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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

期间我国人 口控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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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通过 1 9 9 0年人 口普查的最新数据和有关数据
,

阐述了计划生育工作在
“
七五

”

期间取得的新成绩
:
年平均总和生育率邮

.

5降至 2
.

4 。

同时指出了人 口形势

仍然严峻
, “
八 五

”

期间正值我国第三个生育高峰的峰顶
,

必须充分利用 这 次普查数

据
,

开展国情教育
,

提高人均观念和人 口素质观点
,

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工作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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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1 9 3 0年生

。

国家统计局人 口司司级调研员
、

高级统计师
,

曾先后参加我国1 9 5 3
、

1 9 6 4
、

1 9 8 2和 1 9 9 0年四次人 口普查工作
,

担负组 织领导和实

际工作
。

中国人 口学会理事
,

中国社会学会 前任理事
。

经国务院批准
, 1 9 9 0年第 4 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手工汇总数据己经发表

,

更详细的数据
,

正由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
。

现就这次人 口普查提供的主要数据
,

结合历年人 日变动抽样调查

和国家计生委 1 9 8 8年进行的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等数据
,

对
“ 七五 ”

期间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取

得的成绩
、

间题和原因
,

初步分析如下
。

一
、

成绩
:
年平均总和生育率由 2

.

5降至 2
.

4

“ 七五 ”
期间

,

正值我国 60 年代第二个生育高峰期出现的人口进入婚育期
。

由于各级党

政领导的重视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努力
,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

“ 七五 ”
期间的前 4 年 ( 1 9 8 6至 1 9 8 9年 )

,

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 2
.

4 ,

与
“ 六 五 ” 期间

的年平均总和生育率 2
.

5相比
,

生育率水平下降了4%
。

如果与 70 年代年平均总和生育率 4
.

01

相比
,

生育率水平下降了40 %
。

“ 七五 ”
期间与

“ 六五 ”
相比

,

生育的一孩比例上升
,

多孩比例下降
。

出生婴儿中
,

一

孩比例 1 98 6至 1 98 9年间年平均为 5 2
。

9%
,

比
“
六五 ”

期间的 5 0
.

9%上升了 2 个百分点
; 多孩比

例 1 9 8 6年至 1 9 8 9年间年平均为 1 5
.

8%
,

比
“
六五

”
期间的 2 1

.

3%下降了 5
.

5个百分点
。

与 1 9 7 7年

相 比
, “ 七五 ”

期间的一孩比例比 1 9 7 7年的 30
.

86 %
_

L升了近 3 / 4
_

,

多孩比例 比 1 9 7 7 年 的

4 4
.

5 5%下降了近 2 / 3
。

“
一

七五 ” 期间的避孕率上升
。

据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 19 8 8年全国 2

.

06 亿已婚育龄妇

女中
,

采用各种避孕节育措施的共有 1
.

47 亿人 (包括他们的丈夫
,

下同 )
,

节育率为 71 %
,

比 1 9 8 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节育率 69 %上升了 2 个百分点
。

两个年度避孕方法

表 1 1 9 8 8和1 9 8 2年避孕人数及构成

年 份
避孕人数

(亿 )

避孕方法构成 (% )

输卵管结扎 }输精管结扎 }宫内节育器 } 避 孕 药

19 8 8

19 8 2

1
.

47 1 3 8
.

24

1
.

2 0 25
.

3 9

1 0
.

99

1 0
.

0 0

4 1
.

4 8

5 0
.

16

5
.

3 3

8
.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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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中避孕把握程度高的输卵管结扎的比例上升了 12
.

85 个百分点
。

(见表 1 )
“ 七五 ” 期间的计划生育率提高

。

据生育节育抽洋调查资料
,

全国计划生育率由 19 8 0年的

51
。

12 %逐年提高到 1 9 8 8年 上半年的 58
.

18 %
。

城市由 83
.

76 %提高到 9 4
.

0 2%
,

集镇由 5 1
.

9 1%

提高到 57
。

14 %
,

农村由4 5
.

7 5%提高到 5 2
.

2 7%
。

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有所提高
。

据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 1 9 8 7年妇女平均初婚年 龄 为

2 2
.

1 6 岁
。

8 0年代
一

与7 0年代相比
, 1 9 8 0一 1 9 8 7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 2 2

.

3 6 岁
,

比 70年代的

2 1
.

8 3岁上升 了 0
.

5 3岁
。

二
、

问题
: “
七五 ”

期间净增人口 8 8 0 0余万
,

超过计划增加人数约 2 0 0 0万

第四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表明
,

截 I L 1 9 9 0年 7 月 1 日
,

我国大陆 30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

市的居民及现役军人的总数为 1 1 3 3 6 8万人
。

如果加上 1 9 9 0年下半年的自然增加人数
, 1 9 9 0年

末的总人口约为 n
.

4亿多人
,

超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
t’l 9 90 年末

,

全国人 口总数控制在 1 1 1 3 0 0万人以内
” 的控制数约 3 0 0 0万人

。

“ 七五 ”
期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由 1 9 8 5年末的 1 0 5 4 6 7万人

, ①增加为 1 9 9 0年末的 1 1
.

4亿多

人
, 5年间共增加 8 8 0 0多万人

,

约增长 8 %多
,

平均每年约增加 1 7 6 0多万人
,

年平均增长率为

1 6
.

20 编
。

与
“ 七五 ”

人 口计划相比
,

超过原计划增加 6 8 0 0 万人的 2 0 0 0多万人
,

超 过了近

30 %
。 “ 七五 ”

计划要求人 口 自然增 长率平均每年控制在 1 2
.

4%。
左右

,

从预计完成情况看
,

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16
.

20 编
,

约超过 3
.

8个千分点
。

表 2 产七五 ” 人口计划与完成情况对照表

单 位 } 计 划 数 预计完成数 预计完成数超过计划数

五年增加人数

平均每年增加人数

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

期末人口控制数

680 0

13 60

12
.

4 0

1 1
。

13

8800多

17 60多

约 16
.

2 0

1 1
.

4多

2000多

4 0 0多

约3
。

8

约 0
.

3

万乐万亿

注
:
由于

“

七五
”

计划开始的人口基数有漏报
,

故期末突破控制的人数多于超过计划人数加O余万人
。

“ 七五 ”
期间平均每年增加人数比

“
六五

”
多 40 0余万人

。

按照上述数据
, “
六五

”
计划

期间
,

我国人 口由 1 9 5 0年末的 9 5 7 0 5万人
,

增加为 1 9 8 5年末的 1 0 5 4 6 7万人
, 5年间共增加 6 7 6 2万

人
,

增长了 6
。

85 %
。

平均每年增加 1 3 5 2万人
,

年平均增长率为 13
.

34 编
。 “ 七 五 ”

期 间与
“ 六

五 ”
相比

, “ 七五 ” 预计增加人数为 8 8 0 0多万人
,

比 “
六五

”
期间增加的 6 7 6 2万人

,

多增加约

2 0 0 0多万人
。 “
七五 ”

期间平均每年增加人数为 1 7 6 0万人
,

比 “ 六五 ”
期间多了 40 0多万人

。

年

平均增长率由
“
六五

”
期间的 1 3

.

3 4编上升为约 16
.

20 编
,

上升近 3 个千分点
。

(见表 3 )

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吃饭问题
。

我国粮食总产量虽居世界前列
,

但人均粮

食产量却很低
,

而且增长速度缓慢
。
1 9 8 9年我国粮食产量达 4 0 7 5 5万吨

,

比 19 8 5年增加了 2 8 4 4万

吨
,

增长 7
.

5%
。

而人均粮食产量由 1 9 8 5年的 3 59 公斤上升为 36 2公斤
,

仅上升了 3 公斤
,

增长

①
`

七五
,

开始的人口基数漏报约 935万人
。

据了解
,

制定
“

七五
,

计划时
, “

七五
”

基期年一 198 5年末的总人口
,

系采用公安机关户籍统计的数据为 104532 万人
。

第四次全国人口 普查期间通过户口整顿和普查登记发现自19 82 年

人口 普查以来至 1 989年末的户籍统计的总人口数遗漏约 2千万人
,

平均每年遗漏约 267 万人
。

按此测算
, `

七

五
,

初期 198 5年末我国大陆的总人口应为10 54 67 万人
,

原报总人口遗漏约93 5万人
。

国家统计局按照198 7年进行的
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

对 1985 年末的总人口数曾由 104532 万人调整为 1 05044 万人
,

增加了 512 万
,

经过

这次普查数据验证暂调整为1054 67 万人
,

待机器汇总更详细的数据取得后
,

再进一步测定
。



表3
“ 七五 ” 期间人口增长与

“ 六五 ” 期间比较表

一
一

. 曰.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口曰. 州. . . . . . . . . .
~

, . , 州 . 沪 . . 州护, . . .

单 位
`

七五
,

期间预计
`

六五
,

期间
, “

七五
”

比
`

六五
”

增加

5年增加人数

平均每年增加人数

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

8800多

1 76 0多

约 16
.

2 0

6 762

13 52

13
.

34

2 000多

4 0 0多

2
.

8多

l

划
eses

一

|万万为

0
.

8%
。

按此计算
, “ 七五 ” 期间新增加粮食产量的 90 %被增加人口所抵销

。

尤其需女指出的

是
,

由于 “ 七五 ”
期间人口增长超标了 2 0 0 0余万人

,

超过计划指标近 30 %
,

使人均粮食产址

减少
`

了 5 公斤多
,

加剧了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的矛盾
。

同其他国家相比
, 1 9 8 9年我国的人均粮

食产量仅相当于加拿大 ( 1 7 0 4公斤 )的2 1%
,

美国 ( 1 6 2 8公斤 )的 2 2%
,

苏联 ( 6 9 4公斤 ) 的 5 2%
。

由于人 口数量增大
,

自然资源不足
,

人均耕地不断减少
。

1 9 8 9年我国耕地面积为 1 4 3 4 8 4

万亩
,

比 1 9 8 5年减少 1 7 8 2万亩
,

减少了 1
。

2%
。

1 9 8 9年人均耕地面积 由1 9 8 5年的 1
.

38 亩
,

减少

到 1
.

27 亩
,

减少 了 8 %
。

(见表 4 )

表 4 1 9 8 9年粮食产且和耕地面积与 19 8 5年比较表

1989年

1 985年

1989年比 198 5年

增或减

应
产

彝必
’

人均

淤聋利
一 ”

耕

赫高 …
一

丈离落赢福;
-

{
40了5 5

…
3 6 2

1
“ 3484 ! `

·

2 `

{
” 7 9 ` 1

{
” 5 9

{
’ 4 5 2 6 6 { `

·

3 8

} 2844 }
”

}
一 , 78 2

`
一 o

·

, `

! 7
·

5% 』 0
·

8肠 } 一 1
·

2肠 { 一 8
·

0坏

人口增 长过快带来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受到制约
, 1 9 8 9年我国国

民收入达 1 3 1 2 5亿元
,

按可比价格计算
,

比 1 9 8 5年增加了 3 5 1 0亿元
,

增长了 3 6
.

5%
,

而 人均

国民收入邮 98 5年的 9 12 元增加到 1 9 8 9年的 1 1 6 5元
,

仅增 2 7
.

7%
,

二者相差 8
.

8个百分点
,

这就

反应新增国民收入中的2 4
.

1%被新增人口所抵销
。

1 9 8 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 1 5 7 8 9 亿元
,

比 1 9 8 5年增加了4 3 5 6亿元
,

增长了3 8
.

1%
,

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 9 8 5年的 1 0 5 4元增加到 19 8 9

年的 1 4 0 1元
,

仅增长了 2 9
.

2%
,

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低 8
.

9个百分点
,

新增国民生产总

值中的 2 3
.

4%被新增人 口所抵销
。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

我国 “ 七五 ”
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快的

,

但由于

人 口增长过快
,

以致近 1 / 4 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被新增人口所抵销
,

这是值 得 高度

重视的
。

(见表 5 )

裹石 1 , 8 ,年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与 1 9 8 5年比较表

年 度

}
单位

{
国民收入

人均国民收入 { 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 89年
1 98 5年

198 9年比

1 985年增加

亿元

亿元

亿元

写

13 125

96 15

35 1 0

3 6
.

5

1165元

912元

253元

2 7
.

7

157 8 9

114 3 3

43 5 6

3 8
.

14 0 1

108 4

3 1 7

2 9

“ 七五 ”

·
1 8

。

原因

计划的人口控制数字被突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有对人口形势认识的问题
,

也



有工作中的间题
。

1
.

对人 口形势认识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
。 “
六五

”

人 口计划完成得比较顺利
, “ 七五 ”

人

口计划被突破 了
,

从人口形势看
,

两个时期是截然不相 同的
。 “
六五

”

期间是我国 50 年代末60 年

代初生育低谷期出生 的人口进入结婚生育年龄
,

而
“
七五

”

期间正值我国第二个生育高峰期出

生的人口进入婚育期
。

20 一29 岁生育旺盛年龄段的妇女
, “ 六五 ”

期间每年平均为 8 7 5 9万人
,

“ 七五 ”
期间增加至 1 0 5 0 0万人

,

增加了近 20 %
。

同时
,

农村经济体质改革后
,

家庭 恢 复和

增强了生产功能
,

农民的生育愿望
,

尤其是生男孩的愿望增强了
。

对新的人口生育高峰和工

作难度估计不足
,

对我国现 阶段控制人口的能力估计过高
,

是造成
“
七五

”
人 口计划被突破

的一个重要原因
。

2
。

对计划外生育和早婚早育工作控制不够有力
。

上述数据表明
,

1 9 8 6至 1 9 8 9年间我国

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 2
.

4
。

我国妇女实际的生育状况是
,

除城市大多数妇女做到 只 生 1

个以外
,

农村绝大多数妇女都生了 2个孩子
,

一部分妇女还生了 3 个或更多的孩子
。

生育节

育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 “

七五
”
期间的计划生育率虽然有所提高

,

但 80 年代以来全国平均的

计划生育率只有 50 %至 60 %
,

另有一小半的育龄妇女没有实行计划生育
。

据 1 9 8 9年人 口变动

抽样调查数据
,

20 岁 以下妇女所生的婴儿数占7
.

31 %
,

达到 16 4万人
,

多胎 生 育的婴儿数达

到 3 4 8万
,

两者共计出生 5 12 万人
。

由于早婚阜育和多胎生育
,

致使人口出生率增加了近 5个

千分点
。

3
.

省际间计划生育工作发展不平衡
。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
, 1 9 8 9年 7月 1 日至 1 9 9 0年 6

月 3 0日的人 口 自然增长率低于 10 编的只有上海
、

北京
、

浙江
、

天津
、

辽宁五个省
、

市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高于 17 编的有 10 个省
,

自治区
,

尤其是人 口超过 5 千万的 4 个省
,

人 口出生率高

达 24 编以上
,

其中
,

安徽人口 出生率为 2 5
。

0 4编
,

河南为 24
.

03 输
,

湖 北为 24
。

32 编
,

湖南为

为 2 4
。

0 3编
。

这 4个省的总人口合计为 2
.

56 亿人
,

占全国人 口的 2 2
.

7%
, 4 个省的人口出 生率

水平对全国影响很大
。

从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的 1 9 8 7年分省总和生育率数据看
,

省际之间

生育率水平的差距也很明显
。

30 个省
、

市
、

自治区中
,

总和生育率低于 2
。

1更替水平的有北京
、

天津
、 _

上海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江苏
、

浙江等 8 个省
、

市 ; 总和生育率高于 3 的有河南

( 3
.

0 6 )
、

海南 ( 3
.

0 7 )
、

宁夏 ( 3
.

1 2
、

)
、

云南 ( 3
.

2 0 )
、

广西 ( 3
.

5 9 )
、

贵州 ( 3
.

6 9 )
、

新疆 ( 3
.

7 5 )和西藏 ( 4
。

2 6) 等 8 个省
、

自治区 ; 其余 14 个省
、

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在 2
.

1至 3

之间
。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

80 年代与70 年代相比
,

平均每个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由4
.

0 1个下降到 2
.

42 个
,

自70 年代初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的近 20 年间
,

我国共少生了

2 亿人口
。

但是
,

当前面临的人 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

从普查数据反映
,

我国人口基数进一步

增大
,

人 口生育高峰还将持续
。

ttj \五 ”
期间正处于我国第三个生育高峰的峰顶

。

育龄妇女

每年平均为 3
。

22 亿人
,

比 “ 七五
”
期间的 2

。

蛇亿人将增长公
.

1% , 处于生育旺盛期 的 妇女每

年平均迭 1
。

22 亿人
,

比
“
七五

”

期间的 1
.

05 亿人增长 1 6
.

2%
。

面对当前严峻的人 口形势
,

我们

必须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

尤其是严格控制计划外生育和早婚早育
,

加强对薄弱地区的工

作指导和推动
,

严格执行
“
八五

”
期间的人口计划

。

充分利用这次人 口普查的数据
,

开展国

情教育
,

增强人 口意识
,

提高人均观念和提高人 口素质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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