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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重庆市直辖以来，人口状况进入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利用抚养比作
为测算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指标，测算出了重庆市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运用计量模型分析重庆市在人口

红利阶段人口结构对投资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人口结构对投资存在影响，在人口转变过程中，重庆

市应该抓住机遇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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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从未停止，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理

论还是索洛－斯旺模型都不同程度地刻画了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然而这些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模

型都主要围绕着人口总量变化或者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研究，忽视了人口结构性变化对

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这一研究的空白在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于１９８４年提出的著名命题“黄金年龄

结构”后得到的填补。随着国外经济学家对２０世纪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引发了人们对人口年

龄结构转变下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广泛重视，从而有了“人口红利说”的诞生与传播。自１９９８年开始，联

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现状》中都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而使人口红利的概念逐渐为国际

社会认同和使用。

所谓“人口红利”（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迅速转变阶段，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

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小的年龄结构特征，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

相对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使重庆人口的自然变动与全国一样，在不到５０年的

时间里实现了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

性转变。这一人口转变究竟是不是影响重庆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具体是从哪

些方面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重庆经济增长，重庆又该如何抓住机遇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是此处研究

的问题。

１　重庆市人口转变过程及与全国对比



１．１　人口转变理论介绍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

然增长率”模式，最终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

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不同步，死亡率下降先于出生率发生，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３个阶段。这３
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

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１．２　重庆市人口转变过程及与全国对比

图１显示了重庆市和全国１９５７—２０１１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情况。由图可
见，重庆市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基本趋势与全国的水平一致，其中出生率除了个别年份超过全

国出生率外，基本是低于全国水平的，死亡率则基本与全国死亡率持平，而自然增长率则普遍高出全国水

平，只是近两年来逐渐低于全国水平。无论是全国还是重庆市均经历了人口的 ３个阶段：开始的高出生
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然后，６０到７０年代期间，由出生率、死亡率不同幅度的逐步降低，形成了低
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的模式；最后，进入到 ９０年代后，死亡率基本保持，出生率继续降低，慢
慢转变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红利期。因此重庆市需要有效利用人口红利期，促进

经济的增长。

图１　重庆市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与全国对比

２　重庆市人口红利水平的测度及与全国对比

２．１　人口红利水平的测度

目前国内研究学者［１，４，６］普遍认为抚养比是刻画人口红利的较为准确且可行的指标。抚养比是指总人

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之百分比。总抚养比反映了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供养

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故也称为抚养负担系数，它可以分解为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当总

抚养比下降时，意味着全社会用来抚养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压力减轻，ＧＤＰ构成中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增高，
投资高速增长，从而推动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增长由此获得了一个额外效应，即人口红利。按照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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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是指１５～６４岁人口，０～１４岁少年儿童人口和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之和则为非劳动年龄人口。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统计部分的“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对抚养负担指标进行了权威定

义，此处直接沿用这一定义。

计算公式为：

ＧＤＲ＝
Ｐ０～１４＋Ｐ６５＋
Ｐ１５～６４

１００％ （１）

ＯＤＲ＝
Ｐ６５＋
Ｐ１５～６４

１００％ （２）

ＣＤＲ＝
Ｐ０～１４
Ｐ１５～６４

１００％ （３）

其中：ＧＤＲ为总抚养比；ＯＤＲ为老年人口抚养比；ＣＤＲ为少年儿儿抚养比；Ｐ０～１４为０～１４岁少年儿童人口数；
Ｐ１５～６４为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数；Ｐ６５＋为６５岁及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

２．２　重庆市人口红利与全国对比

陈友华［５］的研究表明，总抚养比在６２％以上为人口负债期；总抚养比在５３％－５９％为人口盈亏平衡点；
总抚养比在５３％以下进入人口红利期；其中总抚养比在４４％以下被称为人口暴利期。根据这一标准进行测
算，由图２可以看出，重庆市自１９９７年成为直辖市之后，总抚养比始终处于５０％以下，最低时近乎４０％左右，
尽管２００５年有上升趋势，但之后仍是逐年降低，基本保持在４４％左右，说明重庆市自直辖以来一直处于人口
红利期，进一步发展人口暴利期的趋势凸显。和全国抚养比对比之下，重庆市整体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总

抚养比自２００４年起略高于全国水平，将会略晚于全国进入人口暴利期；少年儿童抚养比方面基本和全国持
平，由３０％逐年下降至目前的２２％左右，但相对于老年人口抚养比仍是较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系数总体低于
２０％以下，２００４年以前与全国水平贴近，但２００４年一个大幅上涨后，到目前为止始终高于全国水平，并且逐
年上升，由此不难理解总抚养比系数是受到了老年抚养比系数的影响，而高于全国水平。

图２　重庆市总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全国对比

此外，钟水映和李魁［７］根据２００６年数据对人口红利做了省际比较间的比较，运用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分
层聚类方法对２００６年全国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３类抚养比进行聚类，研究表明，重庆市总抚养比和
其他西部地区一样排在了东部、中部的后面，少年儿童抚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轻，排在了第二梯队，而老年

人口抚养比同样也高出了其他地区，排在了最后，总体上仍是少年儿童抚养负担重于老年人口抚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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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重庆市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３．１　投资函数的确立与数据的说明

投资函数是反映投资支出与决定投资的变量之间关系的。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影响投资的因素包括利

率、收入、消费、人口、心理、资源等等。而宏观经济学认为，投资主要来自于国民收入总储蓄，是国民收入的

转化形式。首先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储蓄水平的提高会产生对投资需求的推动作用；其次国民收入水

平的提高进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产生了对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所以，国民收入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

而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认为人口因素也是影响投资水平的一个因素，所以将人口年龄结构对投资的影响

纳入模型，即考虑人口红利，确定投资函数为：

Ｉ＝ｆ（Ｙ，ＣＤＲ，ＯＤＲ，Ｕ） （４）
　　其中Ｉ表示投资情况（以资本形成总额表示），ＣＤＲ和ＯＤＲ表示人口红利（以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
口抚养比表示），Ｙ表示总产出（以ＧＤＰ表示），Ｕ表示随机误差项。

数据来源中国和重庆市统计年鉴，样本期间为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为了降低模型的异方差，采用对数形式
进行拟合，具体模型如下：

ｌｎＩ＝Ｃ＋ｌｎＹ＋ｌｎＣＤＲ＋ｌｎＯＤＲ＋Ｕ （５）

３．２　实证分析

首先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５．０统计软件对重庆市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间的资本形成总额、总产出、少年儿童抚养比、
老年人口抚养比与总抚养比进行相关性分析。由表１表明，资本形成总额与其他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均十分
显著，其中和总产出的相关系数最高为０．９９２０，符合经济学理论；与少年儿童抚养比关系成负相关，系数为－

０．８３１９，说明少年儿童抚养负担越轻，资本形成总额越大；而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则成同向变动关系，其系数
为０．９０３０。

表１　相关系数表

Ｉ Ｙ ＣＤＲ ＯＤＲ

Ｉ １ ０．９９２０ －０．８３１９ ０．９０３０
Ｙ ０．９９２０ １ －０．８２７５ ０．８８０３
ＣＤＲ －０．８３１９ －０．８２７５ １ －０．５６４８
ＯＤＲ ０．９０３０ ０．８８０３ －０．５６４８ １

然后对模型进行回归，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最后得到如下方程：

ｌｎＩ＝１．０８０３＋０．７６３６ｌｎＹ－１．０６７ｌｎＣＤＲ＋１．３９４９ｌｎＯＤＲ （６）
（０．０５２７）（０．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０４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０．９９２６；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４８９．７３４４

从估计所得的模型可以看出，回归估计拟合优度很高，自变量可以解释资本形成总额９９．３％的变化量，
并且方程的Ｆ检验值和参数的ｔ检验值都达显著水平，因此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１９９７年以来重庆市人口红
利在经济投资中的作用。模型中，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１．０６７和１．３９４９，
表明二者对投资影响程度基本接近，且符合相关系数结果。相比其他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关系的研

究，模型结果与之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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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通过重庆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的分析及人口红利水平的测算，发现直辖起到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处于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与全国进行对比，重庆市目前处于“人口暴利”时期，有较高的

少年儿童抚养负担，且老年人口抚养负担上升。通过对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少年儿童抚养和老年人口抚养

比分别对投资的影响为－１．０６７和１．３９４９，且均显著。所以在对重庆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时，要正确判
断人口结构对投资的影响，以便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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