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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

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

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３０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

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

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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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

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生育政策是适应人口形势变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步伐、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等问题,有利于改善人口生

态和抵御家庭风险.从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看,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

人口自身发展.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以及多年来计划生育工作打

下的基础,居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调整生育政策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
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除新疆和西藏外,其他２９个省市区已先后启动了“单独二孩”政策.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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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单独二孩”政策放开,此次生育政策调整的效应如何便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具体包括

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政策放开的直接效应,即符合政策的人群中哪些人会选择再生育、会在什么时

间生育、二孩的性别比如何等.二是政策放开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可控因素和风险评估,比如是否会出

现生育堆积、是否对公共服务资源产生冲击等.从长远看,也自然引申出此次生育政策调整是否到位

的讨论,即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时间表问题等.从现实来看,“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尚无针对符合

该政策居民生育意愿的大规模调查,难以支撑针对此次生育政策调整的效应和风险评估,也不能回答

以上问题.
湖北省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底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根据事前调查测算,全省符合条件的“单独

二孩”家庭共６２９４万个.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１日,申请二孩生育１０９５８人,占符合条件人口的

１７４％,已领证６９２０人,已生育３８５２人,从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政策范围内的生育对象还

处在观望状态,没有出现“抢生”的态势,预计对全省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不会产生显著性的影响.
为更好掌握“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居民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情况,优化生育服务和进一步完

善生育政策,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的一个

组成部分,课题组于２０１４年６月开展了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抽样调

查.结合这些数据,我们拟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人口形势进行系统的分析.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

利的持续期.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我国局部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并有不断蔓延的趋势.由

此引发社会各界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也承载有延长人口红利持续期

的期待,但“单独二孩”政策能对人口红利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全面理解人口红利的内

涵,从而更好地逐步完善生育政策,则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分析.

二、人口红利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三维人口红利

根据学界对人口红利的界定,人口红利首先是与生育率密切相关的,在人口红利期,儿童数量显

著减少、出生婴儿死亡率下降使得总和生育率降低.然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一般

要滞后一代.但是,收获人口红利是有条件的,其必要条件是有利的人口结构,即生产性人口多,供养

人口少[１][２].从时间上分析,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形成或产生是建立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
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之上的[３],并据此认为,我
国的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生育政策的宏观调控.也有一些学者根据有利的人口结构来

判断我国人口红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陈友华基于瑞典１９５７年生命表构建标准人口从而作为人

口红利判别标准,指出我国于１９９０年进入人口红利期,２０３０年人口红利期结束[３].沈君丽应用新中

国成立以来至２００１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分析,指出我国人口红利窗口在１９７１年逐步开启,到

２００１年保持进一步打开趋势;并基于人口预测结果指出２０１５年开始人口红利窗口将逐渐关闭[４].
从人口红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我们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期与人口政策变动时间大致同步.人口政

策使我国在未满足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尽早进入人口红利期,渐进的人口政策调整又使得人

口红利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长.
根据我国人口预测结果,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将会持续到２０１５年左右.当前我们应如何更好地

收获人口红利或者延长人口红利呢? 有学者将“两头小,中间大”人口结构时期、家庭支出少储蓄高带

来的红利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将在人口趋于老化的情况下,个人或家庭未雨绸缪可以形成一个新

的储蓄来源,从而获得的红利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５].蔡昉指出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通
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展人口老龄时期的劳动力资源

和人力资本存量等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１].沈君丽根据城乡人口红利的差异,指出兑现人口红利

的途径是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城镇,实现城市经济的再次快速增长[４].我国目前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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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人口红利末期和第二次人口红利期初期,在此期间,人口生育政策渐进调整如何延长第一次人

口红利,或者助力于第二次人口红利,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如何有助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更好发挥等

问题是当前人口问题研究的重点内容.
综合人口红利的相关定义及其内涵研究[６][７][８],本文认为从人口数量、结构和素质三个维度来研

究人口红利更为全面准确,我们称之为三维人口红利理论,以其作为一个结构分析框架.
首先是人口数量红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

量变化或劳动力总量的变化方面,认为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带来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是实现中国经济

增长奇迹的关键.我们将其定义为人口数量红利.随后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效应,即学术界所界定的第一人口红利,即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总人口“中间大,两头

小”的结构,这时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裕,而劳动力人均负担比较低,从而有

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比重较大的劳动力人口队列进入老龄化阶段后,还会形成高水平的国

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对经济增长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从本质上看,后者是人口数量红利的延伸.
人口结构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化和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城镇化是扩大内需

的最大潜力[９].城镇居民与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之间在生产生活条件上存在差异,加快城镇化、促进

城乡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一大源泉.我们将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差

异所产生的红利定义为人口结构红利,也是今后一二十年需要收获的人口红利.农村劳动力从农村

进入城市,不仅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还会深化劳动力分工,提高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
这本身也是人口结构红利的一种释放.

人口素质红利是指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综合素质提升产生的红利.在人口机遇期并不一定可

以收获人口红利,因为只有具备了相应的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和比较高的人口质量、技术水平才能把

“人口机遇”转化为“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

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１０].我们将因现存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文化程度的提高、技能水平的提升,对
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界定为人口素质红利.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使得出生率下降、妇女更健康、家庭

经济压力减轻,父母也会投资更多资源给每个孩子,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健康状况.这些孩

子正进入或已进入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们具有比前几代人更优越的综合素质,正成为我国的人

口素质红利.
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退的今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和素质红利,必须尽快实现全

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人

口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制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目前我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一共有１１００多万对,并将持

续增加.２０１３年,全国２９个省区市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约有８０％的家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现有

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约为６０％.因此“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将在２０
年后为我国提供一支不小的劳动力大军,将延伸人口数量红利.

人口结构红利与人口素质红利在我国现阶段是一种共生效应.根据“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的生

育政策,单独家庭更多的是在城镇,因此“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持续为城镇增加人口,提高城镇化

水平.“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能够缓解城乡生育政策差异,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的人口结构红利效应.大量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能够创造新

的消费需求,促进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这样就能够带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成为可能,在以上基础上优化城乡结构,推进城乡一

体化.因此,“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人口结构红利的收获.
在城镇中,人力资本积累、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均优于农村,城镇家庭子女在成长、教育、技

能等方面获得更多的优势.人口结构红利实现的同时对人口素质红利提出了需求并创造了条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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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口集聚于城镇,使得单独家庭生育的二孩更多成长于城镇,因此,这一批“二孩”在健康和教育上

会获得更好的资源,他们将成为未来高素质的劳动力.“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持续为城镇增加高

素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增强人口素质红利效应.

三、“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效应评估———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在数量、结构及素质等三个维度上对人口红利产

生积极影响.湖北省具备经济发展的众多有利条件:区位条件优越、人力资源丰富、技术人才充足等,
但是,湖北省并未能收获现有的人口红利,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日

益频繁,区域人口红利也会随之在区域间转移.从人口红利角度看,当前湖北省正处在人力资源的

“黄金十年”期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收获”现有的人口红利,否则这一劳动力和人才资源红利就会

被其他区域所吸纳和消化.以下将以湖北省人口发展现状及未来３０年人口发展预测结果,对“单独

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三个维度的影响效应进行评估.
(一)“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基本特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①

我们从湖北省全员数据库中提取了湖北省所有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数据,共计３７０５４８
户.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家庭具有以下特征:(１)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在城市,农村相对较

少;(２)单独夫妇中女方年龄集中于３０岁以下;(３)城市单独夫妇中女方学历以高中及以上为主,农村

以初中及以下为主;(４)单独夫妇以非迁移人口为主;(５)城市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一孩性别比基

本正常,农村单独家庭一孩性别比偏高.
据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到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之间湖北省已生育二孩的单独家庭的调查数据,我们

归纳了这些家庭的主要特征是:(１)以城市家庭为主;(２)这些家庭并非以男孩为二孩生育目标;(３)单
独夫妇中城市女方年龄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在２６~３５岁之间,而农村相对分散;(４)单独夫妇中城市

女方教育程度高于农村,且城市以高中文化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已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基本特征

与全省单独家庭基本特征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家庭反映了“单独二孩”家庭的生育行为,表
明“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为城市带来持续增长的人口.从单独夫妇中女方的年龄和教育程度来

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即将出生的二孩在健康和教育上得到更好的照顾.因此,“单独二孩”政策的

实施,有利于人口素质红利的发挥.
基于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现象:

(１)农村单独家庭二孩出生意愿高于城市单独家庭,但计划生二孩的时间安排没有城市家庭迫切;(２)
就业迁移降低了城乡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男孩偏好;(３)从二孩生育意愿看,不论城乡,一孩为女孩

的家庭想要二孩的比例均高于一孩为男孩的家庭,在农村表现更加突出;(４)从二孩性别偏好看,不论

城乡,一孩为男孩的家庭更愿意二孩是女孩.一孩为女孩的城市家庭在二孩性别偏好上不明显.从

单独家庭的二孩出生意愿、二孩计划生育时间来看,“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对湖北省的人口数量红

利影响效应较小;但从二孩期望性别来看,可以发现湖北省居民的男孩偏好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

弱化,这有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水平,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
(二)“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的影响效应分析

根据湖北省数据预测结果,２０１４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湖北省常住人口总量将有所增长,在

２０２０年将比“单独二孩”未实施的计生政策下增加８４９２万人.新增生育潜能的增加将使户籍人口

在短期内有一个集中释放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弥补人口机械外迁的缺口.湖北省常住人口总量仍

会在未来２０年呈小幅正增长态势.从图１来看,“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只有到２０２９年才能在一定

程度上补充了劳动力人口.从２０２６年开始,每年退出劳动力人口将远多于新进入劳动力人口,每年

平均约多出３６万人口.在各年龄段人口比重方面,未来３０年,“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基本不能改变

湖北省人口的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少儿人口的比例持续降低,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增加.但利

好的趋势是,在“单独二孩”实施以后,老龄化快速加剧(并不表示老龄化将缓解)的势头将得到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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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遏制.因此,湖北省“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口数量红利效应的发挥.

图１　两种政策下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预测结果

　　(三)“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结构红利的影响效应分析

２０１３年末,湖北省常住人口５７９９万人(指常住本省半年以上人口),其中城镇３１６１０３万人,城
镇化率达到５４５１％,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５３７３％.但是远低于东部沿海省份的城镇化率,如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的６３４％和浙江省的５９％.湖北省城镇体系发育还不健全,相比湖北省工业化和非农化水

平,以及“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战略定位,加快湖北省城镇化建设,释放人口结构红利的潜力巨大.
从预测结果来看,城乡劳动力发展趋势有一定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一直呈现递减趋势;城

镇劳动力人口呈现倒 U型发展,在２０２５~２０３２年位于高峰期,之前快速增长,之后则锐减.根据“单
独二孩”未实施的人口政策下的预测结果,城乡劳动力人口发展趋势有很大的差异(见图２).城镇劳

动力人口比重一直呈现递减趋势,但数量呈现倒U型发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２０２５年之前,城
镇劳动力人口几乎以线性的速度增长;随着少儿人口的减少,退出劳动力人口快速增加,２０３２年,城
镇劳动力人口几乎以线性速度递减.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则一直呈现递减趋势,但其比重在２０２４~
２０３０年有一个高峰期,之后则迅速递减.

图２　单独政策未放开情况下城镇劳动力人口预测结果

　　根据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下的预测结果,与未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下的预测结果具有一致性,但
在２０３０年左右城镇劳动力人口在数量上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总趋势没有很大变化.从图３可知,
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使得城镇劳动力人口在２０３５年达到峰值,之后则锐减;从数量来看,在２０３０~
２０５０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比未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每年平均多出近１００万城镇劳动力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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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两种政策下城镇劳动力人口预测结果

　　(四)“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素质红利的影响效应分析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５４５６３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９５０２３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２２６７６２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１３０９１０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

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１０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的由３８９８人上升为９５３３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１２６万人上升为１６６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由３４３万人上升为３９６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３５４万人下降为２２９万人.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每１０万人中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人口从１６４９％增长到了２６１４％,年增

长率接近１％.未来随着父母辈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及各行各业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对劳动力素质要

求的进一步提高,会促进对子女进行高水平的文化教育,使得高素质人口增长比率更大.“单独二孩”
政策放开与未放开对比,可以发现２０３５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下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人口多出未放

开政策下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人口约２００万.

四、结论

实证分析表明“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及人口素质三个维度上对人口红

利产生积极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其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

生一定影响,对人口素质红利效应影响明显.我国需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将人口红利的挖掘从人口

数量红利转向人口结构红利与人口素质红利上来,从而稳定乃至促进人口红利收获.
湖北省未来３０年在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红利变化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数

量红利”丰沛但呈流失态势,湖北省平均每年增加流出人口５２万人,常住人口总量在下降;二是人口

“结构红利”明显但尚待释放,湖北省劳动年龄人口在２００９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老龄化程度逐

渐加深;三是即使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也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劳动力缺口,但不改变人口发

展的总体趋势,即总抚养比逐年增加,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人口在未来１０年面临大幅下降,
人口“结构”红利在２０３０年完全消失.尽管如此,湖北省人口素质红利的开发仍是保持湖北省竞争力

的关键所在.
针对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人口趋势,我们认为,要从挖掘湖北省人口“结构红利”和提升

人口“素质红利”两方面入手,化人力资源的优势为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既要用好劳动力存

量,又要提升劳动力素质,利用劳动力供需关系变化的契机,形成倒逼机制,改变简单依赖低成本要素

投入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
(下转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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