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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伟编著的《人口新论》首先从研究人的统一性着手(即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生产者和消
费者的统一、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统一)，进一步研究了人的生产价值、消费价值和“大于
价值”理论，认为人的生产价值减去消费价值等于“大于价值”，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
’“大于价值”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
其次，本书提出了“二孩
”永续平衡理论，即每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保证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实
现人口内部的基本平衡乃至人口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基本平衡。
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口发展具有一个庞大的控制系统，应当建立人口控制学，加强对人口控制领域的
研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口与环境相适应规律的作用下，必将走向世界一体化社会。
最后，《人口新论》对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进行了探讨性的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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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伟，青海省湟中县人，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研究员，青海省优秀专
家，曾任青海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青海省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经济学。
曾主编《人口控制学》等专著5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自治地方改善政府公共服务体
系》1项，主持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共发表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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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首先是一个生产者。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意识，并能够有目的地进行生产劳动。
人之所以首先是生产者，是由于人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再利用自己生产的生产工具进行消费资料
的生产。
从猿转变到人的分水岭，就是人会制造生产工具，而人类的祖先——猿不会制造生产工具。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人有什么样的生产才有什么样的消费，生产决定消费。
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的生产能力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的产品数量少、质量差，因而消费水平也就
很低。
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在长期生产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提高生产能力，改变生产方式和提高生产力水平
，生产的产品不断丰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因而消费水平也就不断提高。
　　人又是一个消费者。
人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正如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要有一定的生存条件一样，人也要有一定的生存
条件，这个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是物质资料的消费。
然而，人与自然界中其他动植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生活资料是经过生产劳动创造的，而其他动
植物只能从自然界中本能地利用和吸取。
人从有了生命就开始消费，没有消费，人的生命就不复存在。
人最基本的消费是饮食消费，其次还要有穿、住、用、行、娱等消费。
如果没有这些消费资料的消费，人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或难以体现生命的价值。
人的一生都是消费者，而生产者只占人一生的约1/3。
但是，人的这1/3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要大于其一生所消费的物质资料的价值。
如果我们用一个公式来表述，即：a（生产价值）-b（消费价值）=h（大于价值，即生产价值大于消
费价值的价值，笔者把它称为“大于价值”）。
h（大于价值）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最终源泉，并且，它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因此才有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统一中，生产是第一位的，起主导作用；而消费是第二位的，处于被主
导地位。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的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生产的目的是为消费服务的；还必须要认识
到，人的生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和生产设备等条件的制约，而人的消费是无条件的
，只要有生命存在就有消费，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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