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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on Chi-
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ly,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China is predicted from three as-
pects: age structure, urban-rural structure and gender ratio; and the economic population 
co-integration equation is established to predict the tren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this,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on China’s economy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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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从年龄结构、城乡结构、性别比例三个方面对

我国人口结构的进行预测，并建立经济人口协整方程预测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并以此分析实施全

面二孩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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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人口结构预测的主体模型 

查阅资料后，我们找到已有模型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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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为时间； 1a = 为乡镇， 2a = 为城市； 1s = 为男性， 2s = 为女性；n 为最高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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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人口年龄状态向量； ( )SZ t 为人口迁移向量； ( ),s
aq i t 为年龄为 i

的人第 t 年的死亡率。 

2. 实施二孩政策下的人口结构预测 

查阅相关调查数据后，分别对 2020 年到 2050 年的城乡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进行预测[2]，如下： 

2.1. 年龄结构预测 

根据预测曲线图 1 可以明显看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宽松，我国的少年抚养比在上升，同时老年

抚养比也在上升，但随着政策影响力的逐渐渗透，在 2025 年左右未成年抚养比将由峰值 0.28 开始下降，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趋势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总体上，总抚养比在经过缓慢的上升之后首次出现下降的趋势，这就很明显地体现了二胎政策的作

用和影响力。总抚养比的下降会使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向区域平衡的方向发展，并减轻我国劳动人口的

社会压力。 

2.2. 城乡结构预测 

图 2 显示，从 2020 年到 2030 年，我国城镇人口数量持续上升，乡镇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且从 2025 年

开始下降得更为迅速，这展现出了我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会提高我国城区的消费水平，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根据曲线图 2 可知，虽然城市化一直在进行但是到了 2050 年左右，城市化进程趋于平缓，城市

人口将达到最大值 5.5 亿人，这也基本符合我国的城乡规划政策，控制城市化无上限发展。 

2.3. 性别比例预测 

由图 3 可知，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从 2020 年到 2030 年，我国的性别比例还是持续走高，但

速度可能会趋于平缓。性别比例的失衡与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密不可分，如果国家不采取措施来改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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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2020~2050 age structure prediction curve 
图 1. 2020~2050 年年龄结构预测曲线 

 

 
Figure 2.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prediction curve from 2020 to 2050 
图 2. 2020~2050 年城乡结构预测曲线 

 
种风气，那么任何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无法很好的解决性别比例的失衡问题。 

3. 无二孩政策下人口结构的预测 

若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我们假设未来的生育模式不会发生变化。结合人口协整方程及已查得数据

[3]，来对 2020 年到 2030 年我国的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具体预测结果见图 4。 
由图 4 可知，若不实施二孩政策，在 2020 年至 2030 年，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未成年抚养比减少，

总抚养比持续增加，乡镇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男女比例逐渐加大，我国人口结构将会持

续恶化，城乡比、性别比会越来越不平衡，这将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2030~2050 年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4] 

4.1. 实施二孩政策下人均 GDP 预测 

把上述人口结构预测模型的结果代入到经济人口协整方程中，假设未来 30 年我国每万人中的大学生

数量只发生微小的下降，然后就可以得到 2020 年到 2030 年我国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图 5)。 

4.2. 无二孩政策下人均 GDP 预测 

我们用相同方法求得在不实施二孩政策下，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为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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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Gender ratio prediction curve from 2020 to 2050 
图 3. 2020~2050 年性别比例预测曲线 

 

 
Figure 4. 2020~2030 population structure prediction curve 
图 4. 2020~2030 年人口结构预测曲线 

4.3. 结论分析 

根据人均 GDP 的预测结果可知，若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水平发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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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hina’s per capita GDP forecast curve from 2030 to 2050 
图 5. 2030~2050 年我国人均 GDP 预测曲线图 

 

 
Figure 6. China’s per capita GDP forecast curve from 2020 to 2030 
图 6. 2020~2030 年我国人均 GDP 预测曲线图 

 
不平稳，甚至在 2025 年出现了的下降的情况；再结合人口结构预测结果可以发现，如果现有的计划生育

政策一直持续下去，我国的经济将会持续出现负增长。 
从微观角度来看，在现有的生育政策下，我国的老龄化逐步加剧，老年抚养比上升，劳动力人口所

占比例下降，这就直接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同时人口结构的不协调会导致消费结构紊乱，不

利于我国的消费结构向新的方向转型。其次，性别比例的失衡和人口结构的不协调共同作用于我国的产

业结构，这两个因素会滞后我国产业机构的优化转型速度，间接滞后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因此，人口结构的不协调会阻碍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而这种影响是由人口结构的多个指标造成

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年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结构。所以，分析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

影响要从多个方面入手，综合统筹分析，制定政策时也要兼顾各个指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

的相互联系。 
实施二孩政策以后，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种结构的变化最终会体现在经济的

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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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角度考虑，2030 年到 2050 年我国的经济呈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不仅人均水平达到了当

今的两倍，约 12,000 元，而且增长速度也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从微观的角度考虑，随着政策的施行，我国的年龄结构趋于合理，从 2033 年开始，性别比例由最高

值 1.053 开始下降，这促进了消费结构向新的方向转型，同时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给我过的经济

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使我国处于人口红利时期， 
再者，人口结构各个指标的综合优化升级会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一、二产业向

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间节点施行全面二孩政策无疑是助力了升级，最终将助推我国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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