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

增长持续性的影响
’

都 阳

I摘 要 】 文章使用中国分省资料
,

对人 口 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实证研

究
。

与其他跨国的经验研究类似
,

文章对 中国分省资料的实证分析表 明
,

人 口 因素对经 济增

长的影响是动态的
。

出生率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小 ;新增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积极影响则越发明显
。

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源泉的角度出发
,

使人 口 政策实现动态调整

已经具有一定 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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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作 者 】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

副研究员
。

人 口 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是人 口学家
、

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

在很多人口

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

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
,

人 口政策也是政策制定者非常关心的决策因素
。

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

中国的人 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
。

一方面
,

中国是世界上人 口

数量最多的国家
,

而且在近 20 多年来
,

实行 了严格的生育政策
。

如果经济发展对人 口转变的作用呈现

一定规律性的话
,

那么
,

判断现阶段的中国是否已经进人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 自发调节的时期
,

将具

有直接的政策涵义
。

另一方面
,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点是
,

人 口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持

续性 ?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

实现了 20 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
,

其间
,

迅速的人 口转变而产生

的人 口 “

红利
”

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

那么
,

现阶段和未来的人 口年龄结构
,

是否仍然可以

成为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因素呢 ?本文将 以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出发点
,

利用历史统计资料对

人 口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

一
、

人口转变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
,

人 口 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
,

即人 口因素会对经济增长的形态
、

方式和

速度产生影响
,

同时经济增长的结果也会影响人 口增长的速度和人口 转变过程
。

不过
,

以历史 的眼光

看人 口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其认识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
。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

原因 : (1) 人 口转变的实际过程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

因此
,

人 口转变实际的经济效应
,

要经历一段时期

才能够得到完整的观察
。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

这一点尤其明显
。

(2 )如果通过经验分析的方式
,

来探

讨人 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则需要观察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
,

并由此总结 出具有规律性

的认识
。

但是
,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

用以 比较各国之间差异的跨国分析资料并不具备
,

有关发展中国

家的资料更是匾乏
。

因此
,

对人口 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断也大多基于假设或理论推断
,

相应的实

证分析比较缺乏
。

随着跨国资料 日益丰富
,

将人口 学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
,

并实证分析人 口转变和

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

也就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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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住友基金会 对本研究的资助
,

以及与蔡防
、

郑真真
、

王德文
、

张车伟等讨论中得到的

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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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人口 经济学家对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
,

大体经历了以下阶段
。

首先
,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

对于人 口在经济发展 中角色的认识基本上是消极的
,

人 口增长
“

危害论
”

占据了主导地位
,

尤其强调所谓的
“

人 口爆炸
”

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很强的负面效果
。

时任世界银行总裁的 M c N am ar a

阐述人 口与发展关系的观点
,

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
。

他认为
,

人 口增长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消

极影响
,

不亚于核子战争
。

同样的论断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体现
。

例如
,

19 71 年美国科学院 (N A S)

发表了题为《人 口快速的增长
:

后果和政策涵义》的研究报告
,

该报告指出人 口增长的结果乏善可陈
,

而且列出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更小的人 口规模中获益的 17 条原因
。

然而
,

对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完全消极的认识
,

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各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实

践
。

由此
,

对人 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
。

同样是美国科学院
,

也同样是就人

口 和经济之间关系发表研究报告
,

巧 年之后的观点却有明显差异
。

在题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

政策

问题》的研究报告 中
,

美国科学院的人 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认为
: (l) 人 口增长和人 口规模对经济发展

既有正面影响
,

也有负面影响 ; (2) 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既有直接联系
,

也有间接联系 ; (3 )以前认

为由人 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应该归因于其他因素 ; (4 )人口 因素的作用在于有时会使一些基本

问题恶化
,

使其症状更早
、

更明显地得到暴露
。

对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认识
,

实际上代表了

人 口增长
“

利弊论
”

的基本思想
。

几乎在同一时期
,

经济学理论也为客观地认识人 口 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

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
,

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

B arr
o
等人 (19 95 )则通过经验分析

,

明确 了人力资

本积累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

并探讨了生育率水平和人力资本
、

经济增长等因素之间的关

系
。

由此
,

人们不再简单地以人 口数量来观察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
,

而是更深人地分析人 口数量
、

人力

资本和经济增长等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

显然
,

这种分析方式较之简单的数量危害论有了实质性的进

步
,

也具有更明确的政策指导意义
。

因为
,

我们可以更清楚人 口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如果较高的

出生率稀释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
,

会阻碍经济增长 ;但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
,

也同样可

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

二
、

理论模型和经验研究

经济学对人 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
,

有着不 同的分析范式
。

具体来说包括单部门模型
、

二元结构模型
、

多部门模型和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增长一趋同模型
。

表 1 具体阐述了这些模型的基本观

点和主要方法
,

以及主要的研究或综述
。

总体上来看
,

不同的分析模型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不尽相同
。

同

时
,

模型的选择也和我们分析问题的实际需要有关
。

不过
,

从人 口 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模型演化的

历史轨迹
,

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对人 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着眼点在不断变化
。

例如
,

在单部门模型

中
,

人们只能简单地考察人 口 因素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人
,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而多部门模型
,

则可以对人 口因素的不同维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系统分析
。

以上是关于人口 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论分析模型
。

以此为基础
,

一些实证模型也相继提

出
。

就人 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而言
,

K e
听(1 9 9 5) 认为

,

分析人 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一般有三种方法
:
简单相关分析

、

生产函数分析和增长回归分析
。

简单相关分析假设人均产出的

增长受各种人 口 因素的影响
,

如人 口规模
、

人 口密度
、

年龄结构
、

出生和死亡等
。

但是
,

简单相关分析无

法从理论上阐明人 口 因素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的
。

相反
,

生产函数分析可以从投人和产 出关

系的角度
,

分析人 口 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生产 函数分析通常基于以下模型
: Y=f( K

,

L
,

H
,

R
, : )

。

即

产出(Y)是通过各种要素的存量投人生产出来的
,

如物质资本 (K )
,

劳动力 (L )
,

人力资本 (H )
,

自然票

赋 (R )以及技术 (劝
。

不过
,

由于对各种存量 的估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非常困难
,

使得生产函数分析经

济增长的方法受到一定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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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理论模型

主要理论和方法 主要 的研究或综述

单部门模型

通过加总生产函数
,

分析人 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
。

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 收

益递减
,

人 口增长将降低劳动的平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

称为
“

资源稀释效应
” ;

如果人 口增长降低了其他要素和 (或)技术的增 长
,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降低更甚
。

如果人 口增长能够刺激其他要 素和 (或 )技术 的增长
,

称为
“

资源 增进效应
” ,

那

么
,

劳动生产率是增加还是降低
,

取决于资源稀释效应和资源增进效应 的净效

果
。

总之
,

人 口规模和人 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理论上是模糊的

二元结构模型

主要包括 (l) 劳动剩余模型
,

认为传统部门的边 际劳动力生产等于零
,

因此
,

人 口

增加会恶化劳动供给的形势
,

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 (2) 新古典模型
,

工资等于劳

动的边际产 品
,

人 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较之劳动剩余模 型小

多部门模型

将人 口根据各种特征进行分解
,

考察年龄结构
、

性别构成
、

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

程度等不同的子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长一趋同模型

将生育率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纳人增长回归的方程中

Pite h fo r d ( 1 9 7 4 )
、

M
e N ie o ll

(1 984 )
、

S im o n
(1 98 6 )

、

A rro w

(1 96 2 )

L e w is(1 9 5 4 )
、

F ei 等 (19 64 )
、

Jo r g en

son (1 9 6 1 )
、

K elly(1 97 4 )

S an d以so n
(19 80 )

B a

rro 等(19 95 )

增长回归分析则在生产函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

探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 的关系
。

自 B a rr o

和 sala 一 i一M油n( 19 95 )系统总结了新增长理论和经验分析方法 以后
,

这是近年来经常得到使用的分

析模型
。

增长回归一般采用以下形式
:

少盯 (‘
, , + n )= g (y

‘,

X ; Z (:
,
‘+ 。 ))

也就是说
,

产出的增长率是受三类条件影响
,

期初的经济发展水平
,

一些某赋的期初水平和一些

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
,

如投资率
、

储蓄率以及政治稳定性等
。

人口 因素就是属于第三类随时间变化的

变量
。

三
、

中国人 口转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的人 口 转变

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

系的两个过程
。

图展示

了近 S0 年来中国人 口

转变和经济发展 的基

本事实
。

从图中我们可

以看到
,

中国的人 口转

变过程和快速经济增

长基本上是同步的
。

粗

死 亡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维持在 一

个较低的水平上
,

而出

生率水平却开始显著

的下降
。

同时
,

中国开
图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变

资料来源
:
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历年
。

3 5



中国人 口科学 2 0 0 4 年第 5 期

始了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革
,

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G D P 指数的增长速度也开始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增加
。

应该说
,

中国这一时期的人 口转变过程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互为因果 的关系
,

即人 口转变为经济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同时
,

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加速了人口转变过程的实现
。

当然
,

在中国的人 口转变过程中
,

生育政策起 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

正是由于及时地实行 了严格

的生育政策
,

使得中国较之其他发展 中国家更快地完成 了人 口转变的过程
。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世 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

我们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 D P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

并以

此对发展 中国家进行排序
。

然后
,

选择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 当的国家(即人均 G D P 位于中国之前

的 15 个国家和人均 G D P 位于 中国之后的 15 个 国家 )
,

并观察其人 口年龄结构
、

制造业成本和人 口

表 2 部分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
、

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状况

国 家
人均 G D P

(美元 )

人 口年龄结构

0 一 14 1 5 一 6 4 6 5

制造业成本 人均受教育

:美元 /人年 ) 年限(年 )

51一一一50一645,86.9
�勺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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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今�

⋯⋯
1五0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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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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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危地马拉

阿尔巴 尼亚

约旦

乌克兰

中国

菲律宾

巴拉圭

萨尔瓦多

土库曼斯坦

黎 巴嫩

秘鲁

马其顿

阿尔及利亚

巴拿马

多米尼加共和 国

委内瑞拉

保加利亚

哥伦比亚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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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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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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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 8 2

7 2 9

2 4 5 0

32 4 1 6
.

2

5
.

2

受教育状况 (见表 2 )
。

从表 2 可 以看 出
,

与

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

当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相

比
,

中国劳动年龄人

口的比例最高
,

相应

的人 口负担 比最低
。

正是 由于人 口 年龄结

构中
,

劳动年龄人 口

的比例上升
,

使得 中

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较

之其他发展中国家更

早地打开了
“

人 口 视

窗
” ,

及时地利用 了人

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
“

红利
” ,

并使其成为

在这一 时期促进 中国

经济增 长 的 重 要 源

泉
。

不过
,

表 2 虽 然

能够大致说明人 口转

变和经济发展之 间的

简单联系
,

对于人 口

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影 响
,

我们仍然

需 要加 以进一步的研

究
。

下 面本文将就 中

国 近 50 年来经 济增

长 和人 口转变的资料

进行计量分析
,

以期

观察人 口 因素对 中国

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

模式
。

内j�J02CU4
, .上0000
J

4022��fl哎JZ58686857625958616761636261596862

7
口

4厂Dn�八U8QO工、J�、J了063435433040172437393537

3 1
.

1

2 63 8

6 3 51

1 80 6

4 6 6 7

11 7 9

2 5 0 7

3 05 62

7
.

6

5
.

4

�JZ月呀内JZ
内j

内j�勺07On4奋.娜

⋯
1八、�4�I�27

八J内J八O
古

l�j八‘�

注
:
人均 G DP 为 20 01 年数据

,

根据购买力平价折算 ;人 口年龄结构
、

人均受教育年

限为 2 00 0 年数据 ;制造业成本为 19 99 年数据
。

资料来源
:
W

o rl d B a n k
,

W
o rl d D e ve lo pm e n t I n d ie a to rs

, 2 0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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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人 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实证分析

已有很多研究就人 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过实证分析
。

B a rr o 在利用 100 多个国家的截面

数据
,

分析 1%卜19 8 5 年的经济增长时
,

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

后来
,

一些学者对 B a rr 。
的研究

进行了深化
,

主要是使用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的数据考察人 口 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例如
,

K ell ey 和 Sc h皿dt (1 995 )用固定效果模型
,

对 89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

考察了粗出生率
、

粗

死亡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A h u tiv( 2 OO1 )则用 126 个 国家的数据分析 T FR 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
。

以往关于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虽然大多使用 了跨国数据
,

但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都不包括中国
。

作为世界上人 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
,

中国人 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疑具有典

型性
。

而且
,

中国实行的严格的生育政策也非常独特
。

因此
,

分析中国人 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
,

将会丰富这一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
。

为了考察中国的人 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

本文利用分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二者

之间的关系
。

与 K ell ey 和 Sch mi dt (1 9 95 )的跨国研究类似
,

本文也主要利用固定效果模型 (FEM )进行

回归分析
。

一般情况下
,

当样本 占总体的比例比较高的情况下
,

固定效果模型要优于随机效果模型
。

通

过使用固定效果模型
,

我们可以控制不可观测
、

但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

由于

本文使用的资料包含 了中国 28 个省份
,

占中国省级单位的绝大多数
,

因此
,

固定效果模型成为分析人

口 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方法
。

从回归的结果看 (见表 3 )
,

如果不控制人力资本因素
,

不同省 (市
、

自治区 )之间并不存在经济增长

的趋同
,

这与以前其他研究 (蔡防
、

都阳
,

2 0 0 0) 的观察也是一致的
。

模型 1 仅仅包含期初的收入
、

人 口

表 3 195 2 一20 (X) 年分省时间序列的几M 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人均 G D P 对数

人 口增长率

交叉项 1

粗出生率

交叉项 2

T FR

交叉项 3

滞后 的粗出生率

交叉项 4

滞后 的 T FR

交叉项 5

粗死 亡率

交叉 项 6

人 口密度

常数项

R 2

A dj R ,

H a u sm a n te st(P ) 关

观察值数

0
.

0 0 8 4 (0
.

7 3 )

一 0
.

0 0 0 0 2 (0
.

0 3 )

一 0
.

0 0 (1
.

0 4 )

一 0
.

0 1 (0 9 0 ) 一 0
.

00 1 5 (0
.

10 ) 0
.

0 4 (0
,

2 3 )

0
,

0 0 1 2 (1
.

1 9 )

一 0
,

0 0 00 1 2 (1
.

0 4 )

一 0
.

0 0 1 8 (1
.

8 3 )

0
.

0 0 (0
.

4 9 )

0
.

0 0 7 2 (1
.

0 3 )

一 0
.

0 0 (0
.

7 0 )

0
.

0 02 3 (3
.

6 7 )

一 0
.

0 0 (0
.

1 0 )

一 0
.

0 0 0 12 (2
.

62 )

0
.

1 7 (3
.

3 2 )

5 4

38

8
.

65 (0
.

28 )

14 0

0
.

00 26 (1
.

3 1 )

0
.

0 0 (0
.

3 6 )

一 0
.

0 0 0 1(1
.

7 1 )

0
.

0 6 4 (0
.

8 )

0
.

5 4

0
.

3 7

4
.

1 9 (0
.

8 4 )

1 4 0

0
.

00 5 6 (2
.

7 8 )

0
.

0 0 (0
.

7 7 )

0
.

00 0 2 4 (3
.

4 2 )

一 0
.

0 9 6 (1
.

09 )

0
.

6 9

0
.

6 6

2 8
.

5 (0
.

0 0 )

1 12

0
.

0 0 8 (2 2 1 )

0
.

0 0 (0
.

5 3 )

0
,

00 2 5 (1
.

1 7 )

一 0
.

00 (0
.

9 6 )

0
.

00 0 2 (2
.

4 )

一 0
.

0 14 (1
.

2 6 )

0 7 7

0
.

66

2 3
.

2 (0
.

0 0 )

1 1 2

注
:

交叉项 1二人 口增长率x 人均 G D P
,

交叉项 2 二粗 出生率火人均 G D P
,

交叉项 3二TFR x
人均 G D P

,

交叉项 4 二滞后的

粗出生率
x
人均 G D P

,

交叉项 5二滞后的 T FR x
人均 G D P

,

交叉 项 6 = 粗死亡率
x
人均 GD P

。

括号内的数据为 t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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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和人 口密度等指标
。

在该回归方程中
,

我们无法观察到人 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

关系
。

模型 2 包含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指标
,

其影响结果也不明显
。

但是
,

当我们在模型中包含了滞后

巧 年的出生率后
,

情况发生了变化
。

如模型 3 所示
,

即期的粗出生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

因为

新生人 口 是资源的净消费者
。

这一点
,

与 K ell ey 和 Sc h加dr (1 995 )的研究结果类似
。

而滞后的出生率则

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

因为滞后 巧 年的出生率实际上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情况
,

也就是说
,

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

这与其他研究 (蔡防等
,

2 0 0 4) 关于
“

人口红利
”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

当我们用 T FR 替换粗出生率 (模型 4 )
,

新增人 口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
,

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依然明显
。

从表 3 的回归结果
,

我们得到的初步判断是
: 出生率稀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

从而阻碍经济增

长的情况在中国虽然存在
,

但效果不甚明显 ;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非常明显
。

为了进一步

分析人口 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

我们对表 3 中模型 3 按不 同时期进行截面分析
,

其结果列

在表 4 中
。

表 4 的结果表明
,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
,

出生率增加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 的消极影响
,

因

此
,

80 年代初开始的控制生育的政策很容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

但出生率的负面影响在 80 年

代和 90 年代 已经不再明显
,

在表 4 中已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

同时
,

新增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也很有意义
,

滞后的出生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都不显著
,

但到了 80 年代这种作用开始显

现
。

90 年代滞后的出生率为负
,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 90 年代 的回归方程 中
,

滞后的出生率和人均

G D P 的交叉项的系数也处于统计显著水平上
,

因此
,

将两个变量结合起来看
,

滞后的出生率仍然对经

济增长有正的影响¹ 。

表 4 19 60 一2以X) 年分阶段的截面回归

19 60 一2 00 0 19 6 0 一 19 7 0 19 7 0 一 19 8 0 198 0 一 19 90 19 9 0 一 200 0

人均 G D P 对数 一 0
.

0 0 65 ( 0
.

72 ) 0
.

08 4 ( 1
.

50 ) 一 0
.

0 8 7 ( 2
.

7 7 ) 0
.

26 (2
.

8 1 ) 0
.

0 54 ( 1
.

29 )

粗出生率 一 0
.

0 024 ( 3
.

20 ) 一 0
.

0 0 5 3 (2
.

52 ) 一 0
.

0 0 59 ( 5
,

0 7 ) 0
.

00 (0
.

0 1 ) 一 0
.

00 ( 0
.

0 3)

交叉项 2 0
.

0 0 ( 0
.

10 ) 一 0
.

00 ( 0
.

5 6 ) 0 0 0 ( 2 7 3) 一 0
.

0 0 (0
.

17 ) 一 0
.

0 0 ( 1
.

9 2 )

滞后的粗出生率 0
.

00 12 ( 2
.

0 2 ) 0
.

0 0 11 (0
,

7 0 ) 0 00 25 ( 0 9 0 ) 0
.

0 0 73( 2
.

55 ) 一 0
.

00 4 6 ( 1
.

8 2 )

交叉项 4 一 0
.

0 0 ( 0
.

19 ) 0 00 (2
.

4 2 ) 一 0
.

0 0 ( 0 47 ) 一 0
.

00 (2
.

68 ) 0
.

00 ( 3
.

0 0 )

粗死亡率 0
.

0 0 17 ( 1
.

0 2 ) 0
.

0 13( 2
.

73) 0
.

0 0 15 ( 0
.

20 ) 0
.

00 55 ( 1
.

25 ) 0
.

025 ( 3
.

44 )

交叉项 6 0
.

0 0 (0
,

16 ) 一 0
.

0 0 ( 2
.

0 8 ) 0
.

0 0 ( 0
.

48 ) 一 0
.

0 0 (0
.

20 ) 一 0
.

00 ( 5
,

39 )

人 口密度 0
.

0 0 ( 0
.

9 ) 一 0
.

00 ( 2
.

50 ) 0
.

00 ( 0
.

59 ) 一 0
.

0 0 ( 0
.

05 ) 0
、

0 0 0 1( 5
.

4 7 )

常数项 0
.

0 86 ( 1
.

30 ) 一 0
.

30 ( 1
.

0 8 ) 0
.

5 1( 2
.

55 ) 一 1
.

52 ( 2
.

66 ) 一 0
.

36 ( 1
.

11 )

R Z 0
.

69 0
.

60 0
.

67 0
.

43 0
.

7 6

A dj R Z 0
.

66 0
.

43 0
.

52 0
.

19 0
.

6 7

观察值数 112 28 2 8 28 28

注
:
括号内数据为 t 值

。

根据上述计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

近 50 年来人 口 因素变动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以下特征
:

( l) 人 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动态的
。

例如
,

新增人 口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

影响比较明显
,

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

其影响在近年来 已经不再显著
。

(2) 人 口 因素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方向并不是单一的
。

例如
,

从 8 0 年代开始
,

新增 劳动力的增加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

响
。

(3) 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扩大也使得人口 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
。

在不同时期的

实证结果中
,

人均 G D P 与人 口 因素的交叉变量在 9() 年代都很显著就说明 了这一点
。

此时
,

需要观察增 长率对滞后 的出生率的偏微分 即 丈)〕岁
_

ar b r巧
= ()

.

O e o l X 了一 0
一

0 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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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 论

与其他跨国的经验研究类似
,

本文对中国分省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
,

人 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是动态的
。

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 以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
,

即便是在同一时期
,

人 口 因素对不

同地区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

这也昭示着
,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

采取绝对统一的人口政策
,

可能很难

适应经济发展的多样性
。

实证结果也在总体上表明
,

出生率增加导致负担人 口增加
,

但随着生育率的

逐步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

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小 ;滞后的出生率反映了劳动年龄人 口变化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

在进人 20 世纪 80 年代后
,

劳动投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发明显
。

从人 口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看
,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严格的人 口政策
,

及时地为中

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打开
“

人 口视窗
” 、

获取
“

人口红利
”

的机会
。

然而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出生率对经济

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趋于下降
,

相反
,

劳动力增加的积极意义开始显现
。

因此
,

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源

泉的角度出发
,

使人 口政策实现动态调整已经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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