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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规模到达新拐点。1962-1973年，中国人

口年均增量在2000万左右，在2000年人口增量下降到1000万以下，2019

年下降到500万以下，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死亡人口1041万，人

口减少约为85万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63年（7.51）到1978年（2.72）

经历大幅下降，1992-2017年稳定在1.8左右，2021年已下降至1.1附近，

已处于较低水平。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较低，且与经

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从人口的年龄分布来看，老龄化正在加剧。

中国人口下降的原因包括：第一，人口政策导致育龄女性减少，2022年中国

15至49岁育龄女性人数比2021年减少400多万人，其中21至35岁的育龄

女性减少近500万人。第二，城镇化进程中的结婚率下降，导致人口出生人

数下降，粗结婚率2005-2013年从6.3‰增长到了9.92‰，之后开始快速下

降，2021年粗结婚率下降至5.4‰。第三，近些年中国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

逐渐增大，从2000年的平均24.1岁增长至2020年的27.5岁，高于美国27.1

岁的水平，即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四，较高的生活和养育成本降低了

生育率。在生活成本中居住类开支占有较大比重，中国的住屋支出占比在主

要国家中排名居前，居民生活成本中购房及房贷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支出占据

较大比重。第五，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就业不确定性以及对健康的担忧，是生

育率下降的短期因素，其影响将逐渐减弱。

本文运用Leslie模型基于人口生育率、死亡率等变量和当前的人口特征，

按照生育率低、中、高（分别为1.05、1.16、1.85）三个方案，预测了2026-2066

年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特征。结果表明，在高生育率假设下，人口总数在2036

年达到14.79亿的高峰后逐渐下降，在2066年降至13亿，劳动人口在2066

年下降至7.2亿，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56年达到32%高点后开始下降，

人口的平均年龄在2015年上升至46.57岁。在中生育率假设下，2066年人

口总数降至10.28亿左右，劳动人口降至5.6亿。在低生育率假设下，2066

年人口总数降至10亿左右，劳动人口降至5.3亿，65岁以上老人的占比上

升至接近39%，人口的平均年龄从当前39岁上升至54.45岁。

风险提示：政策调整滞后，测算变量出现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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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

1.1 人口规模出现下降

2022 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规模到达新拐点。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 2022

年中国出生人口 956 万，死亡人口 1041 万，人口减少约为 85 万人。近 60 年来，

中国出生人口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从 1963 年的出生 3000 万下降到 1979年的 1738

万，此后波动上升至 1987 年的 2550 万。1987 年之后中国人口波动下行，特别是

2016 年以后增加了下行的速度，从 2016 年出生 1883 万人下降到 2022 年的 1000

万以下。近 60 年来，年死亡人数缓慢上升，从七十年代的 600 万左右，上升至当

前的 1000 万。

从人口整体增量来看，1962-1973 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量在 2000 万左右，随着计

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人口增长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在 2000 年人口增量下降到

1000 万以下，2019 年下降到 500 万以下，2021 年人口增量仅为 48 万。

图1：中国人口出生死亡人数（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1.2 总和生育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是指在育龄期间，每位女性平均的生育子

女数，用于表示生育水平的高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63 年（7.51）到 1978

年（2.72）经历大幅下降，1978 年之后下降较为平稳，特别是在 1992-2017 年稳

定在 1.8 左右。2017 年为 1.81，此后下降速度加快，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202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28，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处于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总

和生育率的下降将造成出生人口的下降，进而导致总人口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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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较低。世界主要国家也经历了人口总

和生育率下降的阶段，但是从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数据来看，总和生育率

在经历了大幅下降之后保持平稳，近 40 年间保持在 1.1-2 的区间内，多数年份在

1.5 左右。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法国、美国、巴西、英国、德国

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79、1.66、1.64、1.56、1.53 和 1.3，高于中国 2021

年的 1.16 的水平。而中国 2021 年已下降至 1.1 附近，已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偏低。从世

界主要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我国位于世界人均 GDP 和生育率的平均水平的下方，相较于一定的总和生育率，

我国的人均 GDP 更低；相较于平均的人均 GDP，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更低。

图3：总和生育率变化的国际对比 图4：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美元）与总和生育率水平对比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局，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1.3 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

中国人口在各年龄阶段的分布表现出老龄化在加剧。2000 年时中国人口略像三角

形，即年轻人较多，老龄人较少，中年人居中；2011 年人口结构向纺锤形发展，

年轻人口逐渐减少，人口向中年集聚；2021 年，纺锤形的“纺锤”在变小，一方

图2：中国总和生育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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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年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在增加；据本文初步预测，到 2031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明显增多，中年人口继续减少。

图5：2000 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亿人） 图6：2011 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亿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7：2021 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亿人） 图8：2031 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预测（亿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测算

2.中国人口下降的原因

2.1 育龄女性逐渐减少

15-49 岁的育龄女性的减少与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密切相关。2011 年中国育龄女性

达到近些年的峰值 3.84 亿，此后逐渐下降，至 2021 年降至 3.17 亿。同时，育龄

女性在占总人口的比例在 2010 年达到 28.49%，此后逐渐下降，至 2021 年占比

22.4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22 年中国 15 至 49 岁育龄女性人数比 2021

年减少 400 多万人，其中 21 至 35 岁的育龄女性减少近 5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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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镇化进程中的结婚率下降

结婚率下降直接导致人口出生人数下降。中国结婚率在 1982 年之后至 2005 年表

现出波动中小幅下行，2005-2013年开始逐步上行，从6.3‰增长到了9.92‰,2013

年之后，中国结婚率开始快速下降，2021 年粗结婚率下降至 5.4‰。

粗结婚率下降的同时，中国离婚率逐步上升的趋势明显，从 2002 年的 0.9‰，上

升至 2020 年的 3.1‰，2021 年中国开始推行“离婚冷静期”制度，粗离婚率有所

下降。

图9：中国育龄女性人数（亿人）与占比变化（%，右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0：中国粗结婚率与粗离婚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部，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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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率下降是城镇化进程的表现之一。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更多的人口进入城镇

生活，面临更多的生活压力和生活成本，导致适龄青年推迟结婚年龄或者选择不

婚。从韩国、中国香港的发展经验来看，结婚率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2.3 女性育龄延迟

近些年来，中国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逐渐增大，从 2000 年的平均 24.1 岁增长至

2020 年的 27.5 岁，高于美国 27.1 岁的水平，即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女性生

育年龄的峰值从 2000 年的 24 岁增长到 2020 年的 27 岁。同时，中国初育年龄 10

年间增长了 14%，增速高于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水平。

图12：中国女性分年龄生育人口占比（%） 图13：部分国家女性首次生育年龄（岁）及同比增加（%，右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部，OEC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中国女性育龄的延迟与劳动参与有关。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

率更高，2021 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 61.61%，而同期的英国、美国和日

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58.04%、55.23 和 53.5%。

图11：韩国与中国香港结婚率变化（‰）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局，中国香港统计处，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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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的同时，女性生育面临着升职机会减少、就业歧视、工作岗

位被替代、收入不确定性增加等风险，导致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较高，从而降低

了女性的生育意愿。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近年来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从

2015 年的 6.1%上升至 2020 年接近 10%。

2.4 生活及幼儿养育成本上升

较高的生活成本对生育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生活成本中居住类开支占有较大

比重，中国居民近些年来居住开支占可支配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从 2014、2015

年 22%左右，上升至当前的 24%左右，2022 年占比达到 23.97%。

图15：中国居住开支占可支配支出比例（%） 图16：2022 年中国可支配支出构成（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居住开支占可支配支出的比重排名居前。根据 OECD

的统计，2019 年世界主要国家居住开支占可支配支出的比重多在 23%以下，而中

国同期的比例是 23.45%。

图14：部分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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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亿元）及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右轴）
图18：各国居住开支占可支配支出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房城乡建设部，Choice，国信证券经

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OEC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2.5 疫情是生育率下降的短期因素

疫情对生育率下降的短期影响将逐渐减弱。疫情期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劳动

力市场紧张，根据 OECD 的调查，2021 年经合组织和非成员国（或地区）青年均

对疫情以来的诸多公共服务表现出不满情绪，尤其是对教育、住房和就业方面的

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将逐步恢复，

适育年龄人群对疫情的焦虑也将逐步缓解，疫情对生育率下降的短期影响将逐渐

减弱。

图19：新冠疫情期间青年人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

资料来源：OEC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通过人口模型来进行预测，在进行人口预测时，需要综

和考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存活率、性别比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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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预测方法及数据

Leslie 模型是常用的人口预测的模型，基于人口生育率、死亡率等变量和当前的

人口特征，逐阶段预测未来人口的总量和结构特征。其基本原理是在现有各年龄

阶段女性分布的基础上，通过女性人口的存活率和育龄女性的生育率，得出下一

阶段女性在各年龄阶段的分布，然后通过人口性别比估计总人口的数量，由此进

行迭代，预测下一阶段的情况。

Leslie 模型同时考虑了人口性别比、育龄女性生育率、分年龄段死亡率等因素，

并且通过矩阵表示降低运算的难度。Leslie 模型具体的构建和运算过程为：

女性在各年龄阶段上的分布用向量 Nt=（n0,n1,...,ns-1,ns）
T表示，n0表示 0-4 岁，

n1表示 5-9 岁，...ns-1表示 90-94 岁,ns表示 95 岁以上。

其中，15-49 岁女性（即第 4 到第 10 组）是人口学领域公认的育龄妇女。记第 t

年第 i 年龄段的女性人数为 xi(t),i=1,2...,20。

设第 t 年第 i 年龄段的女性人口平均死亡率为di(t)，记相应的存活率为si(t) =
e− di(t)，最后一个年龄段的存活率为 0，则

xi+1(t + 1) = si(t)xi(t),i = 1,2···,19

由每位女性平均生育婴儿数bi(t)，那么在[4,10]年龄段为生育区间，第 t年出生

婴儿数为：

i=4

10

bi(t)xi(t)�

记第 t年婴儿的死亡率为d0(t)，性别比(男婴占婴儿数的比例)为 a(t)，则女婴存

活率f0(t) = s0(t)[1-a(t)]，则第 t年存活的女婴数为

x0(t) = f0(t)
i=4

10

bi(t)xi(t)�

在不考虑人口迁徙的情况下，可以得到 Leslie 人口模型的计算公式:

x1(t + 1) = f0(t)
i=4

10
bi(t)xi(t)� = f0(t)β(t)

i=4

10
ℎi(t)xi(t)�

x2(t + 1) = s1(t)x1(t)
·

·

·

x20(t + 1) = s19(t)x19(t)

改写为矩阵形式，Leslie 矩阵为：

L（t）=

0 0 0 �0(㤵)�4(㤵) � �0(㤵)�10(㤵) 0 � 0
�1(㤵) 0 0 0 � 0 0 � 0
0 �2(㤵) 0 0 � 0 0 � 0
0 0 ��(㤵) 0 � 0 0 � 0
0 0 0 �4(㤵) 0 � 0 � 0
0 0 0 0 ��(㤵) 0 0 � 0
0 0 0 0 0 ��(㤵) 0 � 0
� � � � � � � � �
0 0 0 0 0 0 � �19(㤵) 0 20�20

记 x(t) = [x1(t),x2(t)…,x20(t)]T为第 t 年各年龄段的女性人口数向量,则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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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lie 人口预测模型的矩阵形式的运算公式：

x(t + 1) = L(t)x(t)

在运用 Leslie 模型进行人口预测的过程中，核心的变量包括人口存活率、女性的

人口占比、总和生育率等，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确定。

人口存活率的计算，本文运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得的各年龄阶段女性的死亡

率计算得出。女性人口占比的计算，由于近些年来占比变动较小，本文采用 2021、

2019、2018 和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的平均值进行计算。

在总和生育率上，参考陈卫（2022）的研究设置低生育率方案（假设 1.05）和高

生育率方案（假设 1.85），同时采用其采用其推算出的 2021 年的总和生育率 1.162

作为中生育率方案。同时，各年龄阶段女性生育率的数据，由第七次人口普查的

数据，根据各总和生育率假设进行调整。

表1：总和生育率的三种方案

方案 总和生育率 依据

高方案 1.85 按照韩国、新加坡、日本、瑞典、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生育率水平，预计我国一孩生育率

为 0.55-0.85，二孩生育率为 0.35-0.65，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为 0.15-0.35。低方案 1.05

中方案 1.16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测算，2021 年总和生育率约为 1.162。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预测》、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2 预测结果

本文以五年为一个阶段进行人口变动的预测，共预测了 2026-2066 年的变化情况。

其中，由 2021 年生育率数值进行的预测与低生育率方案较为接近，两种方案在

2036 年之前的人口数变动较小，保持在 14 亿左右，2016 年之后人口数开始大幅

下降，低方案下 2066 年降至 10 亿左右。而在高生育率方案下，人口将走出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2036 年达到 14.79 亿的高峰后逐渐下降，在 2066 年降至 13

亿。

图20：中国人口变动趋势（亿人） 图21：中国人口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测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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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5-64 岁的劳动人口，总体而言三种方式下至 2031 年的变动幅度较小，且三

种方案的差别较小，保持在 9亿以上的劳动人口。2031 年之后劳动人口开始出现

大幅下降，高生育率假设劳动人口下降幅度略有平缓，2066 年劳动人口下降至 7.2

亿；在低生育率方案下，劳动人口直线下降，2066 年降至 5.3 亿。

未来 40 年，65 岁以上的老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逐渐提升。在低生育率方案和

按 2021 年生育率数值计算的结果中，65 岁以上老人的占比将在 2066 年上升至接

近 39%。如果按照高生育率方案，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在 2056 年达到 32%的高点，

此后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图22：15-64 岁人口变动趋势（亿人） 图23：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测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测算

如果按照低生育率的方案，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在未来 40 年大幅上升，在 2066

年上升至 54.45 岁，在 40 年间平均上升 15 岁。如果按照高生育率的方案，中国

人口的平均年龄则上升较为缓慢，在 2051 年上升至 46.57 岁，此后保持平稳。

图24：中国人口平均年龄（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测算

对于劳动人口的抚养比例，低生育率方案和高生育率方案下存在较大差别。两种

方案都在 2056 年左右达到 80%左右的高点，在此之前，高生育率方案的劳动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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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升更快。2056 年后，高生育率方案下的劳动人口抚养比下降更快。

在中方案下，预计少年儿童抚养比会缓慢下降，2066 年下降到 15%左右，而老年

抚养会出现大幅上升，在 2056 年左右达到高点。

图25：劳动人口抚养比变动趋势（%） 图26：少年儿童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测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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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政策调整不及预期；测算变量出现重大变化；人口政策出现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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