55-

59、60-64 岁年龄组。第三波婴儿潮将集中在 35-39 岁，此年龄组妇女即将越过

生育年龄，会导致即使生育率提升，人口出生量也难以大幅回升。对比 2017

年，2027年的 55岁以上年龄组人口占比将明显增加，20-24、25-29年龄组人口

占比将明显下降，整个人口结构重心从 2017年的 25岁上移到 35岁以上。 

2027 年以后老龄化将更加严重，生育政策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人口的变

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的实施很难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37 年，相对人口

较多的 55-59 岁、66-64 岁年龄组人口将进入退休年龄，而数量较少的青少年组

将进入劳动年龄，低占比的劳动人口面对高占比的老年人口将承受严重的抚养负

担。尽管有积极的生育政策出台，但是为了减少抚养压力，年轻人生育意愿可能

进一步降低，导致新生婴儿数量难以回升。整个社会老龄化压力需要在 2042 年

以后老年人口达到预期寿命才可能有所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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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17年人口结构图                  图11: 2027年预测人口结构图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三、 人口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认为，理性的消费者要根据其一生

得到收入来尽可能平滑其一生中各时期的消费，进而不同年龄个体的消费、储蓄

以及投资行为等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人口结构的转变将通过

影响公共财政支出以及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

口来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3.1 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 

根据我们预测，在 2042 年以前老龄化压力难以减缓，总人口抚养比将稳步

上升。一方面不断加重的抚养负担会对我国居民储蓄能力造成一定压力，对消费

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城镇人口比例的上升也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历史来

看，我国城镇人口占比从 1980 年的 13.72%不断上升至 2018 年的 60%，经物价

指数修正过的消费数据稳步上升，城乡居民消费逐渐下降，但仍达到 2 以上，即

城镇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为乡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两倍以上，城镇化的不断加深

对总消费起到正向作用。因此，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将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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