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人 口发展特点和对策

陈国泉 李师兰

人 口 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

显然
,

一个国家或

地 区的人 口特点 (即人 口现状中最明显
、

最突出的方面 )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

那么
,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

人 口状况的特点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

尤其是我国体制改革和实施

开放改革十年来
,

人 口发展中出现了新情况
,

提出了新问题
。

例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产

业结构变化带来了农业人 口的结构性转移
、

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和流动人 口骤增
。

因人 口出

生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

必然出现人 口 内部的年龄结构变化
,

尤其是人 口老龄化趋向

加快
。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

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对全体人 口特别是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

的要求
。

因此
,

浙江省的人口特点已不能再用
“
人 口基数大

,

增长快
,

年龄构成轻
”
来概括

了
。

因为它只是反映了一段历史时期中我省人 口规模和人 口增长等数量方面的自 然 变 化 特

点
,

而没有把正在变化着的
、

重要的全局性特征和新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发展引起人 口

— 经

济结构的转移及人 口本身年龄结构的变化包含在内
。

所以
,

需要对人 口发展的新特征有一个

更全面
,

更深入
、

更准确的认识
。

它是我们制定和实施人 口规划
,

人 口政策的基础
,

是我们

实行经济政策和各项政策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
。

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声称
,

亚洲的经

济发展实质上是一个如何解决好人口的间题 (包括人 口数量
、

素质
、

结构和转移间题 )
。

下面针对浙江省人口的新特点和展望进行一些探讨
。

一
、

人口基数大
、

人口密度高

1 9 8 7年末浙江省总人 口为 4 1 2 1
.

2万人
,

与 1 949 年 2 0 8 3
.

1万人相比增长 1
.

98 倍
。

由于当前

的特定的人口年龄构成
,

育龄妇女 ( 15 ~ 49 岁 )的人数有增无减且人 口死亡率在下降
,

所 以在未

来 30 年内总人口 仍然在继续增长
。

根据人 口现状
、

发展趋势
、

人口政策
、

经济
、

社会因素
,

通过人 口发展模型估计
, 2 0 2 5年左右浙江人口 总数将达到最高峰—

5 0 0 0万左右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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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浙江省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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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略有下降
,

在正确的人 口政策引导下逐步过渡到稳定和实现零自然增长率的人口状态
。

目前浙江省人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0 5凡 在大陆 30 个省市 自治区中仅次于江 苏 省
、

山

东省
、

河南省居第四位
,

是我国人 口密度的 3
.

68 倍
,

为世界人 口密度的 n 倍
。

该省 1 9 8 5年人

均耕地 0
.

68 亩 /人
,

不足全国人均耕地的一半 (见表 2 )
,

是世界人均耕地的十分之一
。

浙江省人 口基数大
,

人 口密度高
,

自然资源缺
,

人均耕地少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将牵制和

妨碍我省经济的发展
。

原因是
:

人 口基数大使人均各项指标就
·

明显偏低 ; 经济发展与众多的

人口不相适应
,

不利于人 口与经济的良性运转和人民生活迅速改善 ; 浙江省在地域和 自然资

源上均属小省
,

因此与众多人口 的畸形结合必然加大了对生态和环境状况的压力 ; 人 口基数

大同时意味着从出生人 口到老年人口
,

具有各种各样需要的人群数量多
,

给 社 会 保 障
、

教

育
、

就业
、

交通
、

住房
、

能源等等带来巨大压力且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 ; 人 1L 基 数

大
,

即使人口 增长速度缓慢
,

但硕大的人群雪球体积仍然在惊人地膨胀
。

因此
,

我们在作任

何一项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和决策时都要面对上述现实
,

才能实现人口
、

经济
、

社会
、

牛态

的 良性循环
。

二
、

人 口类型转变快

纵观浙江省的人口发展史
,

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演变
。

即从解放前高出生
、

高死

亡
、

低 自然增长的再生产类型转变为 70 年代以前的高出生
、

较低的死亡
、

高 自然增 长的半稳

定人口状态
。

70 年代尤其是粉碎
“ 四 人帮

” 以来
,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力提倡计划生育

政策
,

浙江省生育率急剧下降
,

人 口增长逐渐被低出生
、

低死亡
、

低 自然增长模式所替代
。

完成第二个转变
,

世界上发达国家则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
,

而在我国的特殊历史
、

环境条件

下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

下面表 3 列出了人 口 出生
、

死亡和自然增长的情况
。

表 3 人口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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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了控制人口数量
、

提高人口素

质的国策
,

促使浙江省在未来三十余年内人

口经济构成相对比较理想
,

少年 抚 养指 数

将从 1 9 8 2 年 的 4 5
.

1 2写 下 降 到 2 0 0 0年 的

2 6
.

1 8%
,

表明我们将甩掉以往 30 多年来人口

增长过多而造成社会对少年儿童负担过重的

表 4 育龄妇女生育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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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老年赡养指数相对稳定控制在 20 % 以内
,

而劳动年龄人数 占总人 日的比例将从 1 9 82

年的 5 8
。

1 0%上升到 2 0 0。年的 6 5
.

26 %
。

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
。

这是一个从属年龄人口 比降得

较低的人 口

—
一

经济构成的
“
黄金时代

” ,

是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
,

一定要合理 安 排劳 动

力
,

提高在业人员的劳动效率
,

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

迅速发展浙江省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
,

千万不可坐失良机
。

从表 5 可知
, 2 0 2 0年以后

,

由于老年人 口迅速膨胀
,

老 丰抚养系数急剧

一 6 2



上升
,

我们将面临更重的社会负担和众多的经济间题
,

若坐失良机
,

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表 5 浙江省未来各类抚养系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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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 1 4岁为少儿人口 ; 65 岁及以上为老年人 口

。

三
、

人 口迅速老化的趋势

人 口老龄化
,

是人口 出生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必然结果
。

据 1 9 8 7年 7 月 1 日 1 %

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

浙江省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2 78
.

6 万人
,

占该省总人 口的比重

为 6
.

80 %
,

比 1 9 8 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 1
.

04 %
,

列上海
、

江苏之后居全国第三
。

从表 6可

以看到
,

浙江省人口 已摆脱了年轻型的年龄结构类型
,

人 口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

与世界上

其它国家比较起来
,

浙江省人 口老化有其明显的特点
。

①人 口老化起步晚
,

来势猛
,

进程快
。

②老年人 口绝对量大
,

老化程度高
。

③地区
、

城乡之间不平衡
。

例如据 1 9 8 7年 1 %人 口抽样

调查
,

杭州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 口的 8
.

5%
,

已属老年型人口城市
,

而浙西南山区

的常山
、

庆元两县老年人口 比例仅占4
。

74 %
,

人 口年龄还属年轻型
。

浙江省人 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 1 ) 年轻型人 口向成年型人 口转化 ( 70 年代初至 1 9 8 2年 )
,

老年人 口比重逐渐上升到

5 % 以上
。

( 2 ) 成年型人口向老年型人口转化 ( 1 9 8 2一 2。。0年 )
,

老年人口 比重从 5
.

76 %

上升到 .9 4%
。

( 3 ) 向成熟的老年型转化 ( 2 。。。一 2 0 2 5年 )
,

这期间人 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

老年人 口比重从 1 / 1 0上升到 1 / 5
,

增加了一倍
。

抚养系数在 2 0 1。年左右最低
,

之后便回升
、

急

剧上升
。

( 4 ) 向超老年型转化 ( 2 0 2 5年以后 )
,

这期间老年人 口比重上升到 25 %
,

30 %
,

抚养系数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

表 6 浙江省未来人 口老龄化状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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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必将对经济
、

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

随着老年人 口比重的不断增加
、

政府
、

社会及家庭抚养的重心将由少年儿童逐步转向老年人 口 , 老年人 口增加
,

劳动力 也 相 对 老

化
,

将引起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 ; 随着老年队伍的不断扩大
,

在医疗保健
、

文化娱乐
、

衣



食住行等方面都将提出新的要求 ;随着老年人的不断增加
,

对老年人的作用
、

人际关系
、

家

庭关系
、

社会道德风尚
、

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方面
,

也将引起较大变化… … 。

所有这些都将牵

涉到社会众多方面— 就业制度
、

劳动制度
、

工资制度
、

医疗制度
、

教育制度
、

社会福利
、

保险制度
、

退休制度等的改善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 “ 要注意人 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向

,

及时采取正确的对策
” 。

这是

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间题
,

是我们解决老龄化间题的正确途径
。

首先
,

我们必须认清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
,

是社会经济

发展过程中形成生育率下降和平均寿命提高的必然规律
。

同时也不必为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速

度和程度表示极大的优虑甚至产生恐慌心理
。

因为人 口老龄化不会无限发展
,

现代静止人口

模式 (即零度增长人 口 ) 是人口老龄化的极限
。

经济
、

社会发展的结果
,

必然由人口的更替

再生产取代人口扩大再生产或缩小再生产
。

这种人 口更替再生产要求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2
。

2胎的更替水平上
,

使少儿比和老年比达到 1 9
.

5%和 18
。

5%左右的比例
。

根据以上分析
,

浙

江省将在 2 0 50年以后可实现现代静止人 口模式
。

第二
,

要确信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是可以通过改变生育率
、

控制老少比的变化来科学调节
。

由于过去的人 口政策造成一代人的超生 ( 50
、

60 年代 )
,

我们在 2 0 0 0年以前必须采取控制人

口数量
、

缩小人 口再生产模式
,

为第二阶段接近更替再生产模式和第三阶段实行人 口更替再

生产模式奠定基础
。

因此
,

我们要根据人 口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正确调整生育政策
。

第三
,

要使老龄化的过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愿望
,

而绝不

是对立起来
。

人 口老龄化本身是一个动态指标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
,

许多经济
、

社会问题将逐步解决 , 社会的承受能力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 , 老年人 口的素

质 (包括文化
、

身体
、

思想素质 ) 也在不断提高
,

将更多地参与社会发展事业 , 同时
,

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
,

老年人的标准也在动态地改变
。

因此
,

从现在起只要我们把老年人的事业列入社会发展计划
,

切实注意人 口迅速老龄化

的趋向
,

及时采取正确的对策
,

及早提出相应措施
,

对于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前景
,

我们有

充分理由持乐观态度
。

四
、

人 口转移
、

迁移和流动

根据历年人 口统计资料
,

解放以来浙江省每年农业人 口所占的比重均在 80 %以上
,
1 9 4 9年

至 1 9 8 4年平均农业人 口的比重为 85
.

90 %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改革开放政策促进 了 经济

发展
,

19 8 5年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下降至 81
.

84 %
。
目前乡镇工业产值已占浙江全 省 工业总产

值的 3 3
.

8 5%
。

因此
,

浙省农业人口 非农化的潜力很大
。

从农业人 口占多数手工 劳 动为基础

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
,

亦是解决我省经济起飞的

关键和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任务
。

建国以来我省城市人口的比重由于政策变动
、

经济发展的曲折
、

行政区划的改变和人 口

迁移等原因经历了缓慢
、

曲折的过程
,

从 80 年代开始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较快
。

表 7 反映了

各时期市镇人 口比重变化的情况
。

目前我国发展城市的基本方针是
: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

积极发展

小城市
。

因此
,

有步骤有计划地提高市镇人口比重
,

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凝聚力
,

扩大中心

城市的辐射功能对全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

与此同时促进浙江省城镇布 局 lbJ 合

J 64
`



衰 1浙江省市镇人口 比皿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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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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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47
1 6

.

2 8 1 3
。

7 8 2 8
.

0 2

理完善方向发展
,

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
、

小城镇为纽带
、

广大农村集镇为细胞的完善

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

声
、
口迁移是指 “

人们为了定居的 目的越过一定地界的移动
。 ”

根据我国社会习惯和户口

管理条例的规定
,

一般把居民迁出原居住的城
、

镇
、

乡
、

村
,

迁天其它城
、

镇
、

乡
、

村
,

并

且随迁户 口 ,

称为人 口迁移
。

我省从 1 9 5 6年以来开始了按上述定义进行的人口 迁移统计
。

下

面按不同时期进行 了迁入
、

迁出
,

净迁移的比较
。

表 8 浙江省迁入率
、

迁出率
、

净迁移率比较

迁迁入率肠肠

迁迁出率肠肠

19

一
年

…
1 9舀1

一
年

…
工9 7工

一
年

1 9 8 1~ 198 7年

111 2
.

9 000

从表 8 可知 50 年代由于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

人 口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进

行迁移
,

是全省人 口迁移量最高的时期
。

另外由于沿海城市支援全国建设
,

所以迁出略大于

迁入
。

到 60 年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
,

经济调整以及
“
文化大革命

”
前 4 年时期

,

经济速度大

为减慢
,

人 口迁移大幅度下降
,

且迁入与迁出持平
。

70 年代由于十年动乱破坏了社会的正常

秩序
,

许多生产部门陷于瘫痪
,

人 口迁移达到低谷阶段
。

80 年代由于拨乱反正
,

政治上的稳

定使经济走上正常轨道
,

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

沿海工业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

乡镇企

业的蓬勃兴起
,

农业人 口向非农业人 口的转移
,

使得人 口迁移量增大
,

且迁入大于迁出
。 1 9 8 7

年 10 %人 口抽样调查表明
,
1 9 8 2一 1 9 8了年五年时间中

,

外省迁入我省 2 8
.

6 9万人
,

平均每年约

g
。

74 万人
。

我省迁往外省 2 2
.

3 8万人
,

平均每年约 4
.

45 万人
。

年平均迁入大于迁出 1
.

26 万人
。

从抽样调查分析外省迁入我省的人口有六个特点
: ①一半来 自华东 ( 5 2

.

2 1% )
,

尤以江西
、

安

徽
、

江苏
、

上海为最多
。

②从外省市迁入我省市这种模式最 多
,

占 2 3
.

2 1%
。

③中 青 年 占

大多数
,

合计占72
.

61 %
,

迁入年龄中位数为 2 5
.

4 4岁
,

比全省总人 口年龄中位数 2 7
.

8 4 岁低

2 一 4 岁
。

④一半多人 口是因为工作调动和婚姻关系迁入
。

工作调动来浙省的 占 2 9
.

4 4%
,

婚姻关系迁入的占2 4
.

9 0%
。

⑤迁入人 口文化水平较高
。

外省迁入人口
、

大学文化程度 占 12

岁以上人 口 6
.

97 %
,

而我省原人 口仅 0
.

67 %
,

相差十倍 ; 高中文化达到 2 3
.

3 8%
,

我省原人 口

仅 7
.

62 写
,

文盲率外省迁入人 口只有 1 0
.

49 %
,

而我省原人口中文盲率高达 2 4
.

8 1%
。

⑥迁入

人 口中具有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者占1 5
.

37 %
,

而我省原人 口 中的比例为 4
.

41 %
。

从以上迁

入人 口的特点分析得 出制定优惠政策
,

积极引进中青年科技人才
,

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有效手

段
。

另外通过对建国以来人口重心移动轨迹和对未来经济
、

人 口发展趋势和政策的分析
,

可

以预示
:

未来十余年内人 口重心位置相对稳定
,

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动
。

在小范围内的移动



主要取决于经济吸力与城市凝象力同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的竞争
,

取决于城市政策和户籍管
理制度的改革情况

。

在未来十余年中由于经济重心向东部沿海一带推进
,

因而人 口重心移动

的位置也将略向东移
。

从长远和整体观点出发
,

生产力布局由浙东北逐步向浙西南扩散
、

转

移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

因此
,

在 20 世纪内随着浙西南的开发和崛起
,

由于经济重

心向浙西南推进以及有关城市
、

户籍政策的改革
,

人口重
』

合势必向浙西南推进
。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

必然引起人口的流动
,

人口流动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 经 济 的 发

展
。

城乡人 口流动可分为如下四种形式
:

①乡村流入城镇
,

②城镇流入农村
,

⑧城镇流入城

镇
,

④农村流入农村
。

在这四类人 口流动中乡村流入城镇面广量大
,

是人 口 流 动 的重点
。

据 1 9 8 7年 1 2月在广州召开的
“

大城市流动人 口讨论会
”

资料
,

我国 23 个百万人 口 以上大城市的

平均流动人 口总量接近 10 0 0万人
,

其中上海市 1 34 万人
,

北京市 1 15 万人
,

广州市 10 。万人
,

天津市 86 万人 , 各城市流动人 口的数量也急剧增加
,

如郑州市 19 8 7年比 19 8 6年增长 38
.

3%
,

成都市增长 1 6
.

3%
。

这些流动人 口在城市中占城市常住人 口的 2 3
.

6%
,

其中广州市占37
.

33 %
,

西安市占 2 8
.

7%
,

成都市占29
.

6%
。

流动人口 的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
, 1 9 8了年广州市探亲访

友
、

出差旅游的流动人口仅占全市流动人 口总数的 14
.

8%
,

而从事工业
、

交通
、

建 筑
、

商

业
、

服务工作的占6 1
.

38 %
,

北京市从事经济活动的占66 %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目前
,

浙江省人 口 日流动量已达到四
、

五百万人
,

全国达五千万人
。

1 9 8 7年浙江省旅客周转量为 19 9
.

08 亿吨公里
,

比 1 9 8 6年增长 3
.

9%
,

是 19 7 8年的 2
.

98 倍
。

另外

据杭州大学人 口研究所 19 8 6年对杭州
、

宁波
、

绍兴
、

砍石三市一镇的流动人口调 查
:
仅 在

1 9 8 6年的七个半月中 ( 19名6年 1 月 1 日~ 8 月 15 日离开本市
、

镇 ) 外出一天以上人 口占总人

口数 1 / 4
,

各地进入城镇活动的人流更大
。

通过对三市一镇流动人 口分析可知流动人 口 具 有

如下特征
: ①男性人 口多于女性 ( 1 26

: 1 0 0 )
。

②在某些年龄组有高度偏集
。

15 ~ 29 岁之间

占了 5 7 、 80%
,

即具有极强的年龄选择性
。

③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非流动人口
。

④ 迁入

人 口中管理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明显偏高
,

但在整个流动人 口中仍以做 工 的 人 为

主
。

从以上浙江省人 口迁移和人 口流动情况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
该省人 口弱迁移

、

弱流动的

情况已经不能适应城乡经济改革的形势
、

已逐渐形成了弱迁移
,

强流动的局面
。

五
、

人口素质急待提高

浙江历来是文化之邦
,

由于文化的熏陶
,

从古到今涌现了许多文人
、

名人和有用人才
。

解放后人 口素质虽然有较大提高
,

但水平和速度仍然很低
,

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与

发展外向型经济
、

振兴浙江的形势极不相称
。

我们认为人 口数量的控制是有一定限度的
,

达

到一定数量 目标或达到静止人口后就走上了正常的人口发展轨道
。

而人 口素质的提高是个长

期的
、

永恒的任务
,

在当前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人 口现代化时更是当务之急
。

下面表 9
、

10
、

1 1
、

12 列出了人 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按不同区划和各种文化程度人 口的情况比较
。

浙省人 口素质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

1
.

全省人口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
,

基本上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

浙省整体人 口文化素质中
,

除了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列全

国第 9 位 ) 外
,

大学文化程度
、

高中文化程度
、

在业人员文化程度
、

科技人员比例等都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

而文盲
、

半文盲的比例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见表 9 一表 13 )
。

我们采用灰

. 66
.



裹 9 浙江省各类文化程度比例

霭霭
一

卜
___ 大学 %%% 高中%%%%% 小学 %%%

111 9 6 4年人 口普查查 0
.

2 888 1
.

1 333 4
,

2 555 2 8
.

5 99999

111 9 8 2年人口普查查 0
.

4 777 5
.

1999 1 7
.

7999 3 9
.

3 888 2 4
.

1 777

在在全国排例名次次 1 9位位 2 3位位 居中中 居中略多多 1 7位位

灼灼 8 7年 1%抽样盆查查 0
.

5 777 6
.

2 999 2 3
.

9 555 3 8
.

5555 2 0
.

2 999

在在全国排列名次次 18 位位 偏下下 居中中 偏上上 居中略低低

表 10 浙江省与全国及部分省市全 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比较 单位
:
万人

\ \ 区 二 ,
} 1 {

、
、 、

人幼 1 1 1

一

二戴毕扛退丰竺二典
一 兰夕旦2任一 }一兰些

- 一 {
一

色竺
~

一…
一 i竺竺一

一
卜竺翌生一 }一兰理生一

{
198 7年为 1 98 3年的% } 1 5 8

·

3
’

1 1 5 0
·

3 }

上 海 江 苏 广 东 山 东

一竺些一
一

.

卜竺竺一阵
~

卫旦 -

…
一
兰些夕- 一

一一些竺一 卜一兰竺
一一

一

{, 华军一 一三里一
1 4 8

·

8 1 1 7 2
,

4 } 18 畏
·

2 { 17 1
·

6

表 1 1 浙江省与全国及部分省市成人高校在校学生比较 单位
:
万人

生书沙一沼一脸
二

母
- 止燮竺一一}

一

卫2二一卜
一一

二i竺川一全竺一卜
- 兰竺一 {一

.

~

兰生一卜兰竺
~

奋
1 98。年为 19 8 2年的 % } 1 58

·

2 } 1 2 8
·

2
} 3 2 3

_

} 飞26
·

7 上 2 2台 } 189
·

0

表 1 2 19 8 7年浙江省与全国及部分省市全民单位自然科技人员情况 单位
:
万人

丫丫少
分、 }

_ 、、
工 \

……
卫 生生 科 学学 教 学学

谕谕\ …
口 卜 `̀

技术人员 … 技术人员员 技术人员员 技术人员员 人 员员

全全 国国 朋9
.

4 333 4 D I
.

2 111 4 8
.

8 222 2 32
.

5 000 3 1
.

3 777 1 7 5
.

5222

浙浙 江江 2 3
.

6444 1 0
.

0 333 1
.

2999 6
.

3几几 0
。

6 666 5
。

2888

上上 海海 4 2
。

5444 2 5
.

1 666 0
.

3444 8
.

4勺勺 2
.

5555 6
.

0888

江江 苏苏 48
.

0333 2 3
.

2 555 1
.

9 666 1 ,
.

1 222 1
.

7 555 9
.

夕555

广广 东东 扮
。

3 333 1 7
.

3 444 2
.

4333 1 0
.

界界 1
.

0 888 7
.

的的

山山 东东 4 7
.

2 111 18
.

7 888 3
.

0 111 13
.

3666 0
.

8 000 1 1
.

念SSS

色系统理论模型对浙江省全民自然科技人员进行预测结果
,

到 2 0 0 0年全民自然科技人员达到

70 万左右
, 1 9 8 7一 2 0 0 0年之间年平均发展速度为 .8 58 %

,

年平均净增人 数 为 3
.

34
,

万人
。

这

种溥度虽然超过人口发展速度 的 8
.

4倍
,

超过职工人数发展速度的2, 52 倍
,

但仍然远远踉不

, 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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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尸而石

灰色系统理论对各类人员预侧结果

人自瓜
-

-

一…
卜

一 {” 8 5
0 1 9 9 19 9 5

1佣写~ 2朋 O年
2 0 0 0

年平均速度 %

l es.

二
,,l

:

生竺塑些望- 一}
一` 塑竺一

.

匡军些竺
一 ;̀

一

兰三一…品业止}二三兰止
生塑鱼竺一

一

川一里竺匕
一

阵乡竺竺- {一竺竺
一

一…一二竺竺`
一

` 二竺` `
一

一燮哩卫燮二一一!一二竺竺闪}~ 丝竺
一…一竺竺一 {么少竺址

一

!
一
一望二福

一竺塑竺旦一
一阵兰生竺一…}

抽二竺生一{止些里
一一 {一竺竺生` {

~
一竺生一

年刘浓业人口 } 61 .77 ”
}

’ 64 .47 {
’ 21 .03

.

卜
:

108 ?.7 2
} i384

注 : 上述预测结果用各种误差理论检验约达到优秀级
,

精度可信
。

上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从自然科技人才构成情况看
,

亦存在较

大差距
。

因此改善人才结构和提高人才素质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

2
。

城乡
、

性别之间文化程 度 相差 悬

殊
。

如果不尽快提高农村人 口和妇女的文化

水平
,

特别是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在较短的时

间内扫除文盲和半文盲状态
,

那么要真正实

现农业人 口的产业转移和提高整体人 口的文

化素质只是一句空话
。

表 14 1 9 8 4年浙江省人才专门调查 (% )

学 历 结 构 技术职称结构

毕业研究生 0
.

3 7

一

舜丽革;i醛
~

{”
·

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一主燮竺生一 }坚翌生{
~

` 型竺1 一}三兰竺
一竺丝竺兰一}兰生 {

一少 l 湮一 {
一

卫三里一

一印哩竺一}竺生 }一竺二
一

星一一 {三竺
二竺2一

! } 无 职 称 } 59
.

32

裹 1 5 1 9 8 7年浙江省抽样调查市
、

镇
、

县各种文化程度人口 比例情况 ( % )

火火妙气气
大学毕业业 大学肄业业 } }}}

高高高高高 中
{

初 中中

{{{{{{{{{ }}}

市市市 1
。

6888 0
。
1 888 1 0

一

4 111 2 6
。

4 555 3 2
。
2 888

镇镇镇 0
。

5 666 0
。
0 5 666 7

0

2 555 2 5
。
1 111 3 8

.

9 777

县县县 O
。

的 iii 0
。
0 1 777 4

。
2000 2 2

.

4 111 4 0
.

8 777

3
。

专业
、

技术人员比重过低
,

布局结构不尽合理
。

目前浙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大都集中在机关
、

事业单位和国营
、

大集体企业
,

而 小 集

体
、

乡镇企业则廖廖无儿
。

浙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增长不快
, 19 8 7年仅为 10 2万人

,

比 19 82年

增加 6
。
6万人

,

其增长速度慢于其它职业
。

在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已由 1 9 8 2年 人 口

普查的 4
。

57 纬下降为 4
.

44 %
,

这一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与发达国家之比相差更远
。

4
。

管理人员素质偏低
,

导致管理水平落后
。

据 1 9 8 5年工业普查资料
,

工业 企 业 的 领

导人和管理人员中
,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别只占2 6
。
6%和 2 9

.

3% ; 管理人员中已评定

中高级职称的还不到 1 %
。

由于企业管理人员多而不精
,

各种素质和现代意识差
,

这使得浙

.

争乡
,



衰 1 1 69 87年浙江省抽样调查不同性别的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 )

大大学 %%%大学肄业 %%%高中写写 初中写写 小学 %%%文盲半文盲人人
口口口口口口口占同龄人口口

%%%%%%%%%%%%%%%

男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 男男 女女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 女女女女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777555 2弓
。

73 000 000 6 0

{{{{
; 。。 5 999 41{ 5 555 4555

江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

5
.

农林牧渔劳动者文化素质低下
。

表 17浙江省农林牧渔劳动者与在业总人口文化素质比较

\ \夕化。 !
项 \仗浮 { 总 计

大 学
(包括肄业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文盲半文盲

—
目 \ \} J一 }

_一生些竺一
一

}
农林牧渔劳动者 {

1 0 0
。

0 0 0
。

9 8 8
。

53 3 1
。
5 81 7

。
8 6

1 0 0
.

0 0} 0
一

0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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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既是工业生产的原料基地
,

又提供了广大的销售市场
。

目

前农林牧渔劳动者文化素质低和缺乏专门知识
,

使提高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

并在外向

型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

以及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都面临许多困难
。

6
。

浙江省残疾人比例高
,

居华东第 2位
。

表 1 8 19 8 7年浙江省残疾人抽样调查各类残疾人员情况

疾 ,
士, 屯 刁1比

乏J三

~

全省残疾人
总数

、

比例 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比例 ( % )

代

19 87 年抽样调查

总 数
(万人 )

占全省人 口

比例 ( % )
视 力
残 疾

听力语音
残 疾

智 力
残 疾

肢 体
残 疾

精神病 } 综 合
残 疾 } 残 疾

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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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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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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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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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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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

一月范

1 9 8 7年浙江省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按地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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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残疾人比例为 4
.

79 %
,

大约 195
.

4万人
,

居华东 6 省 1 市的第 2 位
。 6 类残疾人中

以听力语言残疾为最多
,

各类残疾人中
,

中轻度 占大多数
,

重和极重度的约有 57 万人
。

从地

域看残疾人比例具有不平衡性
。

为了提高全 民族人 口的身体文化素质
,

提倡优生优育
,

健全

卫生保健事业
,

应引起领导及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

结论和对策

综上所述
,

浙江省人 口的特点是
:

人口 基数大
,

密度高 , 人 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快
;
人 口在

李问上形成弱祥移
,

强流动 , 乡村人 口向城镇转移
,

农业人口 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潜力大 , 人

·
肠3

.



口老龄化来势猛
,

进程快 ,
.

人 口素质低
,

地区和性别差悬殊
。

针对上述人 口特点
,

必须制定正确的人口发展战略和切实可行的人 口规划
。

解决人 口间

题
,

涉及人 口的数量控制
、

人 口质量
、

人 口年龄构成
、

人口迁移
、

人 口分布和人 口产业结构

转移等一系列问题
,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

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经济发展水平低
,

底
一

子薄
,

慎重选择 以适当的速度过渡到

人 口零自然增长率的人 口状态是唯一正确的人口 发展战略
。

因为人口零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最终目标
。

如果速度选择适当
,

即在 2 0 0 0年以前仍然严格控制人口数量
,

提倡一对夫妇生

育一个孩子
,

对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二胎的
,

要增加二胎之间的间隔
,

让生育水平控制在低于

更替水平 30 一 40 %左右
,

这样即能保证本世纪内把全省人口控制在 4 6 0 0万人左右
。

在进入下

一世纪后应适当调整生育政策
,

使得生育率有所回升以便在二十一世纪中期以前过渡到更替

水平 ( 2
.

2胎 )
。

这样
,

可减缓过度的人 口老化
,

有利于人 口年龄构成的
“ 良性

”
发展

。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必须狠抓人 口素质的提高
。

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提高人 口素质的

紧迫性
。

从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

提出到本世纪末赶上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水

平
,

以便到 2 0 0。年
,

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

因此
,

要大力提倡优生优育
,

努力发展妇幼保健事业
,

达到能控制遗传性疾病
。

在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体育事业的同时
,

要

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饮食和营养结构
,

努力提高人民的营养水平
。

科学文化素质方面
,

必须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

积极提高全省人民的教育水平
,

尤其是劳动者队伍的教育和劳动技能水

平
。

改善各产业结构文化素质悬殊的状况和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
。

从我国青少年比例的实际

情况出发
,

在社会财力稳定增长的基础上
,

尽可能增加教育投资
,

提高幼儿教育普及面
,

提

高小学的入学率
,

巩固率和合格率
。

改革教育的体制和结构
,

努力改变浙省 目前人才结构不

合理的状况
。

另外必须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

采取多层次
,

多种类型
,

多种形式发展高等

教育
,

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

调整人 口的城乡结构
。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

我们应在调整社会产业结构的同时制定出相

应的政策
,

改革和完善原有的城市发展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
、

人事制度
、

劳动制度
,

促进劳

动队伍的合理流动
,

促进和保证人 口迁移和人 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化
。

同时
,

使人 口城市化进

程得以健康进行
。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采取疏导的办法来解决
。

有计划地大力发展乡镇

企业
,

建设数量众多而规模较小的各种城镇
,

把大批非农业人 口吸收下来
。

同时积极发展中

小城市
,

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
,

利用大城市雄厚的经济力量 ,’ 加强对中小卫星城镇的支援
,

促进联合
,

逐步实现农工商一体化
,

让小城镇遍及广大农村
,

并大力发展工业
、

建筑业
、

加

工业和第三产业
,

为农村人口转移广开门路
,

为产业结构调整打好基础
。

只有这样
,

才能彻

底改变浙江省80 %的人 口从事手工农业劳动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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