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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人口自然变动反思

哀 方 崔风垣

本文从我国 80年代人口 自然变动的实际出发
,

分析了人 口 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

变动的原 因
,

指出我国人 口死亡率 已基本稳定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主要受人 口 出生率

的影响
,

而 8 0年代人 口 自然变动情况
,

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加 以研究
。

首先
, 1 98 1一

1 9 8 2年人 口 自然变动的回升主要在于新婚姻法的实施
,

也在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推广 ; 其次
, 1 9 8 6一 19 9 0年

/

气口 自然变动回升的原因
,

一 是人 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

二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
,

三是体制改革对传统计划生育工作方式的冲击
。

在

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

文章又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
、

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问袍
、

民族的人 口意识问题
、

农村计划生育问题等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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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与 7 0年代相比
,

我国人口变动有了不同的趋势
。

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
,

需要很好加

以总结
,

以使今后 10 年
,

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更有成效
。

一
、

基 本 情 况

众所周知
,

70 年代是我国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时期
。

1 9 7 0年末与 19 8 0年末相比
,

出

生率由3 3
.

43 输降至 1 8
.

2 1%
。 ; 死亡率由 7

.

60 %
。

降至 6
.

34 编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由 2 5

.

8 3 %。
降至

1 1
.

8 7%
。 。

人口 自然增长率减少了近 14 个千分点
,

成绩可以说是巨大的
。

而到了 1 9 9 0年底
,

根

据第四次人 口普查提供的资料
,

这 3 个比率分别是 2 0
.

98 编
、

6
.

2 8 %
。
和 1 4

.

7 0%
。 。

也就是说死

亡率基本 仁稳定
,

而人 口 出生率和自然增 长率呈回升趋势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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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1 9 90 年数据为第四次人口普查数

,

其余见 《 中国统计年鉴一 1 990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人 口死亡率已稳定在低水平上
,

而人 口 自然增长率则与人 口出生率呈

同样趋势变化
,

本文主要就出生率来作些分析
。

人 口 出生率在 1 98 。至 19 8 5年
,

除中间 1 9 8 1
、



1 9 8 2年呈上升趋势外
,

基本上稳定在 18 %0 左右 , 而 198 6年以来则上升到20 一 21 沁之间
,

并有
继续回升的趋势

。

_ ~
产

, 尹声

二
、

原 因 初 探

1
.

1 9 8。至 1 9 8 5年人口变动分析

在 1 9 5 0至 1 9 8 5年间
,

人口 出生率在 1 9 8 1
、

19 5 2年上升之后
,

在 1 9 8 3至 1 9 8 5年又降至 1 9 8 0

年的水平
。

说明这种变动的成因并非一种持续起作用的因素所致
,

而是突发因素所致
。

回顾

这一时期的外部条件
,

大约有两个因素
,

一是 1 9 8 1年新婚姻法实施
,

一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

制普遍推广
。

可以说这两个因素都对 19 8 1
、

19 8 2年出生率的回升产生影响
,

而新 婚 姗 法 实

施带来的影响是主要的
。

1 9 8 1年 1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婚姻法的一个重要变动是将原婚姻法中的最低结婚年龄由

男 20 岁和女 1 8岁
,

分别提至男 22 岁和女 2。岁
。

这个变动与原婚姻法相比
,

对于人口控制是个

进步
,

但是与 70 年代我们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对初婚年龄的要求相比
,

则是个退步
。

因为我

们 70 年代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要求青年在 23 至 25 岁左右结婚
。

正因为如此
,

新婚姻法在征求

意见时
,

许多计划生育工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

但是没有被采纳
。

可这种意见并非凭空

而发
。

根据 19 8 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资料
,

同年出生女性人 口在初婚年度的分布上
,

1 9 8 1年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年分
。

例如 1 9 5 5年出生女性人口
,

其初婚频数在 1 9 7 9年
,

这一年结

婚人数高于此前此后所有年份
,

也就是说 24 岁是结婚人数最多的年龄 , 同样
, 1 9 5 6年出生女

性人口的结婚频数
,

在 19 8 0年达到峰值 ; 1 9 5 7
、

19 5 8和 1 9 5 9年出生女性人 口
,

都是在 1 , 81 年

达到初婚频数的峰值年份 ; 而 1 9 6 0年以后出生女性人 口初婚年龄分布又基本恢复到以前的情

况
,

即随着出生年份的推迟
,

其结婚频数的峰值年份也相应推迟
。

这说明
,

由于新婚姻法的

实施
,

先前每年一个年龄岁组的女性人口进入结婚年龄的状况变成三个年龄岁组女性人口同

时进入结婚年龄
,

出现了结婚年份上的人数堆积现象
`
结合上述实例就是

,
1 9 5 5

、
1 9 5 6年出生

女性人口是在 2 4岁达到初婚频数的峰值年龄
,

而 1 9 5 7至 1 9 5 9年出生女性人口是在 19 81 年即。么

2 3
、

22 岁时同时达到初婚频数的峰值年份
。

此后女性人口初婚频数峰值就由原先 的 24 岁降至

22 岁
,

但仍是每年一个年龄组
,

而不再形成堆积现象
。 ①

结婚年份堆积现象是否造成出生婴儿的堆积现象
,

从而影响到人 口出生率的回升呢? 回

答仍然是肯定的
。

因为根据上述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

我国初婚妇女结婚当年和第二年即

生育第一个孩子的
,

在同批结婚妇女中达到 70 % 以上
,

而 19 81 年又尤其突出
。

(见表 2 )

表 2 数据告诉我们
, 1 9 8 1年初婚妇女 中

, 7 3
.

5 % 的人在当年和第二年 (即 19 8 1 和 19 8 2

年 ) 生育了第一个孩子
。

由于调查时 ( 19 8 8年 7月 1 日 ) 19 8 7年初婚妇女尚未完全度过结婚

表 2 同批初婚妇女婚后当年与第二年生育第二胎的比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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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资来源
: 根据中国人口出版社 1 9 90 年版 《 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 (合计分册 ) 表 3一 76 数据计算

。

① 参见 《 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 (合计 )
,

表 2一 12
,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0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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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年和第 2年
,

故比率不能反映全面情况
。

根据 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

由于新婚姻法的实施
,

造成初婚年龄的降低和初婚

频数峰值年份结婚人数的堆积现象
,

而这些初婚妇女中 73
.

5 %的人又是在 1 98 1
、

19 8 2年就生

育了子女
,

所 以
, 19 8 1

、
19 8 2年全国人 口出生率比 1 9 8 0年明显回升

,

这个影响在 1 9 8 3年就消

失了
。

于是形成了 1 9 8。至 1 9 8 5年我国人口 出生率
“ 两头低

、

中间高
” 的形态

。

至于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

因为它是贯穿整个80 年代灼影响 因 素
,

不 是 1 98 1
、

19 8 2年人口出生率回升的主要原因
,

此不赘述
,

待 以后分析时一并论述
。

在分析 19 8 0至 1 9 8 5年人 口出生率变动时
,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
,

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也起到一定作用
,

这个作用主要不是影响到 1 9 8 1
、

1 9 8 2年人口 出生率的回升
,

而 是 影 响 到

1 9 8 3至 1 9 8 5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

因为 1 9 6 0至 1 9 6 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是一个低谷
,

这一时

期出生的人 口明显低于前后各个年份
,

而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正是在 19 8 3至 19 8 5年进入初婚

频数的峰值年份
,

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新婚姻法实施后产生的影响
,

使人口出生率在 1 9 8 1
、

1 9 8 2年回升后迅速降至 1 9 8 0年的水平
。

2
.

1 9 8 6至 1 9 9 0年人口变动分析

如前所述
, 1 9 8 6至 19 90 年

,

我国人 口出生率每年都在 20 喻以上
,

人 口自然增长率在 14 输

以上
,

造成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要比上述 1 9 81
、 1 9 8 2年人口出生率回升复杂得多

。

首先
,

人 口的年龄结构越来越不利于人 口出生率的降低
。

正如我们在分析 19 8 0至 19 8 5年人 口变动时所指出的那样
,

1 9 6 0至 1 9 6 2年出生的人 口促使

98 3至 19 8 5年人 口出生率的下降
,

而 1 9 6 3年是我国出生人口最多
,

人 口出生率和 自然增长率

最高的一年
,

自1 9 6 3年以来至 1 9 7 3年
,

是我国人口增长的高峰期
,

这一时期出生的女性人 口

正是从 1 9 8 5年开始
,

陆续进入婚育期
,

这当然是影响 1 9 8 6年以来人口出生率回升的一个重要

因素
。

人 口年龄结构对生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育龄妇女尤其是生育旺期育龄妇女的数量发生

作用的
。

根据 1 9 5 3 、 1 9 6 4和 1 9 82 年人口普查资料和 1 9 8 7年 1 %人口抽徉调查资料计算
,

在这

4 个年份我国育龄妇女人数
,

分别为 1
.

33 亿
、

1
.

89 亿
、

2
.

48 亿和 2
.

89 亿
。

1 9 8 7年比 1 9 5 3年翻

了一番还多
。

可见
,

我国育岭妇女数量有大幅度均增加
,

而且育龄妇女为增长幅度大于人 口的增长幅

度
。

以 1 9 8了年 1 %抽样调查推算约总人口比 1 9 5 3年普查时人 口增加了 88
.

2 %
,

而同期育龄妇

女增加了 1 1 7
.

3 %
,

20 一 34 岁生育旺期妇女增加了 1 35
.

7%
。

生育旺期妇女数量和比重的增加

对于人 口出生率的回升
,

是个重要为影响因素
,

因为每年90 % 以上的出生人口是由20 一 34 岁

妇女生育的
。

(见表 3 )

从表 3 可 以看出
,

这一比率是相当稳定的
。

就人 口年龄结构对出生人数为影响来看
,

20

一 34 岁生育旺期妇女比重的增长是最主要的
。

此外
,

以 1 9 8 7年 1 %抽样调查资料与 1 9 8 2年普查资料相比
,

20 一 34 岁生育旺期妇女的比

表 3 2 0一 a4 岁妇女生育的子女占当年出生人数的比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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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据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表 3一 74 计算

。



重由n
.

8 5 %上升到 13
.

19叱
,

约 171
.

息万人
。

她们每人生育一个子女就会便出生人数增加1九
.

0

万人
,

按 1 9 8 7年情况计算
,

约占出生人数的 7
.

5 %和人 口出生率的 1
。

5个千分点
。

换句话说
,

1 9 8 6年以后人 口出生率回升的增加部份大约是 3个千分点
,

而至少一半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

的影响造成的
。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1 9 9 0)) 所提供的 1 9 8 9年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

20 一 34

岁生育旺期妇女占总人 口的比重又从 1 9 8 7年的 1 3
.

19 %上升到了 1 3
.

58 %
。

那么其对人 口出生

率的影响程度也就有所增加
。

其次
,

生育政策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

1 9 8 4年为了使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合情合理
、

群众拥护
、

干部好做工作的基 础 上
,

中

央采取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措施
。

内容包括
“
开小口

、

堵大 口
、

刹歪口
”
等有关数量方面的

规定
。

这样重大的政策调整没有事先给广大计划生育干部一个消化
、

理解
、

转弯子的时间
,

使得相当一大批基层计划生育于部
,

在完善政策下达后的一段时间里
,

思想跟不上形势
,

计

划生育工作有所放松
。

同时
“ 开小 口 ”

是具体的
,

各省市自治区都提出了若干条
“

杠杠
” ,

可

供实际掌握
,

使
“ 开小口

”
落到了实处 , 而对于

“
堵大口

” ,

相比之下比较笼统和抽象
,

除

了严禁计划外二胎和多胎生育的总要求之外
,

没有更具体的措施和更得力的工作 , 至于 “ 刹

歪 口 ”
亦是如此

,

开 “ 歪 口 ” 的情况时有发生
。

以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为例
,

在 1 9 8 0至 19 8 8年间
,

当年出生婴儿中
,

计划外部分

占全部的 40 一 50 %左右
,

就是将计划外一胎除去
,

仍占3 5一45 %左右
,

虽然有逐年下降的趋

势
,

但这是以计划内二胎及二胎以上占计划内生育比重不断提高为补充的
,

说穿了是将以前

属计划外生育部分按新精神划入计划 内生育而出现的假象
。

也就是说 1 9 8 4年以后各年开了
“

小

口 ” ,

而未堵上
“
大 口 ” ,

而计划内生育部分
,

既有二胎
,

也有三
、

四胎 , 甚至婴母年龄在

法定最低婚龄之下的 15 一 19 岁
,

也能收到计划内生育指标进行
“
合法

”
生育

,

这就更说明
,

1 9 8 4年以后连
“ 刹歪 口 ” 的目标也未达到

。

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 (见表 4 )

表 4 19 80 一 19 8 8年已婚生育妇女生育状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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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内二胎及以上婴儿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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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母 15 一 19 岁生育婴儿在计划
内生育婴儿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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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根据 《 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 (合计 ) 表 5一 106至表 5一 11 4计算

。

最后
,

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对于传统的计划生育工作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是在 70 年代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的
,

传统的工作方式建立在主要

靠行政手段加宣传教育的基础之上
。

这种工作机构和工作方式到了 80 年代已不能与新的经济

体制相适应
,

就是 70 年代末期搞起来的以经济手段制约人们生育行为的方法也难以奏效
。

在城市中总的来说还算好一些
。

由于城市人 口的生活方式
、

价值取 向以及近几年出现的

消费意识的趋前倾向和消费方式的攀比思想等等
,

使得年青一代一般不产生生育第二个孩子

的要求
。

但是
,

对于个别有超生倾向的人
,

一般的工作方法很难奏效
。

在强调法制的今天
,

1 3
.



达到结婚最低年龄硬要结婚者
,

计划生育工作者已无计可施 ; 对于有较丰厚的经济收入的人
,

靠经挤奖督的办法来限制超生
,

也已失灵
。

而且这些个别分子一旦产生超生的要求
,

他们往

往会针对我们的政策而采取对策
,

工作难度比以往大多了
。

但是
,

在城市中这种情况是个别

的
,

对于全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

在农村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初期
,

大多数地区没有考虑到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

冲击
,

因而思想准备不足
。

严重的地区还出现计划生育工作瘫痪
、

人 口增长自流的现象
。

就

总体讲
,

在农村
, 8 0年代改革开放 以来产生的主要问题是

:

在家庭生产职能增强的同时
,

农

民产生了通过增多生育来增加家庭劳动力数量的愿望 ; 在生产经营方式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的

新形式下
,

传统的工作方法失灵 , 在农民收入增加之后
,

经济手段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

就农民家庭的生产职能来看
,

因为农村经济改革是建立在以手工劳动为主要方式的基础

上的
,

故家庭劳动力的多少或强弱对家庭经济收入有决定性影响
。

农业生产是季节性很强的
,

在关键时期劳动力不足会影响家庭全年的收入
。

所以80 年代 以来
,

农民家庭生育男孩的愿望

较前强烈
,

除个别经济特别发达
、

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外
,

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号召已

不被农民所接受 、 而农民家庭收入增加之后
,

以往经济奖惩制约生育的方法
,

被一些人视为

承担罚款可以获得多育的合法性而受到歪曲理解
。

同时农民家庭在经济搞活
、

人口流动的新

形势下
,

超生的愿望往往可以变成现实
; 而农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又没有达到促使人们转

变生育观念的程度
,

生育子女的成本效益还是多育
“
利大于弊

” 。

综上所述
, 1 9 8 6年 以来人 口出生率的回升是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

只有经过

艰苦的努力
,

才能使可以控制的因素变得有利于出生率的下降
, 而像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

影响 , 也只能减至最低限度
,

而不可能消除
。

简单地要求人 口出生率下降至以往达到过的水

平是不现实的
。

三
、

反 思

,L̀-毋几口

反思之一
:

决策的科学化
、

民主化有待提高
。

任何政策在制订过程中
,

我们往往要提出个草案
,

广泛征求和集中各种意见进行修改
,

然后通过决议正式下达执行
,

这里面所反映的就是决策民主化 ; 而在决策过程中
,

进行反复

的科学论证
、

模拟测算
、

定量分析等等
,

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决策的科学化的间题
。

我们在近

十几年来
,

一直希望我们的决策能够是科学而民主的
。

但是
,

从 80 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工作的方方面面来看
,

还有许多不够科学不够民主的地方
,

这是我们难以达到决策 目标的主要原因
。

在 80 年代初
,

我们提出了本 世纪末总人口控制在 1 2亿左右的目标
,

与之相适应提出了提

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
一

号召
。

这本身也是一个决策
,

也有一个科学化
、

民主化的问题
。

回想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后
,

争议也较大
。

无论对于 12 亿人口的总 目标
,

还是独生子女政策
,

都有不 同的意见
,

然而
,

最后还是按主观预想的意图决定了
,

虽然也征求了一些专家的意见
,

也进行了测算
。

但是
,

经过 10 之后
,

今天回过头来看
,

这个决策还是不够科学和民主
。

因为

实践结果与我们的预想有较大的距离
。

如果联系到我们不止一次出现过的经济过热
,

追求速

度和忽视效益的毛病
,

似乎可以把确定 12 亿的人口 总目标看作是头脑过热的产物
。

因为我们

毕竟把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

人 口老化的后果以及人 口 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

考虑

得过于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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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婚姻法的实施来看也是如此
。

最低结婚年龄的确定也是有争议的
,

尤其是广大计划

生育系统的工作人员
,

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

最终这方面的意见还是未被采纳
。

其结果一

方面是我们上面分析的
,

造成 1 9 81
、

1 9 8 2年人 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回升
,

另一方面就是

造成实际结婚年龄的下降
。

根据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

我国人 口平均初婚年龄在

1 9 8 0年为 2 2
.

4 0岁
,

自1 9 8 1年以来基本上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 1 9 8 6年降至 2 0

.

6 5岁
, 1 9 5 8年

为 21
.

45 岁
,

比 1 9 8 。年下降了整整一岁
。

当然
,

这个问题的影响要比上一 个 问题 的 影 响 小

一些
,

但同样导致了不 良的后果
。

另外
,

对于人 口发展这样一个大 目标
,

实行怎样的计划体制更科学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

题
。

在物质生产领域
,

我们已广泛采用指导性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来进行指导
。

人口变动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

对于人 口发展的规划比起对于物质生产的规划
,

难度要大得多
。

如果我

们以指令性计划来规划
,

而执行中又不得不修改我们的规划 目标
,

指令性计划也就失去了指

令性
。

与其如此
,

还不如对于人口发展给出一个变动幅度
,

提出有一定弹性的规划 目标
。

反思之二
:

政策的稳定性
、

连续性有待完善
。

在我国社会经济各个领域
,

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
,

即 “
政策多变

” 。

这种观念是积

数十年之经验而得出来的
。

即使政策已相当稳定
,

群众仍存有这种疑虑
,

而某一方面政策的

些微变化更会加深人们的这种疑虑
。

在计划生育
、

人 口控制领域
,

80 年代以来基本政策是相当稳定的
, “ 晚婚

、

晚育
、

少生
、

优生 ” 的基本口号没有什么变化
。

但是
,

距离人们对于
“ 稳定 ” 的理解和要求

,

还是有差距

的
。

例如
,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子女的 口号
,

一时间提得不那么响亮了
,

现在又恢复了一

些 ; 又如
,

对于
“
晚婚

、

晚育
、

少生
、

优生
” 的理解和掌握

,

也是有一定变化的
;
尤其前述

的 1 9 8 4年为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所采取的措施
,

客观上也被视为政策不稳定的表现
。

这一变动

对实际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
,

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

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

当然
,

不是说

这种调整没有必要
,

相反
,

使计划生育工作做到合情合理
、

群众拥护
、

干部好做工作符合我

们一贯的工作作风
,

也是实现人 口控制 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
、

如果我们充分听取了方方面面

的意见
,

充分考虑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
,

决策既科学又民主的话
, 1 9 8 4年的完善措施

本该在 80 年代初就采取的
,

即使到 1 9 8 4年才开始调整和完善
,

也可以进行得更稳妥一些
。

总之
,

无论是就我们工作的实际
,

还是就群众的愿望
,

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是必要

的
,

而我们又不能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

其结果是
,

基层干部工作起来缩手缩脚
,

某些有多

育要求的人
,

听到一点风声便会抢生
、

超生
。

一旦我们的政策变来变去
,

具体要 求 时 松 时

紧
,

那就极大地伤害了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积极性
,

我们控制人 口的 目标也就会落空
。

所 以说
,

政策的稳定性
、

连续性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

而且可以说 80 年代的 10 年当中曾

出现过企图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和放松自流的两种危险性
。

不能说不存在间题
。

反思之三
:

全民族的人口意识有待加强
。

提高人们的人 口意识
、

加强人们的人口意识己经喊了几年了
。

但是
,

我们还需要继续呼

吁
。

因为
,

10 年来有的问题就出在人们缺乏人 口意识上
,

尤其是非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人员
,

而且
,

目前看来仍然不能说问题 己经得到了解决
。

记得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
,

有关工作部门并没有考虑到它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

的影响
,

而在实际工作中出了bIJ 题之后
,

才去采取补救措施
。

在
“ 包农产品的产量

、

品种
、

衣业悦
” 的同时

,

又增加了
“
包完成计划生育指标

” 的内容
,

这正是人 口意识淡薄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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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亡羊补牢

,

犹未为晚
” 。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

在我们决定
“
允许务工

、

经商
、

办服务业的农民到城镇落户
” 时

,

事先也没有考虑如何确保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
。

可以说在

非计划生育部门
,

当其开展工作
、

掌握政策时
,

头脑中缺乏人口 因素这个概念
,

既不知人 口

因素对其工作的影响
,

也没考虑过其本职工作的改革和调整会对人 口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

其实
,

早在 1 9 8 1年国务院就在有关文件中明确要求许多部门要与计划生育部门通力合作
。

文件中提到国家计委
、

国家科委
、

国家农委
、

国家民委
、

卫生部
、

化工部和医药总局
、

文化

部
、

教育部
、

民政部
、

财政部
、

公安部
、

劳动部等等国家机关以及群众组织
,

都要从各自的

工作出发
,

各尽其能
,

支持和配合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而这一要求没得到很好的落实
。

至于广大群众中
,

遇事想问题能考虑到
“
人 口 ”

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人是不多的
。

许多

基层计划生育干部在给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时
,

其中心内容也正是让其树立人 口意识
、

加强

人 口观念
,

懂得控制人 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
,

使其将自身的生育行为与国家的命运

和前途联系起来
。

总之是在人 口意识上下功夫
。

现在只能说我们下的功夫还不够
,

以至一些

人仍然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家一户的私事
。

所以
,

还要加强人 口意识
。

反思之四
: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有待改进
。

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在农村
,

这已是老生常谈了
。

根据 10 年来的情况看
,

这个问题要继

续谈
。

因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仍有待于改进
。

就人 口出生率的变动看
,

10 年来市人口 出生率回升 1
.

8个千分点
,

而县人 口 亦即农村人

口出生率回升 3
.

4个千分点
。

说明 10 年中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
,

农村高于城市
。

而农村人

口又占总人口 的 3 / 4 ,

是个大头
。

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看
,

大凡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地方
,

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就大
,

出现的问题就多
。

而在集体经济比较发达
,

基本上实行专业承包的地方
,

计划生育工作受到

的冲击就小
,

工作和成绩一如既往
。

天津市郊区的大秋庄的情况如此
,

北京市郊区如通县张

家湾乡张辛庄村的情况也是如此
。

面对于广大农村来讲
,

家庭承包是主要形式
,

大城市郊区

集体经济力量极其雄厚的少数地区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

而在广大实行家庭承包的地区
,

计

划生育工作在制度上
、

在方法上
,

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推广
。

50 年代我们有一句 口号是
: “ 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 。

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
,

不教

育是不会 白发产生控制人口增长的需要的
。

根据国外许多国家人 口变动的实际情况看
,

在人

均 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一千美元时
,

随着经济的增长
,

不是出生率的下降而是出生率的
_

L升
。

我 国农村 7 0年代以来所 以取得人 口控制的巨大成绩
,

也不是自发产生的
,

而是伴随着大量的

艰苦的工作
,

实际上仍然是个教育问题
。

这个教育间题有两层含义
:

一是向他们进行宣传教

育
,

向他们灌输控制人 口必要性的思想 ; 另一方面则是让他们接受文化教育
。

国内外大量的

事例都说明人 口增长与文化教育是呈负相关的
。

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

就长远看也是加

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所不可缺少的
。

总之
,

在我们广大农村
,

要使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新的成就
,

只能在制度上
、

经济上
、

方

法上
、

干部力量上等多方面下功夫
,

使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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