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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郭志刚近几十年中对中国生育率及有关问题的30篇学术论文，系统反映了他在中国人口
发展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以来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包括他追踪借鉴国际人口学最新理论和方法，对生育率指
标、方法与人口预测模型的探讨和改进，以及对中国人口调查数据的一系列应用分析的研究结果。

　　2004年.郭志刚率先提出中国时下的生育率很可能远低于当时的权威估计。
郭志刚还认为，多年来人口统计陷入一个怪圈，即严重高估实际剩余水平，进而导致严重低估人口老
龄化的风险。
这事关人口发展战略决策和未来中国长期持续发展，是中国人口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此之后，他认真地用数据和新方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多角度检验，并努力从多方面探索研究了中国
生育转变过程的复杂性。

　　他还针对时下人口宣传中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思想认识问题及其在生育率、老龄化和人口发展战
略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错误和缺陷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学术批评。
尽管他的学术观点提出后并未很快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却不断得到实际人口数据的验证，其中也包括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印证，因而来自学术界和社会方面的认同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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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志刚，198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5年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社会学系
获硕士学位，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1985年至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婚姻家庭、生育率、人口预测、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统计分析的
方法与应用等。
　　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
《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统计分析
方法——SPSS软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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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991年开始，党中央每年在全国人代会期间都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参
加的计划生育座谈会，近两年来党中央陆续将环境与资源两个方面也列入了座谈会的主要议题。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并“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尽管研究文献中已经拥有很多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著作和教科书
，也已经有很多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但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实践
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现有研究的理论框架仍然带有其产生学科理论结构的局限。
比如，在人口资源环境综合研究中虽然对于各个对象之间联系有所理论表述，但显得比较牵强。
又如，对人口、资源、环境某一对象的经济理论框架中虽然已经将这一对象与经济联系起来，但显得
自成体系，互相割裂。
显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学科尚处于其孕育形成的阶段，如何在理论上将人口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纳入整体发展模型，如何在宣传和实践角度正确把握它们之间的
关系，是摆在政府、社会团体和公众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一人口、资源、环境的概念化　　理论需要抽象。
抽象是从对象的多种属性中选取一种属性，以便归“类”。
而对象的其他属性在这一“类”中被视而不见。
当然，抽象的属性是依据主体的需要而定的，是理性层次的认识。
但是，“由于在现实中属性与实体是不可分的。
其他属性可以在如此这般的归类被视而不见，但却无法取消。
因而只要关注点有所转移，同一个对象物就可被归入另一类。
这正是思维中的规定性与现实的多样性的矛盾产生的原因。
”①但我们在做理论工作时，总是必须经过抽象，否则不可能将认识推人事物的本质。
　　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
以首先要进行抽象。
通常所说的狭义人口主要包括人口的数量和性别年龄结构，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影响仍可以通过一套
换算权数折算为人口数量，因此人口在理论框架中成为其统计学定义的人类数量总体。
至于人口的地理分布问题，实际上在缩小具体研究的地域口径时便可以得到反映。
资源也包含多种，环境也存在不同方面，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它们也可以通过各自的换算方法折算为
一个量或指数。
在这三个对象具有单纯形式后，一方面便相对于各自的理论概念，便于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得到了
量化的表述，形成了量化分析的基础。
　　这种研究对象概念化是理论研究的必要。
否则，我们便不能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于是便很难展开理论上的演绎。
比如，人口作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成为有关人口的研究中最基本的范畴。
所以，它的定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但我国许多有关人口理论的著作中，都普遍地存在着将人口与人、人类、社会等概念混淆的现象，这
无疑阻碍了有关理论的发展。
②　　当然，在实际应用理论做具体问题研究时，我们仍需要还原三个对象原本比较复杂的具体形态
来加以分析。
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在定义的抽象层次上不同。
此外，实际中的具体问题研究在地域范围的口径上也有特定的限制。
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经济过程得以建立　　如何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人口资源环境
经济学研究对象联系在一个理论框架中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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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