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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對於中國「一胎化」政策的探究，獲致下列結論：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政以來，中國為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努力，但無法避免社會、

經濟的落後性，是因為中國總體上來看，由於採取現代工業和傳統農業

的二元化經濟結構，並其出生率的不穩定性導致人口數量大幅震盪。尤

其是龐大的人口數量對於現代化建設的障礙，因而開始強調調整人口的

必要性。 

 

基本上可以依據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不

同，把人口轉型的全過程細分成以下三個變化階段： 

第一階段為鼓勵生育政策階段；第二階段為政策轉變醞釀階段（發

生於工業化初期階段，雖然這時期的中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關心計畫生

育，但卻沒有有效的落實。後期階段出生率出現某種程度的極微弱的下

降，但中國仍然強調人多好）；第三階段為實施限制生育政策階段（發

生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繁榮興旺階段，其特點是出生率由高向低轉化，

? 呈下降態勢；死亡率繼續下降，並形成了明確而全面的人口政策和計

劃生育的具體政策。據此分析，中國目前的人口增長狀況大約處於第三

階段的人口平穩增長階段。 

我們很容易發現，人口增長有其特有的自然規律，實行計劃生育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這一規律的作用，即社會、經濟、政策的外在因

素施加於自然的生育中。本文認為，前文所論述的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

副作用為我們提供了調整現行人口政策的理論和現實依據，因為兩者正

好是一個對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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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人口政策因沒有固定的方針，卻隨時改變，然而導致人口持

續增加的結果。早期毛澤東主張「人口多好辦事」，當初批判馬寅初的

控制人口的主張外，還鼓勵民眾多生產。其結果引起中國人口的急速增

加。但由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到了1970年代中國提倡計畫

生育並開始調整人口。因此抑制總人口數，原本急速增加的人口開始低

速增加。但中國的人口基數大，育齡婦女數龐大，無法避免至少每年

1,400萬以上的增加量。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以行政管制措施進行人口

控制。因此誕生了史無前例的「一胎化」政策。 

  「一胎化」政策為根據基本法而提倡計劃生育，對只生一個孩子的

家庭賦予許多經濟上的優惠。「一胎化」政策畢竟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胎化」政策阻止人口的持續增加，並謀求中國

社會、經濟的成長。對於婦女，特別是在城市傾向推廣不再把女兒當成

是出嫁外人而是老年人可依靠的存在，稍微消除了重男輕女思想。另

外，從正面意義來看，中國「一胎化」政策減輕女性的生產、養育、家

務負擔，並給予參與社會勞動的機會。因此，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

來，由於大力推行計劃生育，使廣大實行計畫生育婦女與不實行計畫生

育婦女相比，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對優勢，從而有利地推動了婦女地位的

提高，促進了社會的不斷進步。 

  中國的人口控制是達成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因而強制執行控制人口

的計劃生育。即不是以社會道德觀念的改革或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以及

用以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而提高生產力，反而中國相反的採取了

減少人口量的方法。因此鞏固控制人口的基礎，但無法賦予人民自由的

發展的機會。這就引起了中國社會的許多副作用。同時中國現在還處在

開發中國家階段，廣大的農村生產力還不發達、社會保障制度還有待進

一步完善，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殘餘思想如 重̀男輕女’、 多̀孫

多福’等還沒有徹底消除，因此隨著「一胎化」政策的實施而導致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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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偏愛男嬰，並產生了非人道行為的現象。相當一部分人的生育意願

同國家現行的政策要求還有距離。另外，隨著生育率的下降而引起的人

口老齡化提早到來，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尚未完

成，卻又遇到了老齡化的問題，嚴重阻礙著經濟發展，因此要做好計劃

生育工作還有很大難度。經濟社會結構和社會福利制度等沒有奠定基礎

的情況下，人口政策也沒辦法有效的進行。因此應使兩者調整為均衡。

但中國只顧著克服目前人口過剩招來的困難，然而較忽視將來將發生的

許多社會問題、教育問題、經濟問題。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素質遠重於數量，高素質的人才就是市場，就

是發展。中國的人口政策首先表現在控制人口的數量上，認識不到這一

點，中國未來的發展將面臨困難；但不僅不應僅僅停留於此，也要關注

人口的整體結構構成質量，認識不到這一點，中國未來的發展將會大大

延緩。 

  另外，中國人口政策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逐步認識不斷完善的過

程，並不斷進行檢討。隨著中國成功地實現了“人口轉變”以及相伴而

來的老齡化等人口新問題，如何對待實行了20年之久的一胎生育政策也

成為理論界日趨熱烈的爭論話題。國家政策認為允許“雙獨婚姻”有兩

個孩子，一段時期內出現的問題不會一直存在。根據夫妻雙方都是獨生

子女可以生育兩孩的計劃生育政策，未來二三十年政策允許的二孩生育

總量將增多。中共政府規定生育二孩女方需年滿28周歲或兩孩間隔4年

的政策，本世紀前二三十年將形成“雙獨”婚育高峰期。因此，中共這

樣的“雙獨婚姻”政策認為在一段時期內出現的問題、造成的困惑不會

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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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以及後續研究建議 

  以下為本文對未來政策的幾項政策建議： 

  第一，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發展的主要是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

其特點是投資多，創造的就業機會少，連滿足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都有

困難，以致大部分農村勞動力滯留在農村，使用原始生產工具進行生

產，勞動效率與產出相應地處於低水準。事實表明，人口規模大並非一

定會限制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沿海地區卻是經

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就是證明了這一點。關鍵在於發展戰略的轉變，如果

按照比較優勢，中國應多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不僅是中國最

有競爭力的產業，同時又可以容納最多的就業，創造最多的財富，使資

本增加最快，產業升級速度也最快。按照這種發展模式，中國的人口規

模並非劣勢。   

第二，中國可依發揮人口多的比較優勢，同時考慮到中國現階段人

口老齡化的現實，可以考慮將人口生育率上升一點，這對緩解人口老齡

化有好處。應該重新評估現有的人口數量政策，可以考慮在人口生育數

量的控制上寬鬆點，計劃生育以提供諮詢和幫助為主，提倡晚婚晚育，

生育數量逐步達到遵從自願的原則。如能這樣，會是利大於弊的一項政

策選擇，寬鬆生育數量的控制有利於農村問題的解決。另外，根據各國

的經驗，只要經濟發展起步，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養子防老的需要減

少，同時養孩子的成本增加，生育率自然會下降。自然防止造成人口數

量的過度膨脹。 

不能否認，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存在著強迫命令的現象。一方面中國

需要調整人口政策、改進工作，注重考慮群眾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加

強對外宣傳交流，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生育政策的理解。本文認為中國

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反思並微調。一些猛烈政策的實施會帶來很多

副作用，如目前出現的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失調、四二一綜合症、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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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扶養問題等等，雖然關於它們是否政策的副產品的爭論仍在繼續，

但無疑它們都是伴隨著人口政策的實施而出現的，人口政策難脫干係。 

本文建議中國人口政策用溫和的、相對寬鬆的、漸進的政策，以實

現中國人口規模的軟著陸，間接引導要比強制性政策更人道，效果也更

長久一些。譬如，夫妻只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時

間間隔上嚴格一點，不如時間長一點，這樣給獨生子女父母一個公平的

機會。另外，中國人口經常變化的政策會令老百姓捉摸不透，對政府失

去信任，這是很危險的，因此提倡政府做好遠期規劃，實行長短結合的

政策，即短期內穩定、長期內變化的政策。具體的說來，建議城市按市

場、社會現狀生育；農村仍然實行計劃生育，但必須進行調整。這是由

中國目前的城鄉“二元經濟”現實所決定的，人口自我控制的自動機制

是生育、撫養和教育的成本和機會成本。 

  人口生育數量受到家庭預算可能性的約束，而人口從傳統社會到現

代社會的轉變，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遷移，人口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將

是人口從偏好生育到自動控制生育轉變的動態過程。從一個國家的人口

控制來看，也有一個從強制控制向自動控制轉變的過程。中國目前的城

鄉“二元經濟”現實決定了城市和農村人口自我控制的自動機制具有

很大的異質性。 

從中國孩子的生育撫養、教育成本和機會成本看，在城市中，即使

國家不強迫實行計劃生育，或者放開讓居民生育，絕大多數家庭預算收

入的有限也將會約束子女的生育數量。而在中國農村，生產的自給部分

比例還很大，生活方式沒有較大的改變，婦女生育撫養孩子的成本和機

會成本很低，孩子在從小就開始因能放牧、打柴和做家務而收益較高。

因而，即使國家強制實行計劃生育措施，仍不容易控制多生和超生。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9億農民中除去老年

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過三、四億，這三億農民工基本都是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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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的農民，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變革，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已經獲

准進城，也就是說生育年齡的農民大多進城了。他們的住房條件等生活

條件較差，工資水準比較低，而又面臨著與城市人口一樣的消費水準，

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子女就學面臨困難，大多數連產假都沒有，一旦

休假回家生小孩意味著失去手上的工作機會。此外，由於他們的父母沒

有退休工資，他們需要養活父母。因此他們的生育願望事實上比城市人

口更低。另外有些民工連結婚都成問題，遑論生育了。因此可以說農村

人口的生育願望也在下降是一個現實，這就要求中國的農村人口政策在

基本維持現狀的前提下，也可以並且也應該加以調整。 

  基於以上問題，吾人還建議中國按市場、社會現狀生育，特別是農

村地區仍然實行計劃生育，但也應加以調整。70年代後期，在中國逐步

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背景下，農村地區的人口依然快速增長。總的來

說，在農村地區，人口與資源、人口與耕地的尖銳矛盾現在表現得十分

突出。在農村地區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就是讓農村地區更多地為國家分

憂，承擔國家有計劃增長人口應該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農村地區既

是人口增長較快的區域，也是環境惡劣區域，多生一個人口，就多增加

一份社會負擔；多生一個人口，很可能就多一個貧困人口，這同樣是對

環境的破壞與衝擊影響因素之一。因此，農村地區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可

以考慮逐步推行同東部沿海地區相同的計劃生育政策，推進優生優育，

全面提高出生人口品質並在計劃生育與非計劃生育之間實行相對明顯

的獎懲制度，並且主動宣傳計劃生育政策。要防止出現偏激的現象，同

時應允許適度放寬。如果農村地區的生育問題解決不好，經濟起飛和反

貧困問題很可能就變得遙遙無期。 

但我們看待問題也必須全面、長遠，中國60年代婦女平均生育率

很高，人口壓力大，食物短缺是個大問題，在經濟仍然沒有出現曙光的

前提下，適當降低生育率也許是正確做法。中國七十年代實行的比較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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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的計劃生育政策，當時提倡的是「晚、稀、少」。該政策使中國婦女

生育率明顯的減少。而今後中國經濟明顯地發展，就應該放鬆計劃生

育。擬定長遠的政策，在問題沒有現象之前，消除之，這也需要調整現

有的人口政策。農村的人口將減少，城市人口將增加，中國總人口數量

將不會出現大的波動，但全國人口的結構將有所改變，更趨於合理、素

質將有所提高，從而為未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發展和達到中等

發達國家水準的目的奠定人才基礎。 

本研究進行中仍有未儘完善之處如下，在所難免，在此僅提出後續

研究以供參考。 

由於本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全區域，未更進一步針對各地區情形劃

分與深入分析，後續可針對每一發展地區進行深入研究，並探究城鎮地

區分別執行一胎化政策後所產生各面向議題。 

本研究提出一胎化政策之正負面影響評估層面，尚屬初期階段，後

續可針對每一個主題做一個深入與完整研究，變相間之相互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