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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2035 年的中国经济 

                  ——以七普数据为基础，看东亚经济转型与人口变迁 

袁方1 章森（联系人）2 

2021 年 5 月 26 日 

内容提要  

 

近日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我国的人口现状。以此

为基础，本文对比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转型时期的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人口问题的特点，也为我们更好地预测和把

握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提供借鉴。 

通过将中国与转型同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进行对比，我们发

现，中国人口在转型前后 10年里的变化模式与其他东亚经济体较为一致，但在结

构变化的时点上却相对提前了 10-15 年。这意味着在相似的经济转型时期，中国

人口的总体特征演化得更为后期，即表现为出生率低迷、死亡率走高、老龄化加

速、劳动力供应趋弱、城市化进程放缓等。若以东亚经济体人口发展变化的历史

轨迹作为参照，预计中国人口总量将在未来 10年出现负增长，而这可能进一步影

响未来 10-15 年中国的经济表现。 

 

风险提示：（1）疫情发展超预期；（2）地缘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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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增长率何时转负 

为了更好地预测我国经济中长期走势，我们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将中国的转型

时期与历史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进行了对标。通过观察人均 GDP

和二、三产业占比等指标，我们确立了各东亚经济体转型的对标年份。如表 1 所

示，即中国 2010 年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大致接近于日本 1968

年前后的水平、韩国 1991 年前后的水平、中国台湾 1987 年前后的水平。 

 

表 1 中国发展阶段与日韩中国台湾的对标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对标基准 2010 1968 1991 1987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将对标的这一年作为观察的元年，来比较东亚经济体

在元年前后几十年里的人口变化特征。 

首先，在人口总量的增长方面，如图 1 所示，无论是在经济转型之前、还是

转型之后，相比其他东亚经济体，中国人口规模的变化曲线都更为平坦，这说明

中国人口增速在经济转型期间始终慢于同时期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 

这固然有中国人口绝对基数大的影响，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国人口增速

较高的时期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彼时我国经济尚未进入转型；而当我

国于 2010 年左右开始转型后，人口增速早已度过高增长阶段，因而其他东亚经济

体在转型时期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现象在国内并未出现。 

进一步观察人口增速的边际变化，可以发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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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 10年里均呈现出人口规模加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到转型开始后第 20-25年的

时间里，其人口规模曲线均逐渐平坦化，表明人口增速不断下降。 

考虑到东亚经济体在历史变化上有着诸多一致性，若以日韩以及中国台湾转

型同期人口增速为参照，预计中国人口增速将在未来 10-15年继续保持下行趋势。 

 

图1：东亚经济体转型时期的人口规模变化情况（定基数）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尽管因对标时点限制，在图 1 中我们无法看到韩国和中国台湾总人口规模的

拐点（这两个经济体的总人口拐点出现在 2020 年），但我们仍好奇中国总人口规

模（图 1 中的红线）是否会在转型对标时期内出现拐点，即中国人口在未来是否

会出现负增长、以及何时出现？ 

我们知道，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以衡量人口的净增长，

当净增长为负时，则意味着总人口将出现下降。因此，我们将中国近年来的人口

自然增长率放在东亚转型背景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东亚经济体人口自然增长

率呈现出“阶梯型”下滑形态，即在转型前从高位快速下落，接着在转型后的 10

年里基本维持了平稳增速，之后又持续下滑至零点，直至出现负增长。其中，中

国在可比时期的自然增长率变化与其他东亚经济体较为相同，但在绝对增速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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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系统性偏低，因而人口规模的增长幅度也更小。 

往后看，未来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会继续维持当前的中枢水平、还是像其

他东亚经济体一样进入转型后期的下滑阶段呢？ 

 

图2：东亚经济体转型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5YMA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减而来，因此接下来可以从这两

方面着手分析。 

首先，在出生率方面，如图 3 所示，转型时期的东亚经济体出生率的变化与

自然增长率的变化类似，呈现出“阶梯型”走弱，即在转型前 20年至前 5年期间，

出生率平均下降了约千分之八；在转型前后 5 年的时间里，出生率整体维持在了

相对稳定的位置，之后不断下降。其中，中国的出生率变化形态也与其他东亚经

济体相似，但绝对水平却低了约四分之一。 

从近两年数据来看，中国的出生率似乎也离开了转型期的中枢（12‰），向

着更低的位置而去。若以其他东亚经济体转型后期的下降幅度为参照，则中国出

生率的中枢水平在未来 10 年里或将下降至 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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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东亚经济体转型时期的出生率（‰），5YMA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在死亡率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年轻人口持续补充，医疗技术的进步促

进预期寿命延长，死亡率的数值会先出现快速下降；而后随着新生人口占比下降、

老龄化程度上升，死亡率可能会出现触底回升的情形。 

如图 4 所示，尽管日韩在转型同期的死亡率上相差约千分之一，但在变化趋

势上却极为相似，均在转型后期出现了死亡率的触底回升。而中国台湾由于数据

限制无法完整呈现转型期间的死亡率变化，但从已有的数据形态来看，其死亡率

可能在转型元点附近就已经开始出现上升。 

而从中国转型时期的死亡率来看，其绝对水平与同期的日韩相似，但在变化

方向上却呈现出相反的中枢抬升趋势。结合中国出生率的走低、老龄化的加重，

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死亡率的历史变化模式，或许当前中国的死亡率已经处在拐

点的右侧，即不断向上的过程之中。 

若以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在转型后期的死亡率上升速率为参考，未来 10年里中

国死亡率的中枢预计将从 7‰上升至 8‰，届时将有可能超过出生率的中枢水平，

进而导致自然增长率为负、总人口规模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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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人均 GDP 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总人口增速的放缓、甚至转负，将拖累

经济总量的增长，尤其是对总消费形成抑制，这将进一步影响未来 10-15 年中国

的经济表现。 

 

图4：东亚经济体转型时期的死亡率（‰），5YMA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二、低迷的生育率 

众所周知，出生率的走弱与生育率的低迷紧密相关。若从转型视角来看，东

亚经济体的生育率大体呈现出转型前大幅下滑、转型后维持低位的变化趋势。 

如图 5所示，由于日本的对标时点（1968年）较早，因而转型前更早期的生

育率数据难以获得，但结合同期的出生率表现来看，日本的生育率可能也与中国、

韩国一样，在转型前经历了迅速地下滑。 

与韩国转型期相比，中国的出生率水平偏低，但在转型平台期维持的时间更

久，这可能与近些年我国“全面二孩”等人口政策的对冲有关。 

然而，将这一生育率的总体水平放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韩、日的生育率已居

于世界末位；而中国近些年的生育率中枢（约 1.6）则已与美、英、德等发达国家

水平相近。这不仅低于联合国推算的世代更替水平（2.1），也低于国家统计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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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生育意愿（1.8）。若结合最新七普数据（1.3），我国当前生育率水平已与日

本生育率的历史低位相近、且低于转型同期的韩国。 

面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日本和韩国曾先后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推

出了鼓励生育的一系列政策。可从历史数据来看，尽管生育率在个别年份出现增

长，但波动中枢仍处在低位并持续下移。而从广泛的文献研究来看，生育率的下

降几乎是不可逆的，其中教育和医疗等因素可能对生育率有着更为本质的影响。

因而政策的作用更应是发挥对生育率的边际影响，即力图使得中国的生育率下滑

速率更像日本、而非韩国。 

 

图5：东亚经济体转型时期的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数，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安信证券  

中国 2020 年数据为七普调查，2019 年数据空缺 

 

进一步，我们希望考察生育率分母端的育龄妇女变化情况。但由于育龄妇女、

婚生妇女等统计口径的差异，我们试图采用简单的男女性别比例来作为衡量生育

率的基础。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每百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量）为 105.07，

与 2010 年相比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3，较 2010 年大幅下降 6.8。这

说明近年来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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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性别比水平与同时期的其他东亚经济体相比呢？ 

如图 5 所示，中日韩在转型时期的男女比例都较为稳定，且均出现了每百名

女性对应男性人数下降，即女性人口占比上升的现象，但变化的斜率却十分平坦。

其中，日本的女性占比高于男性，而中韩两国的女性占比则始终低于男性。 

尽管女性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新生儿男女比例也在不断改善，但人口总

量中的女性占比提升却是十分缓慢的。在生育率低迷的背景下，女性占比偏低且

长期难以提升的局面将使得出生率承压。 

 

图6：东亚经济体转型时期男女性别比例（每百名女性对应男性人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ind，安信证券  

 

考虑到中国的女性占比较低、老龄化程度较高，即使中国的生育率与转型同

期的日韩持平，相应的新生儿占比、即出生率也会相对较低。而生育率和出生率

的持续走低会进而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如图 7 所示，从转型时期少儿人口（0-14 岁）占比情况来看，东亚经济体均

出现了持续下滑。其中，韩国下降幅度最大，在近 40年时间里，其少儿人口占比

从 37%滑落至 13%，且始终保持了较为陡峭的下降斜率。 

中国少儿人口占比虽然整体低于其他东亚经济体，但在转型后的 10年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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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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9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