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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市政府东300米繁华门市 90平方米，
（邮电小区）纯一楼招合租，办公最好，非餐饮。

联系人：马女士 16630784477
招合租

近 日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2021》中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
出 生 率 为 8.52‰ ，首 次 跌 破
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
仅为 1.45‰。全国人口出生率
再创新低。

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一直以
来都是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今年 5 月，国务院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
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介绍，从人口总量上
看，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是
放缓的，但仍然保持了平稳增
长。同时，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
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
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
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
加深，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
量走低等。

宁吉喆认为，要辩证看待
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
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
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
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
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
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

针对人口问题现状和面临
的挑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接受记者专访表示，从人口变化
的规律来说，应尽量延长人口红
利的时间，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
借鉴其他国家人口负增长所带
来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避免走弯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负增长可能提前

记 者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2021》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出
生率为 8.52‰，首次跌破 10‰，
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陆杰华：应该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除了自然灾害那几年，自
然增长率最低的，降得比较厉
害。过去我们都是正增长，多数
年出生率基本都是两位数，现在
8.52‰，但是死亡率还在上升
呢，因为老年人口比例和规模在
逐渐扩大。

记者：那意味着接近人口负
增长了？

陆杰华：现在数据还是“正”
的，自然增长率是 1.45‰，2021
自然年度还没过去，出生人数和
死亡人数还没有公布。2019年死
亡人口是980多万人，但因为人
口老龄化，它这个数每年是上升
的，去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人，

今年要是低于 1000 万人的话，
那就有可能进入负增长。

记者：人口负增长的脚步提
前了。

陆杰华：对，快一些。之前预
估2027年至2030年才进入负增
长，如果今年不增长，明年没有
回升的话，可能就这两年的事
了。

记者：今年三胎放开了，会
起到作用吗？

陆杰华：至少今年没有作
用，5 月放开，目前还看不出成
效来。通过放开三胎来解决人口
问题比较难，因为三胎在整个出
生人口里占的比重不是特别大，
最重要的是一胎二胎，前面放开
二胎政策后预期比之前要低，所
以放开三胎。

记者：今年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公布了，你觉得按照现在的
人口增长趋势，近两年会是人口
峰值吗？

陆杰华：假如今年死亡率超

过出生率，那可能这个峰值就下
去了，但是明年还能不能回来，
还有待观察。比如，明年三孩要
出生了，会不会抵消一些死亡
率，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吧。

记者：现在我国的年龄结构
是什么情况？

陆杰华：底部在收缩，顶部
在增长，中间靠近顶部的中年
劳动力部分也在老化。这个变
化 趋 势 决 定 了 我 们 现 在（人
口）保持正增长的难度也是比
较大的，因为整个年龄结构在
老化。

记者：这个结构形态会对经
济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陆杰华：人口无论是总量还
是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基
础和全局战略性的变量。人口是
个慢变量，实际上会作为一个长
周期影响几十年。对人口红利、
养老金、养老照料等方面都会带
来持续性的挑战。

数量型转为质量型

记者：在你看来，人口红利
的流失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陆杰华：这是一个挑战。过
去依靠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将来
如果这种红利消失，需要依靠质
量型。现在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并
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在走向下
行，劳动力人口还是相对比较多
的，只是和十几二十年前相比，
规模和比例下降了。一方面可以
通过延迟退休，保证这个比例和
规模，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效
率，提高人力资本，来获取第二

次人口红利。
从人口变化的规律来说，尽

可能延缓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
间，尽量延长人口红利的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
借鉴其他国家人口负增长所带
来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我们避免走弯路，使我们即使负
增长也可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记者：有专家认为应全面放
开，有的认为应缓步放开，你怎
么看？

陆杰华：发展规律上是全面
放开更好一些，如果全面放开效
果还是不行，那至少下降的趋势
能减缓，然后再用其他措施来应
对生育率过低或者负增长的变
化。现在逐步放开可能是考虑到
中国人口这么多，可能担心潜在
问题，所以也是一个逐步优化生
育政策的过程，但是如果未来真
的面临负增长，那肯定还是要做
进一步调整。

记者：除了生育惯性规律以
外，人为因素现在被谈论的最多
的就是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你
对此怎么看？

陆杰华：这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产物，也是一个必然结果。过
去生育率下降靠政策，现在政策
范围内他不生，这就是一个经
济、文化作用的问题，看看能不
能通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让
生育率有所回升。现在生育、养
育成本都比较高，要降下来，才
能改变情况。

据《中国新闻周刊》

全国人口出生率再创新低跌破1％
人口专家：负增长可能提前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
续减少、结婚平均年龄日渐增
长、单身群体日益扩大、出生人
口持续减少等问题，备受关注。

前三季度结婚
登记588.6万对

民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1 年前三季度共有
588.6 万 对 新 人 登 记 结 婚 。
2020 年 同 期 ，这 一 数 据 是
589.4万对。也就是说，今年前

三季度结婚登记人数同比微
降了 0.1%。不过，由于受新冠
疫情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结
婚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因此
与2019年前三季度713.1万对
的结婚人数作比较，就会发
现，今年前三季度比2019年同
期减少了 124.5 万对，降幅达
17.5%。

从近年来的年度数据来
看 ，2013 年 全 年 结 婚 登 记
1346.9万对，达到近十年的历
史高位，其后 7年结婚登记人
数连续减少。2020年我国结婚
登记数据为 813.1 万对，仅为
2013年的60%。

“结婚人数下降是一个明
显的趋势，而且是一个明显加
速的趋势。”人口专家、广东省
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
教授对记者分析，结婚人数下
降对出生人口必然带来实质
性的影响。结婚人数的下降、
当“妈妈”人数的下降，必然影
响出生人口的增长。

从各地的数据来看，今年
前三季度，结婚登记对数最多
的 10个省份是河南、广东、四
川、山东、江苏、安徽、河北、湖
北、湖南和贵州。其中，河南和
广东超过40万对，河南以45.9
万对位居第一。由于结婚、离婚
登记都是与户籍紧密联系的，
河南户籍人口全国最多，因此
结婚人数最多也在情理之中。

青年婚姻需求
为何下降

近期以来，多个调研报告
显示，当前青年结婚意愿降
低，女青年结婚意愿低于男青
年。

根据《光明日报》今年 10
月报道，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课题组针对2905名18岁至26
岁的未婚城市青年，通过问卷
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围绕
他们如何看待恋爱与婚姻，婚
恋意愿的背后存在哪些担忧
等进行了深入调查。

调研中，对“你将来会谈
恋爱吗”的问题，12.8%的青年
选择“不谈恋爱”，26.3%的受
访者表示不确定。对于“你将
来会结婚吗”，25.1%的青年选
择“不确定”，8.9%的青年选择

“不会结婚”，有 34%的青年不
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
的事。此外，有近三成受访青
年从未谈过恋爱。进一步分析
发现，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低
于男性。女性表示“不结婚”和

“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
占 43.92% ，比 男 性 多 出
19.29%。

董玉整对记者分析，从青
年受教育情况来看，受教育时
间拉长，抬高了人们的婚育年

龄，从而影响人们的婚育时间
安排。2019年的数据显示，在
高等教育阶段，在校女学生数
量已经明显超越男生。女青年
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青年，和
她们受教育时间越来越长有
一定关系。

人口多的大城市，人均受
教育年限越高，婚龄推迟现象
也越明显。

不只是大中城
市，小城镇和农村
的青年结婚意愿也
在下降

浙江省泰顺县青年婚恋
关系调研报告显示，“不婚主
义”日益凸显。有38.4%的青年
表示婚姻“可有可无”，4.8%的
青年表示“不需要婚姻”。随着
社会的发展，现代青年越来越
独立，特别是女性青年；婚姻
观念也越来越多元化，很多大
龄的男青年和女青年都选择
单身。

宁波市农村青年婚姻关
系调研报告也显示，农村青年
婚姻需求有所下降。根据问卷
结果，尽管有69.66%的受访者
认为婚姻“非常必要”，但是认
为婚姻“可有可无”或“不需要
婚姻”的受访者达到三成，两

项 比 例 分 别 为 29.06% 和
1.28%。从性别看，女性更倾向
不婚主义。

董玉整说，当前，年轻人
接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婚
恋观念、生育观念都发生了重
大变化。在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大背景下，大力倡导适龄生
育、优生优育、文明生育，是当
前构建新型婚育文化的重要
任务。

据中国青年网

前三季结婚人数比两年前下降17.5%：

年轻人为何不愿意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