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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格局中的

中国人口转变及其特点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　要】20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人口转变与西方传统人口转变有许多不同之处, 具有自身的特点, 即转变的

迅速性、控制干预性、不彻底性、不稳定性、不平衡性。把握新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是将我国人口转变进行到底

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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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20 century 50 year s, ther e ar e many differences betw een China population change and West

tr aditional populat ion change. China population change has his own t raits: change r apidly ; contr ol in int er v ention; no t

complet e; no t steady ; not balanced. Contro lling the new st eady low bear ing level is the main measures and means of

population change, is impor tant pro cesses to r ealize popul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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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之交, 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

时期, 人口再生产类型已进入了 “低出生、低死

亡、低增长”的 “三低”阶段。在这种人口形势

之下, 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加强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强调稳

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

务。要正确理解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这一 “决

定”, 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和解决人口问

题, 首先必须对我国在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人口转

变及其特点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一个新台

阶。

　　一、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中国人口

转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绝大多数国家纷纷

独立, 走向了和平和发展的道路。在这种大的格

局之下, 世界人口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世

界人口从 1950年的约 25亿增加到 20世纪末的

60亿, 50年代世界人口翻了一番多。出生率、死

亡率也都从较高的水平下降到较低的水平, 1999

年世界人口的出生率为 23‰, 死亡率为 9‰, 世

界人口正处在转变之中。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由

于始于 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 所以第二次大战

以后人口变化程度较小, 其中死亡率基本上稳定

在 9- 10‰左右, 出生率则在战后持续了一段“婴

儿热”之后迅速下降, 到本世纪末出生率已接近

死亡率的水平, 趋于人口静止, 部分发达国家已

出现人口负增长 [ 1]。从1950年到世纪末, 发达国

家的人口仅由 8亿多增加到接近 12亿, 增加了不

到 0. 5倍,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则截然不同, 本

世纪 50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很高的水平,

经过半个世纪, 死亡率迅速大幅地下降, 从 50年

代左右的 24‰下降到本世纪末的 10‰以下。与此

同时, 出生率虽然变化幅度不如死亡率, 但也出

现了明显的下降, 由 50年代初期的 44‰高水平

下降到了世纪末的25‰左右的水平。正是欠发达

国家人口转变这种死亡率短期内迅速下降的特

点, 使欠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 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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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从 1950年的 17亿增长到本世纪末的 48

亿多, 半个世纪人口增加了近 2倍, 大大超过了

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时, 欠发达国家的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 1950年的 67. 75%上

升到世纪末的 80. 38%, 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人口

的分布格局。

中国作为世界的人口大国, 作为世界人口的

一部分, 中国人口变化与世界人口变化同步, 特

别是与欠发达国家人口同步, 人口转变也始于 50

年代初期。然而中国人口变化和转变又与众不同,

无论是出生率还是死亡率变化速度和幅度都快于

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人口大国 (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中国作为发

展中国家, 50年代初期的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与

其他欠发达国家地区 (不含中国) 的出生率和死

亡率是在同一个水平上, 出生率为 44‰, 死亡率

为 25‰ (见表 1) , 半个世纪之后, 中国人口出生

率和死亡率分别降至 16. 2‰和 6. 9‰, 而不含中

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是

28. 1‰和 9. 2‰, 最不发达国家地区分别是

38. 5‰和14. 5‰, 足见中国人口变化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之不同。正因为如此, 中国人口之变化极

大地影响了整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人口变化, 从

而影响了世界人口的变化与走向, 这一点从表 1

的数据对比中可以看到。事实上, 由于中国人口

出生率自 70年代以来的迅速下降,直接使整个发

展中国家人口的出生率下降了3- 4个千分点; 由

于死亡率的迅速下降, 使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死亡

率下降了 1- 2个千分点 ( 70- 90年代)。20世纪

后半叶特别是后 30年, 中国人口的变化对世界人

口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口规模由 1950

年的 5亿多增加到接近 13亿, 增加了 1. 3倍, 高

于发达国家, 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由此中国人

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也由 1950 年的 22. 02%

下降到 21. 11%, 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比重则

由 32. 47%下降到 26. 26%。

表 1　20世纪后半叶世界及发达、欠发达地区和中国出生率、死亡率变化　　单位: ‰

年份

1950- 1955

1955- 1960

1960- 1965

1965- 1970

1970- 1975

1975- 1980

1980- 1985

1985- 1990

1990- 1995

1995- 2000

全国世界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不含中国)
中国

CBR

37. 3

35. 5

35. 2

33. 8

30. 9

28. 3

27. 4

26. 6

23. 9

22. 1

CDR

19. 7

17. 3

15. 6

13. 4

11. 6

11. 0

10. 3

9. 6

9. 3

8. 9

CBR

22. 0

21. 1

19. 6

17. 3

16. 1

14. 9

14. 5

13. 9

12. 3

11. 2

CDR

10. 2

9. 6

9. 4

9. 4

9. 4

9. 5

9. 6

9. 6

10. 1

10. 1

CBR

44. 4

4. 19

41. 8

40. 3

36. 3

32. 8

31. 4

30. 2

27. 1

24. 9

CDR

24. 2

20. 7

18. 2

15. 0

12. 4

11. 5

10. 5

9. 6

9. 1

8. 6

CBR

44. 7

44. 7

43. 6

41. 8

39. 9

37. 6

36. 0

33. 5

30. 4

28. 1

CDR

23. 8

20. 8

18. 7

16. 8

15. 2

13. 5

12. 1

10. 7

9. 8

9. 2

CBR

43. 6

35. 9

37. 8

36. 0

28. 3

21. 5

20. 3

21. 9

18. 3

16. 2

CDR

25. 0

20. 6

17. 1

10. 9

6. 3

6. 7

6. 6

6. 7

7. 2

6. 9

　　　　　　资料来源: U N, World Populat ion Prospects, New Yor k, 1999.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

　　1. 迅速转变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除 3年自然灾害以外, 人

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直至稳定到 6- 7‰的水平。从

1949年的 20‰降到了 1957年的 10. 8‰, 在短短

不到十年里, 人口死亡率降了近 50%。在西方最

早国家的人口转变中, 死亡率降低同样大的程度

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 例如,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

口死亡率从 27‰下降到 15‰花了 100年左右
[ 2]
。

中国人口死亡率转变如此迅速主要得益于新制度

的建立, 即公有制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绝大多数人

口的基本生活, 1949年以后, 全国人口出生率水

平一直保持在 35- 40‰左右的高水平, 60年代中

期, 虽然部分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已开始转变, 但

就全国而言, 人口出生率的转变始于 70年代初

期, 在计划生育工作的促进下, 出生率、生育水

平迅速下降, 出生率由 1969年的 34. 11‰迅速下

降到了 1979年的 17. 82‰, 下降了近 50%, 总和

生育率同期也由 5. 7 迅速下降到 2. 7, 下降了

50%以上,成为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最快的时期。

西方学者的研究也指出
[ 3]

, 中国人口转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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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快于发达国家, 例如, 丹麦人口转变始于 1870

年, 到 1930年, 人口才到达 “低出生、低死亡”

阶段, 历时 150年; 而始于 20世纪 50年代的中

国人口转变在不到 50年的时间, 即不足丹麦人口

转变的 1/ 3时间里, 就进入了人口的 “三低”阶

段, 足见中国人口转变之迅速。与二次大战以后

人口迅速转变的日本相比, 中国人口转变也毫不

逊色。日本战后十年, 是人口迅速转变的十年, 人

口死亡率从 1947 年的 14. 6‰降到 1957 年的

8. 3‰, 同期人口出生率从34. 3‰下降到17. 2‰,

降了50%, 是日本人口史上生育率水平变化最快

的十年。此后, 出生率一直在 18‰左右徘徊, 70

年代中期之后, 出生率降到 15‰以下, 90年代之

后, 又一进步降到 10‰以下, 世纪之交已接近零

增长。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人口转变不应当被认

为是始于第二次大战以后。实际上, 在明治维新

( 19 世纪 60年代) 日本开始走向现代化道路之

后, 人口转变也就随之开始了。在 19世纪末期,

日本人口死亡率已在20‰以下, 出生率在 30‰左

右。除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对日本人口有

所冲击和影响外, 日本人口基本上处在人口转变

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 日本人口转变实际上历

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所以, 与日本相比, 中国

人口转变依旧是迅速的。

表 2　中国、日本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 (单位:‰)

年份

1949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中国 日本

T FR

6. 14

5. 81

6. 26

4. 01

6. 08

5. 81

3. 57

2. 24

2. 20

2. 31

< 2. 0

< 2. 0

< 2. 0

1. 80

出生率

36. 00

37. 00

32. 60

20. 86

37. 88

33. 43

23. 01

18. 21

21. 04

21. 06

17. 12

16. 98

16. 57

16. 03

死亡率

20. 00

18. 00

12. 28

25. 43

9. 50

7. 60

7. 32

6. 34

6. 78

6. 67

6. 57

6. 56

6. 51

6. 50

T FR

4. 32

3. 65

2. 37

2. 00

2. 14

2. 13

1. 91

1. 75

1. 76

1. 54

1. 42

1. 43

1. 39

出生率

34. 3( 47)

28. 1

19. 4

17. 2

18. 6

18. 8

17. 1

13. 6

11. 9

10. 0

9. 6

9. 7

9. 5

死亡率

14. 6( 47)

10. 9

7. 8

7. 6

7. 1

6. 9

6. 3

6. 2

6. 3

6. 7

7. 4

7. 2

7. 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 ,《人口动向⋯日本与世界人口统计资料集 1998》。

　　2. 控制干预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相比, 中国人口

转变机制有所不同。西方传统人口转变是自发的,

是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缓慢地发生的。西

方人口在19世纪初之前, 出生率高达35‰, 死亡

率也在 30‰左右。19世纪初期, 由于工业化和医

疗、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 使死亡率出现下降, 西

方人口转变由此开始。到 19世纪后期, 出生率也

开始下降, 但大幅下降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

的水平、死亡率下降很久之后的 20 世纪初出现

的。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才陆续完成了人口转

变, 整个人口转变如同其现代化一样自然而然地

缓慢地完成, 历时百余年。显然西方人口转变是

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 是生育观念、生育行为

转变的结果。

中国人口转变不再是一种自发过程, 实际上,

中国作为 “外生型”现代化国家, 自新中国成立

后, 人口转变就如同工业化、现代化一样, 是在

政府的自觉“干预”下进行的[ 4] [ 5]。人口死亡率奇

迹般地迅速下降, 直接与公有制的建立和医疗制

度的普及以及有关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政策

有关, 因此中国人口转变首先就表现在政府自觉

“干预”之下的死亡率急速下降上。50、60年代虽

然在人口理论学界对马寅初先生积极主张控制人

口有所批判, 但在人口政策中依然有明确地提倡

节育的倾向[ 6]。1970年党中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

问题, 1971年 7月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做好计划

生育工作的报告》的 51号文件, 强调贯彻落实毛

泽东主席 “人类要控制自己, 做到有计划地增

长”的指示。1973年 7月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

组, 并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 即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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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政策。1978年, 国家在修改的新宪法中,

第一次把“计划生育”纳入法制的轨道。同年, 国

家又下发了 69号文件, 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

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 最多两个, 生育间隔 3年

以上。”80年代初, 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更加严格

的 “一孩”生育政策, 在受到群众巨大的阻力之

后, 于 80年代中期对 “一孩”政策进行了调整,

允许农村女儿户生育二孩, 随后在此基础上, 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地出台了计划生育条例,

坚持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可以看出, 我

国人口生育率 70年代后迅速转变的轨迹与计划

生育政策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 国家从 70年代明

确地 “干预”人口的生育过程, 严格控制人口出

生数量, 这一切直接导致了我国人口生育率迅速

下降和迅速转变, 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生育

率转变的宏观变量, 但毫无疑问, 严格的计划生

育国策是促进我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

因此, 与西方传统的人口转变相比, 中国人

口转变有着明显的政府 “干预”、“控制”的特性。

不少学者研究指出, 西方人口转变是自发的, 而

中国是诱导的。诱导性人口转变的特点是人口转

变在前, 经济转变在后; 生育率转变在前, 生育

观转变在后, 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生育观相对独

立的作用; 家庭生育率转变是生育主体在社会干

预下, 不得不接受的诱导性、被动性的行为转

变[ 7]。另一些研究指出, 中国生育率下降实际上是

受到三种力量的影响, 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

力。强制力主要是指计划生育工作中带有一定强

制性的行政手段; 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

和诱导、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等措施
[ 8]
。总之,

中国的人口转变在机制和动因上都与西方人口转

变有着显著的不同, 对人口转变过程有着明确的

“控制干预性”。

　　3. 不彻底性

正因为中国人口转变不是如同西方发达国家

在工业化、现代化之后顺理成章地完成的, 而是

在政府 “强干预”之下实现的, 是在社会经济发

展还不十分充分 (特别是农村地区) 的条件下完

成的, 所以, 人口转变并不十分彻底, 具体表现

在三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人口死亡水平和生育水

平的指标上。从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来看,

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90年代中国婴

儿死亡率为 31‰, 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57‰) 和欠发达地区 ( 62‰) , 但大大高于发达

国家的平均水平 ( 8‰)。1999年中国总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估计为 71岁, 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 75岁)。从生育水平上

看, 虽然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至到更替水平

之下, 但我国乡村人口、少数民族人口还未实现

人口生育率水平的彻底转变, 还有进一步下降的

余地; 其二, 从观念形态上看, 中国人口转变也

不彻底, 主要表现在传统生育观、家庭观还未彻

底发生转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有着中国传统文

化的深深烙印。中国人对多子女的偏好不仅是农

耕经济的需求 (农业劳动力、养老等) , 也是一种

更深层次的精神需要和终极意义需求(永生信仰、

万世之嗣等) [ 9]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 传统生育文

化经历一次又一次冲击和 “洗礼”, 特别是 70年

代计划生育以后, 旧的一些生育观念如 “重男轻

女”、“传宗接代”等都已淡化。但是, 作为相对

独立的、上千年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要

在短时间内彻底转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旧观念的转变和新观念的形成都需要足够长的时

间; 其三,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 产生旧观念的

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还存在。例如, 不少农村地

区由于没有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 因此 “养儿防

老”还十分盛行, 养儿防老仍是这些地区追求多

生多育的动力。实际上, 我国现今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如人均 GDP 不足千美元、农业人口比重高、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人口文化水平低等) 与现

代化标准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人口转变是超前的、是未完成的。由此可见,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从生育文化、生育观念上

考察, 我国的人口转变具有不彻底性, 还须进行

到底。

　　4. 不稳定性

中国人口转变的不稳定特性主要表现在生育

率水平的不稳定上。中国人口死亡率的变化, 自

1949年以来, 除了 “大跃进”时期的剧烈反弹外,

一直是迅速的下降和低水平的稳定两种状态。而

建国以来,生育率水平的变化除迅速下降之外, 还

呈现出不稳定。事实上这种生育水平的不稳定和

潜在的不稳定与人口转变的不彻底性有关, 不彻

底的、强控性的、非自我自愿的人口生育率转变

是我国人口转变不稳定特性的直接原因。70年代

以来, 在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下, 人口生育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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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9年世界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死亡水平和生育水平

婴儿死亡率(‰) 预期寿命(总) (岁) 预期寿命(男) (岁) 预期寿命(女) (岁) 总和生育率

世界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不含中国地区)

中国

57

8

62

68

31

66

75

64

61

71

64

71

62

60

69

68

79

66

63

73

2. 9

1. 5

3. 2

3. 8

1. 8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1999年世界人口数据表。

呈快速的线性下降; 80年代以后, 人口的生育率

水平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这一方面与80年代初的

生育政策失误有关,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生育

率反弹的势能,表现出了生育率转度的不稳定性。

进入 90年代, 虽然人口转变的机制发生了变化,

计划生育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生育率水平也

进入了更替水平之下的低水平, 但是由于人口转

变的不彻底性和超前性, 因此, 我国目前所实现

的低生育水平依旧存在着波动和反弹的可能性,

低生育率水平不稳定依旧是我国人口转变之特

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所以在世纪之交党中央、

国务院提出了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决定, 强调了

今后一段时间继续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5. 不平衡性

从整体来看, 中国人口转变具有以上的特性。

但由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和人口政策实施的力度效果不同, 所以各地区

人口转变也有所不同, 呈现出地区间的差异性和

不平衡性。实际上, 人口转变这种差异和不平衡

主要来自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从死亡水平上看, 全国各地人口转变的差异

是存在的, 这主要反映在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

亡率上。90年代初期,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

口的死亡水平、健康状况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

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健康水平明显优

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特别是优于后者, 例如, 1990

年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的平均预期寿命

为全国最高, 均在 70岁以上,婴儿死亡率都很低;

而西部地区的青海、西藏的平均预期寿命则不足

60岁, 西藏的婴儿死亡率更是高达 96‰, 云南、

青海超过了 65‰, 贵州、新疆也超过了 50‰, 其

他西部地区都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许多。90年

代末, 虽然各地医疗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死亡水

平有所降低, 但以上各地区的差距依然是存在的,

因此, 在死亡率水平上, 人口转变存在着东部、中

部和西部的梯度差距, 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

从生育率水平来看, 90年代初期的全国人口

转变按总和生育率水平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地

区
[ 11]

: 第一类地区总和生育率在更替生育水平之

下的地区, 这些地区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

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山东十个省、直辖

市, 其人口占全国的 37. 9%左右。第二类地区是

总和生育率在 2. 2- 3. 0之间, 这些地区是河北、

山西、内蒙古、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

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 13个省、自治区, 其

人口总数占全国的 52. 8%。第三类地区是海南、

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 7个省、

自治区, 总人口占全国的 9. 1%。90年代末, 虽

然全国各地的人口继续朝着“三低”水平转变, 但

以上不平衡格局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全国

人口转变的不平衡性依旧存在。以出生率为例

(见表 4)。1998年, 上述一类地区的出生水平基

本上在 12‰以内, 其中三个直辖市出生率不到

10‰, 上海更是已经出现负增长; 二类地区人口

出生率基本上在 18‰以下; 三类地区的人口出生

率则基本上在 18‰以上, 其中云南、贵州、西藏

和青海的人口出生率都在 20‰以上。从大区域

看,上述三类型地区的划分,基本上与全国东、中、

西部的划分相吻合, 一类地区大部分是东部地区

的省、市; 二类地区的大部分是中部地区的省; 三

类地区除海南以外都是西部地区的省、区。可见,

中国人口转变形成了由东部地区先行, 逐步向西

部递进的不平衡特征。

从城乡两类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来看, 差异

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死亡率转变, 还是生

育率转变, 城乡人口的差别都是存在的。城镇人

口与乡村人口的转变自 50 年代初都始于死亡率

的转变, 并且二者的差距不是很大。生育率转变

自 60年代中期开始分道场镳, 60年代中期占总

人口不到 20%的城镇人口的生育水平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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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98年全国各地区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单位: 万人、‰)

地区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124810

1246

957

6569

3172

2345

4157

2644

3773

1464

7182

4456

6184

3299

4191

8838

9315

5907

6502

7143

4675

753

3060

8493

3658

4144

252

3596

2519

503

538

1747

16. 03

6. 00

9. 89

13. 01

16. 09

14. 40

11. 39

11. 81

11. 68

5. 20

10. 97

11. 15

15. 74

11. 53

16. 85

11. 58

14. 17

12. 58

12. 31

16. 51

15. 87

18. 48

13. 19

14. 62

22. 02

20. 01

23. 70

13. 56

16. 45

21. 26

18. 19

19. 74

6. 50

5. 30

6. 49

6. 18

6. 17

6. 17

6. 81

5. 76

5. 32

7. 00

6. 84

6. 33

6. 54

6. 20

7. 05

6. 12

6. 37

6. 70

7. 10

5. 61

6. 86

5. 56

7. 68

7. 14

7. 76

7. 91

7. 80

6. 43

6. 41

6. 78

5. 11

6. 93

9. 53

0. 70

3. 40

6. 83

9. 92

8. 23

4. 58

6. 05

6. 36

- 1. 80

4. 13

4. 82

9. 20

5. 33

9. 80

5. 46

7. 80

5. 88

5. 21

10. 90

9. 01

12. 92

5. 51

7. 48

14. 26

12. 10

15. 90

7. 13

10. 04

14. 48

13. 08

12. 8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

70年代中期之后, 城镇人口的出生率水平一直稳

定在 14- 16‰之间, 自然增长率除个别年份以

外, 均在 10‰以下。占全国总人口的 80‰以上的

乡村人口生育率的转变始于 70年代开始的计划

生育, 并且始终高于城镇人口的生育水平。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城市人口的总和生育率

为 1. 83, 镇人口总和生育率为 2. 35, 农村人口总

和生育率为 2. 60。90年代末城乡人口这种差距依

旧存在, 实际上农村人口转变比城市人口转变要

慢一拍。总之, 全国各地区特别是东、中、西部

地区,城乡地区的人口转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不

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和

完善, 这些差异正在缩小。

　　三、结语

不难看出, 中国人口转变在速度、过程、原

因等方面都与西方传统人口转变有着不同之处,

有着自身的特点。把握人口转变的特征无疑对新

时期贯彻党中央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有着

重要的意义。事实上,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本身蕴涵着对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的一个基本判

断, 即现阶段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并不是一个稳

定的低水平, 存在着波动性、存在着不彻底性和

不平衡性。从这个意义讲, 我国人口转变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形式上完成了的人口转变, 因此, 新

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是将我国人口转变进

行到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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