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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人 口研究所的前身是武汉大学

人 口研究室
,

成立于 年
,

年改室设

所
,

年在国家教委组织评估的 个高

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
,

名列第五 在全国同

类机构中
,

名列第一
。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

从

年到 年
,

全所共 出版专业及专业

相关的著作 部
,

发表论文 篇
,

本文拟

对这些成果分阶段
、

刊载报刊
、

作者等方面进

行统计与分析
,

旨在揭示武汉大学人 口 研究

所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态势
,

加强科研人员之

间的相互 了解和相互交流
,

促进更多更高质

量的新成果出现
。

一
、

科研成果各阶段的统计与分析

武汉大学 人 口 研究所 自成立 以来
,

一直

坚持面向现实
,

即通过实地调查来检验理论
、

创新理论
,

并为完善人 口 经济政策提供理 论

依据 坚持面对世界
,

即通过国际 比较来探讨

中国人 口 问题的个性与共性 坚持面 向学科

前沿
,

即把握时代脉博
,

不断研究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新情况
、

新问题和新对策
,

共完成或承

担国际双边合作项 目 个
,

国家级项 目 个
,

国家教委 项 目 个
,

部 校级项 目 多

个
。

纵观武大人 口 研究所科学研究的发展历

程
,

可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一 年
,

年共有科研

成果 项 全都是论文
,

无一部专著
,

年均

成果 项
,

且 非专业成果有 项
,

占了近

,

表明人 口研究工作处于起步状态
。

这一

时期
,

国家提出了
“

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

个孩子
”

的生育政策
,

为了使各级政府针对生

育政策的变化掌握人 口增长动态
,

武汉大学

人 口研究所开始了生育问题的研究
,

组织 了

次生育率的调查
,

发表了《湖北省农村生育

率调查 》等数篇论文
,

为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人
口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了有一定理论与实际

的依据
。

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较窄
,

研究

内容有很大的局限性
,

但对处于初创时期的

武汉大学人 口研究所来说却是十分难能可贵

的
,

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

第二阶段 一 年
,

年共有成果

项
,

年均成果达 项
。

这一时期
,

我国

面临的头 号经济问题是人 口 问题和经济体制

问题
,

政府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强调 了

人 口 控制政策
。

武汉大学人 口所集中力量研

究婚姻
、

家庭
、

生育问题
,

并承担 了
“

农村生育

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
这一课题

,

因为婚姻
、

家

庭
、

生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

是直接

关系到我 国控制人 口增长决策的重大 问题
。

全所经过 多次深入细致地调查
,

占有了大

量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
,

写出了专著一部
,

论文 余篇
,

这些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

反响
,

有些被美
、

日
、

加拿大及欧洲许多学者

大量引用
。

其中
,

辜胜阻教授的论文《中国人

的生育意愿 》刊登于 国际人 口 学界的一级刊
物《人 口 发展评论 英文

,

年被国家教

委评定为中国人 口学优秀成果
。

作者在实地



调查研究和总结国内外生育控制理论的基础

上
,

对中国人的生育历史和现状及其社会经

济背景进行了系统分析
,

提出了独特见解
如 中国人的生育观可以实行四分法

,

即理想

子女数 生多少
、

生育性别偏好 生什么
、

生

育动机 为什么生 和子女教育职业期望 如

果说治标是七八十年代的主要任务
,

那么
,

九

十年代应标本兼治
,

中国未来农村人 口 的控

制迫切要求加强
“
治本 ”措施

,

通过社会经济
发展来推进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

。

该项成果

引起 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
,

国

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认为这一研究具有极大

的实践意义 美国前人 口 学会会长认为这是

他所见到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最好的研究
。

第三阶段 年
,

年共有成果

项
,

年均成果 项
。

这一时期
,

武汉大

学人 口研究所主要承担了
“

老年人 口 问题的

国际 比较研究
”

和
“

人 口 流动与经济发展
”

等

项 目的研究
。 “

老年人 口 问题的国际 比较研

究
”
系与美国密西根大学老年研究所

、

美国国

家老年研究所合作项 目
,

该项 目利用发达 国

家 老年 人生 活方式进行 定量研 究的科学方

法
,

对我国 岁以上老年人 口进行了抽样调

查
,

在此基础上对 中国大陆
、

台湾
、

日本和美

国老年人 口进行多元化
、

多国别的比较研究
,

为解决中国老年人老有所养
,

老有所 为的问

题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依据
。

其成果 由 部

专著和 余篇论文组成
,

其 中
,

由辜胜阻
、

王

冰主编的《老年人健康和社会 生活的国际 比

较 》一书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著作奖
,

杨宗传的《中国女性老年人 口 生活问题探讨 》

等 篇论文获湖北省老年学会优秀科研论文

奖
。 “

人 口 流动与经济发展
”
系与美国布朗大

学人 口 研究与培训 中心共同进行的国际合作

项 目
,

该项 目在湖北省 个市
、

县
、

区调查了

个 社 区 的 户家庭
,

完成 问卷

余份
,

内容包括人 口 流动与非流动人 口 的特

征差异
,

各类流动人 口 的基本特点
,

流动人 口

的动 因及心理倾向等
,

发表的主要成果是专

著 部
,

论文 多篇
,

其中辜胜阻的论文《迁

移人 口 生育率差异研究 》曾于 年作为中

国唯一代表参加人 口学研究国际合作委员会

在韩 国召开 的国际人 口 迁移会议
,

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

并发表于该会会刊
。

该项 目使武汉大学人 口 研究所在人 口迁移问

题研究中处于前沿地位
。

第四阶段 一 年
,

年共有成果

项
,

年均成果 项
。

这一时期
,

随着体

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经济的确立
,

作

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 自由流动形成高潮
,

其具体表现 为农村人 口 向城市的流动 即人
口 城市化 和劳动力 由农业 向非农产业转移

即劳动人 口 非农化
,

根据经济发展所引起

的人 口 变迁
,

武汉大学人 口研究所将研究中

心点转移到这些方面来
,

承担 了中国人 口 城

镇化研究
、

劳动力非农化研究
、

治理整顿时期

的人 口 迁移和流动问题研究等项 目
,

出版专

著 部
,

发文 余篇
,

并有不少成果获奖
,

如
,

辜胜阻的《二元城镇化及其对策 》获国家

人 口 研究奖 《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区

域发展模式 》
、

《进一步控制中国人 口增长的

对策 》获首届中国人 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这一时期
,

武汉大学人 口 研究所的研究范围

相当广泛
,

除上述项 目外
,

还承担了中国国情

及国际 比较研究
、

中国百县市社会经济调查
、

贫困地区经济生态和人 口 问题研究等项 目的

研究
,

写出了《中国国情及其国际 比较研究 》

等一批理论性强
、

实用性好
、

对制定人 口政策
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
究成果

。

二
、

科研成果刊载报刊的统计与分析

在武汉大学人 口 研究所科研成果 中
,

著
作有 部

,

分别 由 家 出版社 出版
,

武汉大

学 出版社 出版量居首位
,

达 种
。

论文 有

篇
,

占全部成果总量的
,

除参加学

术会议的论文
、

图书中收录的论文 篇外
,

其余 篇全部刊载在 种期刊和 家报

纸上
,

载文一篇的期刊达 种
,

占全部载文

期刊总量的
,

表现出载文期刊分布有

较大的离散性
,

这与人 口 学本身的综合性是

分不开的
。

载文 篇以上的期刊有 种
,

占全

部载文期刊总 量的
,

载文量却达

篇
,

占全部报刊载文总量的
。

这 种

期刊可认定是刊载武汉大学人 口研究所科研

成果 的主要期刊
,

现将其刊名及载文量列表

如下 见表
。



刊刊 名名 载文篇数数 序号号

经经济评论 原名《经济文稿

湖湖北人 口口

人人 口学刊刊

武武汉大学学报 哲社版

人人 口 与经济济

西西北人 口口

人人 口研究究

人人 口 动态态

合合 计计

据华东师大人 口研究所高向南
、

达原的调查
,

统计测定出 种人 口学核心期刊
,

这些核心

期刊的特点是 ①能代表人 口 学领域较高的

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 ②能反映人 口学学科

的最新水平和发展趋势 ③流通率和利用率

较高 ④情报密度大
,

发表的文献较为重要

⑤刊物出版比较稳定
,

寿命比较长
。

在武汉大

学人 口研究所载文较多的 种期刊中
,

就有

五种为人 口学核心期刊 有 , 号者即是
。

这

一方面说明人 口研究所科研人员投稿方向偏

重于人 口学核心期刊
,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武

汉大学人 口研究所科研水平的质量
。

三
、

科研成果作者的统计与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 院校自办或参编刊

物是科研人员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
。

如
《经济评论 原名《经济文稿 》

, 。年创刊
,

不定期出版
。

年更为现名
,

国内外公开

发行
,

载文 篇
,

居各刊之首 《湖北人 口 》

虽为湖北省人 口学会主办的不定期刊物
,

但

武汉大学人 口研究所是主要参编单位
,

载文

篇
,

居 第二 位 《武 汉 大学学报 》载文
篇

,

居第四位
。

这三种期刊载文量就占了全部

期刊载文量的
。

人 口学核心期刊
成为武汉大学人 口所科研人员的投稿重点

。

年来
,

先后有 人担任武汉大学人
口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

,

他们全都有科研

成果
,

人均发文 篇
,

整体水平较高
。

发文

篇以上的作者有 人 见表
,

占作者总

数 的
,

共发文 。篇 合著者按第一

作者统计
,

占论文总量的 以上
。

这表明

他们是武汉大学人 口研究所科学研究的中坚

力量和学术带头人
。

为人 口研究所的学科建
设和发展发挥了骨干作用

。

表

兴斗嘿粤弩粤弋塑产华共尸鹦
但就个人发文量来看

,

差距较大
,

很不平

衡
,

如 发文量最多的 篇
,

最少的仅 篇
,

前者是后者的 倍
。

其中原因主要是 ①科研

人员队伍不稳定
,

出国
、

调走
、

改行的较多
,

我

们只统计了其在人 口研究所期间的发文量

②青年学者占一定比例
,

由于他们年纪轻
,

工

作时间不长
,

所以在成果量上较中老年学者

就略显不足
。

著者规模是科研协 作 程 度 的度 量
,

在

篇论文中
,

集体作者 三人以上 篇
,

二

人合著 篇
,

其余均为个人单独完成
,

个人

著者比例高达
,

说明人 口研究所科研

人员的独立性较强
,

合作程度偏弱
。

值得注意

的是
,

人 口 学研究虽然不依赖更多的实验条

件
,

但实践性极强
,

许多项 目需要跨地域
、

跨

单位进行合作
,

甚至需要国际合作
,

因此
,

人
口 学研究的网络化工作有待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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