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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以来，研习者日
众，影响日远，已经蔚然成为社会学科中的显学。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任何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
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
论也必须不断经受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去芜存菁，知道何者可以暂时被
接受、何者应该存疑或是被摒弃。
从上述角度来说，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挑
战：不管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明晰产权、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资源
配置和流通领域的双轨制，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伴随的问题，有不少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
不曾预料到，也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
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总有产生这个现象的逻辑，对于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总可以构建
新的理论来解释。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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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在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以后，应对人口和经济发展严峻挑战和机遇正面临的以下重要议题
，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数据分析：（1）我国当前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
其成因机制是什么？
今后变动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2）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和构建老龄健康友好型社会？
 （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是怎样的？
 （4）在当前和未来的低生育率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增长和粮食、土地利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辩证
关系是什么？
 （5）独生子女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少子化？
 （6）继续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负面或正面影响？
如果将现行生育政策逐步平稳放宽为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普遍允许生育二个孩子，是否会造成人口
失控？
　　本书是“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的产物，该论坛得到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在人力、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重点项目（批准号：70533010）
的科研活动之一，本书部分作者胡鞍钢、李玲、陈秋霖、郭志刚和曾毅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受这一重点
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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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我国低生育水平现状及其成因机制 　第一章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第
二章 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国际的经验和江浙的比较 　特邀评论 低生育水平下对人
口政策的反思 第二部分 宏观和微观人口经济背景 　第三章 我国人口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与生育控
制政策 　第四章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医疗卫生保障
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 　第六章 现行生育政策背景下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 　特邀评论 生育政策、劳动
就业、人口老化和经济发展 第三部分 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 　第七章 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回
顾 　第八章 从土地利用变化看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土地人口承载力 　特邀评论 世界人口的第二次
转变与新马尔萨斯论的破产 第四部分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 　第九章 七年之旅——中国生育
政策研究(2001—2008) 　第十章 不应以沉重的“软代价”换取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从人文科
学眼光看我国现行生育政策 　第十一章 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政策——从纽约的复苏想到的 　第十
二章 关于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看法 　第十三章 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看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
陆 　特邀评论 吸取“滞后”的历史教训，从长远考虑人口政策的适时调整 结束语 附录一 “低生育水
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代表名单 附录二 与本次论坛相关的部分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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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人口过多，我们的自然资源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尽吗？
西蒙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他认为，通常我们只看到资源使用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需求可以引导我们创造资源的一面，比如植树
造林、开发新油田、发明从油页岩中提炼石油的方法、发现替代能源、发现营养物的替代品等。
很明显，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享有更多的可用资源，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种部分地由人口增长
所引起的开发过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继续下去。
当人们面临资源稀缺的时候，人们就会努力去寻找新的资源，而这些就是煤、石油等资源被发现和利
用的历史发展过程。
　　科学和技术确实能继续帮我们解决将来的资源问题吗？
西蒙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
人们必须根据过去预测未来，人类过去漫长的历史连续表明，人们能够解决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这一点，而要坚持认为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或者正处于科学发现历史进程中
一个突然不连贯的时期呢？
正是由于不相信人们在创造自然资源方面有其历史的连贯性，导致了人们对未来的恐惧。
　　由于双方观点截然对立，谁也说服不了谁，1980年，在一批记者的怂恿下，双方的代表人物举行
了一场看似滑稽、实则意义重大的打赌——关于地球资源的打赌。
　　打赌的一方是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尔·额尔利奇。
自他1968年出版《人口炸弹》一书后蜚声世界，该书已售出200万本之多。
除了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外，他还四处讲学，并频频在美国的《今日》电视节目上露面。
他是悲观主义学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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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于2008年12月20日召开了“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
会，这次研讨会邀请了经济、人口、社会、健康、资源环境等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
官员，北京大学等京津高校与科研机构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以及京津以外少数特邀代表参会。
为了更好地发挥这次会议研讨重要成果的学术和社会效益，同时在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以后，应
对人口和经济发展严峻挑战进程中，留下应有的历史记载，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中国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签署邀请信，曾毅教授协调，这次大会的发言人和评论人及其助手或合作
者应邀成为《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作者，他们是（按所著章节顺序排序）：郭志刚
，蔡泳，卢锋，左学金，杨晓萍，蔡昉，李玲，陈秋霖，江字，风笑天，赵耀辉，翟振武，陈卫，李
秀彬，辛良杰，李子君，王丰，顾宝昌，叶廷芳，姚洋，胡鞍钢，曾毅，周其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