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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日

1987 年 7 月 11 日，第 50

亿个人诞生在前南斯拉夫。

这一天还被联合国于 1990 年

定为“世界人口日”。 第 60 亿

个人是于 1999 年 10 月 12 日

零时 2 分诞生的一名男婴，

地点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

70亿人的世界

近 10亿人在挨饿

联合国公布的最新统计

数字显示， 世界人口将在本

月内突破 70 亿人大关。然而，

世界上现在仍有近 10 亿人长

期忍受饥饿。 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 (FAO)和世界粮食计

划署 (WFP)公布的 2010 年全

球遭受长期饥饿人口的估计

数为 9.25 亿人。 由于联合国

粮农组织正在修订饥饿发生

率的计算方法， 因此 2011 年

世界长期饥饿人口的估计数

据仍未公布。

第 70 亿个人

为象征性指定

在每时每刻都在不断诞

生的新生命中， 联合国根据

什么来确定第 70 亿个人的身

份呢？

实际上， 第 70 亿个人是

联合国自己指定的。 联合国

人口司根据各国递交的人口

统计数据， 按照人口增长率，

用数学方法计算出世界人口

达到 70 亿人的日子。 之后联

合国将选择最可能在那一天

零点出生的宝宝作为世界上

的第 70 亿个人。 也就是说，

第 70 亿个人是一个象征性的

指定。

联合国就是以这种方式

指定了世界的第 50 亿个人和

第 60 亿个人。

“

到来

亿时代”

地球准备好了吗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最新报告，2011 年 10 月 31 日，地球会迎来她

的第 70 亿位人类居民。

这被视为一个令人悲喜交集的里程碑式的时刻，危机感伴随着成就感而来。

在富裕国家，低生育率和越来越少人口进入就业市场，令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景堪

忧；而在贫困国家，高生育率阻碍发展，加重贫困。

近年来，随着粮食价格高涨、能源短缺、全球变暖、生物灭绝等问题持续地

“骚扰”着这个世界，科学家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一个终极命题———地球到底能承

载多少人？ 迎接即将到来的 70 亿人口时代，地球准备好了吗？

人口过剩，真实的威胁

想象一下： 时间流逝的每一分钟， 地球上平均有 250

个新生儿呱呱坠地。

1800 年，地球人口为 10 亿人，大约 125 年后，这一数

字增长到 20 亿人。 而地球人口从 60 亿人跨越到 70 亿人，

仅间隔了 12 年。 联合国的世界人口报告估计，人口增长可

能在 2050 年达到峰值 90 亿人。

日益增长的人口负担，是否最终会导致大灾难的降临

和不可扭转的环境破坏———比如气候变暖，野生动植物大

规模灭绝？

一些生态学家提出， 农业的发展使人类陷入两难境

地———农业是人类繁衍和繁荣的助推器，也是地球上大部

分生态问题的根源。

“农业意味着砍伐森林，意味着肥料中的氮渗进土壤，

农业用水占据了人类总用水量的 85%。 我们实际上在蚕食

地球上的其他生物。 ”《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杰弗瑞·萨科

斯说。

印度作家拉尼亚尼·莫汉蒂则在 《华尔街日报》 撰文

称，商业化的世界倾向于将人口视为“红利”，以至人口过

剩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据预测，到 2025 年，印度

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今，媒体和商家大

部分情况下将人口视为印度最大的资产。 ” 莫汉蒂写道，

“但他们忽视了，我们不仅仅是手机和信用卡的消费者，同

样也是食物和水的消费者。 ”

标志全球人口达到

70 亿人的婴儿今日诞生

中国人口面临五大问题

我国目前人口形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达国

家 200 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人口问题，在我国

现阶段集中显现。 中国人口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5 个

方面：

一是人口总量持续增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

我国大陆总人口 13.4 亿人。“十二五”时期，人口总量预计

在 13.9 亿人以内；2020 年全国总人口约为 14.5 亿人左右。

第二，人口素质总体不高。 近年来，全国出生缺陷监测

总发生率不断攀升 ； 全国各类残 疾 人 占 全 国 人 口 的

6.34

％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约为 12%；

我国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第三，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 出生人口性别比总体仍

然偏高。 在 2025 年前，我国劳动力总量将始终保持在 9 亿

人以上的规模，促进就业仍然任务艰巨。 人口老龄化速度

加快。 预计到 205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4.4

亿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 1/3。

第四，人口流动迁移日趋活跃。 未来二三十年，是我国

人口城镇化速度全面加快、 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时期，将

有 3 亿人左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

第五，家庭传统功能呈弱化趋势。 家庭规模不断缩减，

空巢老人和独生子女家庭比例都有所升高。

据俄罗斯“vlasti”网站 25 日报道，

在联合国科学家们绘制的这份人类消

失路线图上，排在最先消失前 10 位的

地区和国家依次是：澳门 (2628 年 )、香

港 (2740 年 )、波 黑 (2770 年 )、俄 罗 斯

(2888 年 )、马耳他 (2908 年 )、斯洛伐克

(2957 年 )、新加坡 (2978 年 )、罗马尼亚

(3074 年 )、匈牙利 (3104 年 )和乌克兰

(3200 年 )。

据报道， 科学家的这一预测根据

净人口增长系数作出的。 经过多级计

算，当最后一名妇女死去，那么该国的

人口再生产就停止了。

英国《经济学家》的文章以香港为

例说，按照目前的出生率，1000 名妇女

只能生育 547 个女孩， 如果一切不加

改变， 这 547 名女性又能生 299 个女

孩。 以此类推，女性的数字越来越少，

只需 25 代， 香港女性人口就将从 375

万人减少至 1 人。

这篇文章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

的女人” 为题分析称， 在亚洲富裕地

区，许多妇女进行“婚姻罢工”，宁愿单

身过一生，也不愿走进婚姻殿堂。 这正

是很多地方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而且，这种情况非亚洲独有，在世界不

少国家和地区，除非生育率提高，否则

将没有足够女性接母亲的班。 如果目

前的走势不变， 即便历史悠久的中国

也只剩下 1500 年。

俄新网 25 日报道称， 根据科学

家的测算 ， 共有 73 个国家和地区将

面临人口消失的未来。 有的国家人口

消失的时间较长， 比如美国， 预计该

国的人口消失时间为 10 万年左右 。

而另有大约 120 个国家和地区不会受

到这样的威胁， 它们每代居民的数量

在增长， 女孩的数量也同步增加。 这

些国家多数是非洲、 中东以及拉美的

发展中国家， 但也包括像爱尔兰、以

色列和新西兰这样的发达国家。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

授马戎 25 日对记者说，现在有两种情

况会导致出生率下降： 一是国家处于

社会动荡、前途不明的时候，或者社会

资源分配不均， 人们对未来预期悲观

的时候，就会少要孩子；另一种是在高

度发达的社会，社保体系包括医疗、养

老制度非常完善， 人们不需要依赖子

女，会产生不愿意为子女服务的想法。

中国人口 1500 年后消失？

全世界正在为“第 70 亿个宝宝”

的降生倒计时， 联合国的科学家们却

绘制出一份人类消失的路线图， 以此

警告低生育率将最终导致没有足够女

性接母亲的班。

法新社 25 日称， 中国的独生子

女政策成功避免了近 5 亿人新增人

口， 但也令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遭遇

“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卫报》评

论说， 人口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有多少

人口， 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星

球，如何共享资源。

人口问题的两个极端

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年初曾发表

人口研究报告， 警告全世界将迅速进

入人口过剩状态。 而美联社几天前报

道称， 目前世界上人口高增长率只有

在非洲才能看到。 这样矛盾的说法不

禁让人疑惑， 地球上的人口到底是太

多了还是太少了？

德国新闻电视台报道说， 发达国

家和极不发达国家就像两条不断前行

的平行线，这就是“人口问题的两个极

端”：一方面， 全球每年的新增人口相

当于又多了一个德国， 另一方面， 欧

洲人口却以每年 90 万人的速度锐减。

照此发展， 非洲等地区将因人口过多

难以脱贫， 欧洲则因人口太少走向衰

败。

如何在人口的两极问题中找到平

衡点？ 中国的现实经常被看做是对这

一问题难度的说明。 法新社 25 日报道

说，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成功避免了

将近 5 亿人新增人口， 但这也令中国

成为世界上唯一面临“未富先老”问题

的发展中国家。

路透社评论说，专家认为，关键在

于能否制订出一个经济增长计划 ，同

时满足老龄工作人口和不断加入工作

队伍中的年轻人。 可惜现在还没人能

给出清晰答案。

英国《卫报》24 日认为，人口本身

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比如在碳排

放量增加上。 澳大利亚学者西蒙·巴特

勒说：“人口不是污染。 把气候变化归

咎于人口过多就好像说野火烧起来要

怪罪树长得多一样。 ”《卫报》评论说，

过度强调人口问题会让我们忽视真正

的核心问题， 问题不在于到底有多少

人口， 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星

球，如何共享资源。

西方的“奇思妙想”令人感慨

对于联合国科学家们绘制的人类

消失路线图，25 日接受《环球时报》采

访的专家都认为， 这个结论尚有值得

商榷的地方， 但他们也感慨于西方研

究者不只着眼于功利主义成果， 甚至

有些奇思妙想的探索。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说， 联合国学

者的结论是把人类的繁殖看成了原子

分裂， 实际上社会发展不能靠数学推

算， 但这个研究的价值在于用一种可

能的发展趋势警示世人， 而很多科学

研究的价值就在于风险预报。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

所所长诸大建表示，所谓“人口消失路

线图”淡化了很多发展中的要素，是在

一个人为设置的理想化条件下进行推

算。 但西方的很多科学研究注重的不

是结论的对错， 而在于命题是否有研

究价值。

（综合《国际先驱导报》《环球时报》）

▲

我国将继续坚持计划生育

未来一个时期，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

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此，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

生育水平。“十二五”和未来一个时期，要继续坚持计划生

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科学家描绘“人口消失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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