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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
善人口发展战略。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提高生殖健康、

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

我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计生政策：定的就是只搞30年

29

日晚， 当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
开始在手机上刷屏时，田雪原的手机也不时
响起。这位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出炉过程的见
证者对记者说，早在

2009

年，他就在《人民
日报》发表文章说，计划生育政策

30

年大限
已到，人口政策应尽快调整。

一直致力于我国人口政策研究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人口所原
所长田雪原介绍，现在所讲的包括放开二孩
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 其实早在

30

多年前
就已提出来。 当初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
一个孩子”时，就已经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
执行过长可能带来的问题。

田雪原说，

1980

年召开的五次人口座
谈会提出的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主要是控
制“一代人”的生育。 而一代人的时间为

25

年左右，最多不超过
30

年。

“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搞三年五载；也非
永久之计，不能搞

50

年、

100

年”

30

多年后， 年逾古稀的田雪原依然对
五次人口座谈会的很多细节记忆犹新。他回
忆说，当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有

63

人，包括中
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自然科学家、社会科
学家等。

受会议委托，田雪原起草了座谈会向中
央书记处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总基调包括：

一是关于“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共
识，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二是
对于“生育一个孩子”可能带来的问题做了
尽可能多的讨论、分析和预判。

田雪原说， 当时的讨论还是挺充分的。

甚至有人在会议上提出， 民间有“老大傻”

的说法，如果只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影响我
们国家人口的智力因素。针对这些质疑和讨
论，会议专门请了遗传学者来回应，科学上
并没有证据证明“老大傻”。

当时会上分析认为， 中国人口基数太
大、增长过快，人口问题十分突出，人民生
活处于低水平状态。 因此，认为“控制人口
数量”是第一位的。 田雪原说，当时已经有
了共识，要尽量把“只生一个”可能带来的
问题尽量减轻，不能使问题过于严重。 要做
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提倡一个孩子
要搞多长时间”， 时间短了没效果， 时间过
长了，带来的问题可能就比较严重，负面效
果增大。

因此当时的会议提出了计划生育“既非
权宜之计， 不是搞三年五载； 也非永久之
计，不能搞

50

年，

100

年。 这是我们决策最
重要的指导思想”。 田雪原说。

政策实施超限已现不良后果

近年来， 田雪原一直在
关注政策超限带来的社会后
果。他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可能是劳动力供给。 我国在
2010

年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
刘易斯拐点，这一年，劳动人
口绝对数量所占总人口比达
到峰值，随后开始往下走，这
意味着我国的比较优势不再
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那样
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在田雪原看来， 这样
的变化也是把双刃剑。 劳动
力的衰减结束了粗放的、外
延的、 靠投资靠劳动力的发
展模式， 以后要转变到内涵

的、集约型的、靠技术靠创新
发展的发展模式。 从这个角
度来讲， 劳动力对经济变动
的影响是最大的。 以后更重
要的是要以人口素质换数量
和素质，发展教育科学，增强
创新驱动，进入经济新常态。

另一个凸显的弊端是人
口的老龄化，有学者认为，我
国已经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
最快的国家。田雪原说，老龄
化加速对社会影响很大，尤
其是养老的压力会加大，对
我国的养老保障提出更加严
峻的挑战。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也在今天显现出来， 这导致
很多地区出现剩男问题、光
棍村问题。 对此，田雪原说，

关于性别比问题， 他早在
2000

年左右时就专门写过文
章， 提到出生性别比可能带
来的危机， 当时引起了国务
院的重视，组织了讨论，还征
求专家意见。 但

15

年过去
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太
得力，效果并不好。

今天， 在听到中央关于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
后，田雪原说，这样有利于在
自然状态下逐渐实现出生性
别比的相对平衡。

出政策时就对可能的后果有预判

田雪原说，当初讨论时，

对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
弊端也是有充分论证和分
析， 主要提出了

5

方面的问
题：会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

会不会影响人口智力； 会不
会导致劳动力短缺；“

421

”的
家庭结构会不会带来养老的
压力； 中国人对男孩的传统
偏好， 会不会带来出生性别
比的失衡。

当时， 有一些分析来回
应这

5

方面的担忧。 首先是
学者们做了一个估计， 认为
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本世纪
不会出现。田雪原说，

30

多年
的实践证明基本上与原来估
计的大趋势差不多。

关于影响人口智力水平
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田雪原

说，尽管大家讨论激烈，但最
后通过科学的论证向与会者
说明， 对全社会的智力不会
有影响。

关于劳动力短缺， 田雪
原说，当时讨论认为，虽然到
一定程度会出现劳动力数量
的减少， 但认为从总体上看
没有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时，

有专家也提出， 劳动力究竟
短缺到什么程度其实和“计
划生育要搞多长时间” 有关
系，短期内不会出现，起码劳
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今后
20

到
30

年内不会减少，但
30

年以后，如果劳动力减少，

就要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来
缓解。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后，越
来越多的家庭呈现出“

421

”的

结构，如果全社会，这样的家
庭结构过多， 会不会带来养
老的压力。当时也是认为，关
键看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多长
时间，如果在合理范围内，一
代人时间不会出现这个问
题， 因为这些人还有兄弟姐
妹， 但如果搞两代人以上的
时间， 出现

421

结构的家庭
可能就会增多。

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
的担心，田雪原说，当时的
结论意见就是不能进行人
工选择性别， 法律上要严
格约束。 中国人重男轻女
的观念很强，提出“只生一
个”就要防止人为性别选择，

提出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

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
别鉴定。

设计目标达到 政策就该调整

近年来，眼看着
30

年大
限已过， 田雪原有些坐不住
了。 他说，因为当年参加座谈
会的人很多都已经作古，他
当时是参会者中年龄最小
的。 于是，他开始写文章，要
把当年关于

30

年时限的讨
论再现出来， 让大家都明白
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调整政策
的节点。 再不调整，像原来说
的那样搞成“永久之计”，带
来的问题就大了。

2009

年，田雪原在人民
日报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
望》，其中专门提及了

30

年

大限的内容。 他说，当时写
那篇文章， 他绝不是心血来
潮，而是重申了

30

多年前的
决定。

为什么在
2009

年开始
发声？ 田雪原还有另一个说
法，他说，

2009

年时人口情况
已经起了根本变化， 老龄化
上来了， 劳动力供给虽然还
在增长， 但增速已经越来越
小， 同时绝对劳动力数量占
总人口的比接近峰值，到
2010

年就下来了， 已经到了
政策调整的关口。 从数据上
来看， 高生育率降下来的目
标在

1992

年就已经基本实

现， 从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
高增长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
低增长阶段，再往后，低出生
低增长的形势会加剧， 按照
现在的估计到

2030

年，就会
出现人口零增长。

“如今到了这个节点，政
策就应该调整”。 田雪原说，

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目标基
本实现了， 而且政策可能导
致的这些问题也都陆续出现
了。 为避免这些问题变得过
于严重， 我们应该按照原来
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 “这对
人口来讲是个大问题”，田雪
原说。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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