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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社会生产技术演进对

人 口变动的作用

倪 耀 峰

一些科学研究成果表明
,

人 口变动的幅

度
、

速率和趋势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

发达程度
。

①社会发达包括众多 方 面 的 内

容
,

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

速度和走向的关键是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

高 , 生产活动以外的技术发展最终取决于生

产技术状况的改善
。

但是
,

迄今
,

人们对社

会生产技术演进与人 口变动相互关系的认识

似乎很欠缺
,

仅仅笼统地讲经济发展决定人

口发展自然很不够
。

重要的是需要阐明经济

发展中有哪些关键因素
,

它们又如何约束
、

限制和决定人 口发展的
。

这一问题的研究对

于如何设计发展战略
,

特别是技术发展政策

和人 口政策
,

将不是无所裨益的
。

人类的生产技术经历了漫长 的 历 史 发

展
。

迄今
,

大体上经历 了以 下 七 个 阶段

蒙 昧 期 火的保存和使用

蒙昧 期弓和箭的发明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

应用 , 野蛮时代铁制刀 剑 的 出 现

文明 期在火器上的革新 文

明 期燕汽机的发明和投入社会生产

文明 期电子和化工技术的出现 文

明万期人类在计算机和信息处理上的技术进

步 上述七个阶段的演进是环环相扣
、

步步

发展的
。

无论在哪个技术发展阶段
,

社会生产要

素的组合几乎是一致的
。

它们包括

劳动对象或财产资源 生产手段或资

本 适宜于相应技术的劳动力和

管理者能力
。

另一方面
,

人类生命生产的顺

利进行也需要下列要素 一是再生产所必孺

的足够的生活资料储备或富余 二是成熟女

性准备进入再生产 三是合格的男性 四是

有效的婚姻关系
。

这些都是社会物质资料生

产和人类生命生产所必备的前提条件
。

一般地说
,

在生产工具十分 落 后 和 原

始
、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古代社会
,

人类通过劳动能获得的生活资料非常有限

用这些物质资料能支持的人 口 规模也十分有

限
,

所以
,

其人 口容量受到严格 限制
。

在一

定生产技术状况下
,

为较顺利地有保障地维

系既定人 口规模
,

自然需要更多劳动力从 自

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 但是满足劳动力

增长这一条件
,

又需要先生产出一定增量的

人 口
,

这将使原有人 口规模有所扩张 然而

这种扩张力往往会 因为生活资料的相对稀缺

而使膨胀了的人 口 总规模中的一部分人 口被

淘汰掉
。

所以
,

虽然在古代社会
,

人类在无

控制的放任生育条件下生育水平很高
。

但是

人 口增加却非常缓慢 见表
。

人类正是在与自然界的交往和抗争中
,

不断地改善了 自身的体质和智力状况
。

火种

的保存和使用
,

弓和箭的发明等都是人类生

存技术和智力发展历史中的伟大里程碑
。

正

是火的 使 用
,

才 使 人类摆脱 了 以 果 为 食

包括植物根茎等 的单一食物结构
,

并踏

上 了趋向食物多元化的道路 多 元 食 物 包

括 天然果品
、

鱼类
、

粗耕获得的淀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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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越低的阶段
,

人 口再生产对物质资料的生

产具有强劲的推力作用
。

在这个意义上
,

是

人口再生产决定物质资料生产
,

而不是物质

资料生产决定人 口再生产
。

裹 世界人口 成长的历程和增长速度

年 平 均
增长速度 资料 来 源

一一 三竺
’ ‘

‘

模规万口百人‘

前 万年

前 万年

。

一

前 千一 千年

前 年

元年

年

苏联人口学

家瓦连捷伊的

估算

引钊‘,且︸︸,创月了一,︸,口,‘

一一‘孟盈﹄匕

‘“,

⋯﹄匕,且,几

心乙,曰

美国学者贝

特内的估算

己幼︸自工‘甘一

吸︸左‘甘斤‘通曰咬甘通︸

和其他类似食物 也正因为有了弓和箭
,

才
“

给狩猎业带来了 第 一 件 关 键 性 的 武

器
” ,

使畜牧饲养的出现具有现实可能性
。

弓和箭成了
“

高级蒙昧社会开始的标志
” ,

“

它们对于蒙昧时代的影响正有如铁制刀剑

之于野蛮时代
,

有如火器之于文明时代
” 。

②

另一方面
,

火的使用使当时人类生活更多地

依靠鱼类
,

这反过来又使人类开始 了摆脱气

候和地域限制的进程
,

他们沿着海岸或河道

四处散布
,

从而揭开了人类社会第一次较大

规模迁移活动的帷幕 这次大迁徙还使人口

规模有了较大的扩展
,

人 口规模的扩大在随

后的时期又催化丫耕植农业的出现
。

在生产技术状况比以前有了较大改进的

中世纪
,

铁制工具的发明和推广使用
,

在较

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

从而相应地扩

大 了人 口容量
。

只是由于在占代社会战争频

繁且旷 日持久
,

和 由思想禁锢造成的愚昧与

落后
,

以及医疗技术水平的低下 ③ ,

仍然使

死亡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

人类智力也难以

早进式地发展起来
。

中国封建时代各王朝与

外族的战争
,

各诸候王之间的厮杀
,

欧洲中

世纪后半期的大规模战争 如
“

百年战争
”

等 和
“

黑死病
”

都大量地吞噬了成长起来

的人 口规模
,

一 年漫延到欧洲十多

个国家的黑死病
,

使当时欧洲总人口失去了

约
。

④ 因此
,

在整个 中世纪
,

人 口 增长

也是十分缓慢的
,

甚至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

期人 口 出现负增长
,

如 一 年平均增

长率为负 痴 见表

在整个前工业化时期
,

笔者认为
,

社会

生产力水平越低
,

生产发展对劳动力数量增

加
,

从而对人 口规模及其扩张的 依 赖 性 越

大
。

实际上
,

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在最初或较

早阶段
,

是由人 口再生产发展引致的 换言

之
,

在最初或较早的历史时期
,

只是有了人

口增长
,

才有了社会生产力发展
,

也才更加

迫切需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

在生产力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英国人 口学

家卡尔一桑德

斯的推算

资料来源 部沧萍等《世界人口纲要 》,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

,

年
,

第 一 页
·

年平均增长速度是笔者据所引用资料计算
而得

当然
,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越 高 的 阶 段

上
,

人 口再生产对物质资料生产的这种推力

不再如以前那么强劲
,

因为这时社会财富的

增加和居 民生活水平钓提高
,

主要地不再取

决于劳动力的增加和人 口的扩张
。

但是
,

人

口素质的提高和不断改善
,

仍然是物质资料

持续增长的长期推力之一
。

可以说
,

在社会

化大生产条件下
,

人 口再生产在比以前更大

的范围内受制于物质资料生产
,

但这不能证

明在生产力水平低
一

「的历史阶段上人 口和经

济的内在关系同样如此
。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
,

只是到了中世纪末期
,

由于商品经济出

现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不断成长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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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

才使人 口增长

也迈出了史无前例的大步伐
。

中国封建时代末期
,

特别是在清代中叶

之后
,

不仅是民族大融合趋于完成
,

民族间

大规模战争不再长期延绵
,

而且古代中国传

统医学已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时期
,

不少地

方性传染病得到了较有效的控制
,

并已开始

在预防医学上取得实践性的新成果 ⑤加上

中国家族和宗法观念的强化
,

政治局势的相

对稳定以及某些有利于人 口增长 的 政 策 措

施
,

所有这些共同作用促成 了我国历史上第

一次人口高涨浪潮
。

在西欧
,

特 别 是 在 英

国
,

由于原有人 口 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需

要
,

新兴资产阶级受
“

利润最大化
”

原则的

驱使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大解放
,

酿成了

声势浩大的产业革命
。

从 飞梭织布
、

珍妮纺

妙机到机器制造业稳定地位的确定
,

进行了

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轰轰烈烈的生产力革命
。

工厂制度需要大量的雇拥劳动力
,

产业革命

如此奇迹般地拓展 了人 口容量
,

极大地刺激

了英国的人 口增长
,

这种增长在继起的工业

革命国家中不断地得到复制
。

然而
,

蒸汽机时代仅维持了 一 个 多 世

纪
,

西欧和北美迎来了电子和化工时代
。

劳

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资本有机 构 成 的 变

化
,

使大批非技术工人被庵主排挤出来
,

从

而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经常性失业人 口群
,

和

伴随而来的劳工阶层的贫困
。

正是在这种历

史条件下
,

马尔萨斯的人 口 学说才几乎被西

方社会广泛接受
。

但是
,

工厂制度下生产和

管理的近代化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
,

于是
,

人 口再生产从注意数量转移

到改善质量 也正是在生产不断推进
,

现代

化技术不断更新的条件下
,

科学和人类智力

的累进发展
,

不仅已使死亡率降到很低的水

平
,

而且使生育控制在技术上的 越 来 越 可

靠
。

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

现代西

方社会才普遍形成了
“

少而优
”

的 生 育 观

念
,

创造了
“

稳定人 口
”

的发展模式
。

当然
,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
,

人 口增长对经

济和技术发展的压力很大
,

每年新增人 口多

方面需求在原有消费水平上的满足
,

一般要

占用当年新增消费额度约一半
。

年
,

我国每年新增消费总数中
,

有 肠被迫

用于满足新增人 口的消费
,

仅有 的份额

可用于提高原有人 口 的生活水平
, ⑥这不仅

不利于提高人 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而且也

不符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目的
。

近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由于在计

划生育上的不懈努力
,

人 口增长幅度有了较

大的下降
,

经济发展速度 也 加 快了
。

但 是
“

人 口
”

消费和
“

人手
”

就业的压力几乎没

有得到较大的缓解
。

为什么人 口压力不能转

化为人口 推力 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 平提

高 主要原因之一是
,

劳动生产率在生产

关系调整中提高幅度非常有限
,

在现有科技

发展体制和社会分配机制下
,

劳动者的生产

积极性和创造潜力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

这就

需要对现行科技发展制度和社会分配体系进

行全面而又深刻的改革
。

无疑
,

改革的方向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

地调动亿万劳动力的创造性
。

虽然
,

在现行

制度下
,

劳动者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

在中国

现实小康和走向中等发达 国家对每个劳动者

都 是 非 常 有诱惑力的
,

但是
,

在 实 现 上

述发展目标的过程中
,

社会各阶层劳动者又

有各自的不同利益
。

没 有勇气承认各阶层利

益的不同
,

就难 以发挥人们的创造性
。

因为

生产创造性能否充分 发挥
,

与人们各 自的不

同利益是否得到足够的承认和尊重是密切相

关的
。

仅仅 表 面 上 承认这种利益区别也是不

够的
。

更 重 要 的 是如何通过 有效的激励机

制
,

刺激人们的创造潜能
。

要做到这一点
,

就必须在完整的意义上买现
“

按劳分配
” ,

而不是
“

按资历
,

按学历分配
” 。

在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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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
,

平均主义的做法
,

任何简单化地对劳

动的计量 如仅计算上班时间等
,

都无助

于调动生产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

反而会压

抑人们的创造欲和创造能力
。

一旦创造潜能

受到压抑
,

那么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就不可能

迅速提高
,

经济对人 口的承载力很难上升
,

反而可能会有所降低
,

甚至因不堪重负而垮

掉
。

总之
,

对社会 生产技 术演 进和 人 口 发

展的考察告诉我们 人 口压迫生产力的压力

要转变为动力
,

必须有生产技术水平的大幅

度提高 这一提高又需要在严格周密地度量

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贡献的基础上进行切切实

实的按劳分配
,

以充分发挥人们 的 创 造 潜

力
,

扩大人 口容量
。

战后 日本经济和技术水

平的迅速提高和人 口 容量的扩大就是实证
。

我国人 口 间题的解决不能把视野仅局限在计

育上
,

应当同时注重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
,

以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人 口载力
。

注释

①如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

夫

妻结婚时的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有关 参阅 长乐等编译《婚姻与国家发展水平 》

载《青年参考 》
,

年 月 日

② 摩尔根 美 《古代社会 》上
,

商务印书馆
,

年版
,

第 页

③参阅埃斯特 博塞汝 丹麦 著 《古代的

人口与技术 》
,

载《人口译丛 》
,

年第 期

④参阅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 卷
,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⑥姚元拜等 《医学史 》
,

湖北科技出版社
,

年版
,

第 页

⑧张文贤 《人口经济学 》
,

上 海 人 民 出版

社
,

年版
,

第 。页

‘班任幼 王 冰

上接第 页

论
,

年来燕得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普遍

赞誉
,

他在理论上的突破
,

给予 了在一定经

济体制结构框架内的经济运作一个基本而完

整的解释
。

科斯对
“

财产权和总产出问题
”

的答案
,

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假设
,

但竞然得到一个

相同的经济效果 —即所谓
“

科斯定理
”

它以这一论据为基础
,

即在没有交易成本并

且对财产权作出明确规定并加 以实施的条件

下
,

外差因素不会引起不恰当的资源配置
,

在这一场合
,

与外差 因素相关的两方会有一

种市场动力促使双方达成互利互惠的交易
。

就是说
,

使外差 因素内部化 没 有 政 府 干

预
。

这个中性原理认为享有资源使用投票

权的财产所有者
,

不管是外差因素中的生产

者还是消费者
,

交易过程的结果总是完全一

样的
。

用这一定理有力地驳斥了以
“

火车与

禾田
”

的例子而冒然地指责市场已经失败
,

主

张政府应 该干预
,

由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划生

· ·

提出的观点和论调
。

“

科斯定理
”

的主 旨

在于论证 不论财产权谁属
,

只要界定清楚

为个人所有
,

市场的运作能力便 会 自动 行

使
,

产权买卖的双方通过谈判互定合约
,

可

以使资源的运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
。

在《社会成本间题 》一文中
,

科斯定理

只不过是个小贡献
,

远为重要的贡献是科斯

将该定理引伸到有交易费用 非生产费用

的情况中去
,

他提醒了当代的经济学家
,

在

实践上分析经济制度 体制 时
,

一定要考

虑财产权和那些可观的交易或非生产费用
。

近 年
,

科斯的理论经过无数实证资料

和各种理论演变的考验
。

目前较为流行和满

意的结果仍然是 只有在界定清楚的产权制

度下
,

人类才会有自利的原故千方百计地把

各种交易费用所 占的比重尽量减低
。

在某种

意义上看
,

这也算是由科斯理论所演变出来

的对西方国有制和公司体制所作的贡献
。

王 荣 叶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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