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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人口控製的“基礎理論”錯在哪裏？-李尚勇
的博客-財新網-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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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導讀】本文（本書）證偽的邏輯是：如果能夠證明人口民粹主義

的“基礎理論”不成立，那麼，它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偽人口理論體

係”便坍塌了，其它引申出來的奇談怪論自然不屑一一駁斥。這正如，

我們不需要去找出某台設計複雜的永動機的所有“貓膩”，隻需要確認它

是永動機即可。

說明：因為考慮到有部分網友是第一次閱讀我的文章，所以需要介紹一

些基本概念和背景知識，但這樣一來，有些內容與之前的文章便有些重

複，這隻能請網友原諒。若你已經讀過相關內容，請跳過它們，直接讀

後麵的內容。

（一）

《大國空巢》是“放鬆、放棄人口控製”錯誤思潮的最早倡導者，是人口

民粹主義思潮的始作俑者。

民粹是一種平民不滿現狀的意識形態；民粹的主要特質就是平民對政府

的怨懟。



民粹主義（populism，又譯為平民主義）是指平民論者利用平民不滿現

狀的意見或不滿情緒形成自己的社會（政治經濟）主張。

人口民粹主義杜撰偽人口理論，並利用部分民眾對計劃生育的不滿情

緒，向政府施壓，企圖影響政府的人口政策，迫使政府放鬆繼而最終放

棄控製人口的基本國策。

《大國空巢》和《中國人太多了嗎？》是人口民粹主義的代表作，他們

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國人可以多

生！需要多生！”

《大國空巢》的人口理論有兩個基礎，一個是“資源無限”，另一個是“生

育意願降低”，前者是他的“立足點”，後者是他的“基礎理論”。

人口民粹主義者都是“資源無限論者”，其論證問題的基本手法更多地表

現為“想當然”。

例如，《大國空巢》認為，“人口增加，對現有的資源消耗隻是‘加法’地

增加；但更重要的卻是使目前的‘非資源’變為新的資源，這種新資源的

增加卻是‘乘法’地增加的”；“太陽每天提供地球大量能源，地球怎麼可能

缺能源？地球上水麵積比陸地麵積還多，怎麼會缺水？”；若將高山變

為平地就可以將“西藏水調去（新疆）塔裏木沙漠”，並“形成水氣”，“西

北將（因此而）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

本來，目前的農業技術隻能利用全球綠色植物1%的淨生產能力，所以

目前地球最多隻能養活80億人口。但該作者卻毫無根據地預言說，未來

遺傳學的突破“完全可以提高一個百分點的可利用植物比例，意味著可

以養活另外80億人口”。他甚至斷言，“即便中國人口真的達到15億、甚

至20多億，糧食也不是問題”。

《大國空巢》的“資源無限論”建立在上述“未來可能出現的高科技”基礎

上，而“未來高科技”需要開發“人腦”這一“終極資源”，因此，保持大量人

口是“開發人腦”的必要條件，所以需要鼓勵生育長期維持人口增長。



該書作者認為，“人腦是終極資源，隻要科學技術在進步，自然資源永

不會枯竭。環境、氣候、資源問題的最終解決，在於開發‘人腦’這一‘終

極資源’，而不是減少人口”，“人口減少意味著開源的智力減少”。

他認為，“看來已經窮盡的資源，實際還具有無限的潛能。偌大一個地

球，我們也還隻是在皮毛上循環地用了一點陸地資源”；“就可預計的技

術條件而言，地球養活數百億人口沒有問題”。

顯然，“資源無限論”缺乏現實基礎，這種“樂觀主義”對於解決現實和眼

前的資源環境問題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三體”時代的核聚變發動機固然

令人神往，但現實是大麵積嚴重霧霾籠罩了中東部大部分地區）。現實

的資源非常稀缺，並且已經“稀缺”到需要用戰爭去維持的程度；環境容

量非常有限，並且已經“有限”到容不下高級生命的地步。（《人口困

局》對此有詳細論述，本文不再贅述）

當然，以“資源無限論”為基礎的所有人口政策主張，最後都落入了“偽人

口理論”的陷阱。

（二）

《大國空巢》的作者易富賢（婦產科專家）運用他的醫學專業思維搭建

了他的人口“基礎理論”。據他自己說，他是利用聯合國公布的世界各國

人類發展指數（HDI）和總和生育率（TFR）數據，為各國人口迷霧

做“透視”。具體說就是，他比較了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各

國HDI與TFR的數據，發現“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線負相關”。他

據此繪製了“HDI-TFR關係圖”。（見下圖）

易醫生使用的是統計學“簡單直線回歸”分析方法，即利用過去的一些數

據，以“最小二乘法”導出一個直線回歸方程，再利用該方程預測或推算

未知區域的情況。

在嚴肅認真的研究態度下，對於呈現線性相關的觀察點，直線回歸分析

是一個簡單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它常常被急功近利者所濫用。



易醫生的《大國空巢》應該可以作為濫用直線回歸分析的典型而載入統

計學教案。（《人口困局》第222頁）

然而，易氏人口理論的這一基礎是一片沙灘：



詳細論證見《人口困局》第225-231頁：















2013年，隨著人口民粹主義泛濫，《大國空巢》在大陸出了簡體版。



新版《大國空巢》除沿用上述人口“基礎理論”外，又補充了“人均GDP與

生育率關係”、“婦女受教育程度與生育率關係”、“性別不平等指數與生

育率關係”、“避孕率與生育率關係”和“城市化水平與生育率關係”等5個

指標用於“診斷”生育率。

但是，這些“診斷”指標的共同特征是：它們那些“觀察點”的分布範圍

比“HDI-TFR關係”更寬，相關係數更低（後3個分別

為0.764、-0.781和-0.565）、更不可靠，更不可能從中準確推算出“中

國不實行計劃生育的總和生育率TFR”。（見後麵“幻燈

片21”之“圖11-4”）

（三）

人口民粹主義的另一部代表作是《中國人太多了嗎？》。這本書有兩個

特點，第一，大肆鼓吹完全放棄人口控製、鼓勵生育；第二，該書的理

論“基礎”更加薄弱，杜撰的“人口規律”也更粗糙、更缺乏嚴密論證。

筆者對其證偽的邏輯是，若證明了它的理論“基礎”是荒謬的，那它建立

在這個基礎上的所有觀點、主張就都是荒謬的。（證偽見下圖）





（四）

下麵是人口民粹主義典型的錯誤觀點：







（五）

當初（1970年代初），中國計劃生育決策的基本依據是，資源與人口

關係緊張，這表現為人口增長對資源和社會經濟的巨大壓力。

30、40年後的今天，不僅資源與人口的緊張關係沒有緩解，而且還增

加了環境與人口的緊張關係。

為了應對資源環境與人口的緊張關係，我們隻能選擇大幅度降低食品質

量和安全性以喂飽13億、14億人口，盡管如此，中國的資源、環境形

勢還是難以承受，並已經不堪，局部危機頻現（眼下，中東部大麵積嚴

重霧霾，北方地區大範圍嚴重缺水，全國範圍內嚴重水汙染，局部地區

隨時可能爆發大規模水汙染危機）。

結論便是：當初製定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容否定，今天繼續實行控製

總人口的基本國策更加毋庸置疑。

目前，中國人口增長來到了“三岔路口”，需要正確的人口決策：





 筆者對國家人口政策的總的建議是：

控製總人口的基本國策不能動搖，計劃生育政策不能放鬆，但控製總人

口的具體做法可以更加人性化。過去計劃生育的一些過激、極端做法應

該堅決停止，利用計劃生育“尋租”腐敗的惡劣行徑必須嚴加打擊。



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弄清國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真實的生育率

情況，確保中國人口增長趨勢在聯合國中生育率方案範圍內，確保最

近10年內人口增長出現真正向下的拐點（而不是假拐點），從而實現中

國人口高位運行“軟著陸”。

2016年12月31日

友情提示：該係列文章的下一篇是《人口高位運行“軟著陸”與“硬著

陸”》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