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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昨做客齐鲁大讲坛纵论人口与经济

本报济南10月21日讯 (记者
任鹏)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

经济和社会转型有何影响？人口
高峰在什么时间点出现？今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
长蔡昉做客本期齐鲁大讲坛，山
东博物馆一楼报告厅出现“爆
棚”，不少听众站着听完两个多
小时的讲座。

一开场，蔡昉就说，“经济学应
该是和我们的现实密切相关的。希

望能和大家聊一聊，假如现在处在
一个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今
天的选择又如何影响今后的 10
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研究所所长，在这一期的齐鲁大
讲坛上，蔡昉把讲解视角放到了
更为宽广的世界经济发展大背
景下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上，
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

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影响，和今后
该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退之
后的经济持续。此外，他还谈到
了人口生育变化以及人口高峰
到来的时间点这样更为具体的
问题。

虽然这一期齐鲁大讲坛涉
及的经济与人口关系的主题相
对严肃，但前来听讲座的听众数
量远远超出了预料。刚过下午两
点，山东博物馆一楼报告厅里就

坐满了听众，工作人员不得不在
过道上增加了几十把简易椅子，
即使如此，还有十几位后来的听
众站着听完了讲座。

齐鲁大讲坛由省委宣传部、
省社科联、山东大学、齐鲁晚报
联合主办，以“搭建思想平台、共
享精神财富”为宗旨，每月两期，
每期邀请一位嘉宾担任主讲。大
讲坛坚持公益性原则，面向公众
免费开放。

本报济南10月21日讯(记
者 廖雯颖 ) 小夫妻出钱
买房，房产登记在大姑子名
下。丈夫去世后，为争夺76万
元房款，妻子被婆家告上法
庭，法院最终判房款归妻子
所有。

2005年1月，夏某与丈夫
董某决定买房。董某与姐姐
董华(化名)商定，由董某出
资，以董华的名义购买了历

城区山大路一处房产。房产
登记在董华名下，由夏某分
三次将50余万购房款存入房
地产公司账户。房产交付后，
夏某与董某入住。

2010年董某不幸因病去
世，夏某决定卖掉房子。因为
房产证上的户主不是自己，
夏某无法卖房，便与大姑子
董华商量，双方于2010年5月
签订委托书，约定董华委托
夏某出售登记在董华名下的
房屋，办理房产买卖的全部
手续。两人在委托书上签了
字，并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2010年6月，房子以76万元的

价格出售。
卖房的消息传到董某父

母耳朵里，引起老两口的不
满。儿子去世后，两位老人就
开始担心如果夏某再婚，孙
子利益会受损。如今夏某没
有与老人商量就卖了房，更
让老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两
位老人随后想到，房产证上
的户主不是夏某，而是自己
的女儿董华。2011年12月，在
老人要求之下，董华将夏某
告上历下区法院，要求返还
76万元售房款。

接到法院传票，夏某忐
忑不安。尽管购房款全部由自

己交纳，但房产证上的确写着
董华的名字，法官会不会因此
判决自己交出所有房款？为了
证明真相，法庭之上夏某拿出
购房发票、交款凭证、完税凭
证、认购通知等证据，还有董
某在世时写下的一份声明，称
董某是该房所有人。

法官经审理认为，房产
虽登记在董华名下，由董某
签字认购，但全部购房款都
是由夏某以现金形式通过银
行交纳。应该确认房屋实际
所有人是董某与夏某。近日，
法院做出判决，驳回董华的
诉讼要求。

律师点评：当房屋实际所
有人与房产证不一致，法院会
根据相关证据确定真正的房
屋所有人，购房款主要由谁交
纳是很重要的因素。房产证产
生的公信力直接影响房屋买
卖、继承、使用和抵押等权利，
房产证登记户主与所有人不
一致很容易导致利益纠纷。

主办：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山东大学、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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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口有一个简单的诀
窍，把人口看作两条倒U字形的
曲线。”在蔡昉看来，第一条曲线
是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也可以
看作人口生育水平。

“在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增长
逐渐走到高峰后，还有后边的规
律。比较发达的社会都是经历了
一个比较完整的从低生育到高生
育，再降下来的过程。”

蔡昉说，新生儿成年后变成
了劳动力，下边就有一个和第一

条倒U字曲线时间相差20年的曲
线，是和劳动年龄人口相关的。

“理解人口现象，掌握两条倒
U字形曲线就够了，这是人口和
经济发展关系的原理。现实中的
确也是如此，在过去经济高速增
长的30多年时间里，我们是从人
口红利中获利的。”

如果把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
长速度拆开，能看到哪些因素贡献
了多大的比重。蔡昉介绍说，第一是
资本的投入，投资贡献率70%。

“这和人口红利有关系吗？其
实也有关系。如果劳动人群去养
更多的孩子和老人，负担很重的
话，生产资料都被消费了；如果劳
动人群负担很轻，就有更多的产
品剩下来，形成资本，投入到以后
的扩大再生产中，这是和人口红
利有关的。”

“富余劳动力转移改善了资
源的配置，我们整个经济增长都
和 人 口 这 个 结 构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蔡昉介绍，通过全国平均人
口增长水平曲线图可以清楚地看
到，下降最快的时期是1970年到
1980年之间，那时候只是提倡晚
婚、生孩子要有间隔，提倡少生。
几十年总的来说，生育率下降是
一个趋势，不可能再上升。

“长期处在低生育水平，人口
的年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过去
生得多，这些人逐渐成了劳动力，

劳动人口增长得快一些，人口的
负担轻一些，劳动人口一直是上
升的，给我们带来了人口红利，也
支撑了我们经济高速增长。”

蔡昉说，情况在2010年的人口
普查中出现了一些转折点。如果把
15岁到59岁作为一个劳动年龄，那
么，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出现了
绝对的下降。同时，人口的抚养负
担，就绝对地提高了。更根本性的

转折就是劳动力不足。
“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简单预测，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口的
高峰是在2022年，从现在开始只有10

年，就达到了人口的最高峰。”蔡昉
说，“按照增长比例计算，14亿人口
都到不了，只有13 . 8亿人口。”

蔡昉表示，这个时间点来得
很早，10年以后要经历人口的负
增长。

“过去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靠人口因素而取得增长，人
口结构变了，增长因素就会被削
弱，因此，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一定
会下降。”蔡昉说，“怎么预测未
来？根据各种生产要素，各种投入
的可能性，以及生产进步的速度
来预测，这就是潜在增长率。”

蔡昉介绍说，未来潜在增长
率的下降趋势是很明显的。潜在
增长率虽然是计算出来的，但和
现实增长率差不多。

蔡昉说，到一定发展阶段上，

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如果未
来经济增长真的降得比较低，中
国就会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里。
那么如何跨越这个阶段，保持经
济增长？

“保持经济增长成为我们一
个强烈的愿望，但是各级政府官
员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可能引向好
的政策，也可以导致犯错误。所以
要提防潜在的经济政策错误，它
可能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这
种倾向要防止。”

蔡昉说，增长率下降的时候，

政府可能采取干预政策，鼓励一
大批产业投资优先发展。但政策
判断并不一定是对的，因此，很多
政策鼓励发展产业，给了很多优
惠和补贴，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
是产能过剩。

“提高经济增长率，可以用改
善就业环境，加快劳动力转移，提
高科技进步率的方式。这样，中国
还会迎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
济增长。”蔡昉强调说，“虽然这个
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一点，但却是
健康的。” 本报记者 任鹏

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关系密切

人口高峰将在2022年出现

提防经济政策错误造成欲速则不达

夫妻买房，房产登记在大姑子名下

丈夫去世妻子卖房被告上法庭 济南殷女士：丈夫有婚外
情，生了一个儿子四岁多了，
我自己有三个成年子女。现在
想起诉离婚，夫妻共同财产是
农村的一栋房子，还有50亩承
包地种着树。丈夫有意隐瞒存
款，根本不知道存了多少钱，
该怎么分割财产？

山东法杰律师事务所
于宾律师：这种情况殷女士
可以先起诉分割已知的房
子和50亩地，等确定丈夫的
存款后，包括树木长成之后
的收益，可以后再另行起诉
分割。婚姻法第 4 6条规定，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
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
害赔偿，殷女士可以据此申
请损害赔偿。

丈夫隐瞒存款

离婚财产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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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蔡昉做客齐鲁大讲坛。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报告厅里坐满了听众。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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