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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中国在 2020 年生育率仅为 1.3，比日本更低，全年仅出生 1200 万人，

出生率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有证据表明，2021 年生育率将进一步降低

到1.1左右，出生人口可能降至1000 万左右。上述状况引起了广泛的担忧：

出生人口是否还会继续快速下降？应推出何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及政策会

产生何种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本报告根据未来鼓励生育的力度，分下述

三种情形进行预测并据此给出政策建议。 

1．低预测：前提是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生育率持续下降至

1.0 左右。为何把生育率下限设置在比日本还低得多的 1.0 呢？这是因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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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收入，中国的教育支出和房价等与养育相关的成本远高于日本。鼓励

生育力度并不小的韩国，在 2020 年生育率已经低至 0.84，可见如果没有

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会接近韩国而远低于日本。中国现在

的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经只有 0.7-0.9，随着年轻人口的进一步城市化，中国

的生育率还会继续走低。最近各地陆续推出一些鼓励生育政策，但力度太

小，其效果必然是杯水车薪。 

2．中预测：前提是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鼓励生育的财力达到发

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 GDP 的 1-3%。虽然生育率会从 1.0 的低点有显著

提升，但由于中国养育压力更高，而且社会变化带来的生育率下行惯性更

大，生育率只能维持在 1.2 左右的水平，大致接近日本，而远低于西方发

达国家。 

3．高预测：前提是推出各种积极有效的政策，大力鼓励生育。中国面

临世界最严重的低生育率下行惯性，所以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鼓励生育力度。

我们估计，需要用 GDP 的 5%来鼓励生育，才能把生育率从 2021 年的低

点逐步提升到 1.6，即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在这个情形下，2030

年的新出生人口将在 1212 万，2050 年的总人口为 13.5 亿。 

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今后 2-3 年内跌破一千万，到

2050 年降至 773 万，2100 年仅 306 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

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 1/3，到 2100 年可能不到印度的 1/4。按

此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 2083 年被美国反超，到 2100 年只有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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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现在中国总人口还达到美国的四倍多，可出生人口却将在两代人后被

美国反超，可见人口衰竭之快。其实美国现在的生育率也已显著低于更替

水平，能维持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主要得益于美国可以吸引大量育龄年

龄的移民。 

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人口将在 2-3 年内进入负增长，到 2050 年减

少到 12.64 亿，2100 年中国人口将降到 6.85 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

18%降至 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 2.56%。届时，中国

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

将在 100 年内丧失殆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惯性，总人口的萎缩会

滞后于出生人口的萎缩，因而不能及时反映人口衰减的严峻性及其对经济

社会的深刻影响。 

如果只按目前这种力度来鼓励生育，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几十年内成为

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低预测成为现实，那么到

2100 年，新出生人口只有 179 万，还不到美国新出生人口的一半。如果

我们采取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平均力度，那也只能维持中预测——接近日

本生育率水平的 1.2。只有采取大力度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平均需要投

入 GDP 的 5%的财力，才能把生育率维持在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 1.6。 

本报告具体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三项主要措施，其中所包含的改革建议， 

一是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和已上岗家庭的每个未成年孩子，给

与每月 1000 元的现金补贴，所得税和社保减半。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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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每月 2000 元的现金补贴，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可以设置封顶上限）。 

二是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举例，返还

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 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

以设置封顶上限）。 

三是增建托儿所，把 0-3 岁的入托率从 4%提高到 50%左右。 

以上是最有效的几个鼓励措施，希望能够尽快设计和落实各项全面鼓

励生育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需要增加不少的财政支出，但是中国经济正

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

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而且这种鼓励生育的投入，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

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所以投入 GDP5%的水平，把生育率从现在的 1.1

提升到 1.6，是非常值得的。 

那么把生育率提升到 1.6 是不是理想目标呢？当然不是。只要生育率

一直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群体最终必然消亡。因此，要维持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将生育率提升到 2.1 是迟早要做到，也必

须要做到的。而且越早去做越容易，所遭受的损害也越小。 

如果能在 10 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我们甚至可能把中国的

人口规模长期维持在 14 亿左右，这需要把每年出生的人口从现在的 1000

万提升并维持在 1500 多万。尽管难度非常大，但如果真正认识到，维持

人口规模是确保繁荣稳定和优良生活品质的基石，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



 

 - 6 - 

担当全力以赴来提升生育率，做到这点并非不可能。我们估计这需要远高

于 GDP 的 5%的财政支持，还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来减

轻升学和择校的压力。 

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

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巨大的投入。如果把提升生育率作为国

家的头等大事来看待，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国完全有可能解决这

个世界性难题。 

正文 

从 2017 年至今，中国的每年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四年下降。2020 年的

出生人口比上一代人少了一半，但这还远远不是底，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

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比较六普与七普的育龄妇女人数，可以看出，

从 2010 年至 2020 年，中国的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了 5749 万人，这十年间，

育龄女性人数平均每年减少 575 万人，其中 20-29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

减少了 3463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346 万人。如果生育率没有显著提升，

我们预测中国的每年新出生人口将很快降到 1000 万以下。中国的低生育

率问题和未来的人口预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人口预测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现有的人口状况，以及可以预见到的

未来发展趋势，通过设置一些合理的或可能性较大的参数，对未来人口状

况所做的各种测算。人口预测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对未来某年人口总数、

出生人数、死亡人数、性别年龄结构等方面进行预测。人口预测对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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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定以及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国际上，最有权威的人口预测当属联合国每两年发布一次的《世界

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目前最新版的是 2019 版。

《世界人口展望 2019》包括了 235 个国家和地区从 1950 年至 2019 年的

人口数据，以及对各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和地区未来人口的预测。 

既然联合国已经有了对于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为何我们仍然要对中

国未来人口进行预测？原因是，联合国的预测往往倾向于高估中国人口。 

例如，《世界人口展望 2019》中方案假设 2020 至 2100 年的中国总

和生育率将介于 1.70 到 1.77 之间，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下降到 10.65

亿；低预测假设从 2020 年到 2100 年的总和生育率均为 1.3 左右，到本世

纪末，中国人口将下降为 6.84 亿。 

而《世界人口展望 2017》中方案预计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将介于

1.6 到 1.8 之间，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下降到 10.2 亿；低方案假设从

2015 年到本世纪末的总和生育率均为 1.3 的水平，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

将下降为 6.2 亿。 

可见，即使是联合国的低方案假设的生育率也有 1.3，但实际上，中

国去年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 1.3，2021 年的生育率将下降到了 1.1 左右，

已经明显低于联合国低方案的生育率。由于城市化进程、高房价、子女教

育成本过高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因此，如果不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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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育，未来中国的生育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作为一种参照，韩国即便

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20 年的生育率也已经跌到了 0.84。 

好在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未来的生育率危机。2021 年 7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

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实行了四十多年的限

制生育政策，终于正式转向改成了鼓励生育的政策。8 月 20 日，全国人大

会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新计生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

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北欧国家的家庭福利和鼓

励生育的力度要普遍高于南欧、东欧和亚洲的其他发达国家，所以北欧国

家的生育率也普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至少需要达到北欧

国家的福利水平，才能有效提升已经非常低迷的生育率。 

我们根据未来的鼓励生育的力度做了三种生育率的假设，以此为基础，

来预测 2021 年-2100 年的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

和抚养比。主要数据来源是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年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2021》。 

1、生育率和出生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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