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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的玩笑
话，会引出了一连串
个人化的政治规则。

《Vista 看天下》
2013 年第 21 期

台湾戒严 38 年
间，酿成政治案件六
七万件，受军事审判
的政治受难人超过
20 万。案件背后是家
庭离散、生死相隔和
弥漫全岛半世纪的
悲情。

【杂志】

【文化】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
溟自述文录》
梁漱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自称不是哲
学家、国学家，只是“问题
中人”，以“认识老中国，
建设新中国”相号召，毕
生所求唯在人生与社会
两大问题的解答。

【人物】

《阿桑奇自传：不能不说的
秘密》
[澳]朱利安·阿桑奇 著
译林出版社

朱利安·阿桑奇被称
为“黑客罗宾汉”，这本自
传中特别记述了阿桑奇的
监禁，详细再现他的道德
观和政治观的演变。

《他们创造了美国》
[美]哈罗德 等 著
中信出版社

作者以恢弘的历史
记录手法，从美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 53 位革新者的
创新历程的角度，详细讲
述了 200 年来美国的创新
史，包括从蒸汽机到搜索
引擎的历史。

【历史】

《这才是岳飞》
覃仕勇 著
重庆出版社

本书解密岳飞的一
生：曾经荒唐，曾是愤青，
不曾参悟为官之道，一个
并非完人却勇于担当的血
性男儿。

《中国人的病与药》
王一方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的
医院、医疗制度、医疗技术
水平与病人的百科全书，
揭示了医生的隐秘心理、
病人的极端想法、医与药
的误区。

【社科】

20 世纪 50 年代，著名人口
学家、北京大学前校长马寅初
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之间有一场
关于人口政策方面的论争。关
于论争的结果，一般人的看法
是，毛泽东错批了马寅初，酿成
中国多出生几亿人的结果。从
1971 年开始推行“晚稀少”和 80

年代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
以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下降
得非常快，现在已大大低于替
代水平。

但是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
降，又使中国在刚迈入中等收
入国家的最低门槛时即出现了

“人口老龄化”现象。“人口老龄
化”会有许多社会经济影响，诸
如社会养老保险、依赖人口比
例上升、负人口红利等问题都
将接踵而至。多数其他国家的

“人口老龄化”是在高收入阶段
才出现，可用来解决老龄化问
题的资源较多，而我国则在刚
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时就面
临这个问题，因此，其社会经济
影响在我国可能会更突出。

老龄化的过早来临引发了
学术界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反
思。我国大陆地区的生育率跟
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
新加坡、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相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不相上下。这些国家和地
区并没有推行政府主导的强有
力的政策来控制人口生育率，
但是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的变
化情形基本上和我国大陆地区
一样。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即使
我国在 70 年代不推行“晚稀
少”、80 年代不推行“一胎化”的
人口政策，总和生育率也会下
降到目前的水平，只是下降的
速度可能不同而已。

印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总和生育率水平也跟我国
处于同一水平，只是波动没有我
国大。印度没有推行像我国这样
十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
其生育率在 80 年代、90 年代也
显著下降，但是在 70 年代到 90

年代却一直比我国高，平均每年
高出每对夫妇 1 个孩子左右。如
果从 1971 年开始，我国不推行
计划生育政策，而人口按照印度
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增长，到目前
为止，我国的总人口应该在 16

亿左右，而不是现在的 13 亿。所
以，要评估我国从 1971 年开始

施行的人口政策的作用，必须先
回答一个问题，即我国如果不从
1971 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我国大陆地区的生育行为会是
接近韩国、新加坡、泰国和我国
台湾地区的情形，还是接近印度
的情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国
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总和生育率
下降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如果
是后者，应该说从 1971 年开始
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我国人
口的过度增长，给 80 年代以来
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较
为有利的环境。

要正确评估我国从 1971 年
开始的人口政策的作用，必须
从决定中国大陆、印度和东亚
经济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的主
要原因着手。在经济学领域，一
个通常被接受的人口生育率决
定因素的假说是人均收入水
平。人均收入水平主要从以下
两个方面来影响人的生育行
为。从养老的需要来说，生育率
应该和人均收入水平成负相
关。同时，从养育子女的机会成
本来说，生育率也应该和人均
收入水平成负相关。

除上述经济学界通常接受
的假说外，这里想从发展战略
对人均收入水平，进而对人口
生育率的影响，提出一个新的
假说。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遵
循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
人均收入水平会增长得比较
快，那么生育率也会下降得比
较快。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
家采用赶超战略，在资本非常
短缺的农业经济中优先发展资
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那么，人均
收入水平会提高得很慢，间接
地，人口生育率会下降得较慢。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我们
搜集了 1970 — 1992 年间台湾地
区、印度、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
总和生育率、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衡
量其发展战略对比较优势偏离
程度的技术选择指标来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证明：这四个经济
体从 1970 年到 1992 年间，发展
战略越偏离比较优势，总和生
育率就越高。这是因为，越是偏
向于采用赶超战略的经济，人
均收入水平提升的速度就越
慢；人均收入水平提升越慢，养
子防老的需求就越高，而且，养
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就越低，所
以生育率就越高。

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
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
略。在这种发展战略下，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很慢，人口生
育率在没有人口政策干预的情
况下就会像印度那样下降得非
常慢，而不会像韩国等东亚经
济那样下降得非常快。因此如
果没有 1971 年开始推行“晚稀
少”的政策和 1980 年开始的“一
胎化”政策，我国 1970 年以后的
人口生育率的变化情形应该是
比较像印度，而不会像东亚那
几个经济体，也就是我国的人
口可能要比现在多几亿人。

受地理和自然条件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人口
生育政策，和我国当时推行的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配套
的，曾经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附带
的结果则是我国在中等收入的
发展水平上已经提前进入了人
口老龄化社会。因此，要尽快建
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保体系，
在不造成过度财政负担的前提
下，给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活
保障。同时也要重新思考我国
的人口生育政策。十八大报告
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
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
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人口政策的战略思考。所
以，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
策”的总体框架下，除了提高人
口素质外，为“逐步完善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考
虑在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
松一点，计划生育以提供咨询
和帮助为主，提倡晚婚晚育，生
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的原
则。根据各国的经验，只要经济
发展得好，随着收入的增加，养
子防老的需要减少，同时养孩
子的成本增加，生育率自然会
下降，不至于造成人口数量的
过度膨胀。没有推行强制性计
划生育的发达国家以及诸如我
国台湾地区、韩国等亚洲、拉丁
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
生育率已下降到很低水平的原
因就在于此。所以，根据现有的
情况和条件，调整和改进我国
计划生育政策，加强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
逐步达到遵循自愿性的原则，
应该是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

经济发展战略与
现行生育政策调整

【书摘】

《生育政策调整
与中国发展》的作者
有人口学家、社会学
家、经济学家，他们
以不同的学科本位，
从重新认识中国的
人口形势、人口政策
与应对老龄化策略、
独生子女政策、人口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压力、现行生育政策
对中国经济活力的
影响等方面，探讨了
生育政策调整与中
国发展这一大家共
同关心的问题，各抒
己见，提出了今后人
口发展战略和政策
的前瞻性建议。

生育政策事关
国计民生，深入的学
理探讨可为国家的
政策坚持或调整提
供思想学术支持，这
也是本书意义和价
值之一方面。

《李银河：我的生命哲学》
李银河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李银河把自己的思考
和盘托出，讲她自己的真实
见解和态度，讲她自己的真
实生活，讲她自己矛盾的挣
扎着的自我的真实。

【散文】

《智者的冷暖人生》
郭保林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以历史人物
和山水文化为主体的散文
集。作者开掘山水间的历
史意蕴，诠释文明的兴衰，
感叹历史文化博大精深。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教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

《黄雀记》
苏童 著
作家出版社

“螳螂捕蝉、黄雀
在后”。小说借用这一
人人熟知的成语，展
现一宗错综复杂的强
奸案，带给三个懵懂
少年的是无常命运与
纠葛人生。

《吃饭》
章小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名作家靳以
之女章小东将自己
二十多年来在海外

“吃饭”的酸甜苦辣
凝练成了这部作品。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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