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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老 龄 化 的 挑 战 与 思 考 》 论 文 集 观 点 交 流 ： 计 划 生 育 与 老 龄 化 应 对

                        作者：HAC 时间：2014-01-07

   YHDRA资深理事、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专家熊源发研究员的长篇论文“计划生育与老龄化应对”从多个方面讨论了中国计划生
育的实施与老龄化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作者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走过了40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控制全球人口规模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国老龄化
的进程与特点，就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重视和解决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更好地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该篇论文在2013年7月YHDRA组织的论文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其主要观点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重视。研讨会后召开的编委会
一致通过该篇论文，决定将其收录为主要论文之一。

  熊源发研究员论文的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1. 虽然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计划生育干预改变了“自然老龄化”的过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高效实施和有
效干预，虽然实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既定目标，但同时也对中国老龄化进程和特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计划生育对老龄化的
影响，集中体现在改变了老龄化的三个“度”：加快了“速度”，加深了“程度”，提高了“难度”。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

2.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人口结构发生剧变，家庭养老功能迅速弱化。独生子女家庭响应国家号召，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
出了贡献，但是家庭养老风险放大，国家理应更多地给予帮助，妥善解决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失独家庭”和“空
巢家庭”。

3. 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子系统。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也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人口发展。应当全面协调人口子系统内
部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科学的人口发展。计划生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促进人口系统做到数量
适度、素质提高和结构合理（包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分清轻重缓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4. 实现人口“均衡”发展，需要不断解决人口发展“失衡”问题。包括“数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人口的“数量失衡”体现
在生育率过高或过低；人口的结构失衡，主要包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结构失衡特别是重度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相比“数量失衡”可能更为深刻和长远。随着生育率已经低于“适度水平”和20年来持续走低，老龄
化和性别比等结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首要的人口问题已经从“数量”转向“结构”。

5.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几十年来一直实行“差异化”的生育政策。主要包括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民族差异。实行差异化生育政策
虽然有现实的考虑，在制定政策之时也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法理看不能体现公民生育权利的平等，实践中也没有达到预
想的效果。当初制定差异化生育政策的经济、社会、人口等环境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巨变，立论依据已经不充分。作者对此也进行
了深入分析。

6. 人口分布的疏密主要取决于生存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向的“逆转”（农村流向城市、欠发达地区流向发
达地区）就足以说明生育政策的调节几乎没有作用。对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提高其人口数量或规模并不是少数民族兴
旺发达的主要标志，更重要的是提高素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保障权益。

7. 作者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育政策并不能成为调节人口城乡分布、地区分布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才是调节人口分布的
主导因素，人口的再分布也存在“市场调节”。

8. 鉴于上述认识，作者提出建议：应当减少差异，趋向统一，逐步实现城乡、地区、民族间基本统一的生育政策。

9. 作者提出我国完善生育政策的最佳选择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二孩化”，从严控制多孩生育。长期坚持这一政
策，有利于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0. 实行“二孩化”的生育政策有以下好处：有利于实现和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有利于减轻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和缓解老
龄化，促进人口结构优化；有利于促进公民生育权利平等；有利于提高家庭福祉，促进家庭幸福；有利于顺应民心，改善干群关
系；有利于降低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减少工作成本；有利于缓解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状况，有助于解决养老问题。

11. 积极应对老龄化，应当走健康老龄化道路。健康老龄化是人口问题和健康问题的“交集”，计生、卫生部门的重组有利于实现
健康老龄化。

12. 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从全面实现老年人的健康“三要素”着眼：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的健康。因此应当关注老年
人身体健康的维系，心理健康促进和老年人社会关系的重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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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构有利老年健康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要把“家庭孝道”拓展成为“社会孝道”。一方面，需要弘扬中华传统的孝道文化
，大力倡导子女孝养父母，营造家庭养老小环境；另一方面要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美德，处处体现关爱老人，营
造社会养老大环境。

14. 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着力构建“四大体系”：政策法规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文化体系。

YHDRA的会员和网友如果对熊源发研究员的上述观点感兴趣，请期待2014年初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健康老龄化的挑战与
思考》一书，届时可以全文阅读。也欢迎大家前来研究会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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