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论坛 2017观点集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与发展 

高端圆桌 05 第一场 

5 月 27 日 13:30-15:30 

 

主  席：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顾宝昌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兆辉 

香港大学教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动态 

1.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 62%，但经济只占到约 31%，

这两者之间有不平衡，同时可以看到有很大的潜力。 

2.一带一路国家是多元化的，从人口老龄化方面来看，有一半达到老

龄化社会，还有一半已经处于高度老龄化社会。 

3.我们必须从硬件和软件、从短期和长期去制订我们的人口计划。还

要协调 GDP 增长和人们生活质量两方面。 

4.一带一路国家要继续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一个全面发展的

人口政策。 

 

 

 

 

汤梦君 

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国际合

作部部长 

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人口政策的初步分析 

1.一带一路战略包含了 66 个国家，覆盖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 63%，

因此不可忽视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口政策的分析。 

2.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人口政策有一定相似之处，他们都想实现自

己的一些人口目标，要去进行一些人口的干预。同时这些国家地区的

人口动态非常不同，所以政府会坚持一些不同的发展方向，这会带来

一些多元化的人口政策。我们看到的多元化并不是只存在于不同的政

策当中，也存在于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措施之间的联系，他们会带来

不同的政策结果。 

3.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相似性以及差异性，我们就更需要的去进行更多

的多方的交流和合作和研究，因此我们在未来也是期待这样的一些交

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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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mad Jalal 

Abbasi-Shavazi 

德黑兰大学教授 

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国家人口态势及人力资源 

1.一带一路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大约占到 27%，而且穆斯林人口仍在增

长中。 

2.穆斯林人口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率，这就带来了年轻的人口年龄结

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 

3.穆斯林国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和人口转变，包括教育的进步，

同时在这些国家也存在多样化差异。 

4.这些国家要利用好人口红利，同时还有很大的挑战。需要对人力资

源特别是对教育的投资，对卫生领域的投资，让人口红利带来的效益

最大化。 

 

 

 

 

蒋耒文  

上海大学教授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家人口迁移态势 

1.现有的国际移民预测忽视了一带一路战略和一带一路事件发生的

作用。 

2.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的移民其实非常之少，大部分移民是

从一带一路国家迁移到了其他国家。 

3.探索国际迁移评估和预测的新方法，从而更好地反映国际迁移的实

际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编辑：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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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与发展 

高端圆桌 05   第二场 

5 月 27 日 15:30-17:15 

 

主  席：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Tim Dyso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学院教授 

 

 

Leela Visaria 

印度古吉拉特邦

发展研究院教授 

印度人口变迁与发展 

印度在 1921 年后经历了死亡率的下降，1981 年后生育率也出现下降，

生育率下降的两个原因分别是结婚年龄与教育年限的增加，2001 年-

2011 年间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1970 年节育措施的使用率为 13%，如

今上升至 56%，这一工作主要由公共医疗机构执行。预计印度仍将享

受三十到四十年的人口红利。印度将面临为小孩提供更多高素质教育

与充足的健康食品，提供就业机会以及收入不均衡等挑战。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 

 

中国人口问题及未来长期发展趋势 

虽然对于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存在争议，但主流观点是在1.5左右，

中国的预期寿命为 76 岁左右，但地区间差异巨大，上海大致为 83 岁，

而青海等可能只有 68 岁。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既表明，年轻人教育年限的提升，也可能表明更多

的女性成为全职太太。虽然劳动人口的总数下降，但大批高素质劳动

者的加入有望缓解这一趋势。 

特别是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较为明显，外来人口缓解了当

地的老龄化趋势，出生性别比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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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lah H.M. 

Al-Khalifah 

国家社会研究中

心研究与咨询部 

主任 

沙特阿拉伯人口变迁与发展 

沙特 1970 年自然增长率为最高，随后出现下降，该国在 60 年内经历

了三次人口转变，考虑到与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不同，特别是其中

近 1/3 的人口来自 150 个国家，因此，这一人口转变具有独特性，预

计 2020 年之前，沙特将不会面临老龄化问题。 

从沙特面临的挑战看，首先是劳动力本土化问题，即如何在劳动力市

场与庞大的外来人口进行合理竞争。其次是经济结构的多样化问题，

即减少对石油产业的依赖。 

 

 

 

 

Wendy Hartanto 

印度尼西亚国家

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副主席 

印度尼西亚人口变迁与发展 

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分布不均，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岛屿，其

民族构成是不同的，1971 年总和生育率为 5.61，之后降低到 2.3，并

稳定在这一水平，而女性初婚年龄与避孕普及率均明显提升，更多女

性在卫生机构进行生育，但仍有 1/4 的女性在其他地方生育。同时，

新生儿及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继续下降，男性教育年限略高于女性， 

 

 

（编辑：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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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与发展 

高端圆桌 05 第三场 

5 月 28 日 9:00-12:00 

 

主  席：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张许颖 

 

Tey Nai Peng 

马来亚大学 

副教授 

马来西亚人口变迁与发展 

1. 马来西亚正处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的最后阶段。 

2.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引发了新一轮的移民潮。 

3. 急剧发展的人口老龄化为马来西亚带来了许多挑战，尤其在老年

人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方面。 

一带一路为马来西亚在全球竞争市场带来了巨大优势，这些优势目

前已逐步得到利用。 

 

Oleksandr 

Gladun 

乌克兰人口与社

会学研究所 

教授 

乌克兰人口危机：起因与后果 

1. 乌克兰的目前的人口状况呈现以下特点：①生育行为的持续改变 

②死亡原因的”保守”结构 ③男女预期寿命的较大差异 ④不可控

的大规模移民。 

2. 影响乌克兰现代人口状况的主要有两大因素：①不完整的现代社

会经济转型 ②2014 年以来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主要体现在：①养老金负担加重 ②对劳动力市场

影响 ③需要重组教育制度 ④需要重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 ⑤对医疗

体系的影响 ⑥住房和基础设置的调整，以适应老年人需求 ⑥对消

费和生产结构的影响。 

 

Tim Dyson 

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 

教授 

伊拉克儿童死亡率：政治与诡计 

1. 伊拉克儿童死亡率被高估，且没有迹象表明伊拉克当局有意重新

审视这一问题。 

2. 联合国大幅下调了伊拉克的儿童死亡率（整体死亡率）。 

事实上，伊拉克人口预期寿命“突然”增加了大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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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 Nguyen 

Anh 

越南社会科学院 

教授 

越南人口变迁与政策启示 

1. 越南人口目前为 9200 万，预计 21 世纪中期到达顶峰，增至 1.2

亿。 

2. “年轻型”人口结构于 2005 年结束，从 2007 年开始越南进入人

口老龄化。 

3. 出生率的下降是可持续的 

4. 越南需要适当的避孕措施 

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地区间差异的逐步扩大，人口迁移和流

动亦不断加强。 

 

Sabahat 

Hussain 

人口理事会 

博士 

人口与发展：巴基斯坦的未来 

1. 巴基斯坦正处于人口转型的关键时期，青年人口数量现达到峰

值。 

2. 未来人口增长轨迹将会对生育率下降的时机和程度有较高的敏感

度。 

3. 人口转型的机会集中在: 700 万还未满足避孕需求的妇女能够引

起的生育率下降。 

4. 对处于资本发展潜力阶段的巴基斯坦而言，可从其他亚洲一带一

路国家获得人口发展的相关经验。 

5. 吸收巴基斯坦增长劳动力所需的最低增长率为 6.5%。 

6. 制定关注工作岗位数量需求的就业计划是现阶段刻不容缓的。 

通过与中国的密切合作，巴基斯坦有机会获得人口红利。 

 

沈可 

复旦大学 

副教授 

中国老龄社会的公共转移支付 

1.中国公共转移支付的收益是不公平的。财政资金越来越充分，但

2007-2015年期间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在上升的。 

2.通过国家转移账户，我们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对老年人和高收入群

体的倾斜很大。 

3.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提高退休年龄、税收和政府收入，亦促使健康

医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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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与发展 

高端圆桌 05 第四场 

5 月 28 日 13:30-17:00 

 

主  席：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叶兆辉 

 

蒋耒文 

上海大学 

教授 

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化路径和城镇化迁移 

1.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人口和迁移转变的驱动力。 

2.城市化发展受到经济、人口、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 

3.根据 NCAR 城市化预测模型，所有地区的城镇化程度都会有所加

深，但同时各地区城镇化的差异也依然保持。但随着一带一路政策

的铺开，低城镇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同时城镇化地区更加聚

集。 

张许颖 

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 

副主任 

 

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系统：PADIS，PADIS-INT，PADIS+ 

1.PADIS 简要介绍 

2.基于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预测、模拟、政策讨论 

3.开发应用：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多情境预测；巴西、肯尼亚、土耳

其、印度等各地人口学者使用 PADIS 系统进行本国人口预测。 

4.希望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有更多国际研究来使用支持 PADIS 的软

件使用，并为各国人口发展的预测做贡献。 

陈绯念 

马里兰大学 

教授 

 

亚洲地区婚姻和家庭形态的转变：传承、变化及未来走向 

1.亚洲地区的婚姻家庭发展更加多元化：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

地区和一切其他国家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结婚率下降、结婚年龄

增大、生育率降低；离婚率上升（东亚地区持续上升、南亚地区仍

非常低，马来穆斯林非常高）；婚前同居水平上升同居时间降低 

2.南亚地区包办婚姻依然比较普遍；东亚国家同样父母在婚姻缔结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非婚生育率依然很低；与父母同住率很高；对

婚姻与生育的态度依然保守但变化正在悄悄发生。 

3.解释和预测：人口转变和性别平等影响了亚洲地区的婚姻和家庭形

态；但惯性与变革共存；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依然会影

响未来发展。 

 

 



上海论坛 2017观点集萃 

王笑非 

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中国家庭的发展 

1.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家庭变化、儿童抚养、老年人照顾 

2. 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形式多元化，老年人家庭占到很大比

重，女性初婚年龄延迟，夫妻受教育年限接近，育有孩子的数量逐

渐降低 

3. 增强对家庭发展的外部支持，探索建立长期照护保障系统，增强

照护相关的医疗整合治疗政策。 

 

张震 

复旦大学人口学 

副教授 

一带一路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变化及特征 

1. 人类预期寿命正在持续增长。至 2050 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多数

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将超过 65 岁 

2. 自 1950-2010 年，国家间预期寿命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同时

再度缩小的趋势正在下降。 

3. 年临别死亡率下降正在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过渡到以老年人甚

至高龄老人为主的特点 

 

 

徐海燕 

复旦大学际问题

研究院俄罗斯与

中亚研究中心 

副教授 

 

基于人口与水资源分布的中亚生态环境研究 

1.根据水压力指数，乌兹别克斯坦在 2012 年被定义为缺水地区，但

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要相对还好 

2.中亚地区水资源短缺的最主要生态和环境原因是咸海危机，咸海危

机主要由沙漠开垦和灌溉问题造成。“还水入海”可能是缓解咸海危机

的基本方法。 

3.中国参与到中亚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和咸海恢复中去，将会成为双方

建立共识与合作的重中之重。 

 

 

 

（编辑：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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