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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昉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多年来关心的问题。此次会议，我围绕如

何通过降低“三育”成本来提升生育率提出一些个人观点。 

一、中国过早出现的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1．中国面临“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已发生在多数发

达国家，并且其老龄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发达国家包括挪威在内，很

早就进入老龄化，现在老龄化程度也比较高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同时，

我们也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迅速赶超。除了一般规律之外，中国

人口老龄化还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是 18%多一点，未来会继续下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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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世界 20%左右，并且将来还会保持在这

个比例，也就是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老年人口总量。第二，中国老龄化

可能是全世界发展最迅速的。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率先在老龄化

程度上赶上发达国家，超过发达国家，然后才会慢慢地平缓下来。第三，

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是在人均 GDP 比较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按照老

龄化来排位的话，中国老龄化的世界排位远远超前于人均 GDP 的世界排位。

这三个特点应该成为未来需要把握的重要国情。 

2．中国正在经历“未富先小”。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相对过去正在

逐渐变少。15-59 岁劳动人口自 2010 年达到峰值后，近 10 年一直处于负

增长状态，平均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减少。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逐年

萎缩。与此同时，预计我国可能在 2025 年之前还会达到人口总量峰值。

届时，我国人均 GDP 或将达到 1.3-1.4 万美元，并不算富裕。这种现象应

叫做未富先老。同时，由于劳动人口减少，人力资源紧缺，资源重新配置

空间缩小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等等一系列冲击，我国经济发展从供给侧逐

渐减速，未来将遇到更多的需求侧制约。 

从未富先老再演化下去，可以说正在出现未富先小。相对来说，过去

人口不断变大，但是现在开始在变小。中国有两个重要的人口变化转折点。

第一个是 2010 年，15-59 岁的劳动人口 2010 年到达峰值之后一直是负增

长，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在萎缩。第二个是 2025

年之前，可能会达到人口总量的峰值。第一次人口转折点带来劳动人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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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力资源紧缺，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变小，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等一

系列冲击，导致潜在增长能力和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已

经看到了过去十年的情况。第二个转折点，2025 年之前人口达到峰值后经

济增长会越来越遇到需求侧的制约。第一次人口转折点导致中国供给侧的

新常态，第二次人口转折点将导致中国需求侧的新常态，并且越来越会制

约中国的经济增长。 

二、中国扭转低生育率的机会仍然存在 

1．扭转低生育率的关键在降低“三育”成本。中国当前总和生育率为

1.3，低于世界很多国家，大幅度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率（2.1）。《柳叶刀》

一篇文章曾指出，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妇女接受教育程度

的提升和避孕工具的可获得性。然而这两方面均为社会进步的产物，因此

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或将无法避免。然而，这是指从很高水平向更替水平下

降。从低于更替水平向上回升，则另有影响因素。根据我国国情，为使我

国生育率回升至尽可能接近 2.1，我国政府提出降低“三育”成本的政策，

即通过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来促进生育率的提升。该政策或将在很

大程度改善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状。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来扭转低生育率的状态？全球有生育率高的国家，

比如一个家庭平均有 5 个、6 个孩子，也有像中国一个家庭平均 1.3 个孩

子这样低生育率，还有低于中国大陆的，例如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

地区，还有韩国总和生育率都接近或者低于 1。联合国在调查人们生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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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时候，发现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在非洲也好，北欧也好，大多数回

答两个孩子是希望要的家庭规模。也就是说，2.1 的更替水平生育率大体上

也是意愿生育水平。但是，实际生育率不是这样，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家

庭面临着不尽相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和制约。要使生育率往上回升到尽

可能接近 2.1 的更替水平和意愿水平，我国政府还是抓住了关键，提出降

低“三育”成本的政策。“三育”成本降下来，生育率回升就有希望。 

2．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高抚养成本。 

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 

（1）生育年龄与就业年龄和收入年龄不对称。我国当前处于最佳生育

年龄即 20-34 岁的年轻人，尚处于职业的艰难攀升曲线上，其收入往往较

低，并且工作不稳定。因此这两点成为影响当代年轻人生育的主要原因。 

（2）时间预算约束影响生育意愿。国家统计局曾在 2018 年研究得出，

一个中国人平均每天在创造 GDP 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为 311 分钟，花在不

创造 GDP 的活动上的时间为 164 分钟（其中主要从事于家务劳动和照料

等事项）。两者比例为 1：0.53。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设想，若将家务劳动

计入 GDP 活动，那么我国 GDP 将可提升 53%左右。调查指出，中国女性

平均每天花费 15%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由于中国妇女就业率高，很显然

大部分女性没有足够时间与精力照顾孩子。因此时间预算的约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我国的生育水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