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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我国青年人口的现状

及其发展趋势

青年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承载着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任。鉴于我国人口数量问题、老

龄化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引起的关注和争议，

人口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老年人与儿童身上，

青年人口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对于青年的人口学特

点的系统性研究也较为缺乏。然而事实上全面把握青

年人口的发展特点，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有助于开发青年人力资本，促进青年参与社会发展。
本文根据联合国青年的划分标准，对我国 15-24

岁青年人口进行分析，主要是从数量、素质、结构、
分布四方面。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学者利用 IIASA （国际应

用系统研究院） 开发并且已经在一些国家成功利用的

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以 2000 年的数据为基期数据，

在对数据进行评估和修订的基础上，综合已有的研究

成果对我国人口未来的生育水平、死亡水平、迁移和

教育转换等参数进行了估计，对我国未来 30 年的人口

规模、结构、迁移和人力资本进行了预测［1］。本文所使

用的预测数据正是在该研究基础上得到的。多状态人

口预测模型是对多状态生命表和队列构成预测方法的

一个扩展，充分考虑生育、死亡、迁移以及教育水平

和城市化因素对人口的影响，由于生育和迁移都有高、
中、低不同的预测参数，因此形成了高中低三种预测

方案。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不仅可以预测人口规模和

年龄结构，而且可以预测未来人口的教育水平，分析

人力资本的变化趋势。这些预测数据为制定统筹人口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文利用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 年

1%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以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

期数据得出的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结果及相关青年研

究文献，对青年人口发展的现状以及变化趋势进行了

分析。

一、青年人口总量和比重将有大幅下降

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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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 2000 年与 2005 年的数据结合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得出的数据结果以

及相关青年人口研究文献，从青年人口的数量规模、人口素质、性别结构和分

布状况四个方面，对青年人口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预测结果以及现有的文献研究显示，青年人口总规模占总人口的比例将持续有

所下降，未来我国青年人力资本将进一步增长，性别比有所下降，城镇化水平

将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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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岁的青年人口规模为 1.98 亿，占总人口的 15.6%；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5 年底，

我 国 15 -24 岁 的 青 年 共 有 1.90 亿 ， 占 总 人 口 的

14.6%，青年人口的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均有所下

降。在我国庞大的青年人口群体中，农村青年人口占

主体地位。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我国农村 15-24 岁人口达 1.14 亿，占全国同龄人口

的 57.9%；2005 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 15-24 岁

青年人口为 1.02 亿，占全国同龄人口的 53.5%，农村

青年人口占全国青年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
结合以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期数据的多状

态人口预测模型得到的数据结果，从青年群体数量的

变化趋势来看，到 2030 年，青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和

比重将有大幅下降。

不同的预测方案都显示出中国人口规模在未来

20 年内将保持增长趋势，但是青年人口规模将不断

下降。以中方案为例：2000 年我国人口总规模为

12.36 亿，2010 年为 13.45 亿，2020 年将达到 14.05
亿。人口的变动趋势符合我国“十一五”和 2020 年

规划的人口发展目标，到 2030 年时，总人口将增至

14.14 亿，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但增速已经明显放

缓。与此同时，青年人口总规模和比重将有大幅下

降。2000 年时，我国 15-24 岁的青年人口为 1.98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 15.6%，2010 年增加至 2.21 亿、占

总人口的比例为 16.5%，2010 年之后青年人口规模有

大幅下降，而到 2030 年时已减少到 1.70 亿，占全国

总人口的比例则降为 12.0%。

青年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是过去我国生育率下降

和波动过程的反映。由于我国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即

使按照中方案预测，未来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青年

人口仍将不断减少。青年人口的减少伴随而来的则是

老年抚养比例的快速增加。青年人口作为未来社会财

富的主要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如果其人力

资本不提高，将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需求，

老龄负担将愈发沉重，加剧人口老龄化危机。

二、青年人口的身体素质亟待关注，

文化素质水平大幅提高

1. 青年身体素质存在隐患，应予以关注

身体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承

受能力，是关系到青年人口未来发展的基本条件。近

年来，我国青年人口身体素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1） 青年人口死亡率呈波动趋势

根据卫生部全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2002-
2009 年我国 15-24 岁青年人口的死亡率呈波动趋势。
从年龄构成来看，低龄组青年的死亡率大大低于高龄

青年组。从城乡分布状况来看，城市青年的死亡率普

年度 全国 城市 农村

高

增

长

中

增

长

低

增

长

高

增

长

中

增

长

低

增

长

高

增

长

中

增

长

低

增

长

2000 1.98 1.98 1.98 0.83 0.83 0.83 1.14 1.15 1.14
2010 2.21 2.21 2.21 0.92 0.93 0.94 1.30 1.28 1.27
2020 1.64 1.64 1.64 0.81 0.85 0.89 0.83 0.79 0.75
2030 1.75 1.70 1.65 0.98 1.02 1.09 0.77 0.68 0.56

表1：不同预测方案下未来中国15- 24岁青年人口

规模 单位：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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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低于农村，且呈现较平稳的下降趋势。
对青年人口的死亡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肿瘤、

神经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及损失和中毒是青年人

口死亡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与其他年龄组人群基本吻

合。其中，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营养和代谢疾病等与

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相关的疾病，农村地区的死亡率

明显高于城市地区；且损失和中毒外部原因的死亡

率，农村各年龄组死亡率高于城市地区 5-10 倍，应

予以高度重视。
（2） 青年人口身体发育水平上升，体质肌体健康

状况下降

2005 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共同组织了全国学生体

质与健康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城乡大中小学生形态

发育水平持续提高， 并表现出生长速度加快、生长

水平提高、营养状况改善等现象。与 2000 年相比，

19-22 岁城男、城女、乡男、乡女组别身高平均增长

1.05 厘米、0.76 厘米、1.31 厘米和 0.88 厘米， 体重

分 别 平 均 增 长 1.51 千 克、0.47 千 克、1.42 千 克、
0.16 千克， 胸围无明显变化。7-22 岁汉族城男、城

女、乡男、乡女低体重及营养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21.61%、32.74%、25.79%、34.15%，比 2000 年分别

下降了 2.1%、1.5 个%、1.3 个%、1.3%。
但是学生体质与健康素质却呈现下降趋势，包括

肺活量水平、速度、爆发力、耐力素质水平。2005
年与 2000 年相比，19-22 岁汉族城男、城女、乡男、
乡女肺活量水平分别平均下降 160 毫升、238 毫升、
161 毫升、225 毫升。在速度测试的 50 米跑成绩中，

汉族学生 50 米跑成绩除少数年龄组无变化以外，有

约 87%的年龄组出现下降。爆发力测试的立定跳远

成绩呈现全面下降。耐力测试的长跑项目中，与

2000 年相比，13-18 岁、19-22 岁城乡男生 1000 米

跑成绩平均下降 12.4 秒、13.8 秒与 11.9 秒、9.7 秒；

13-18 岁、19-22 岁城乡女生 800 米跑成绩分别平均

下降 10.3 秒、12.6 与 9.2 秒、9.8 秒［2］。
除此以外，肌体健康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营养

不良和肥胖“双峰”并存、近视率连年递增、痛风病

初发年龄提前、15 岁以上患糖尿病率增加、心血管

疾病呈“低龄化”等是当今青年所面临的较严重的健

康问题。
（3） 生殖健康、艾滋预防服务应予以发展完善

生殖健康教育在我国相对缺失，青年对于生殖健

康知识的获得存在不健康、不科学、不完整等问题，

对于生殖健康服务的获得途径也相对匮乏。尤其是

农村青年面临着严重的生殖健康问题，一方面，农

村地区生殖健康的服务更为缺乏，不能满足广大农

村青年的需要；另一方面，农村青年的自我保健意

识比较薄弱［3］。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目前青壮年艾滋病

疫情感染的情况也十分严峻，且大多在农村，局部地

区正面临集中发病和死亡的高峰。青年，尤其是农村

青年在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一

是农村外出务工青年有可能成为潜在传播源；二是大

学生青年的宣传主力军作用。
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主持开展的中国第一次具

有全国代表性的青年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中，婚前性行

为、未婚少女妊娠、艾滋病及性病蔓延等在青年知

识、态度及行为上都反映出问题比较严重，青少年生

殖健康需求增大，但是大量的服务需求却得不到满

足。15-19 岁、农村、流动、西部地区青少年的生殖

健康需求与实现情况尤其需要关注，他们是性与生殖

健康需求最高但是实现率最低的群体。
2. 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农村中、高等教育应

进一步加强

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15-24
岁青年人口的文盲率为 1.14%，其中城市文盲率为

0.33%，农村地区为 1.73%；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

5.85%，其中城市为 12.72%，农村只有 0.85%。根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青年总人口

的文盲率为 1.13%，城 市 和 农 村 的 文 盲 率 分 别 为

0.41%和 1.75%；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全国范围内上升

至 8.04%，其中城市地区上升到 15.22%，农村地区

上升至 1.80%，农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 2000 年的

2.12 倍。从这几组数字的对比可以看出，青年群体的

受教育状况得到改善，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大，进一步

解决青年文盲的受教育问题需要继续努力，尤其需要

关注农村青年的受教育问题。农村文盲率远高于城

市，受到大学教育的青年比例又远远低于城市。近年

来农村青年的受教育状况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相比城

市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也是我国工作的一个焦点

问题，在农村，男性青年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女性。
2000 年，农村青年男性和女性的文盲率分别为 1.14%
和 2.29%，而接受大学教育比例分别为男性 0.92%、
女性 0.77%；2005 年，青年男性和女性的文盲率分别

为 1.28%和 2.08%，接受大学教育比例分别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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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00- 2030年城乡青年人口人力资本分布

状况 （中方案） 单位：%

年度 城市 农村

文盲 小学 中学 大学 文盲 小学 中学 大学

2000 0.37 5.97 80.94 12.72 2.09 22.26 74.80 0.85
2010 0.26 5.72 76.71 17.31 1.11 19.15 74.65 5.09
2020 0.25 5.72 72.09 21.94 1.02 14.16 77.28 7.54
2030 0.26 5.56 70.69 23.50 0.73 8.46 79.51 11.30

1.88%、女性 1.72%，可见农村青年的受教育程度也在

不断提高，且女性的受教育状况也得到较大的改善。
考虑到我国青年人口的人力资本发展趋势，利用

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对 2000 年至 2030 年的人力资本

状况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人力资本将

进一步增长，尽管农村人力资本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仍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根据中增长方案的预测，

我国 15-24 岁青年人口人力资本状况如下。

可见在未来的 20 年，我国青年的文盲率不断下

降，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攀升的趋势非常明显。但

对于农村而言，文盲率的下降幅度更为显著，受高等

教育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与城市地区相比，尽管受

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口比例还较低，到 2030 年其比例

才接近城市 2000 年的水平，但是其提高的幅度将更

快，2030 年与 2000 年相比，比例将提高 13.29 倍。
农村青年人口人力资本的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农

村地区的就业结构和社会管理服务需求，需要将农村

青年事业的发展和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在农村仍然存在小学、初中阶段的辍学

率居高不下，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程度较低，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较少等现象。东中西部农村教育以

及农村和城镇差别巨大［4］。由于经济困境、心理困境

和就业困境等问题的存在，农村贫困家庭的青年求

学面临着较大困难。农村流动青年子女受教育问题

也一直备受关注，让流动人口子女进入正规义务教

育体系，国家统筹全国义务教育资源的分配，整合

教育资源，增加正规义务教育体系的容纳能力的呼

声越来越高。
以上分析表明，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青年相比他们的父辈，受教育机会不断增加，所受教

育的质量不断提升。从文盲率及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

看，其文化素质水平都明显高于人口总体水平。可以

预见，今后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还会更好，这

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希望；而加强和提高农村以及中高

等教育应是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

三、青年人口性别结构失衡，

未来趋势仍需重点关注

2000 年我国 15-24 岁青年人口总的性别比为

104.2，2005 年青年人口性别比降为 101.4。根据多状

态人口预测模型得出的结果，以中方案为例。从全国

范围来看，15-24 岁的青年人口性别比有一个先升后

降的趋势，自 2000 年起不断上升于 2015 年达到峰值

为 113.2，至 2030 年降至 100.1。从城乡的角度来看，

城市青年人口的性别比与全国青年人口性别比变化趋

势一致，但其变化幅度更小。2000 年时性别比为

100.5，2015 年 上 升 到 峰 值 102.6，2030 年 下 降 为

96.7；而农村青年人口的性别比高于全国水平，从

2000 年的 106.9 上升至 2015 年的 123.3，之后又大幅

回落，2030 年降为 105.0。

在农村，由于其经济模式及传统养老方式的影

响，农村青年较城市有更强的男孩偏好生育意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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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后，农村流动青年的期望子女数降低，男孩偏好观

念有所弱化，但仍然强于城镇户籍人口，且其生育行

为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男孩偏好行为的改变

滞后于观念的变化。
可见，由于生育政策的数量限制和男孩偏好导致

的性别选择，我国性别比失衡现象较为严重，近些年

仍会持续下去。但是在统计过程中，往往存在女性漏

报的情况。有专家推断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存在，但问

题可能没有统计数字显现的那么严重［5］。

四、青年人口分布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是人口流动

1. 青年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其中尤以青年

人口为流动人口的主力。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

查的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为 1.44 亿，其中

15-24 岁的青年人口占到了 30%以上。流动的青年人

口又以女性为主体，占到 56.7%。青年人口流动的原

因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婚姻迁

入，分别占到了 34.8%、31.4%和 11.6%。2004 年全

国 6 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主

要集中在 15-45 岁之间，占流动人口 80%以上，中

国的人口流动，基本上就是青年人口的流动［6］ （刘

俊彦，2007）。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我国流动人口总

数达到 2.21 亿，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以后的新生

代占 42.8% ［7］。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则表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到达 2.6 亿。
青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形成了我国青年人口这

样的空间分布格局：根据 2000 年普查数据，广东省

是我国青年人口数量最多、比重最高的，青年人口比

重达到 21.3%，2005 年青年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但比

重稍有下降，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仍是我国青年人

口规模最多、比重最高的省份。广东是我国最大的跨

省流动青年吸收地［8］。2000 年与 2005 年的数据都显

示，青年人口数量最少的是西藏、青海、宁夏等人口

比较稀少的西部地区，比例最低的是重庆、四川、安

徽、湖北等省。
固然青年人口规模和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当地年龄

自然结构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青年

人口的流动。西藏、青海、宁夏等地区是我国青年人

口规模较小的省份，但是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

很高，主要缘于这些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比较低，受年

龄自然结构的影响较大。重庆、四川、安徽、湖北等

地区是我国青年人口比例最低的省份，但是四川、安

徽、湖北都是人口大省，青年人口的绝对规模很大。
2000 年时，四川青年人口规 模 在 我 国 居 第 六 位 ，

2005 年时居于第七位，但同时四川省是我国最大的

人口流出省。青年人口比例较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

几个省是人口输出大省，青年人口大规模流向别的省

市，使得青年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
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对于青年人口的分布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为了青年合理地流动，应该加强对

其流向的合理性引导和规划，要同时考虑人口流入

地区的吸纳能力和人口流出地区是否存在人力资源

流失的问题。
2. 城乡分布状况

考虑到我国目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我们特别关

注未来城乡青年人口的规模与比重变化的趋势。仍以

中方案为例，从城乡的角度来看，农村青年的人口规

模持续而快速的下降，而城市青年规模有所增加，

2000 年为 0.83 亿，2030 年达到 1.02 亿。但是城市青

年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则波动下降，从 2000 年的

18.1%下降到 2010 年的 15.5%，2020 年下降到 11.7%
2030 年稍有上升为 12.311.%；农村青年人口的规模

则快速下降，从 2000 年的 1.15 亿减少至 2030 年的

0.68 亿 ，占 农 村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也 从 14.2%下 降 到

11.6%。城镇青年人口比重大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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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全国 城市 农村

低增长 中增长 高增长 低增长 中增长 高增长 低增长 中增长 高增长

2000 15.64 15.6 15.6 18.1 18.1 18.1 14.2 14.2 14.2

2010 16.49 16.4 16.4 15.6 15.5 15.4 17.2 17.2 17.3

2020 11.77 11.7 11.6 12.0 11.7 11.3 11.5 11.7 11.9

2030 11.84 12.0 12.2 12.6 12.3 12.2 10.6 11.6 12.2

事实上，城镇地区人口预期寿命高于农村地区，

人口生育水平低于农村地区，仅仅考虑自然增长的话，

青年比重应该较低，但情况恰恰相反。显然这种城乡

数值对比关系反映的是人口流动造成的结果———有大

量的农村青年迁移流动到城镇地区，造成了城镇地区

青年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农村地区的相应降低。但缘于

我国快速发展老龄化，城镇青年的比重也有所下降。
同时，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国经历着快速的城

市化进程，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其中青年人口是主

力。仍以中方案为例，2000 年我国 15-24 岁青年的

城镇化水平为 42.13%，高于全国总人口 36.31%的城

镇化水平，2020 年时青年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已超过

50%，2030 年达到 60.17%，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我国目前的城镇化主要是青年人口的城镇化。青

年人口的城镇化与其他年龄的人群相比规模大，进程

快，能够更多更快地分享社会进步、工业文明的成

果。但同时，由于乡村青年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城市

中青年比重提高，乡村中青年比重降低，显然会加剧

乡村地区的老龄化，影响乡村地区的发展，改变着农

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和社会结构。

五、小结

通过结合 2000 年与 2005 年的数据与多状态人口

预测模型得到的结果以及相关的青年人口研究文献，

本文分析了青年人口的现状以及未来变化趋势，青年

人口总规模与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我们应当积

极应对快速到来的老龄化。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青

年人力资本将进一步增长，虽然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会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人口流

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人口的分布，农村青年文化

素质的提高也同样有利于未来城市的发展。了解我国

青年人口的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我国人口规划

以及卫生、文化资源的配置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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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不同预测方案下未来中国分城乡15- 24岁青年人口比重 单位：%

表4：不同预测方案未来中国青年人口与总人口

城市化水平 单位：%

年度 低增长 中增长 高增长

总人口 青年人口 总人口 青年人口 总人口 青年人口

2000 36.31 42.13 36.31 42.13 36.31 42.13
2010 44.70 42.42 44.47 41.96 44.28 41.49
2020 53.07 54.28 51.69 51.69 50.53 49.32
2030 62.20 66.17 58.68 60.17 55.86 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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