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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People

人口红利主要是针对人口结构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而

言，与人口的总量规模多寡无关

要明晰人口红利的概念，需要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互

关系谈起。从历史的长周期看，经济增长无疑是人口发展的

促进因素。人口因素与长期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关系体现于人

口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人口在以下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

一方面，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的增长，劳动与资本两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不断

在规模上得到匹配，从而使资本投入的回报保持在高水平，

进而不断推进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在发展初期，劳动力

规模的不断扩大，是非常重要的条件。而劳动力规模的扩大

首先依赖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

说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流量），而不是其绝对规模

（存量）。

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转变的影响，在发展的不同时期，

会形成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区分人口的结构对于理解人口

红利是至关重要的。即便两个经济体的人口规模相同，二者

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也会导致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迥异。

一般来说，当一个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的占

比高，抚养人口的占比低时，这种人口结构是有利于经济增

长的 ；相反 ,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少儿或老龄人口的占

比上升，则人口结构的变化将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

经济学家将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中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称为人口的机会窗口期（Demographic Window）或人口红

利期。换言之，一个人口规模很小的国家也可能有人口红利期，

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也会有人口负债的时期。

中国人口红利期与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重叠，人

口转变的进程短，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也短

随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迅速

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整个进程花费的时间较之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都短，这也造成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具有如下特点 ：

一方面，人口红利期与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重叠，

并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以总抚养比为例，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也是抚养比下降最迅速

的时期，适宜的人口结构无疑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加，则为中国大量吸收外来投资提供

了生产要素的匹配。

另一方面，由于严格的生育政策和高速经济增长的共同

作用，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并很快达到超低的生育率水

平。于是，少儿抚养比下降很快为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所替代，

人口红利期相对较短，意味着中国迅速进入人口负债期。而且，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较之大多数经济体更为

迅猛。可见，正确理解中国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充分认识

到人口负债带来的负面冲击，对于我们应对未来的调整有着

重要的影响。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以下几个节点的变化对于理解中国

人口红利的变化非常重要 ：

第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 2010 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

降后，总抚养比开始上升。总抚养比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

养比之和，是 0 至 14 岁人口和 65 岁以上人口与 15-64 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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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平均每一个劳动年

龄人口所需要供养的赡养人口在增加。2010 年总抚养比达到

0.342 的历史最低值后，开始持续攀升，到 2017 年达到 0.392。

第二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 2012 年，16 至 59 岁的劳动年

龄人口总量开始绝对减少。自 2012 年至 2018 年，该年龄组

的人口总量已经累计减少了 2617 万，超过了澳大利亚的总人

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2018 年 16 至 59 岁的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 8.97 亿，从人口预测的数据看，劳动年

龄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在未来仍将延续，很难逆转。

人口红利期渐行渐远意味着发展模式的转变、维持高速

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以及老龄化挑战不断加剧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渐行渐远已是不争的事实，基于这一

基本国情出现的重大变化，必须深刻理解人口红利消失对中

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寻找“后人口红利时期”的发展道路，

才能有效应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首先，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在发展模式上必须摒弃以往

依靠生产要素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从 2012 年开始我国

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减少，这意味着劳动供给的最

大可能边界在逐渐缩小。由于新增的投资没有劳动与之相匹

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将开始发挥作用，并导致资本的回报

率下降。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的

重要转变，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

的推动力成为不二选择。

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长必然由高速增长

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甚至更低的增长速度转换。在人口红利

丰裕的时期，经济增长的来源有两个部分组成 ：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所推动的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当人口红利消失时，前一个来源也就消失，经济增长完

全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高速经

济增长的难度也必然加大。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需要经济

效率不断提升，还需要新的技术进步来推动。

最后，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也意味着老龄化的挑战不

断加剧。中国的老龄化挑战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将会变

得更加严峻。一方面，很少有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就进入老

龄化社会，这意味着同样面临着老龄化，我们的养老资源相

对不足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未来老龄

化的速度较之大多数国家都快。因此，应对老龄化的时间窗

口更小，难度也更大。

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是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工

作的核心任务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产生的冲击呢？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体

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体现为

人口结构变化（总抚养比上升）产生的影响。而无论是应对

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还是总抚养比上升，都需要提高劳动者的

生产率。

要保持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

靠经济刺激或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式，虽然可以在短期获得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但由于没有经济效率的改善，其增长不具

有可持续性。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各个经济

主体的积极性，通过重构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

才能使劳动生产率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

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基础是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这样才能

在人口红利消失、数量优势衰竭的情况下，以劳动者素质替

代数量。一方面，要继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深化人力资本

积累体系的改革，进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 ；另一方面，

也要继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使人力资本的回报得到切实

的体现，以促进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要大力推动技术进步，使其成为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

途径。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升，这已

经给出了清晰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以资本、知识和技术的

投入，来替代简单劳动的投入 ；引导企业在技术选择上从劳

动密集型技术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技术转换。但这一过程也

需要一系列体制和机制的配合，进一步消除要素流动的障碍

和成本，构建更具流动性和更有效的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

素的合理配置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基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