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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趋势 

将如何影响碳排放未来走向 

 
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曾说：“21 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人口问

题的复杂性应该被视为各种复杂性的共同来源。 

人口是影响碳排放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近日，人口专家有关中国 2018 年新生

儿出生数量会低于预期的判断再次燃起公众对人口变化趋势的关注。人口变化

包括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动。大多数人口预测研究对中国未来人口变化的基

本判断较为一致，即：中国人口增速下降趋势仍会持续，但未来人口结构会发生

巨大变化。如何将人口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属性纳入一个整体的分析系统

框架中是需要中国碳排放模型研究更多关注和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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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总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相对比较确定 

人口、人均 GDP、GDP 的能源消费强度、能源的碳

强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碳排放总量的四个核心影响因

素。碳排放模型分析通常用人口增长作为外生变量

（也就是输入参数，不受模型系统的内部因素影响），

分析和预测人口变化对碳排放的贡献。根据 2015 年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人口增长对全球碳排放增

加的贡献近 40 年来大致保持稳定，而经济增长的贡

献则快速增加”。 

中国亦然，人口总量增长被认为是有关中国碳排放

模型研究中不确定性最低的外生变量。中国人口总

量进入了缓慢增长的稳定状态，只是在峰值年份和

水平存在不确定性。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总和

生育率基本稳定在 1.8 左右情况下，《人口发展”十

一五”和 2020 年规划》预测人口总量峰值出现在 21

世纪 30 年代，约为 15 亿人。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2015

年官方数据是 1.5。因此，中国从 2016 年实施“全

面放开二孩”政策，鼓励生育。2017 年 1 月发布的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将 2021-2030

年视为中国人口发展的关键转折期，预测 2020-2030

年期间总和生育率会维持在 1.8，2030 年前后达到峰

值，总量不超过 14.5 亿人。 

针对中国人口趋势和政策变化，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人口机构也在调整对中国未来人口总量变化的预测，

其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 2017 年修订版》的中方案

认为中国 2030 年左右的峰值水平是 14.41 亿人，比

《世界人口展望 2015 年修订版》预测的 2030 年水

平高，更接近于中国未实施“二孩”政策前的预测

水平（见图 1）。 

有关中国碳排放趋势的模型研究主要采用国内外权

威人口预测机构的数据。各研究基本假定中国未来

人口增长缓慢，达到峰值年份后会持续下降甚至负

增长；差异性也是在峰值年份和峰值水平。如，2009-

2010 年期间的不同情景分析主要假定人口总量峰值

会在 2030-2040 年期间出现，在 14.20-15.40 亿人之

间。2010 年以后，一些有关中国的碳排放情景研究

通常假定 2030 年左右达到人口峰值，规模约在 13.8-

14.53 亿人之间，反映出中国人口增长可能以更早年

份和更低水平达峰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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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联合国 2017 年报告调高对中国人口预测，更接近于 2012 年预测水平 

图片说明：历年《联合国人口展望报告》对中国人口总量预测的调整。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展望报告》https://esa.un.org；
图为中方案预测数据。 

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影响需要更多定量分析

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动。大多数人

口预测研究对中国未来人口变化的基本判断较为一

致，即：中国人口增速下降趋势仍会持续，但未来

人口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包括不同

年龄构成、城乡人口构成、教育程度构成、人口空

间流动、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等。 

中国能维持 20 多年的年均 9.6%的经济增速，是与

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较低的总抚养比，大量农

村人口流入城市等人口红利密切相关。2018 年被认

为应该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出

生高峰年，但很多地区新生儿出生人数同比下降。

为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1.8，改善人口结构，释放新

人口红利，除了继续调整生育政策，中国还会实施

一系列以人为本的社会民生政策改革，提高人口的

就业、健康医疗、教育水平。 

这些政策的实施会决定未来不同时段的人口结构特

征变化。例如，循序渐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引导人口

梯度转移，会影响未来人口城乡和地区空间分布。

又如，一些预测认为“全面二孩政策”会增加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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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并提高未来劳动年龄

人口中的青年人口比例，降低高龄人口比例。 

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系统之间彼此

作用构成了复杂互动系统。如何将人口结构及其背

后的社会经济属性纳入一个整体的分析系统框架中

是需要中国碳排放模型研究更多关注和解决的关键

问题。 

人口结构会改变经济增长要素构成（劳动力投入、

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改变储蓄率和投资

率，影响经济增速、经济结构等，这都会影响到如

何判断中国未来碳排放趋势和路径。 

人口结构变化改变消费结构、个人和社会行为方式。

人口老龄化可能降低衣食住行的需求，但未来年轻

人口的消费潜力会持续增加。《2018 年微信数据报

告》基于大数据分析提到，“55 岁以上人群早睡早

起，与太阳同步作息；90 后人群公共交通出行频繁

（25 次/月）；00 后晚睡早起，夜猫人群最集中”。

这些信息反映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消费行为差异是非

常大的。 

人口流动和城乡结构影响居民用能设备的需求。中

国城市人口对住房舒适度、交通系统和家用电器等

需求要高于农村人口。2017 年中国城镇人均用电是

6578 度电，约是农村人口用电的 4 倍。若延续目前

城市用电趋势，2030 年城市新增用电量会是 9780 亿

度电（约是 4 个浙江省的 2017 全社会用电量）。 

尽管中国未来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但中国未来人口

内部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人口因素如何影响中国

未来碳排放趋势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更系统

和科学的碳排放政策模型将人口结构作为量化参数

进行影响分析。 

 

（作者杨鹂是绿色创新发展中心项目主任/高级分

析师，主要负责能源经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她于 2014 年取得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人口、资源

与经济学博士。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关注宏观气候政策、城市绿色低

碳转型、绿色经济政策、行为减排领域的研究、咨询和交流。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系统性、

实证性的政策研究、梳理、比较和评估，推动低碳环境政策的精细化，可实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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