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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人口红利促高质量发展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宣布实施三孩政策并配套

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当前，人口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面

临的重大挑战，人口老龄化会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中枢形成

一定程度的压制，收缩和削弱我国经济周期上行阶段的波长

和峰值。此外，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加剧还将带来消费总

需求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 

人口问题虽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挑战，但整体看，我

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仍保有稳

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本面。同时，实施

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更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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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人口红利促高质量发展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宣布

实施三孩政策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当前，人口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人口老龄化会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中枢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收缩和削弱我国经济周期上行阶段

的波长和峰值。此外，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加剧还将带来消费总需求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

一系列问题。 

人口问题虽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挑战，但整体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仍保有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本面。同时，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更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多措并举释放生育潜能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7

月20日发布，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新阶段的开启。《决定》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同时发布

相关配套支持措施，如取消社会抚养费、减免税收、住房帮扶、教育公平、保障女性就业等，旨

在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 

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为适应形势变化，我国于2013年和2015年相

继实施了单独两孩政策和全面两孩政策，短期内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自2018年起，我国新出生人

口数量呈现出连续下跌态势，且跌幅较大。2018-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分别是1523万人、

1465万人、1200万人，2019年新出生人口数量较2018年减少了58万人，下降3.8%；2020年较2019

年又减少了265万人，降幅达18.1%。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限制生育政策并不是当前中国生育率

逐渐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一系列社会性和经济性因素才是阻碍生育率上升的核心因素。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表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

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显著变化，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调控作用明显弱化。相关经济社会

政策措施不配套、不衔接，是制约群众生育养育的痛点和难点。 

为解决群众“不敢生”“养不起”的难题，《决定》明确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的政策思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排名前三

的因素是经济负担重、儿童无人照料，以及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由此可见，养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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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企是当下制约家庭生育的首要矛盾，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问题已成为影响家庭

生育抉择的重要考量。为解决这些问题，《决定》明确将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的生育支持措施作

为一个整体组合提出，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因素进行一体化统筹安排，意在聚焦家庭实

际困难，切实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决定》中提出

了一揽子帮扶政策，主要包括： 

1、减轻经济负担方面，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地方政府可以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 

2、解决儿童托管、教育问题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支持有条件的用

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依托学校教育资源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

务； 

3、帮助女性平衡职场与家庭方面，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

母育儿假试点。 

二、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0-2020年，十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

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人均GDP跨越1万美元关口，2020年我国GDP首次超过100万亿

元。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产业升级转型的压力增大，GDP增长中枢自2010年始

出现缓慢下行，步入增速换挡阶段。究其原因，人口红利下降是GDP增速下行的重要因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共14.1亿人，与六人普的

13.4亿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4%，较六人普的0.58%继续下行

0.04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增长延续低速增长态势。 

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及其变化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等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方面，老龄化加剧，由人口红利期向人口负担期转变。根据联合国划分标准，65岁以上人

口超过7%时即认为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定义为中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则定义为重

度老龄化社会。七人普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13.5%，已接近中度

老龄化社会，并且后续面临着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决定》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正

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从而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

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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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各省市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除西藏外其他省市均进入老龄化，不过老龄化程度有所

差异。东北、川渝、长三角、湘鄂等省市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14%，率先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

西北、闽粤、云贵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对较慢。其中，闽粤地区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其

年龄结构相对年轻。 

另一方面，少子化加重，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较2019年下降265

万，降幅18%，不少城市披露当地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10%-30%。从长期趋势看，受生育堆积效

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新一代年轻人观念改变、抚养成本上升等因素拖累，未来

出生人口仍将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人口问题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罕见的，骤然而至的人口问题将在相当

长时间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首先，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中枢将会

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收缩和削弱基钦周期上行阶段的波长和峰值。相关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

使得顺周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出现下降，相对平稳的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总需求主体。这一

变化导致近年来我国基钦周期的峰值逐级递减，同时基钦周期上行阶段的波长出现显著收缩。历

史数据显示，最近几轮基钦周期峰值约10%-15%、上行阶段波长约为1年，相较2002年以前25%左右

的峰值、2年左右的波长，下降明显。除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外，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加剧还会

带来消费总需求下降和消费结构转型等变化。此外，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导致劳动力成

本上升，成本压力下的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经营承压。 

三、涵养人口红利促高质量发展 

人口问题虽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挑战，但整体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发展中仍保有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本面。一方面，现阶段我国

宏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经济增长、就业状况、物价水平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均处于较为稳定

的区间，呈现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另一方面，优化生育政策、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区域开发

等战略举措均有利于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我国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保持

中高速增长。 

正如《决定》所言，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对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有利于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利于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

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有利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 6 

重要声明  

新华财经研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报告依据国际和行业通行准则由新华社经

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准确和完整，不对外公开发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