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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之治”

新时代。站在“中国之治”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却呈现出前所未有复杂多变的新格局，其中特

别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将是深远及具有重要战略影响的。也就是说，伴随着长期

以来生育水平的持续低迷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所引发的人口年龄结构巨变势必影响现

阶段乃至未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技术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在上述宏观变迁中，中国人

口负增长的时间节点、主要特征、影响机制及其如何进行超前应对正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

关注的一个新的重点领域。为此，我们特别组织了几位长期专注于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变化及其

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技术等方面影响的专家，重点围绕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发展态

势、主要影响机理以及相关政策的应对撰写了 3篇论文，其中关注的焦点议题是进入“中国之治”

新时代之后，中国什么时间节点进入人口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对国家以及区域的影响是什么？

中国如何超前做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制度安排？《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中长期变化特征、原因

与影响探究》一文明确指出，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已经积累了人口负增长的惯性，现阶段我国正处

于人口负增长的关键时间节点，预示着未来人口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因此，必须前瞻预判人

口负增长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影响，并适时做好战略性的积极应对。

《“危”“机”与应对：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老龄社会》一文通过翔实分析老龄社会的新特征之后

认为，人口负增长时代同样预示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新格局，因此，研判人口负增长时代老龄社

会的“危”和“机”，转危为机，充分认识老龄问题的本身具有民生和经济问题的双重性，通过高质

量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为应对人口负增长创造良好的支撑条件。与此同时，与东部地区相比，

中西部人口负增长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中西部人口负增长现状及其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

响》一文则特别提出，中西部人口负增长呈现出多为局部型、间断型、迁移型常住人口负增长的

鲜明特征，中西部地区人口负增长对其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中西部农

村地区人口负增长趋势更值得政策制定者给予充分的关注，中西部无疑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负

增长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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