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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妇女生育模式变化和未来人口
预测研究

王维华 范小静刘如如党少农

【摘要】 目的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陕西省妇女生育模式并预测未来人口数。

方法采用生育率曲线分析生育模式，差别分解法寻找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简略寿命表法及实际

生育率法预测未来人口。结果陕西省2010年总和生育率为1．05，一般生育率下降中年龄别生

育率下降的贡献为101．27％，预测2015年人口数为38 122 474，2020年为38 432 931，2025年为

38 12l 904。结论陕西省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社会，并且人口将在2020年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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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Mective Tb analvze me fenility rate and to estimate the如ture DoDulation size

of Shaanxi provillce，based on data仔om廿1e si)【t11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Methods Fenility rate

curve was used to analvze the fertility model and me abbreviated life table．The actual fenility rate was

used as the main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population size．Geneml fertility rate was analVzed bV factor

analVsis approach．Results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of ShaarⅨi province was 1．05 in 2010 while

age．specific fenility rate contributed l 0 1．27％to the 2eneral f色nility rate．The expected population

sizes would be 38 122 474 in 2015，38 432 931 in 2020 and 38 121 904 in 2025 respectivelV．

Conclusion Birthrate would become lower and the population size appearing a negative increase ill

the year 2020，in Shaanxi D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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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26降至

2000年的1．22⋯，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

的13‰～16‰下降到2000年的8．7‰[2]。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陕西省常住人口年均增长3．5‰，

比前一个10年的增长速度下降5．4‰，低于全国

5．7％。的增长速度。2005年陕西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

率下降至1．7以下(同期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87b1)，

人口生育率进入到低生育水平时期。在全国妇女总

和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

本研究将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陕西省妇女

总和生育率进行分析并预测未来人口发展。

资料与方法

1．数据来源：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各地区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

及总和生育率，各地区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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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年龄、性别人口中陕西省数据进行分析计算¨3。

2．分析方法：

(1)差别分解：对一般生育率依据人口年龄结构

进行差别分解，解释一般生育率变化的育龄妇女年龄

结构变化因素和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因素乜1。

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变化因素指各年龄别育龄妇女人

数的变化，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指一定年龄段

的育龄妇女生育率的降低或者提高。年龄结构变化

与年龄别生育率变化的作用方向可一致也可不一致，

两者贡献值的绝对值之和有可能大于一般生育率差

值的绝对值，但贡献值之和等于一般生育率差值口1。

(2)实际生育率法：2010年人口普查各年龄组

人口数作为运算各项指标及人口预测的基数，生存

概率(p戈)则是利用简略寿命表法求得拍1，据此推出

各年龄组(间隔5年)的人口数。预测出生人数是按

分要素法推算未来出生人口，它与人口年龄移算法

所推算的年龄别人口数相加n]，得到预测的人口总

数。其中出生人口数预测采用实际生育率法，即预

测时以该地区育龄妇女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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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采用公式：觑+n=∑矾+n×．肛，式中氏+n为
二墨

未来戈+n年年初的戈+几年龄组妇女人数，屈为原来

戈岁年龄组育龄妇女实际生育率，纸+n为这一年出

生人口数。它假定该地区在预测年问保持某一年生

育水平不变，并用预测未来出生人数来填充0岁组

人口，从而预测出各年人口总数随]。

3．统计学分析：应用EXcel 2007软件计算各种

生育率、一般生育率差别分解、简略寿命表、生存概

率、未来隔年人口数等指标，并制作图表。

结 果

1．妇女生育模式变化：

(1)妇女生育率变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显示，陕西省育龄妇女的生育高峰出现在25～29岁

年龄组，为78．48‰，较2000年相比推迟一个年龄

组，同时峰值生育率下降了40．85％。。30～49岁各年

龄组生育率出现较大增长，总和生育率1．05，属于超

低生育水平凹1。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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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1、1989、2000和2010年陕西省年龄别

育龄妇女生育率

(2)一般生育率差别分解：对一般生育率进行年

龄结构差别分解。从表1可见，2000—2010年一般

生育率下降2．06‰，其中妇女年龄结构变化引起一

般生育率上升0．026‰，年龄别妇女生育率引起一般

生育率下降2．089‰，分别占一1．27％和101．27％。利

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解，1989—2000年陕西省一般

生育率下降60．32‰，有10．81‰是由妇女年龄结构

变化引起，49．52‰由年龄别妇女生育率下降引起，

分别占下降原因的17．92％和82．08％。比较1989—

2010年数据发现，1989—2010年妇女一般生育率下

降62．38％。，其中年龄结构变化引起8．78％。的下降，

年龄别妇女生育率变化引起53．60％。的下降，分别占

一般生育率下降原因的14．10％和85．90％。

2．年龄别人口预测：首先按2010年女性人口数

和年龄别女性生存概率求出未来各年妇女人口数，

表1对2000年和2010年陕西省一般生育率差值

依据人口年龄结构进行差别分解

注：8 2000年和2010年一般生育率差值=∑如矾一∑纸’觑’=

∑(＆一民’)(觑+矾’)／2+∑(舭一m’)(＆+瓯’)／2=一0．000 03+
0．002 09=O．002 06；6一般生育率=∑年龄别妇女生育率×年龄别

妇女人数占总育龄妇女人数比重

然后用15～49岁的育龄妇女人口数和妇女年龄别

生育率推导出生人数，再用表2中公式推算出陕西

省2015—2025年各年龄组的人口数及总人口数。

表2陕西省2015—2025年年龄别人口预测

讨 论

比较不同年代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可以分析和预

期人口增长趋势，进而确定或调整人口决策。影响妇

女一般生育率的因素很多，如育龄妇女人数、经济状

况及医疗水平等，最终可以归纳为年龄结构和年龄别

生育率两类因素。年龄结构因素即育龄妇女年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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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改变，如育龄妇女总人数增加、同一年龄别妇女

人数减少等；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因素指除育龄妇

女年龄结构因素之外的可能导致生育率发生变化的

所有因素总和，包括社会经济、身体状况、生育观念等

因素b1。源自人口学的生育率差别分解法【2I，可以对

一般生育率变化的年龄结构因素和年龄别生育率因

素的影响进行定量测量，从而为人口政策提供依据。

自1981年起，陕西省妇女的一般生育率和总和

生育率先增长后下降，1989—2000年总和生育率急

剧下降，与90年代全国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相同n 0I，

2000年后持续下降，2010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1．05，显示陕西省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社会。

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差别分解方法，对1989—

2010年陕西省一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心1。

结果表明1989—2000年陕西省一般生育率下降幅

度较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

率下降引起，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一般生育率的下

降也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2000一2010年一般生

育率的下降完全由年龄别生育率下降引起，育龄妇

女年龄结构变化反而引起一般生育率上升。综合考

察1989—2叭0年一般生育率的下降，发现年龄结构

变化引起一般生育率变化的比重越来越小，年龄别

生育率变化才是一般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原因。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

普查以来，陕西省育龄妇女人数呈现持续增长势头，

2010年育龄妇女人数突破1000万达到1079．54万，

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达历史最高水平，为

331．37万人，与200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1．83％和

22．48％，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速最快的时期口]。

一般情况下，育龄妇女人数尤其是生育旺盛期

育龄妇女人数绝对和相对增加，在年龄别生育率不

变的情况下，将使一般生育率提高，但此次差别分解

表明，陕西省育龄妇女人数，尤其是20～29岁处于

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从2000年到2010年的大

幅度增加，对一般生育率的提高只有0．026％。的作

用，而一般生育率从2000年到20lo年下降了

2．089％。，其下降的原因全部是年龄别生育率下降所

致。也就是说，育龄妇女人数的增加，即年龄结构的

变化已基本难以提高一般生育率，年龄别生育率的

下降才是现阶段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说明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社会保障制度

的完善，特别是城镇化的进程将更加促进婚育观念

发生变化，实际生育水平会逐步接近政策生育水平。

2010—2025年由于生育率下降及育龄妇女在总

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导致出生率下降，在死亡率基本不

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未来人口预

测结果显示，陕西省总人口预期在2020年达到高峰

38 432 931人后，将在2025年出现下降。同时陕西省

峰值生育年龄从2015年的25～29岁年龄组转移到

2025年的35～39岁年龄组。综合分析显示，随着妇女

生育率的降低，陕西省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渐减慢，并将

于2020年出现负增长，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使人口增

长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存在不足。首先所得的总和生育率指标非

常低，其中有统计漏报，也有总和生育率指标自身的缺

陷所带来的问题，在婚育年龄推迟时，总和生育率会低

估终身生育水平⋯1；其次1981年和1989年生育率调查

时点是否与2000年和2010年相同，对生育率的比较有

何影响值得讨论；由于未得到l 98 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

人数，因此应用差别分解时没有对该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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