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 口问题的研究器要多方面的大协作

人口问题本身已经是一个大系统的间题
,

不过它还只不过是整个社会经济这个更大系统

中的一个部分
—

一个子系统
。

在研究
、

探讨人 口问题的时候
,

有许多间题必然要牵涉到党

政军以及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分析研究
, 至于制订目标

,
确定公式中各个系数的数值

等更需要多方面工作同志的配合
。

根据党中央对全局间题的高瞻远瞩的估量
,

提 出 总 的 方

向
,

搞社会科学的同志与搞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通力合作
,

社会学
、

人文科学的研究分析可

以给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提供定量分析的前提
,
而定量分析又可反过来为社会

、

人文科学提

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内
,
有各级党的领导

,
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协

作
, 一定能将人 口问题解决得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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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 ) &年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

世界总人 口
, % & ) & 年年中的估计数为 ∗∗

#

% 亿
。

∋( ( 万 以上人口的国家有 +, 个
,
共有人

口 ∗ −
#

+ 亿
,
占世界总人 口的 &) .

。

从人口规模看
,
中国居于首位

,
其次是印度

、

苏 联 和 美

国
。

其他 / 0 个人 口在 ∋ (( 万以下的国家
,
仅占世界总人 口的 0 .

。

因此 , +, 个最大国家的

人口发展趋势
,

就可以基本上反映世界人 口发展的趋势
。

这里
,

根据 +, 个 ∋ (( 万以上 人 口

国家的资料
,

对 %& ∋ (一 % & ) & 年世界人 口的增长趋势作一简要剖析
。

+, 个人 口最多的国家
,
分布在各大洲

,

它们在各大洲总人 口中所占的比重大 都 在 &( .

以
1

上
。

仪大洋洲例外
,
只占 ,∗ .

,

这是因为在大洋洲
, ∋ (( 万 以上人口的国家只 有 澳大 利

亚一个
。

近几年来
,
世界人口增长率总的趋势是下降的

,
年平均增长率 从 % & , ∋一)( 年 的 −

#

% .

下降到 % & ) ∋一)& 年的 %
#

) .
。

从各大洲看
,

除非洲是上升趋势外
,

其他各洲都稍有下降
。

从世界范围看
,
% & ) + 年的人 口增长率在 %

#

,一%
#

+ .之间 由于某些国家的资 料 不 够 精

确
,

所以只能定出一个范围
,

而不是一个确定数字 !
,

出生率为 −) 一 −& 编
,

死亡率为 / 一 %− 输
。

出生率
2
非洲仍然很高

,

达 ∗∋ 一∗) 编
3
拉丁美洲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为 0− 一 00 编

3亚

洲为 − +一0% 编
,
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 一−& 场

3
北美洲为 %∋ 编

,

欧洲为 巧编
,

大洋洲为 %, 编
,

以上三个洲大约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

死亡率
2

非洲最高
,
达 %, 一 %+ 编 3 亚洲为 / 一 %− 编

,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

3
较发达地区

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北美洲为 &输
,

欧洲为 %( .
。 3
但拉丁美洲却与较发达地 区 很 接 近

,

为 & 编
。

增长率
2
世界平均水平为 %

#

,一 %
#

+ .
。

非洲最高
,

达 −
#

+一 0
#

% .
,

拉丁 美 洲 为 −
#

0一

−
#

∗ .
,

亚洲为 %
#

+一 −
#

( . ,
均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

。

欧洲仅 (
#

, . ,
北美洲为 (

#

+ .
。

欠 发

达国家为 −
#

(一−
#

− . ,
较发达国家只是 (

#

) .
,

两者之间差距非常悬殊
。

详细情况见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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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据估计
,

当前我国应安置的城镇青年 % ∗( 万人 !
、

每年新成长应安置的城 镇

知青 % ( ( 万人 !和城镇其他待业人口 % %( 万人 !
,

合计 0 ∋( 万人 % & ) ) 年统计!
,

加上上山 下

乡未回城的知青计有 % % ∋ (一% − ∋ ( 万人
。

解放二十八年来
, 全民所有制单位新增职工平 均每

年只有 −( ( 万人
,

加上集体企事业单位招工每年也只有 ∗( ( 万人左右
,

若按这个速度招工
,

安排上述人员就业还须好几年
。

所以
,

在 %& + ∋ 年前
,
我国仍然要实行合理控制农民进城

,

妥

善安排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
,
从而

,
到二十世纪末

,
我国城镇人 口要由现在 的 %−

#

% . 提 高

到 0( . 以上 增加了 − ( .左右 !
,

是不可能的
。

所以
,

我们认为
2
世界上一些学者预测到 − ( ( ( 年我国城镇人 口将占到全国总人 口的 0∋ 一

∋( .
,

是偏高的
“

未完待续 !
。

上接 %+ 页! 表 % % & ∋ (一 % &了& 年世界各大洲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根据 +, 个 ∋( ( 万以上人 口国家的资料计算 ! 单位
2

‘& ∋ 。一∋ ∋年
%
‘& ∋ ∋一, ”年

%
‘& ,“一, ∋年

∃
‘。, ∋一) 。年

∃
‘。) 。一) ∋年

.

% & ) ∋一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6∗ 自!∀#口叮‘行了
∃∃∃

⋯⋯
∃ ∃上#%&白,曰∋自∋曰%“%&,((()口八匕月了比∀丹∗刁(一衬+%甘∋自%甘 自,曰#自 自((,−.曰/0 自(((人∀ &一从口12上汽曰(((土%‘∋曰(工∋曰((, ∃一 曰八&,∀,∀.∀∀

∃

(八3八八+22 自
∃∃∃

⋯⋯
∋目,上 自%乙∋曰#自(山(上,曰#口八)(玉4山%

甘月了只&∀∃工#口
∃∃∃

⋯⋯
,上(上∋曰,自)自 自, ∃(止∋曰世 界

较发达国家

欠发达国家

非 洲

亚 洲

拉丁美洲

北 美 洲

欧 洲 5包括苏联 6

大洋洲 5只是澳大利亚 6

表 7 世界各大洲的人口和生命率
5 根据 83 个 9 )) 万 以上人口国家的资料计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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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看
,

83 个最大的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 多
,

但由于各个地区包括的 9 )) 万以

下人口的较小国的数量不同
,

因此
,

这一比例也是各不相同的
。

特别是大洋洲
,

包括着大 量 的

岛屿
,

但这里仅仅用一个超过 9) ) 万人口的澳大利亚作代表
。

7
∃
“( ∋ : ∋ 年 : 月 ( 日的人 口数

”

一拦中
,

各洲人口数加总为 ;
,
7 : ;

∃

世界总人口数为 ;
,
7 :3

,

差 额
7 是由于小数进舍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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