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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走势及在全球格局中的变化
——联合国《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解析

内容摘要：2022 年 7 月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2022 年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我国人口总量已经或接近达峰，

预计近期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将被印度取代；总和生

育率呈现“双低”特征，即低于 2.1 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低于全球主要人口大国，少子化矛盾更加凸显；人均预期

寿命持续提升，年龄中位数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显著提

高。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人口监测预警，实施更加有效的生

育支持政策，及时调整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尽可

能降低人口因素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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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口总量已经或接近达峰，占全球人口的比重转入下行

通道，预计近期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将被印度取代

（一）中低情景下 2022 年我国人口总量达峰，高情景下将延迟

至 2035 年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如图 1），中情景和低情景下，我国

人口总量（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口，下同）都将于 2022 年达到峰值，

为 14.26 亿；高情景下，2035 年我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为 14.4 亿

人，比中低两个情景延迟了 13 年。这预示着，我国人口增长将很快

转入零增长或负增长区间，进入减量发展新阶段。从具体的人口规模

预测值来看，低、中、高三种情景下，2035 年我国人口总量分别为

13.63 亿、14.01 亿、14.4 亿；2050 年人口总量降至 12.22 亿、13.17

亿、14.13 亿；2100 年人口总量进一步降至 4.94 亿、7.71 亿、11.54

亿。上面的数据显示，高情景下我国人口走势稳中有降，但中低情景

下呈现加速下行特征。

图 1：中国人口总量预测 单位：亿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二）我国人口拐点比全球提前 64 年，且占全球人口比重持续

下降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如图 2），中情景下全球人口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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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现在 2086 年，人口规模为 104.3 亿人，较我国人口总量出现拐

点的年份 2022 年提前了大约 64 年。这就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

内，我国与全球人口总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占全球人口的

比重将进入持续下降通道。从具体数据来看，2022 年，我国人口占

全球人口的比重为 18%，2035 年和 2050 年分别降至 15.8%、13.6%，

2100 年则进一步降至 7.4%。

图 2：全球和中国人口规模、中国占全球人口比重 单位：亿人，%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三）从国别对比来看，我国人口规模优势逐步递减，全球第一

人口大国将很快被印度取代，且与主要人口大国的差距呈缩小之势

当前，我国与印度的人口规模已基本接近。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

预测，中情景下，2024 年我国人口总规模将被印度超越，降至世界

第二位。虽然 2100 年之前，我国人口规模占全球第二位的格局不会

改变，但与主要人口大国的相对优势明显减小。具体来看，除中国外，

2022 年全球人口规模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印度、美国、印尼、巴基斯

坦占我国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99.0%、23.7%、19.3%、16.4%；2035 年

全球人口规模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印度、美国、印尼、巴基斯坦占我国

人口的比重升至 111.5%、25.6%、21.4%、21.1%；2050 年全球人口规

模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发生了变化，尼日利亚取代了印尼，分别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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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占我国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126.7%、28.5%、

28.5%、27.8%；2100 年全球人口规模排名前五位的国家转变为印度、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刚果，占我国人口的比重升至 198.8%、70.8%、

63.1%、55.9%。实际上，与全球人口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相比，我国

人口规模的相对优势也是显著缩减的（如表 1）。

表 1：全球人口规模排名前 20 的国家 单位：亿人

排名
2022 年 2035 年 2050 年 2100 年

国家 人口规模 国家 人口规模 国家 人口规模 国家 人口规模

1 中国 14.3 印度 15.6 印度 16.7 印度 15.3

2 印度 14.1 中国 14.0 中国 13.2 中国 7.7

3 美国 3.4 美国 3.6 美国 3.8 尼日利亚 5.5

4 印尼 2.7 印尼 3.0 尼日利亚 3.7 巴基斯坦 4.9

5 巴基斯坦 2.3 巴基斯坦 3.0 巴基斯坦 3.7 刚果 4.3

6 尼日利亚 2.2 尼日利亚 2.9 印尼 3.2 美国 3.9

7 巴西 2.1 巴西 2.3 巴西 2.3 埃塞俄比亚 3.2

8 孟加拉国 1.7 孟加拉国 1.9 刚果 2.2 印尼 3.0

9 俄罗斯 1.4 埃塞俄比亚 1.6 埃塞俄比亚 2.1 坦桑尼亚 2.4

10 墨西哥 1.3 刚果 1.5 孟加拉国 2.0 埃及 2.1

11 日本 1.2 俄罗斯 1.4 埃及 1.6 巴西 1.9

12 埃塞俄比亚 1.2 墨西哥 1.4 菲律宾 1.6 菲律宾 1.8

13 菲律宾 1.1 菲律宾 1.4 墨西哥 1.4 孟加拉国 1.8

14 埃及 1.1 埃及 1.3 俄罗斯 1.3 尼日尔 1.7

15 越南 1.0 日本 1.2 坦桑尼亚 1.3 苏丹 1.4

16 刚果 1.0 越南 1.0 越南 1.1 安哥拉 1.3

17 伊朗 0.9 伊朗 0.9 日本 1.0 乌干达 1.3

18 土耳其 0.9 坦桑尼亚 0.9 伊朗 1.0 墨西哥 1.2

19 德国 0.8 土耳其 0.9 土耳其 1.0 肯尼亚 1.1

20 泰国 0.7 德国 0.8 乌干达 0.9 俄罗斯 1.1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二、我国总和生育率呈现“双低”特征，即低于 2.1 的人口世代

更替水平、低于主要人口大国，加之回升较为缓慢，导致出生人口规

模持续下降

（一）高中低三种情景下，我国总和生育率均低于 2.1 的人口世

代更替水平

总和生育率是反映人口变化的重要参数。2021 年，我国总和生



— ５ —

育率降至 1.15，已处于较低水平。在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2022 年

世界人口展望》中，我国总和生育率未来走势分为三种情景：低情景

下，我国总和生育率先后经历“波浪式下降”和“缓慢回升”两个阶

段，由 2022 年 0.93 波浪式下降至 2031 年的 0.88，然后缓慢增至 2100

年的 0.98。中情景下，我国总和生育率走势相对平稳，由 2022 年 1.18

逐步升至 2100 年的 1.48，该值低于《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

规划（2016—2030 年）》提出的 2030 年达到 1.8 的目标。高情景下，

我国总和生育率先“波浪式上升”后“缓慢爬升”，先由 2022 年的

1.43 波浪式上升至 2033 年的 1.8，之后进入缓慢回升通道，到 2100

年增至 1.98，但仍未达到能够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持平的

2.1 左右的世代更替水平。综合现实因素判断，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实

际走势可能是三种情景的叠加，短期内中情景和低情景都有出现的概

率，中期内大概率是中情景，长期内大概率是高情景。

图 3：中国总和生育率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二）我国总和生育率将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人口大国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中情景下，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有望

触底回升，而其他主要人口大国的总和生育率要么下降、要么保持平

稳（如表 2 所示），但中长期内我国总和生育率绝对值仍然处于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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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2022 年，全球的总和生育率为 2.31，高出同期我国水平一倍

多，跟我国人口规模接近的印度为 2.01，除美国和巴西低于 2 外，

其他人口大国的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2，其中尼日利亚更是高达 5.14。

由于全球人口大国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因此随着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

高，总和生育率大概率是下跌趋势。2100 年全球的总和生育将降至

1.84，主要人口大国的总和生育率均降至 2 以下，但由于我国总和生

育上升较为缓慢，2100 年仅为 1.48，仍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和主

要人口大国。

表 2：世界及其主要人口大国的总和生育率

年 份 世 界 中 国 印 度 美 国 印 尼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 巴西

2022 2.31 1.18 2.01 1.66 2.15 3.41 5.14 1.63

2035 2.23 1.31 1.86 1.69 1.97 2.82 4.00 1.61

2050 2.15 1.39 1.78 1.70 1.86 2.41 2.99 1.60

2100 1.84 1.48 1.69 1.71 1.72 1.86 1.98 1.63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三）我国出生人口规模持续减少，出生人口性别比将回归至正

常水平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我国人口出生规模总体上保持“波浪

式”下降态势，但不同情景下出生人口规模差异较大（如图 4）。高

情景下，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大部分时间维持在 1200 万人以上，高峰

年份有望再次突破 1400 万，仅到 2086 年才跌至 1200 万以下，但仍

会保持在 1100 万人以上。中情景下，2050 年之前，我国出生人口有

望维持在1000万左右，随后经历10年左右的明显下降阶段之后，2060

年开始维持在 680 万左右波动，持续到 2075 年后再次转入下降通道，

2100 年降至 474 万人。低情景下，我国出生人口将经历明显下降，

2022 年降至 847 万，随后持续降低，2036 年开始在 600 万左右的平

台上维持至 2047 年，然后再次进入下行通道，2100 年降至 1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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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出生人口规模预测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图 5：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女性=100）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出生人口性别比将回归至正常区间。出生人口性别比通常指年度

平均 100 名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数，正常范围在 105±2（女性

=100）。过去一段时期，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计划生育等因素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比例失衡的现

象。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超出了正常区间，

此后的历次普查均揭示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特征。近段

时间以来，受三孩政策的放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传统“重男轻

女”观念改善等因素影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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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性别比开始好转，为 111.3，较 2010 年下降 6.8。根据联合国人

口司的预测，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将继续改善，预计到 2031 年

降至 107，2038 年继续降至 106 的合理区间（如图 5）。

三、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年龄中位数不断增加，老龄化

程度显著提高，但本世纪中叶将迎来“死亡高峰”

（一）预期寿命保持稳步增长，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显著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保

持了稳步上涨的态势（如表 3）。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男性和

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75.4 岁、80.9 岁，较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别提

高了 3 岁、3.5 岁；较第四次人口普查分别提高了 8.5 岁、10.4 岁。

联合国人口司对于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预测延续了这一趋势（如图

6），具体来看，2100 年我国男性人均预期寿命由 2022 年的 76.0 岁

上升到 88.6 岁，增加了 12.7 岁；女性人均预期寿命由 2022 年的 81.3

岁上升至 91.9 岁，增加了 10.5 岁。从横向对比来看，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将远超世界平均水平，2100 年世界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

仅为 79.9 岁、84.3 岁，比我国同期分别低 8.7 岁、7.6 岁；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也将明显缩小，男性和女性的人均预

期寿命差距分别由 2022 年的 2.3 岁、2.3 岁，逐步降至 2100 年的 0.8

岁、1.2 岁。

表 3：我国历次人口普查人均预期寿命走势

年份 男 女 变化幅度 变化幅度

1990 66.8 70.5 - -
2000 69.6 73.3 2.8 2.9
2010 72.4 77.4 2.8 4.0
2020 75.4 80.9 3.0 3.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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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中国男女人均预期寿命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二）中位数年龄不断提高，预示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提升

受出生人口减少和人均预期寿命增加等因素影响，我国人口老龄

化程度将逐步加深。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中情景下，我国人口

老龄化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具体来看，我国居

民中位数年龄将由 2022 年的 38.5 岁逐渐提升至 2078 年的 57.5 岁，

之后将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持续至 2100 年。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将

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图 7：我国年龄中位数走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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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人口进入上升期，本世纪中叶将迎来“高峰时刻”，

随后转入下行通道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高中低三种情景下，我国死亡人口的

数量均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如图 8）。具体来看，三种情景下，我

国死亡人口由 2022 年 1050 万左右逐步提高，到 2060 年左右达到峰

值约 1680 万左右，随后进入下降阶段。与前一阶段不同，受新出生

人口数量差异性开始显现的影响，2060 年后三种情景下的我国死亡

人口数量有所发散，预计到 2100 年，高中低三种情景下的死亡人口

分别降至 1403 万、1369 万、1336 万，高情景和低情景的差距升至

67 万人。

图 8：我国死亡人口数量走势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四、政策启示

当前，我国已开始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挑战，

联合国《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进一步揭示出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

长期性。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继续加强人口监测预警，实施更

加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及时调整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降低

人口因素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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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有效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确保出生人口规模维持在

合理区间

客观来看，我国的人口“少子化”是不确定性矛盾，即未来出生

人口的数量很难把握；但人口“老龄化”是确定性矛盾，即未来大约

80 年的老年人口数量大致可以推算出来。出生人口数量是优化我国

人口结构的重要变量，也是决定我国全球大国属性的关键支撑。因此，

我国人口政策的难点和重点都在于如何有效应对人口“少子化”挑战。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设计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面临政策

工具偏少、政策力度偏低、政策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等多方面困难。

下一步，建议要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借鉴国际经验，搞好试点示范，

加大各项政策资源的投入力度，注重生育支持政策集成创新，构建更

为有效的生育政策支持工具箱，确保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新出生人口能

够维持在合理区间。

（二）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加快调整和完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

政策和战略

人口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因此，人口总量、年龄结构的

变化都将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首先，要测度好人口变

化给经济发展“供”和“需”两方面的影响。需求方面，人口总量负

增长意味着与“人头”关联的必需品消费需求有可能会率先进入“量”

的拐点；人口结构上，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加，无疑会增加与老年人关

联的消费需求。供给方面，劳动力规模的减少存在降低我国未来的潜

在经济增长率的风险。下一步，政策要注重提高供给对人口引发的需

求结构变化的匹配度；中长期内，有必要前瞻布局资本对劳动的有序

替代。同时，还要依据人口变化，尤其是重点关注新出生人口数量和

死亡人数两项指标，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

革，切实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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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好人口形势跟踪预测，为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提供科学

依据

人口走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预测难度很大。我国人口总量出

现拐点的时间较前期多数研究成果的预测结论大约提前了 8 年时间。

此外，人口走势还有很大的惯性，当期人口出生数量是决定下一代人

口出生数量的重要变量，具有螺旋加速或减速的特征，以联合国人口

司对我国人口预测的低情景为例，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偏低，那么到

2100 年出生人口将大幅降至 125 万的超低水平。这充分说明，当下

有必要继续加强和完善短期、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人口预测预警体

系。与经济领域相比，人口短期跟踪分析指标较少，建议探索研发新

出生人口数量、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婚数量等月度指标的可行性，

以更好推进人口的短期跟踪预测；中长期内，要及时调整各种人口预

测参数，提高预测预警的准确性，为调整和完善新形势下的各项人口

发展政策和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执笔: 宋瑞礼 胡祖铨 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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