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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下午，本届上海论坛的“亚洲未来十年人口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分

论坛继续进行。会议的主持人为来自复旦大学的张力教授，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大

学东主楼 13 楼多功能厅展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人口态势变化的政策影响”，

围绕这一主题，共有 7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并讨论。 

    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有些国家视之为毒蛇猛兽，

认为它会加剧老龄化进程的速度，于是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提高生育率， 有些国

家则恰恰相反，仍然牢牢控制生育率。Ronald Lee 教授利用世界上 32个国家的

年龄别消费和劳动收入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所得结果，Ronald Lee 认为一些国

家没有必要过分担心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至少从代际转移的角度来看，一

些最优生育率是低于更替水平的。 

    低生育率带来的一大重要问题就是社保基金的筹集。Paul Demeny 教授从社

会保障的历史讲起，自 19 世纪俾斯麦创立社会保障开始，社会保障经历了一百

多年的发展。传统上认为，每个人的养老保险存在国家强制的社会保障金、个人

账户中的强制储蓄、私人储蓄这三大支柱。在此基础上，Paul Demeny 创新性地

提出了“第四个支柱”：建立一个强制的、“现收现付制”的、从自己的子女直接

转移到其退休父母的养老基金。这样的机制设计，既能鼓励父母多生育子女，又

能保证子女的质量，因为父母会努力提高自己子女的能力。 

同样，老龄化也是伴随低生育率的一大现象，如何养老成为面对各国政府的

一大难题。来自中国老龄研究中心的张恺悌研究员认为，应当建设城乡统筹的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当前中国的情况是，城市人口居住密集、资源相对充足、基础

条件较好并且老年相对富裕，而农村正好情况相反，这就要求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建设过程中，加大农村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扶持力度，并且在城市网络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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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到近郊农村的，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用城市网络辐射近郊农村，减少重

新构建服务网络的成本。要鼓励城乡资源（如土地等）互补，城市土地资源的稀

缺和农村土地资源的相对充足，只有取长补短，资源合理统筹配置才能更有效的

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的构建。 

    与之恰恰相反，尽管养老金的危机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而愈演愈烈，但是中

国的社会保险基金目前却存在巨大盈余，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就是一个“非正常”

的例子。截止 2009 年，中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存在高达 4000 亿的巨额盈

余，西南财经大学的刘军强副教授运用 1999-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盈余

存在的原因。统计结果表明，持续降低的抚养比、增长的工资、医疗保险覆盖面

的扩大及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是产生盈余的四大原因。由于当前形势下，参加保

险的人群年龄结构较年轻，刘军强认为巨额盈余本质上是不可能持久的。为此，

中国各级政府应该努力提升保险的风险规避能力，并且重新考虑医疗保险中的个

人储蓄账户问题。刘军强认为当前中国，越穷的地方政府，存有结余的动机越强，

而且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结余是以农村的亏损为代价的，如果社会保险没能

有效降低风险，仍然无法刺激居民的消费。 

    来自美国大气层研究中心的蒋耒文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他运用印度的数

据，构建了人口-教育-环境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教育、生育率下降与

气候变革之间的关系。蒋教授认为，教育的投资是促使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而且，由此带来的部分下降会滞后于教育投资，因为这必须等到这部分小孩达到

生育年龄之后。蒋耒文提出，教育是人类发展、环境保护的催化剂，是抑制人口

增长最好的“避孕药”。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吴瑞君教授做了《上海人口空间移动与公共服务源配置

协同分析》的发言，依据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资料，就上海人口空间移动的趋势

及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协同与优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吴瑞君认为 2000 年以来，

上海人口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动，人口郊迁化导致郊区尤其是近郊社会公共资

源有效供给不足。人口结构变化和空间移动引发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

有三方面，一是局部区域面向特定人群资源如教育、养老资源的短缺；二是常住

人口整体素质提高，对优质社会资源形成了较大的需求，引发优质资源配置的矛

盾；三是人户分离给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造成了难题。吴教授认为，政府应 

  



 

 

当重视人口在公共服务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控量”与“扩容”有效结合，缓解

人口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压力。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周海旺认为，不能

根据户籍人口的生育率来准确预计上海市的人口，因为上海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人口迁移）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根据 1982 年以来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上海市呈现常住人口规模急速膨胀，户籍人口规模稳定增长，老龄人口更是增长

迅速。 

    最后，彭希哲教授对“亚洲未来十年人口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分论坛进行

了总结，分论坛在友好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通过今天的讨论，大家对低生育率带

来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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