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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 消 费 与 人 口 问 题 探 索

汤标中

事实说明
,

尽管人们在解决粮食问题上下 了很

大的功夫
,

客观情况并不容许我们盲 目乐观而高枕

无优
,

但也不能悲观失望而怨天尤人
。

随着我国国民

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

加上人 口

增长的因素
,

粮食消费量必然要不断增加 因此
,

在

耕地少
、

人 口多的条件下
,

保证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

长
,

是一项长期的
、

重要的任务 我们必须准备迎接

未来更加严峻的
“

人 口
、

粮食
”
的挑战

,

必须从战略上

实事求是地采取有效措施
,

以缓和并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问题
。

粮食消费是指粮食的生产性消费 如工业用粮
、

种 子和饲料用粮 与生活性消费 如人吃的主食 口

粮 的总称
。

无论是粮食的生产性消费
,

还是生活性

消费
,

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体现在 粮食消费本身是

社会主义生产的 目的
、

对象和动力之一 劳动力再生

产的过程
,

就是生活资料包括粮食的消费过程
,

只有

劳动者的粮食消费
,

劳动力的再生产才能进行 粮食

消费水平与人 口 发展的关系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

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
,

控制人 口 增长与粮食消费有

着密切的关系
。

粮食消费除了具有生理生物过程的

一面
,

还有社会关系的一面
,

因为消费与生产
、

分配
、

流通之间的各种运动
,

都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

正确

处理粮食消费过程的各种关系
,

无论对于完善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
、

粮食消费同国 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

粮

食营养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

还是考察粮食消费方式

以及消费水平的趋势
、

为寻求更好地满足各方面粮

食消费需要的途径和方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由于我国 目前粮食生产的水平较低
,

人们的生
·

活尚未达到小康水平
,

因此在粮食消费方面显现如

下特点 一是人 口 多
,

粮食消费量为世界之最 二是

城乡居 民 口 粮消费比重大
,

饲料用粮 比重小 三是

粮食作为商品
,

由于其自然属性所决定
,

需求弹性较

小 四是粮食是人体的营养支柱
,

人体内 左右的

热量和 的蛋白质是由粮食提供的 五是 当

前社会上浪费粮食和超前消费的现象比较严重
。

据

国内贸易部近年对全国 个省 个县的 。多

处调查
,

我国粮食综合损失率达
。

其中收获阶

段损失
,

贮藏损失
,

运输损失
,

加工损失 销售损失 由此推算
,

每年

白白丢掉粮食 万吨
,

同时
,

全国每年从餐桌上

浪费 多亿公斤
,

几万家大小酒厂每年用粮 亿

公斤
。

还有人们饲养宠物每年耗粮 亿公斤
。

所有

这些特点说明粮食与人 口 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人 口是生活在特定社会
、

特定地域
,

具有一定数

量和质量的人的总和
。

人 口 问题通常是指人 口 过程

产生的各种矛 盾
,

其中主要是人 口 的生存和发展问

题
,

称之为人 口 的经济问题
。

人 口 因素作用于社会各

方面所引起的婚姻
、

家庭
、

教育
、

抚养等问题
,

称之为

人 口 的社会问题
。

然而人 口 问题归根到底是人 口发

展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

而根本的

问题则是人 口 与粮食的关系问题

人 口 问题和粮食问题
,

是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

的重要问题
,

粮食与人 口 的关系是生死存亡的关系
。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
,

人类为生存
,

必须向自然界

取得食物资源
,

而粮食又是食物构成的基础
。

地球上

的可食用植物每年生产的有机物 干重 折合能量
,

按每人每天消耗的热量计算
,

约可养活 亿人 联

合国的人 口 资料记载
,

世界近代史开始时期的

年
,

全世界人 口 总数为 亿
,

年起达 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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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
·

亿
,

年间人 口 才翻 了一番多
。

而 年到 年
,

仅 年
,

人 口 却达 到

亿
,

增长 倍
,

每年平均递增
。 ,

按此推算
,

到

年
,

人 口 就会达到 亿
,

世界人 口 能否实现

零增长
,

即人 口总量能否不再增加 联合国预测的时

间为 年
,

届时世界人 口 可能徘徊在 亿上

下
,

到那时
,

地球上所能提供的食物资源也就仅能

维持人类的生存
。

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
,

将为粮食的开发和食品

开发提供新的途径
,

粮食生产的潜力将得到发挥
。

目前全世界所需的粮食只是从占地球的表面 的

土地上生产的
,

可开垦农用的土地仅发展中国家估

计约有 亿公顷 世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

以

年为例
,

谷物播种面积为 千公顷
,

产量

亿吨
,

平均每公顷为 公斤
,

而大多数发展 中国

家低于这一水平
,

只相当于 发达国家的 在 粮

食利用上正在进行谷物营养强化
、

谷物和豆类互补
、

粗粮与细粮和副食品的综合利用
,

开辟食物来源成

为当代研究的课题
。

所有这些
,

都是解决粮食与人 口

矛盾的有利条件
。

解决粮食问题的前景虽然是乐观的
,

但人 口 的

增长切不可盲 目
。

近几年来
,

世界人 口 以较高的速度

增长
。

尽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使粮食生产远比过

去有所发展
,

但却被大量增加的人 口 所消费掉了
,

结

果人均消费水平并没有多大提高
。

在过去 年中
,

尽管全世界在粮食生产和争取
“

人人有饭吃
”

方面

取得了巨 大进展
,

目前世界上仍有 亿人食不果腹
。

还有 亿多 岁以下的儿童患有蛋白质和热量缺乏

症
。

上述两类人 口 中
,

半数以上在亚洲
。

从

年
,

世界人 口 以
·

的年增长速度提高
,

到本

世纪末将达到 亿
,

其中 亿生活在发展中国

家
。

联合国粮农组调查研究的 个发展中国家的粮

食产量年增长率将为
,

粮食总产量为 亿

吨 同期粮食需 求 年增 长率为
,

总需求量 为

亿吨
。

这样
,

届时粮食供给相差 万吨
。

预

计到 年发展 中国家营养不 良的人数将 由目前

亿增长到 亿
,

其中 亿人 口 只 能维持
“

临界营养水平
” 。

当然
,

这虽是一种推测和估计
,

但

应引起人们重视
。

我 国的粮食与人 口 的情况如何 亿多人 口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
。

这是我们探讨与研究粮食与人

口 问题的指导思想 亿多人 口是什么概念呢 是世

界人 口总数的 比欧洲人 口 多 亿
,

比前苏联
、

美国两国人 口 总和多 倍 相 当于 个 日本
,

个法

国
。

亿多人 口
,

就是 亿多张嘴吃饭
。 “

从人出生

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
,

每天都要消费
,

不管他开

始生产 以前和生产期间都是一样
。 ” ① 多张嘴都要

吃饭
,

每天每人消费 公斤粮食
,

全 国就是

多万公斤
。

这就是关系到人民生死存亡的粮食与人

口 问题的矛盾
,

具体表现如下

人口 多与耕地少的矛盾
。

从历史上来看
,

我国

人 口在不断增长
,

而耕地则 日益减少
。

古典政治经济

学家威廉
·

配第说
“

土地是财富之母
,

劳动是财富

之父
” 。 ②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和替代的资源

,

是生产

粮食的基本生产资料
,

耕地往往受到一定天时地利

制约
,

不可能无限制增加
。

这就形成了人 口 与耕地成

反比例的关系
。

我国从汉代至今
,

大约 年间
,

人

口 由 万增加到 亿多
,

耕地则由每人 亩减

少到
·

亩
。

随着人 口 的增长
,

人均耕地处于下降趋

势
。

据预测
,

到本世纪末
,

全国耕地将减少 亿亩
,

人

口达到 亿多
,

人均耕地将下降到不足 亩
。

同时
,

我国耕地的后备资源 紧缺
,

宜农荒地约 亿亩
,

能开

恳为耕地的约 亿多亩
。

当然
,

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

高的情况下
,

如同恩格斯所说
“

应用资本
、

劳动力和

科学就可 以使土地收获量无限地提高
。 ’, ③我国大力

推广杂交水稻的种植
,

比常规种植大为增长
,

证明恩

格斯的论断是正确的
。

年代以来
。

我国粮食生产每

年平均递增
,

以高于世界同期 的速度向

前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

但是由于人 口 却以高速度

增长
,

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低于世界人均 占有水平
。

解

决这个问题
,

关键当然在于挖掘耕地潜力
,

在农业生

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
,

提高粮食单产有潜力
,

但仍然

要靠扩大耕地面积
,

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就成为粮食

与人口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

人 口 穗定增长与粮食生产波浪式增长 的 矛

质 人 口增长是长期性的
,

除特殊情况外
,

一般是以

直线上升形成增长
。

如从清代初期 年 开始
,

中

国人 口为 亿
,

年为 亿
,

年为
·

亿
,

年为 亿
, ④ 年为 亿

,

到

年增长到 亿
,

新中国成立后的 年
,

全国人 口 增

长了 亿
,

增长速度之快
,

前所未有
。

而且今后

年由于人 口基数大
,

仍将以较高的 自然增长率增长
,

预计到 年
,

全国人 口将达到 亿
。

造成人 口 急剧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

多子

多 福
” 、 “

传宗接代
” 、 “

光宗耀祖 ”
等封建观念在人们

心 目中根深蒂固
,

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社会经济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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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限制
,

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全
,

对于
“

老有所养
”

等问题难于解决
,

也是许多人多生孩子的实际原因

由于
、

年代在政策上违反 了人 口 规律
,

对此后

几十年的人 口 发展造成了恶性循环
,

增大了控制人

口增长的难度
。

建国以来
,

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水平较

低
,

建 国初至 年
,

人均粮食产量除了 年代

末
,

年代初曾经走人低谷以外
,

基本上是逐年有所

增长
,

到 年达到 公斤最高点
。

但 年以

后
,

人均粮食产量不断下降
,

到 年跌到最低点
,

仅 。公斤
,

至今仍未恢复到 年的水平
。

人均

粮食产量的缓慢增长
,

使国内粮食市场出现供给不

足
,

需求得不到满足
,

国家每年要从国外进 口粮食约

亿公斤

人口 分布与商品粮产地不平衡的矛盾 这有

两种情况 一是东北的三江
、

松嫩平原人少地多
,

每

个劳动力负担 亩耕地
,

粮食商品率高 二是黄河

中下游
、

长江中下游
、

珠江三角洲地区则人多地少
,

粮食商品率不高
。

福建
、

广东大多数县
、

市人均几分

地
。

这种人地关系和商品粮分布的不平衡
,

给粮食的

总量和地区平衡带来了困难
。

吃商品根的人 口 增长与商品稚基地减少的矛

盾
。

解放初期
,

全 国 万人 口 以上的城市只有

个
,

年代增加到 个
,

年代增加到 个
,

设市

的城镇超过 个
,

年代就更多了
,

据中国 。

年人 口普查
,

全国市镇人 口 万人
。

目前县市级

开发区 多个
,

加上无数的乡镇级开发区
,

其占

地 多万亩
。

解放初期城镇人 口和食品行业的粮

食供应量只有 亿公斤
,

现在则要 多亿公斤
,

才能满足城镇新增人 口 的粮食需要
,

因此在粮食增

产的同时
,

必须有计划地提高商品率 事实上
,

年

代 以来
,

尽管粮食大幅度增产
,

为 了让农民休养生

息
,

增产并未增购
,

增产粮食大部分被农村新增人 口

吃掉了
。

这是因为县以下人口 以迅猛的速度增长
,

全

国农村人 口 占总人口 ,

即使以 。

的速度增长

实际上是
。 ,

每年则要增加 多万人
,

势

必增加粮食消费
,

影响粮食商品率 那么
,

相对地能

提供城镇供应的商品就减少 可以说农村人 口 与城

镇人 口 比例不协调的矛盾将存在相当长时期
,

这就

造成商品粮的提供与非农村人 口增长的矛盾也将会

长期存在
。

从全国来看
,

吃商品粮的人 口 逐年增多
,

近

年来
,

每年增加 。一 万
,

若按此速度计算
,

到

。。。年则达到 亿人
,

比现在多 亿多
。

这样
,

要
· ·

求商品粮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 多亿公斤
。

但

目前 大 片商 品粮基地 的粮 田 面积近年 已减少

。多万亩
。

同时珠江
、

长江三角洲
、

闽南三角区对外

开放
,

以外向型为主
,

以 贸工农为序
,

按国际市场需

要
,

搞外贸出口基地
。

这样
,

势必又减少商品粮的种

植面积
,

因而吃商品粮的人 口 增多与商品粮基地的

减少的矛盾
,

将越来越突出
,

商品粮质童与不 断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的矛

质
。

随着粮食增产
,

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

人们

对粮食 的要求从温饱型转 向享受型
,

要求吃细
、

吃

精
、

吃好
,

粮食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
。

因此
,

在粮食供

应政策上
,

拉开品质级差
,

发展优质粮食商品的生产

和加工
,

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

要
。

需求是指人对某种 目标的渴求与欲望
,

是人的

心理活动的重要动力
。

按照心理学所揭示的规律
,

动

机支配着人的行为
,

而动机又产生于需求
,

再造成新

的行为
,

如此周而复始
,

直到生命终止
。

马克思指出
“

社会需求
,

也就是说
,

调节需求原

则的东西
,

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

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

第一是

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
,

第二是由剩

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 利润
、

利息
、

地租
、

赋税等

等 的比率决定的 ”⑤因此
, “

如果生活资料便宜 了

或者货币工资提高
,

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
,

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
。 ”⑥由此可见

,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
,

需求是指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

需要 因此
“

从量的规定性来说
,

这种需要具有很大

伸缩性和变动性 峪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
“

伸缩性
”

和“

变动性 ” ,

也就是需求弹性
,

即因收人变动而引起

需求的相应变动率 需求弹性一般可分需求价格弹

性和需求收人弹性
。

前者反映需求量的变动对价格

变动的敏感程度
,

后者反映需求量的变动对收人变

动的敏感程度
。

不同的商品
,

由其不 同的使用价值决定了其不

同的需求弹性
。

粮食是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基本生

活资料
。

粮食作为 口粮
,

需求弹性较小而趋于均衡
。

人们吃饱了
,

决不会因为价格便宜而多吃
。

当然
,

粮

食作为 口 粮会随着食物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

在要求

增加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
,

粮食转化为肉
、

禽
、

蛋
、

奶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消费弹性就大 了
。

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 的资料
,

目前
,

在食用 粮食

中
,

饲料和人吃的比例
,

全世界是
,

发达国家
, ,

发展 中家
, ,

相当悬殊
。

但是
,

应该看到
,

由于

发达国家的畜牧产品消费量在 年代已达到相 当

高的水平
,

每人所需的热量和蛋白质来 自鱼
、

肉
、

蛋
、

奶等畜产品
,

已 由 年代的
,

提高到
。

结果给人体带来一些副作用 例如
,

使血压升

高
、

心脏病增加等
。

现在食物结构怎样才算最优 已

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

美国参议院人类需要和营

养委员会规定
,

美国谷类食物中所供热量总量的 比

例要提高到 一
。

外国的教训
,

我国的食物消费

结构不能走美国
、

西欧等发达国家的老路
。

应 以粮

食
、

豆类为主
,

适当增加肉
、

蛋
、

奶等动物性蛋白质食

物
、

蔬菜和水果
。

我国未来的粮食消费趋势 一是仍

然 以粮食作为主食直接消费的要提高质量
,

增加品

种
,

朝精
、

细
、

优方面发展 二是作为饲料
,

用于发展

畜牧业
,

转化为动物性食物
。

根据人的正常消费需要和国际上的经验
,

一个

国家人均粮食消费量每年在 公斤时
,

才能

基本维持生活需要
,

处于粮食消费的
“

温饱阶段 ” 人

均粮食年消费量达到 公斤时
,

才有可能改

善食物构成
,

进入粮食消费的
“

小康水平
”

用这个 目

标来衡量
,

我国目前的粮食状况还处于较低水平
。

以

年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的 年来看
,

人均粮食占

有量为 。公斤左右
,

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到

年我国人 口 约 亿
,

仅以维护较低人均粮食供应水

平
,

全国需要粮食 亿公斤
,

如果要达到

人均 公斤的水平
,

全国每年需粮食

亿公斤
。

这就是说实现粮食消费从
“

温饱型
”

向
“

小康

型 ”
过渡的战略目标水平

,

还有较大的困难
。

中国营养学会提出
,

年按全国人均达到营

养素供给量标准 即热量 千卡
、

蛋白质 克
,

每人每年各类主要食物的消费量要达到
“

粮食 成品

粮 公斤
、

薯类 公斤
、

大豆 公斤
、

植物油

公斤
、

鱼 公斤
、

蛋 公斤
、

奶 公斤
、

蔬菜 。公

斤
、

水果 公斤
。

这样
,

动物性食品所提供的热量约

占总热量的
,

动物性蛋白质约占食物总蛋白质

的
。

这是根据营养状况需要提出来的
。

这种膳食

结构要 以保证人民的饮食水平
,

由温饱型向全面而

又平衡的营养型转化
,

也需要相应数量的粮食才能

达到
。

目前
,

我国还只是处于基本上解决温饱的
“

温饱

型
”

向小康水平过渡的粮食消费阶段
,

况且就全国范

围来说
,

尚有 万人还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

鉴于

这种状况
,

必须重视对粮食消费的指导
,

要看到粮食

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

决不能盲目提高超过粮食生产

能力的粮食消费
,

要使粮食消费相对稳定
,

以适应生

产能力增长速度的比例稳步增长
,

为此控制人 口 数

量的增长
,

乃是最重要的措施
,

以保证实现 年

人均 公斤粮食的战略目标

我们研究粮食与人 口 的矛盾
,

并不是悲观主义

者
,

而是要通过研究矛盾
,

正视矛盾
,

解决矛盾
,

找出

解决矛盾的办法
。

人 口 问题与一个国家
、

民族的历

史
、

政治
、

经济
、

法律
、

宗教
、

家庭 以及地理环境等有

着密切的关系
。

制定人 口政策
,

必须符合国情
、

民情
。

根据我国的国情
“

控制人 口数量
,

提高人 口 素质
”
就

是我国的人 口政策 贯彻政策的重大措施就是实行

计划生育
,

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在 年把我国

人 口控制在 亿
,

就是我们的目标
。

控制人 口 增长 主要控制生育率
,

要使现在的高

生育率
、

低死亡率
,

变为低生育率
、

低死亡率
,

从而大

幅度降低自然增长率
。

要达到这个 目标
,

最现实可靠

的办法是 继续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提倡一对夫

妇生育一个孩子
。

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一代人的生

育率
,

这是本世纪内的事情
。

提高人 口 素质 —人 口 素质包括人的思想
、

道

德
、

智力
、

技能和体魄方面
。

当代人 口素质的重要标

志是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
。

世纪初
,

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
,

依靠采用 新 的科技 成 果而 取 得 的仅 占
,

而近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占
,

有

的行业甚至 要靠采用科技成果才能取得
。

我国

目前的情况是人 口 过多而人才不足
,

拥有 亿多农

民
,

在 万农业人 口 中
,

只有 位农业科技人员
,

而美国有 人
,

日本有 人
,

我国有的工厂有设备

有劳力
,

就是缺乏技术力量
,

既不能挖潜革新
,

更不

能搞产品的升级换代
。

人才是生产发展的关键
,

教育

是开发人刁哟基地
。

为此
,

必须保证科技
、

教育
、

文

化
、

卫生方面的投资逐年有所增加 , 把人 口 的智力投

资放在重要位置
,

切忌
“

挤出钱来办教育
”

的错误诱

导
,

实现以物的投资为主向以物的投资和人的投资

并重
,

人的投资为更快增长的投资重点的转移
,

实现

科教兴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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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质量和人 口 数量存在着辩证关系
。

人 口 数

量增长过多过快
,

会影响到人 口质量的提高
。

在一定

条件下
,

人 口 质量提高了
,

反过来又可 以抑制人 口 的

过快增长
。

这是现实的说明
。

我国人 口 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是严格控

制人 口数量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

必须实行大力

提倡一胎
,

严格控制二胎
,

坚决杜绝三胎的生育政

策
。

提高人 口素质
,

包括身体
、

文化和道德素质
。

为此

要科学地提高人民的营养水平
,

积极发展医疗卫生
、

体育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

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教育
。

在现阶段
,

针对我国的教育经费短缺
,

人均文

化程度较低
,

农村就业压力 日益增大的国情
,

应当把

提高每个劳动者 特别是农村劳动力 的生产技能作

为提高人 口 素质的突破 口
,

这也是发展生 产力的关

键
。

为此应加强各种专项实用技术的培训
,

把职业教

育从城市扩展到农村
,

并逐步使之成为教育制度的

有机组成部分
。

逐步调整人 口 结构
,

包括年龄
、

城乡

和地区结构
。

发展农村市场
,

促进农业内部的专业分

工
,

以社会组织化依赖观念和关系取代宗族依存观

念和关系 在此基础上
,

逐步建立老年社会保障和社

会服务事业
。

加快城镇化进程 注意改变不合理的人
口 分布

,

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

有步骤地安排适当

的劳务输出 在对老年化的问题上
,

鉴于我国资源暇

乏
,

尽量不采取提高出生率来稀释老年人口的办法
,

而应从发展经济和提高文化水平上寻找出路来抵消

老年化所要付出的代价
。

人 口 政策的最终 目的在于改变和调整个体行

为
,

要使人 口政策及方案得到全面而有效的推行
,

做

好被人们称为
“
天下第一难 ”的工作

,

政府的介人是

十分必要的
。

采用 宣传手段
。

在我国主要舆论工具和宜传

渠道基本上由政府统一掌握和控制
。

应当充分利用

这一优势
,

运用多种的宣传渠道和传播方式
,

向群众

宣传人 口政策
。

信息传播对人 口调控的作用主要有

以下方面

唤起民众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为了促使生育

对象降低生育期望
,

必须告民 以实情
,

晓众以大义
,

使广大人民通过了解人 口过快增长给民族
、

给子孙

带来的严重后果
,

自觉压抑原有较高的生育意愿
,

提

高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

缓解和减少对国家人 口 政

策的抵触情绪和 冲突行为
。

强化社会舆论
,

增大社会动力
。

政府可 以运

用舆论工具
,

通过对典型事例
、

人物的表扬
、

批评
,

逐

步建立起与人 口 目标一致的是非标准
、

行为准则和

道德规范
。

宣传政策法规
,

明确奖惩条例
。

根据各地的

情况
,

科学地制定各种诱导调控策略 还要通过宜

传
,

使各种生育结果的效益和代价人人皆知
,

树立
“

少生优生成才致富
,

多生滥生拖累无穷
”

的观念
,

帮

助人民作出追求多样化的生活效用和利益的选择
。

普及节育
、

优生
、

优育知识
。

我国广大农村和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 口 ,

尤其育龄妇女的文化水平低
,

文盲率高
。

实践表明 就推迟婚龄
、

提高避孕率
、

主动

节育降低人 口 出生率而言
,

宜传教育能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文化水平的不足
。

完善行政手段
。

在健全各级政府组织时要加

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
,

明确职责
,

解决计划生育

干部的待遇问题
,

稳定和充实干部队伍
。

要使计划生

育组织与行政组织
、

生产组织相互协调促进
。

要动员

妇联
、

工会等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
,

配合开展计划生

育工作
。

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好坏
,

作为考察和评比各

级组织和干部的业绩指标之一
。

党员
、

干部
、

团员带

头实行
“

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 ,

并动员其子女
、

亲属响应
。

党
、

团员和国家干部凡不按规定实行计划

生育
,

均按党纪
、

团纪和政纪严肃处理
。

在计划生育

工作的执行过程中
,

杜绝野蛮粗暴的作法
,

要加强对

育龄妇女产前产后的服务和指导
。

最后
,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

解决中国人口 问题的

根本出路还在于改革与发展 只有继续深化和开展

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
,

大力发展市场经

济
,

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

促进人 口 城镇化
,

加速

现代化进程
,

才能根本改变产生
“

多生
、

多育
”
的传统

观念的自然
、

经济和社会基础
,

才能根本抑制和改变

人们的生育动机
,

从而降低生育率
,

使我国人 口 趋于

健康发展
,

与粮食消费水平相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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