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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二战后ꎬ 世界人口分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ꎬ 许多国

家已经进入或将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 ２１
世纪世界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地区ꎬ 人口红利的潜力巨大ꎬ 但基于该

地区死亡率下降、 生育率长期居高不下情势ꎬ 人口转变进程缓慢ꎬ 进

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

将于 ２０６５ 年左右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ꎬ 并将持续到 ２１００ 年以后ꎬ 是

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ꎬ 也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拥

有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ꎮ 但该地区充分兑现人口红利也面临

诸多制约因素和挑战ꎬ 需要各国尽早行动起来ꎬ 把应对人口问题作为

政府的优先事项ꎬ 避免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ꎬ 并陷入人口爆炸、 青

年大量失业、 国家局势动荡、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未富先老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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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ꎬ 世界人口数量增加了近 ３ 倍 (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２５ ４ 亿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３ ８ 亿)ꎬ 但新增人口的分布十分不均衡ꎮ 亚洲、 非洲、 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的人口数量分别新增 ３０ 亿、 ９ ７ 亿和 ４ ６ 亿ꎬ 而欧洲、 北美和大洋洲仅

分别新增 １ ９ 亿、 １ ８ 亿和 ０ ３ 亿ꎮ 总体而言ꎬ 发达国家长期保持较低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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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ꎬ 中国、 俄罗斯等国生育率也在大幅下降ꎬ 其人口转变进程趋于完成ꎬ 这

些国家已经进入或将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ꎮ 亚洲、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生育率也已经大幅下降ꎬ 其人口总数未来将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ꎮ 而撒哈拉

以南非洲是未来世界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地区ꎬ 其生育率长期居高不下ꎬ 人

口转变进程才刚刚开始ꎬ 其人口数量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１ ８ 亿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９ ７
亿ꎬ 并预计在 ２０５０ 年再翻一番ꎬ 达到 ２１ ７ 亿ꎮ① 非洲也将迎来人口红利的窗

口期ꎮ ２０１５ ~ ２１００ 年ꎬ 预计非洲人口增长占世界人口增长总量的 ８６％ ꎮ 并

且ꎬ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抚养比的缓慢下降ꎬ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的投资并采取扩大青年机会的政策ꎬ 那么它们的

人口红利总量可能是巨大的: 每年至少有 ５ ０００ 亿美元ꎬ 相当于该地区目前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１ / ３ꎬ 且这一趋势将持续 ３０ 年左右ꎮ② 非洲巨大的人口红利潜力

不但能为自身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ꎬ 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ꎮ 因

此ꎬ 如何将这一潜在机遇变为真正的发展引擎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ꎮ
人口红利理论产生于对东亚新兴经济体不同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ꎮ

人口红利的概念最先由布鲁姆 ( Ｄａｖｉｄ Ｅ Ｂｌｏｏｍ) 和威廉姆森 (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在 １９９８ 年时提出ꎬ 他们把人口结构变量引入对东亚经济奇迹

的实证研究中ꎬ 认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有巨大的贡献ꎮ③

基于此ꎬ 布鲁姆等人在 ２００２ 年将人口红利定义为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使

得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所产生的一个 “附加生产力”ꎮ④ 但这带来的仅仅是一种

增长潜力ꎬ 其实现严重依赖于社会、 经济和政治环境因素ꎮ 此后ꎬ 布鲁姆和

坎宁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ｎｎｉｎｇ) 等学者在 ２００２ 年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

增长的人口红利ꎬ 指出生育率、 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 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窗口期ꎮ 同

时也指出ꎬ 拥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劳动、 教育和人口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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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ꎬ 充分利用人口转变过程中这一一次性的人口红利窗口期ꎮ① 此后ꎬ 又

有一些学者把人口红利拓展为 “第一次人口红利” 和 “第二次人口红利”ꎮ
“第一次人口红利” 是指通过人口转变带来的充足劳动供给和较低抚养比来促

进经济增长ꎮ “第二次人口红利” 是指通过劳动年龄人口对未来养老的担忧带

来的高储蓄率和资本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ꎮ② 因此ꎬ “第一次人口红利” 的经

济效应是短暂的ꎬ 而 “第二次人口红利” 的经济效应是持续的ꎮ
目前ꎬ 对于非洲人口红利的研究ꎬ 国内暂无相关重要研究成果ꎮ 国外的

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以人口红利概念创始人布鲁姆为代表的

几位学者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的可能性ꎮ 他们发现撒

哈拉以南非洲有可能收获相当大的人口红利ꎬ 但是由于其在死亡率下降的情

况下依然保持较高的生育率ꎬ 使得该地区在短期内难以兑现人口红利③ꎻ 需要

进行必要的政策干预ꎬ 制定和实施计划生育方案来降低撒哈拉以南非洲生育

率ꎬ 通过提高人均收入来增加国民储蓄ꎬ④ 如果在制定和实施有利政策的情况

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未来应该能够实现人口红利⑤ꎮ 其二是非盟、 联合国

非洲经济委员会、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发布的一些相关研究报告ꎮ ２０１２ 年非

盟的研究报告论述了非洲人口的基本情况ꎬ 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收获人口

红利的影响ꎬ 并认为有 ５ 个国家在未来 ３０ 年内有望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

批兑现人口红利的国家ꎬ 强调各国应该在关键领域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ꎮ⑥

２０１３ 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盟的研究报告从人口红利理论出发ꎬ 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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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生育率的情况进行了分类研究ꎬ 论述了非洲实现人口红利所需的人口

条件和现实问题ꎬ 认为非洲需要加大对青年的投入ꎬ 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ꎬ
通过短期和长期政策为兑现人口红利创造机会ꎮ① ２０１４ 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

告认为ꎬ 非洲人口红利的潜力巨大ꎬ 将为非洲未来经济增长和减贫工作带来

重要机遇ꎬ 如果能创造足够就业岗位和提高储蓄投资ꎬ 将有可能兑现人口红

利ꎬ 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上取得较大成绩ꎮ② 其三是一些专题类的研

究成果ꎮ 一些学者从宗教文化背景的角度阐释了为何非洲人喜欢较大的家庭

规模ꎬ 认为虽然女童入学率和妇女避孕需求有所增加ꎬ 但非洲国家在传统宗

教文化影响下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十分有限ꎮ③ 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发展情

况分析了非洲国家实现人口红利面临的掣肘因素ꎮ 他们认为ꎬ 仅从人口结构

来看ꎬ 南非已经实现了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ꎬ 城市建设和硬件设施也有所改

善ꎬ 但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影响使黑人并未获得平等的医疗、 教育以及就业条

件ꎬ 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ꎬ 并对南非人口红利的兑现造成负面

影响ꎻ④ 现有的相关预测对非洲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过于乐观ꎬ 并且低估了

降低青年人口死亡率对实现人口红利的作用ꎮ 与生育率下降相比ꎬ 人口红利

更需要降低抚养比ꎬ 因为即使生育率下降ꎬ 若不降低青年人口的死亡率ꎬ 抚

养负担依然不会下降ꎬ 低储蓄率和投资不足的状况将不会得到改善⑤ꎻ 就目前

非洲的情况而言ꎬ 人口增加意味着贫困的增加ꎬ 非洲建设所急需的高技术人

才更倾向于进入发达国家就业和生活ꎬ 如果政府不立即采取措施ꎬ 这一状况

将会持续恶化ꎮ⑥ 另外ꎬ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文集 «非洲人口: 寻找人口红利» 反

映了一些非洲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ꎬ 该书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进行了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ＮＥＣＡꎬ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ｃｉｎ ｃｏｍ / ｐ － １９３１３３５０３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Ｈｏ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ｆｏｒ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７１３４ꎬ ２０１４

Ｊｏｈｎ Ｃ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ａｔ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ꎬ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４０９ － ４３７

Ｍｏｎｄｅ Ｍａｋｉｗａｎ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ｌｌａ Ｋｗｉｚｅｒａꎬ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９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２２３ － ２４２ꎻＭｏｒｎé Ｊ Ｏｏｓｔｈｕｉｚｅｎꎬ “Ｂｏｎｕｓ ｏｒ Ｍｉｒａｇ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ｅｉｎｇꎬ Ｖｏｌ 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４ － ２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ａｓｔ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ｉｐｔｏｎꎬ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ｏｗ Ｂｉｇ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ｂｅ?”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６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 － ２１

Ｏｓｍａｎ Ｓａｎｋｏｈ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ｈｙ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ꎬ Ｌａｎｃｅ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Ｖｏｌ 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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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和区域研究ꎬ 并从医疗、 教育、 政治经济政策、 资源环境、 婚姻、 移民

及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兑现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挑战ꎮ①

综上ꎬ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演绎、 趋势研判和专题案例研究等方

面ꎬ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的细致分析不够ꎬ 缺乏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

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变动态势等关键指标的数据分析和比较研究ꎬ 以及对撒

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基本时间定位和区域国别的对比分析ꎮ 基于

此ꎬ 本文针对上述研究薄弱点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ꎬ 大致确定撒哈

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 规模和特点ꎬ 在此基础上论述兑现撒哈

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政策选择ꎬ 以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人口红利有初步认识ꎮ②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窗口期

人口转变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基础ꎮ 人口转变一般分为 ３ 个阶段: 高死亡率

与高生育率并存阶段ꎻ 死亡率下降但生育率仍维持较高水平阶段ꎻ 死亡率与生

育率同时下降阶段ꎮ 在人口实现从 “高死亡率、 高生育率” 到 “低死亡率、 低

生育率” 的转变过程中ꎬ 会产生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 人口负担较轻的

时期ꎬ 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 高投资和高增长态势ꎬ 这一时期即被视

为 “人口红利窗口期”ꎮ 从 ２０ 世纪开始ꎬ 世界各个地区相继开始死亡率和生育

率由高到低的人口转变过程ꎬ 许多国家利用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实

现了经济快速增长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最晚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ꎬ 随着

其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逐渐下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必将迎来人口红利窗口期ꎮ
(一)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态势

根据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变化ꎬ 我们可以推断出人口年龄

结构的变动态势和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ꎮ
二战后ꎬ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卫生基础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的进

步ꎬ 该地区的死亡率下降明显ꎬ 婴儿死亡率、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预期寿命

８４

①
②

Ｈａｎｓ Ｇ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 Ｍａｙ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１ － ５０１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没有包括北非地区主要是因为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北非国

家实行了较为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ꎬ 以及后来没有受到艾滋病的影响ꎬ 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世界其他发

展中地区基本同步ꎬ 因而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较大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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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情况都有较大幅度改善ꎬ 但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ꎮ 根据联合国数据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婴儿死亡率下降较为明显ꎬ 从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５ 年的 １８５‰下降

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２‰ꎬ 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４２‰和 ３５‰ꎬ 并远远高

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５９‰和 ５‰)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婴儿死亡率居高

位的非洲国家分别是塞拉利昂、 中非共和国、 乍得和几内亚比绍等国ꎬ 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只有佛得角、 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三国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５ 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也较为明显ꎬ 从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５ 年的 ３１０‰下降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的 ９５‰ꎬ 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２１５‰和 ４８‰)ꎬ 并远远高于发达国

家平均水平 (７７‰和 ６‰)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分别是中

非共和国、 乍得、 几内亚比绍、 塞拉利昂、 索马里和马里等国ꎬ 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的有南非、 纳米比亚、 博茨瓦纳、 佛得角、 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六国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预期平均寿命在过去几十年显著增加ꎬ 从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５
年的 ３６ 岁增加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８ 岁ꎮ 就地区而言ꎬ 中西非地区以上几项

指标处于垫底的位置ꎬ 特别是塞拉利昂、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几内亚比绍和

科特迪瓦等国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部非洲国家受艾滋病感染率较高的影

响ꎬ 人均预期平均寿命快速下降ꎬ ２００５ 年在艾滋病 “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被

广泛采用之后情况有所好转ꎬ 预期平均寿命开始回升ꎮ
与此同时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除了岛屿国家和南部非洲国家以外ꎬ

东非、 西非和中部非洲国家都处于较高水平ꎬ 但也正在缓慢下降ꎮ① 目前ꎬ 该

地区国家正处于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ꎬ 根据生育率的高低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人口转变非常缓慢的国家 (生育子女数量高于 ６ 人)ꎬ 包括尼日尔、
索马里、 刚果 (金)、 马里和乍得 ５ 个国家ꎮ 这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

低ꎬ 城市化水平不高ꎬ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不够ꎮ 第二类是人口转变缓慢

的国家 (生育子女数在 ５ ~ ６ 人之间)ꎬ 包括布隆迪、 安哥拉、 乌干达、 尼日

利亚、 布基纳法索、 冈比亚、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 贝宁、 赞比亚、 南苏丹、
科特迪瓦、 几内亚、 中非共和国和塞内加尔 １５ 个国家ꎬ 它们大多属最不发达

国家ꎮ 第三类是正在进行人口转变的国家 (生育子女数在 ３ ~ ４ 人之间)ꎬ 包

括赤道几内亚、 喀麦隆、 几内亚比绍、 毛里塔尼亚、 马拉维、 刚果 (布)、 塞

拉利昂、 利比里亚、 多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埃塞俄比亚、 科摩罗、 厄立

９４

① 一般来讲ꎬ 如果生育率低于 ２ １ꎬ 人口增长就会低于生育更替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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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亚、 马达加斯加、 卢旺达、 加纳、 肯尼亚、 津巴布韦、 加蓬、 纳米比亚、
斯威士兰、 莱索托和吉布提 ２３ 个国家ꎬ 其中大多数 (１８ 个) 属于城市化水

平较高的沿海国家ꎮ 第四类是人口转变基本完成的国家 (生育子女数少于 ３
人) 分别是博茨瓦纳、 南非、 佛得角、 塞舌尔和毛里求斯ꎮ 这些国家的经济

较为发达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ꎬ 生育率下降的较早ꎮ 目前ꎬ 全球生育率

高于 ５ 人的 ２１ 个国家中ꎬ 除了阿富汗和东帝汶以外ꎬ 其余都分布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比其他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晚了 ２０ 多年ꎬ 而且下降的速度较为缓慢ꎬ 区域和人群分布上也不太均

衡ꎬ 其中城市居民和受教育人群的生育率下降较为明显ꎮ
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必然会使人口年龄结构由金字塔形变成 “中间大、

两头小” 的纺锤形ꎮ 这一时期劳动力增加及投资储蓄增长ꎬ 妇女就业机会和人

力投资也相应上升ꎬ 从而整体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ꎬ 即人口经济学家称作的

“人口红利窗口期”ꎮ 人口年龄结构越来越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ꎬ
对国家稳定、 政府治理、 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有重大影响ꎮ 在理论上ꎬ 人口年

龄结构可以分为四种: 非常年轻的年龄结构、 年轻的年龄结构、 转型中的年龄

结构和成熟的年龄结构ꎮ 研究表明ꎬ 非常年轻和年轻的年龄结构对国家稳定和

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破坏性ꎮ 据研究统计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属于非常年轻

年龄结构的国家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是成熟年龄结构国家的 ３ 倍ꎮ 而处于转型

中年龄结构的国家是具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ꎬ 只要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和

政策ꎬ 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兑现人口红利、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ꎮ 而那些成熟年龄

结构的国家ꎬ 往往经济增长较为缓慢ꎬ 但政治局势、 经济环境总体较为稳定ꎮ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缓慢发生变化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

生育率的峰值是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０ 年度的 ６ ８ 人ꎬ 随后在 １９８５ 年 １５ 岁以下人口比

重达到峰值的 ４５ ５％ ꎬ 之后二者都进入缓慢下降阶段ꎮ 因此ꎬ １９５０ 年以后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ꎬ １９５０ ~ １９８５ 年属年

龄结构上升阶段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１５ 岁以下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ꎬ 所占比重

也不断增加ꎬ 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７ ５００ 万人增长到 １９８５ 年的 １ ９５ 亿人ꎬ 所占比例

由 ４１ ７％增加到 ４５ ５％ ꎮ 其二ꎬ １９８５ 年之后进入年龄结构缓慢下降阶段ꎮ 在

０５

①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Ｌｅａｈｙ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Ｃｏｍｅ: Ｗｈｙ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ａ Ｓａｆｅｒꎬ Ｍｏｒｅ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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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ꎬ 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 １５ 岁以下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２０１５ 年

为 ４ １７ 亿人、 ２０５０ 年预计为 ７ ２３ 亿人、 ２１００ 年预计为 ８ ８ 亿人)ꎬ 但所占比

重开始缓慢下降 (２０１５ 年为 ４３ １％ 、 ２０５０ 年预计为 ３３ ４％ 、 ２１００ 年预计为

２２％ )ꎬ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不断增加ꎮ 我们通过图 １ 可以看到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 ２０５０ 年、 ２１００ 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图与 １９６０ 年、 ２０１５ 年的相比已有

明显变化ꎬ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都不断增加ꎬ １５ 岁以下的人口比重逐渐

降低ꎬ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比重逐渐增加ꎬ 人口红利窗口期逐步显现ꎮ

图 １　 １９６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５０ 年、 ２１００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人口年龄结构图 (单位: 万人)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ｐｄ / ｗｐｐ) 自制ꎮ

根据长期预测数据①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在 ２０５０ 年将达到 ２１ ７

１５

① 本文使用的是 “中等变量” (Ｍｅｄｉｕｍ Ｖａｒｉａｎｔ) 情况下的预测数据ꎮ “高等变量” (Ｈｉ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 情况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在 ２０５０ 年为 ２３ ９ 亿ꎬ ２１００ 年为 ５５ ６ 亿ꎻ “低等变量”
(Ｌｏｗ Ｖａｒｉａｎｔ) 情况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在 ２０５０ 年为 １９ ６ 亿ꎬ ２１００ 年为 ２８ 亿ꎮ 研究表明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保持较高生育率或实现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可能性较小ꎬ 所以本文采用 “中等变

量” (Ｍｅｄｉｕｍ Ｖａｒｉａｎｔ) 情况下的预测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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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ꎬ 到 ２１００ 年将达到 ４０ 亿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２０１５ ~
２１００ 年间人口快速增加的地区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

将不断上升ꎬ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 １％ 将上升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２２ ２％ 和 ２１００ 年的

３５ ８％ ꎻ 而亚洲地区所占的比例将大幅下降ꎬ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９ ９％下降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５３ ８％和 ２１００ 年的 ４２ ７％ ꎻ 欧洲地区也将不断下降ꎬ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
下降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７ ３％和 ２１００ 年的 ５ ８％ ꎮ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１００ 年间ꎬ 东部、 中部

和西部非洲地区将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ꎬ 人口数量将增加约 ４ 倍ꎬ
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提高约 ３ 倍ꎻ 而南部非洲地区受艾滋病等因素的影响ꎬ
人口数量增加 ４６％ ꎬ 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基本保持不变ꎮ 其中ꎬ 尼日尔的

人口数量将增长近 １０ 倍ꎬ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９８９ 万增加到 ２１００ 年的 １ ９ 亿ꎻ 其

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人口数量增长 ５ 倍以上的国家还有赞比亚、 索马里、
坦桑尼亚、 布隆迪、 乌干达和刚果 (金)ꎮ ２１００ 年ꎬ 预计人口数量超过 １ 亿

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主要有: 尼日利亚 (７ ９ 亿)、 刚果 (金) (３ ８ 亿)、
坦桑尼亚 (３ 亿)、 埃塞俄比亚 (２ ５ 亿)、 乌干达 (２ １ 亿)、 尼日尔 (１ ９
亿)、 安哥拉 (１ ７ 亿)、 肯尼亚 (１ ４ 亿)、 苏丹 (１ ３８ 亿)、 莫桑比克

(１ ３５ 亿)、 科特迪瓦 (１ 亿)ꎮ
(二) 撒哈拉以南非洲抚养比的变动态势

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项重要指标ꎮ 一般说来ꎬ 抚养比越大ꎬ 表明

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ꎬ 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重ꎮ 按

照国际标准ꎬ 非劳动年龄人口是指 ０ ~ １４ 岁少儿人口和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口两

部分人口的总和ꎮ 抚养比高的国家ꎬ 大量资源用于抚养非劳动年龄人口ꎬ 而

抚养比低的国家则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医疗、 教育、 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领

域ꎮ 研究表明ꎬ 东亚地区在 １９６５ ~ １９９０ 年期间抚养比快速下降ꎬ 劳动年龄人

口的增速明显快于人口的整体增速ꎬ 在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努力下创造了东

亚 “经济奇迹”ꎮ①

目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正处于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ꎮ 通过图 ２
我们可以看到ꎬ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ꎬ 该地区的抚养比突出体现为以下特点:
其一ꎬ 抚养比的峰值时间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 ２０ 年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２５

① Ｄａｖｉｄ Ｅ Ｂ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４１９ － ４５５ꎻ Ｄａｖｉｄ Ｅ Ｂｌｏｏｍꎬ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ｉａ Ｎ Ｍａｌａｎｅｙ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ｓｉａ”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５７ －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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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５０ ~ ２１００ 年世界各地区抚养比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ｐｄ / ｗｐｐ) 自制ꎮ

的抚养比在 １９８５ 年达到峰值ꎬ 随后开始缓慢下降ꎬ 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峰值大

多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ꎮ 其二ꎬ 抚养比的峰值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ꎮ 撒哈

拉以南非洲抚养比的峰值为 １９８５ 年的 ９４ １％ ꎬ 而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为 １９６５
年的 ８８ ３％ ꎬ 亚洲为 １９６５ 年的 ８０ １％ ꎬ 大洋洲为 １９６０ 年的 ６８ ６％ ꎬ 北美为

１９６０ 年的 ６６ ５％ ꎬ 欧洲为 １９６５ 年的 ５６ １％ ꎮ 其三ꎬ 抚养比从峰值到谷底的

时间远多于世界其他地区ꎮ 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达到峰

值之后ꎬ 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ꎬ 抚养比在 ２１ 世纪前十年到达谷底ꎬ 随后开

始缓慢上升并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ꎮ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下降的

时间和速度都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ꎮ 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在

１９８５ 年出现拐点ꎬ 但由于其生育率下降速度非常缓慢ꎬ 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抚养比预计将在 ２１ 世纪 ８０ 年代才能到达谷底ꎮ 从抚养比的峰值到谷底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预计将用约 １００ 年的时间ꎬ 而世界其他地区用了 ５０ ~ ５５ 年的

时间ꎮ 其四ꎬ 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 “错峰转变”ꎮ 图 ２ 显示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是唯一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变化情况明显不同的地区ꎮ 当

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在 ２０１０ 年前后开始上升的时候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

养比还在不断下降ꎬ 并在 ２０４０ 年开始低于欧洲ꎬ 到 ２０６０ 年时已经低于世界

所有其他地区ꎬ 并将保持到 ２１００ 年以后ꎮ 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导致撒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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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变化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ꎬ 但可能因此 “因祸得福”ꎬ
实现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 “错峰转变”ꎮ 当世界其他地区普遍进入老龄化社

会的时候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较低的抚养比和大量

劳动年龄人口的地区ꎮ 这也预示着撒哈拉以南非洲是 ２０６０ 年以后世界上唯一

一个具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ꎮ
(三)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及特点

人口红利窗口期意味着一国的人口结构态势进入 “二低一高” 阶段ꎬ 即

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比较低ꎬ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ꎮ 对于人口红利

窗口期的研判ꎬ 学者依国情差异提出了不同的计算标准ꎮ 联合国人口司在

２００４ 年的研究报告 «到 ２３００ 年的世界人口» 中提出ꎬ 当人口平均年龄低于

４０ 岁时ꎬ 人口红利窗口期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１５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

３０％ 、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 １５％ ꎬ① 并以此将人口转变划分为 ３ 个时期ꎻ
幼年期 (１５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 ３０％ )、 青年期 (１５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

于 ３０％和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 １５％ )、 老年期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高

于 １５％ )ꎬ 其中青年期就是人口红利窗口期ꎮ② 就非洲研究而言ꎬ 喀麦隆学者

贝宁吉赛 (Ｇｅｒｖａｉｓ Ｂｅｎｉｎｇｕｉｓｓｅ) 认为ꎬ 抚养比低于 ８０％ 就进入人口红利窗口

期ꎬ 即受抚养人比例低于 ４５％ ꎬ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至少为 ５５％ ꎮ③美国学者图尔伯

德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Ｔｕｒｂａｔ) 结合西非地区的情况ꎬ 认为许多青年在 ２８ 岁之前一直是

被抚养人口ꎬ 在 ６３ 岁之后已开始成为被抚养人口ꎬ 因此将计算抚养比的年龄

修改为 ２８ 岁以下和 ６３ 岁及以上人口ꎮ④ 实际上ꎬ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１５ 岁

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 ３０％ 和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 １５％ ) 比仅仅满足抚

养比这一个条件能更准确地反映该地区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和所处阶

段ꎬ 故本文采用联合国人口红利窗口期的计算标准ꎮ
世界主要地区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并不同步ꎬ 有明显的先后顺序ꎮ 欧洲是

最先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ꎬ 也是最先结束的地区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进入

人口红利窗口期ꎬ ２０００ 年左右结束ꎮ 北美、 大洋洲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ꎬ 在

４５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２３００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７０ － ７１
Ｇｅｒｖａｉｓ Ｂｅｎｉｎｇｕ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ｌｉａｎｅ Ｍａｎｉｔｃｈｏｋｏꎬ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ｌｏｗ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Ｈａｎｓ Ｇ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 Ｍａｙ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４１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Ｔｕｒｂａｔꎬ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Ｈａｎｓ Ｇ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 Ｍａｙ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８２ －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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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ꎬ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左右结束ꎮ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二战后都诞生了 “婴儿潮一代”ꎬ 这既得益于战

后经济恢复ꎬ 也得益于科技进步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ꎮ 随着他们进入老年

期ꎬ 北美和大洋洲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在 ２０１５ 年前后结束ꎮ 东亚地区的日本

与 “亚洲四小龙” 等在二战后也都迎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ꎬ 凭借劳动年龄人

口的增加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 “经济奇迹”ꎮ 亚洲 (东亚除外)、 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大致集中在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至四五十年代ꎮ
通过图 ２ 可以看到ꎬ 这一时期亚洲、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抚养比是世界上最

低的ꎮ 其中ꎬ 东南亚、 加勒比和南美洲地区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稍早一些ꎬ
中亚、 南亚、 西亚和中美洲地区要稍晚一些ꎮ 相比而言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

世界上最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ꎮ
根据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先后顺序 (见表 １)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可

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最早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 (２０２５ 年前进

入)ꎬ 包括毛里求斯、 塞舌尔、 南非、 吉布提、 佛得角、 博茨瓦纳六国ꎮ 这些

国家都是 １９５０ 年以后生育率下降较快的国家ꎬ 其中毛里求斯、 塞舌尔和南非

目前已经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ꎮ 毛里求斯在 １９９０ 年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ꎬ 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入最早的国家ꎬ 该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该地区尤为突

出ꎬ 但由于其生育率已经低于替代水平ꎬ 未来的总人口数将逐渐下降ꎮ 南非

是 ６ 个国家中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国家ꎬ 但遗憾的是ꎬ 艾滋病的灾难性影响

使该国青年劳动力数量减少ꎬ 南非将无法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ꎮ①

第二类是较早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 (２０４０ ~ ２０６０ 年进入)ꎬ 包括

莱索托、 纳米比亚、 斯威士兰、 加蓬、 卢旺达、 埃塞俄比亚、 津巴布韦、 肯

尼亚、 厄立特里亚、 赤道几内亚、 塞拉利昂、 加纳、 科摩罗、 中非共和国、
马拉维、 马达加斯加、 南苏丹、 喀麦隆、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几内亚、 利比

里亚、 冈比亚、 几内亚比绍、 毛里塔尼亚、 多哥 ２５ 国ꎮ 其中ꎬ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喀麦隆、 加纳、 马拉维等都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多

的国家ꎮ 就世界范围来看ꎬ 在 ２０４０ ~ ２０６０ 年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ꎬ 除

阿富汗、 也门、 巴勒斯坦、 东帝汶和伊拉克之外ꎬ 其余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５５

① Ｔｏｍ Ａ Ｍｏｕｌｔｒｉｅꎬ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Ｈａｎｓ
Ｇ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 Ｍａｙ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９１ －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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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优势在这一时期开始凸显ꎮ
第三类是较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 (２０６０ ~ ２０７０ 年进入)ꎬ 包括

刚果 (金)、 塞内加尔、 莫桑比克、 乌干达、 乍得、 刚果 (布)、 贝宁、 布基

纳法索、 马里和尼日利亚十国ꎮ 其中ꎬ 尼日利亚、 刚果 (金)、 乌干达三国都

是劳动年龄人口数超过 １ 亿的国家ꎬ 尼日利亚在 ２０７０ 年和 ２１００ 年的劳动年龄

人口数将分别达到 ３ ７ 亿和 ５ ２ 亿ꎮ 就世界范围来看ꎬ 在 ２０６０ 年之后进入人

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将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ꎮ
第四类是最晚 (２０７０ 年以后进入) 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ꎬ 包括布

隆迪、 坦桑尼亚、 科特迪瓦、 赞比亚、 索马里、 安哥拉和尼日尔七国ꎬ 生育

率下降极其缓慢是主因ꎮ 其中ꎬ 坦桑尼亚、 尼日尔、 安哥拉三国是劳动年龄

人口数超过 １ 亿的国家ꎬ 坦桑尼亚在 ２０７５ 年和 ２１００ 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将分

别达到 １ ４ 亿和 １ ９ 亿ꎮ
表 １ 仅显示到 ２１００ 年的数据ꎬ 但这并不表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红

利窗口期在２１００ 年结束ꎮ 根据２１００ 年６５ 岁以上人口比例低于１５％的计算标准ꎬ
在 ２１００ 年之后还将有一大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然处于窗口期ꎬ 包括尼日

尔、 科特迪瓦、 索马里、 安哥拉、 布隆迪、 尼日利亚、 贝宁、 乍得、 多哥、 毛

里塔尼亚、 马里、 赞比亚、 布基纳法索、 冈比亚、 南苏丹、 坦桑尼亚、 几内亚

比绍、 乌干达、 塞内加尔、 科摩罗、 莫桑比克、 塞拉利昂和刚果 (布) ２３ 国ꎮ

表 １　 １９５０ ~ ２１００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和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数量

地区与国家
开始时间

(年)
结束时间

(年)
窗口时间

(年)
开始与结束时 １５ ~ ６４ 岁

人口总数 (万人)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２０６５ ２１００ ＋ ３５ ＋ １７７ ３４６ ~ ２５６ ９４８

毛里求斯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５ ３５ ７０ ~ ８９

塞舌尔 ２０００ ２０３０ ３０ ５ ~ ６

吉布提 ２０２０ ２０６５ ４５ ６６ ~ ９０

卢旺达 ２０４５ ２０７５ ３０ １ ３３６ ~ １ ７６４

埃塞俄比亚 ２０４５ ２０７５ ３０ １１ ８３２ ~ １５ ４７７

津巴布韦 ２０４５ ２０８０ ３５ １ ８１０ ~ ２ ５０９

肯尼亚 ２０５０ ２０８０ ３０ ６ １４２ ~ ８ ３８０

厄立特里亚 ２０５０ ２０８５ ３５ ６１７ ~ ８８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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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罗 ２０５５ ２１００ ＋ ４５ ＋ １０１ ~ １４２

马拉维 ２０６０ ２０９０ ３０ ３ １８０ ~ ４ ５３８

马达加斯加 ２０６０ ２０９５ ３５ ４ ０４５ ~ ６ ０２１

南苏丹 ２０６０ ２１００ ＋ ４０ ＋ １ ９０７ ~ ２ ８０９

莫桑比克 ２０７０ ２１００ ＋ ３０ ＋ ６ １６５ ~ ８ ６３２

乌干达 ２０７０ ２１００ ＋ ３０ ＋ ９ ７９４ ~ １３ ７７５

布隆迪 ２０７５ ２１００ ＋ ２５ ＋ ２ ５８２ ~ ３ ５２７

坦桑尼亚 ２０７５ ２１００ ＋ ２５ ＋ １３ ８８０ ~ １９ １２６

赞比亚 ２０８０ ２１００ ＋ ２０ ＋ ４ ５１０ ~ ５ ９１７

索马里 ２０８０ ２１００ ＋ ２０ ＋ ４ ０１３ ~ ５ １７８

加蓬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５ ５ ３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７５ ３５ １９７ ~ ２８９

赤道几内亚 ２０５０ ２０９０ ４０ １９０ ~ ２９１

中非共和国 ２０５５ ２０９５ ４０ ６２０ ~ ８９２

喀麦隆 ２０６０ ２１００ ４０ ３ ７３９ ~ ５ ８１９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２０６０ ２１００ ４０ ２８ ~ ３９

刚果 (金) ２０６５ ２１００ ３５ １６ ６７０ ~ ２４ ５８１

乍得 ２０７０ ２１００ ＋ ３０ ＋ ３ ０１６ ~ ４ ０６２

刚果 (布) ２０７０ ２１００ ＋ ３０ ＋ １ ０３１ ~ １ ４８３

安哥拉 ２０８０ ２１００ ＋ ２０ ＋ ８ ５０８ ~ １１ ０７８

佛得角 ２０２０ ２０５５ ３５ ３８ ~ ５０

塞拉利昂 ２０５０ ２１００ ＋ ５０ ＋ ８５６ ~ １１０４

加纳 ２０５０ ２１００ ５０ ３ ２８６ ~ ４ ９８０

几内亚 ２０６０ ２０９５ ３５ ２ ０３６ ~ ３ ００９

利比里亚 ２０６０ ２０９５ ３５ ７３８ ~ １ ０９９

冈比亚 ２０６０ ２１００ ＋ ４０ ＋ ３４８ ~ ４７８

几内亚比绍 ２０６０ ２１００ ＋ ４０ ＋ ２６８ ~ ３８５

毛里塔尼亚 ２０６０ ２１００ ＋ ４０ ＋ ６６８ ~ １ ０１２

多哥 ２０６０ ２１００ ＋ ４０ ＋ １ １３８ ~ １ ６６８

塞内加尔 ２０６５ ２１００ ＋ ３５ ＋ ２ ７７６ ~ ４ ０９１

贝宁 ２０７０ ２１００ ＋ ３０ ＋ ２ １００ ~ ２ ８８４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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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纳法索 ２０７０ ２１００ ＋ ３０ ＋ ３ ８９９ ~ ５ ３３１

马里 ２０７０ ２１００ ＋ ３０ ＋ ４ ０４９ ~ ５ ４９５

尼日利亚 ２０７０ ２１００ ＋ ３０ ＋ ３７ １７１ ~ ５２ １００

科特迪瓦 ２０７５ ２１００ ＋ ２５ ＋ ４ ９７０ ~ ６ ７４３

尼日尔 ２０９０ ２１００ ＋ １０ ＋ １０ ７５５ ~ １２ ４９６

南非 ２０１５ ２０６５ ５０ ３ ６２６ ~ ５ ０４４

博茨瓦纳 ２０２５ ２０６０ ３５ １７２ ~ ２３８

莱索托 ２０４０ ２０８０ ４０ １９４ ~ ２５１

纳米比亚 ２０４０ ２０８０ ４０ ２４７ ~ ３６０

斯威士兰 ２０４０ ２０８０ ４０ １２６ ~ １６０

　 　 说明: 加蓬在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５ 年 ２０４０ ~ ２０７５ 年两个时间段出现了满足人口红利窗口期两个条件 (１５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 ３０％和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 １５％ )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ｐｄ / ｗｐｐ) 自制ꎮ

总体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其

一ꎬ 各次区域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时间点不均衡ꎮ 其中ꎬ 南部非洲地区较早

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ꎬ 其原因在于该地区主要受到艾滋病造成青年高死亡率

和预期寿命快速下降的影响ꎮ 东部非洲稍微早于中部、 西部非洲进入人口红

利窗口期ꎮ 届时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是非常巨大的ꎮ
其二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拥有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ꎬ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超过了东亚、 南亚、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ꎮ 其三ꎬ 撒哈拉以

南非洲是世界上拥有窗口时间较长的地区ꎬ 窗口时间大约为 ４０ ~ ４５ 年ꎬ 超过

了亚洲、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地区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兑现人口红利的现实困境

人口红利窗口期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ꎬ 但它只是提供了机

会窗口ꎬ 即发展的机遇ꎬ 它本身并不是红利ꎬ 唯有充分利用了机会窗口ꎬ 才

可能兑现人口红利带来的红利效应ꎮ 事实上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ꎬ 在人

口红利与机会窗口对接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ꎮ
(一) 制约因素

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在医疗、 卫生、 生育、 教育和经济政策等领域创造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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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条件ꎮ 但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显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ꎬ 主

要体现在:
第一ꎬ 生育率下降缓慢ꎮ 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条件之一是生育率的下降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虽然开始下降ꎬ 但总体下降非常缓慢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ꎬ 南非、 津巴布韦、 肯尼亚和加纳等少数几个国家启动了计划生育方案ꎬ
但只有南非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度的生育率降到了 ２ ６ꎬ 其他三国降到 ４ 左右ꎮ①

近年来ꎬ 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两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行动ꎬ 两国

的生育率也实现了快速下降ꎬ 分别从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度的 ５ ９ 和 ６ ８ 下降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度的 ４ ２ 和 ４ ６ꎮ 然而ꎬ 尼日尔、 刚果 (金)、 安哥拉和乌干达

等一些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国家ꎬ 生育率刚刚开始下降就随即处于停滞状态ꎮ
总的来说ꎬ 早生多生、 拥有较大家庭规模的传统观念不仅制约了生育率的下

降ꎬ 也限制了女孩受教育的权利ꎬ 使其社会地位较低ꎮ 避孕药具的供给不足

也制约了生育率的下降速度ꎮ 研究表明ꎬ 非洲是世界上使用避孕药具使用率

最低的地区ꎬ 只有 ２２％的已婚妇女使用了避孕药具ꎬ 另外有 ２５％育龄妇女表

示希望推迟或避免怀孕ꎬ 但由于避孕药具的缺乏而没有满足避孕的需求ꎮ②

第二ꎬ 医疗、 教育等公共资源匮乏ꎮ 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公共

财政收入有限ꎬ 造成医疗、 教育等公共资源匮乏ꎮ 其一ꎬ 在医疗卫生领域ꎬ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２０１４ 年人均医疗支出为 ９８ 美元 (远
低于世界平均的 １ ０５９ 美元)ꎮ 由于较高的生育率ꎬ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的医疗支出约有一半用于孕妇和婴幼儿特殊群体ꎮ 这主要是由于许多高风险

怀孕现象 (早孕或高龄产妇、 怀孕太频繁等) 所导致的结果ꎬ 因而孕妇和新

生儿需要额外的护理ꎬ 以减少目前非常高的孕产妇死亡率、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以及与高危妊娠相关的发育迟缓儿童的比例ꎮ 而这些发育迟缓的儿童在学

校学习困难程度较大ꎬ 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ꎬ 对家庭和国家都会造成长期影

响ꎮ③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发育迟缓的儿童数量增加了约

１ / ３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球体重不足的儿童有 １ / ３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ꎮ④ 其二ꎬ 在教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Ｈａｎｓ Ｇ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 Ｍａｙ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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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２２ 页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ａ /

ｚｈ / ｈｏｍ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ｍｄｇ / ｍｄ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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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领域ꎬ 兑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ꎮ
目前ꎬ 非洲的小学教育虽已取得了很大进步ꎬ 但中学、 大学教育依然落后于

世界平均水平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２０１４ 年小学、 中学和大

学的入学率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分别为 ７７ ９％ 、 ４２ ７％ 和 ８ ６％ (低于世

界平均的 ８９ ５％ 、 ７６ ４％和 ３５％ )ꎮ 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等和高

等教育资源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的需要ꎮ 尽管许多非洲国家的法律规

定了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ꎬ 但该地区仍有约 ３ ５００ 万儿童根本就没上过学ꎬ 其

中女孩的受教育权利就更难得到有效保障ꎮ① 还有一些地区战乱频发使得教育

公共资源异常匮乏ꎬ 这不仅让大多数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ꎬ 而且还增

加了他们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风险ꎮ
(二) 面临的挑战

对非洲而言ꎬ 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是一笔 “财富”ꎬ 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挑

战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兑现人口红利方面ꎬ 除了传统文化、 民族、 宗教

等方面因素ꎬ 还需要应对以下挑战ꎮ
第一ꎬ 创造就业的能力能否满足大量劳动力的市场需求ꎮ 随着世界经济

进入增长缓慢、 不平等加剧和充满动荡的新时期ꎬ 从全球范围来看ꎬ 就业增

长的速度已赶不上劳动力增加的速度ꎮ 全球人口就业率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６２％下降

到了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０％ ꎮ 虽然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就业形势略有好转ꎬ 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６３％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５％ ꎬ 但持续高水平的不充分就业和非正式

就业以及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抵消了生计改善的努力ꎮ② 尽管人口增长速度正在

放缓ꎬ 但未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快速增长ꎬ ２０１５ ~ ２１００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年龄人口将增长 ４ ９ 倍ꎬ 从 ５ ２ 亿人增加到 ２５ ７ 亿人ꎮ
而大多数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创造就业的能力不足ꎬ 如果不能实现以

资源密集型产业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转型ꎬ 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ꎬ 将会

产生巨大的失业压力ꎮ 大量失业人口将给社会带来极大风险ꎬ 他们对经济和社

会资源分配不公的 “怨恨” 很有可能转化为政治暴力ꎬ 进而引发武装冲突ꎮ 如

果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充分利用好大量青年劳动力的机遇期推动社会经

济实现较快发展ꎬ 在不久的将来ꎬ 当这些青年人普遍进入老年阶段后产生的老

０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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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问题和已经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则会使整个形势更加雪上加霜ꎮ
第二ꎬ 城市化的进程能否跟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的城市化不同于发达经济体ꎮ 早期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ꎬ 经济

的持续增长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ꎮ 工业发展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ꎬ 吸引

农村人口来到城市ꎬ 使城市规模逐渐扩大ꎮ 事实上ꎬ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ꎬ
因而没有造成城市人口突然膨胀和城市资源压力陡然增加ꎮ 而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的城市化并不是由产业结构变化造成的ꎬ 只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

迁移的结果ꎬ 且流动人群以青年人为主ꎬ 这样的人口流动在减少农村劳动力

的同时也加重了城市发展的压力ꎮ 其主要致因如下: 其一是城市与农村的发

展不平衡以及资源分配不均ꎮ 基于殖民历史ꎬ 非洲国家的许多金融和社会保

障机构集中在城市ꎬ 城市的学校和医疗服务均好于农村ꎮ 即使这些国家获得

独立之后ꎬ 由于经济发展缓慢ꎬ 城市仍然被视为 “特权岛” (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ꎮ① 其二是环境变迁和自然灾害因素ꎮ 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和发生自

然灾害时ꎬ 国家缺乏资金和有效的行政干预ꎬ 致使大量人口离开家乡ꎬ 寻找资

源相对丰富且更适合生存的地方ꎬ 其中的一部分人口流入城市ꎮ 其三是国内暴

力冲突导致的人口迁徙ꎮ 人口增长引起的耕地、 淡水、 森林和渔业等资源的短

缺会引发族群冲突和暴力蔓延ꎬ 致使人口迁往邻近国家或大量涌入城市ꎮ②

目前ꎬ 非洲地区正在迅速城市化ꎮ ２０１４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已成为世界上

城市化最快的地区ꎬ 城市人口比例预计从 ２０１４ 的 ３７％ 上升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５５％ ꎮ③ 到 ２０５０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 ５００ 万人口的城市将达到 ３５ 个ꎬ 其中

金沙萨和拉各斯的人口预计将超过 ３ ０００ 万人ꎮ④ 然而ꎬ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并

不是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ꎬ 而是人们需要城市为其提供比农村更好的生存资

源ꎬ 这样的流动导致城市的供给和需求失去平衡ꎬ 城市的医疗卫生、 教育资

源和住房条件难以承载这种人口快速流入带来的压力ꎬ 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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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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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窟ꎬ 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堪重负ꎬ 失业率和犯罪率明显上升ꎬ 城市管理

也更加混乱ꎬ 这些都在考验着非洲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ꎮ
第三ꎬ 自然生态环境能否承载持续扩大的人口经济规模ꎮ 撒哈拉以南非

洲人口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１ ８ 亿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９ ７ 亿ꎬ 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使得

自然生态环境变得非常脆弱ꎻ 人均耕地面积在 １９６１ 至 ２０１５ 年间下降了 ６３％ ꎬ
造成土地过度开垦ꎬ 并迫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ꎻ 森林覆盖面积由 １９９０ 年

的 ２９ ５％下降到 ２０１５ 的 ２５ ７％ ꎬ 土地荒漠化和森林砍伐加剧了农民和牧民之

间的冲突ꎮ 在乍得湖地区ꎬ 由于基础设施缺乏和不恰当的灌溉方式造成湖区

大面积萎缩ꎬ 加剧了尼日利亚北部、 喀麦隆和乍得的水资源危机ꎮ① 然而ꎬ 即

使是在目前自然环境已经非常脆弱的情况下ꎬ 按日均生活费不足 １ ９ 美元国

际新贫困线标准ꎬ ２０１５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人口有 ３ ４７ 亿ꎬ 贫困发生率为

３５ ２％ ꎮ② ２０１６ 年ꎬ 该地区营养不良人口 ２ ２４ 亿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２ ７％ ꎮ③ 到

２１００ 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预计增至 ４０ 亿ꎬ 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必然将极

大地考验撒哈拉以南非洲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政策选择

人口红利的获得并不是自动的ꎬ 而是有条件的ꎮ 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兑现

人口红利的潜在收益ꎬ 取决于政府的执政水平和良好的制度环境ꎮ 为此ꎬ 非

洲国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 通过降低生育率步入人口红利窗口期

降低人口生育率、 减小抚养比是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前提条件ꎮ 只有

这样ꎬ 才能减少家庭支出、 提高劳动力数量和增加储蓄与投资ꎮ 而大多数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受传统文化和小农经济影响ꎬ 家庭规模较大ꎬ 并且追求早

生、 多生ꎮ 医疗卫生条件的不足、 营养不良和疾病的肆意传播也使非洲家庭

对儿童的存活率信心不足ꎬ 在他们看来ꎬ 只有多生才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产ꎮ

２６

①

②

③

Ｂ Ｍｂｅｒｕ ｅｔ ａｌ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ｕｍｓ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Ｈａｎｓ
Ｇ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 Ｍａｙ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２０

ＡＦＤＢ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Ｐｏｖｅ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ｄｂ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１

ＦＡＯꎬ ２０１７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Ａｃｃｒａ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６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及国家政策取向　

另外ꎬ 女性的教育水平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为此ꎬ 政府应从公

共卫生、 教育和女性权益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ꎮ
第一ꎬ 增加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需要把医疗卫生

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ꎬ 充分发挥政府、 个人和外国援助等多方力量的积极

作用ꎬ 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ꎮ 其一ꎬ 制定并实施计划生育方案ꎮ
在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和妇幼健康的宣传动员工作ꎬ 向公众传

达有关小规模家庭能获得更好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效益的信息ꎬ 并向其提供必

要的避孕用品ꎬ 对已经建立家庭的夫妇提供长效避孕措施来降低意外怀孕率ꎬ
逐步缩小家庭规模ꎮ 如果避孕需求得到满足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将能

够再下降一个层次ꎮ 其二ꎬ 扩大妇幼保健服务的覆盖范围ꎮ 覆盖和满足弱势

群体的妇幼保健需求ꎬ 这是降低生育率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ꎬ 并能为人口的

健康发展带来许多其他好处ꎮ 相关机构将产前护理、 产后护理和解决儿童营

养不良问题结合起来ꎬ 通过不断降低孕妇的死亡率和 ５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ꎬ
逐渐改变父母对家庭规模的要求ꎬ 进而实现生育率的下降ꎮ 其三ꎬ 加大传染

病防治力度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虽然在过去 ３０ 年有了显著

的改善ꎬ 但传染病防治的形势依然严峻ꎮ 艾滋病的肆虐使南非的人口红利几

乎已经成为 “海市蜃楼”ꎮ① 目前ꎬ 疟疾、 结核病、 艾滋病以及埃博拉等疾病

的高发病率和潜在影响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兑现人口红利的长期隐患ꎮ 需要

政府建立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并保障持续的药物供应ꎬ 控制疾病的传播和影

响ꎬ 进而不断提高民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ꎮ
第二ꎬ 增加教育领域的投入ꎮ 人力资本积累是兑现人口红利的重要保障ꎮ

目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步ꎬ 但还需

要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和全球竞争力ꎮ 其一ꎬ 进一步提高入学率和增加平均

受教育年限ꎮ 这需要政府制定和完善法律ꎬ 以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和平均受

教育年限ꎬ 进一步提高小学入学率和完成率ꎮ 此外ꎬ 政府还需要加大对中等

和高等教育的投入ꎬ 逐步提高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ꎬ 并通过多种手段帮

助更多的青年人完成学业ꎬ 这样不仅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ꎬ 还有助于改变传

统的生育观念、 推迟初婚年龄ꎮ 高等教育还需要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形势ꎬ
在科学、 工程、 数学和计算机等领域培养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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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ꎬ 提高教师待遇ꎬ 增加教师人数ꎬ 改善教育基础设施ꎮ 到 ２０６０ 年之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０ ~ １４ 岁的人口比例都将高于 ３０％ ꎮ 政府需要在师资、 待遇

和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增加投入以适应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ꎻ 促进职业教育

的发展ꎬ 注重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ꎬ 帮助年轻人获得并提升劳动技能ꎮ 政府

增加教育领域的投入ꎬ 不仅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和降低贫富差距ꎬ 还有助于

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可能ꎮ
第三ꎬ 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ꎮ 受过教育的女性是促进兑现人

口红利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目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

整体较低ꎬ 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ꎮ 例如ꎬ 政府可以通过为女童提供奖学金、
助学金等方式ꎬ 鼓励家长允许女孩上学ꎬ 提高女性入学率ꎬ 并不断增加完成中

等和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ꎮ 除了提供基本的教育外ꎬ 政府还可以为女性青年提

供小额信贷来帮助其完成职业教育、 技能培训或者自主创业ꎮ 政府可以制定法

律来防止早婚行为 (１８ 岁以前)ꎬ 采取措施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准新娘

提供资金帮助或替代解决办法ꎬ 避免其因为贫困而过早结婚ꎮ 受过教育的女性

也更有意愿参加社会就业和拥有较小的家庭规模ꎬ 并倾向于将所得收入用于家

庭健康和子女教育ꎮ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女性权益ꎬ 实现性别平

等ꎬ 避免女性社会地位固化ꎬ 有助于使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ꎮ
(二) 通过配套政策来用好第一次人口红利

降低生育率只是兑现人口红利的第一步ꎬ 政府还需要为大量的劳动年龄

人口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使红利效应真正发挥作用ꎮ 如果市场创造的就业

岗位不足ꎬ 就会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ꎬ 并进一步加剧社会不稳定和暴力冲突ꎮ
但政府本身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ꎬ 绝大多数就业岗位来自市场和私

营企业ꎬ 政府要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ꎮ 为了使潜在的人口红利真正成为带动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展的经济引擎ꎬ 政府需要确立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ꎬ
消除人口流动障碍ꎬ 并改善重点地区的营商环境ꎮ

第一ꎬ 制定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ꎬ 积极实现充分就业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风险之一ꎮ 基于此ꎬ 政策需

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其一ꎬ 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ꎮ 大部分非洲国家产业结构

单一ꎬ 使得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其脆弱ꎮ 国际市场对非洲矿产资源的需求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ꎬ 但难以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矿业

为资本密集型产业ꎬ 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ꎬ 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ꎮ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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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ꎬ 走多元化发展之路ꎬ 将资源收入用于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ꎬ 这不但能增加就业、 减少国际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ꎬ
也可以降低资源收入带来的寻租和腐败现象ꎮ 其二ꎬ 助力小微企业和农村产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ꎮ 政府推行降低经营成本、 改善融资环境、 鼓励私营部门

发展等优惠政策ꎬ 助力小微企业和农村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ꎮ 小微企业大多

是劳动密集型企业ꎬ 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ꎬ 能吸收大量劳动力ꎬ 有利于吸纳

女性就业ꎬ 由此有效减少人口增加带来的就业压力ꎮ 政府相关部门在提高农

业生产力的同时ꎬ 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等多种方式

增加农村人口就业机会ꎬ 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ꎬ 减少农村劳动力

盲目流向城市ꎮ 农业是国家的基本产业ꎬ 对农村产业的扶持不但有利于加快

农村地区的发展ꎬ 还有利于更好地服务非洲城市化进程ꎮ
第二ꎬ 消除人口流动障碍ꎬ 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灵活就业ꎮ 其一ꎬ 加

快城市化建设步伐ꎬ 为城市新增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ꎮ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

互利互惠、 相辅相成的ꎮ 政府相关部门需提前为城市发展做好整体规划ꎬ 特

别是在金沙萨、 拉各斯等未来的超大城市ꎬ 着力解决城市贫民窟和住房短缺

的问题ꎬ 为城市新增人口提供医疗、 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ꎬ 改善城市居民的

生活质量ꎮ 为快速城市化的地区提供结构性基础设施ꎬ 消除人口流动障碍ꎬ
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灵活就业ꎬ 提高非洲城市竞争力ꎮ 其二ꎬ 保护合法的

境外就业ꎬ 让个人与国家均能受益ꎮ 境外就业是促进国家发展和提高家庭收

入的方式之一ꎮ 消除境外就业的障碍ꎬ 可以重新平衡派出国和目的国之间劳

动力市场ꎬ 加快知识与技术的传播ꎬ 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ꎮ 境外就业可以

从两个方面给国家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一方面ꎬ 可以减轻派出国劳动力市场

的就业压力ꎬ 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往往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ꎬ 青年

人也愿意前往境外就业ꎻ 另一方面ꎬ 境外就业人口通过汇款和投资等方式将

收入返回母国ꎬ 可以增加母国的外汇收入和经济活力ꎮ 因此ꎬ 国家应制定相

关政策使这一渠道长期化、 便利化ꎬ 让个人与国家均能从中受益ꎮ
第三ꎬ 优先改善重点地区的营商环境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要想从大量

青年人口中受益并兑现人口红利ꎬ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营商环境ꎮ 其一ꎬ
改善基础设施ꎬ 创造安全便捷的投资环境ꎮ 为进一步提高非洲国家的投资吸

引力ꎬ 政府应着力改善产业聚集区、 经济特区等重点地区的电力供应、 交通

运输和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ꎬ 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ꎬ 改变传统的经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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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 吸引私人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ꎻ 给予农业、 制造

业、 建筑业和电力等优先行业的投资在税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ꎬ 并制定法律

来保障投资人的权益ꎮ 其二ꎬ 制定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ꎬ 减少关税壁垒ꎬ 加

快区域一体化建设ꎮ 大多数非洲国家国内市场规模较小ꎬ 不利于形成规模效

应ꎮ 这需要非洲区域与次区域组织、 非洲国家间不断完善区域内的互联互通、
金融合作ꎬ 实行统一关税ꎬ 简化海关边境管制和货物检验程序ꎬ 不断增加区

域内贸易总额ꎮ 区域一体化不但能够实现产业合理分工、 劳动力资源优化配

置、 增加就业岗位ꎬ 还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ꎮ 紧密的贸易

联系不但可以稳定市场价格ꎬ 还有助于提高私营企业的竞争力ꎮ 良好的市场

运作机制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ꎬ 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ꎬ 并降低

通货膨胀ꎬ 使社会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ꎮ
(三) 通过长期政策来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窗口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时期ꎮ
人口红利窗口期带来的 “第一次人口红利” 是短暂的ꎬ 但是 “第二次人口红

利” 是持续的ꎬ 而且有巨大的开发潜力ꎮ 因此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需要

在全面了解人口红利实现途径的基础上ꎬ 采取一系列的长期政策来延长人口

红利效应ꎬ 为青年人的衰老提前做准备ꎬ 保障在老龄化阶段持续拥有 “第二

次人口红利”ꎮ
第一ꎬ 加强国家制度建设ꎬ 推动国家长治久安ꎮ 制度的好坏在保障相关

政策能长期有效执行的同时ꎬ 也决定国家能否将现有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

力ꎮ 研究表明ꎬ 制度建设越完善的国家ꎬ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越

小ꎮ① 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提高教育质量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ꎬ 在很大

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制度建设与行政能力水平ꎮ 良好的治理有利于促进国家

长治久安、 增加生产性投资、 打击贪污腐败和避免资源浪费ꎮ
第二ꎬ 构建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ꎬ 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ꎮ 长期来

看ꎬ 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人口老龄化ꎬ 构建覆盖城乡的医疗保

障体系有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ꎮ 非洲国家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养老

保障制度ꎬ 为不可避免的老龄化做好准备ꎮ 对剩余储蓄的合理使用是在人口

６６

① Ｈ Ｍｅｈｌｕｍꎬ Ｋ Ｍｏｅｎｅ ａｎｄ Ｒ Ｔｏｒｖｉｋ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１６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 － ２０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及国家政策取向　

老龄化阶段收获 “第二次人口红利” 的充分条件ꎬ 鉴此ꎬ 非洲国家可以通过

相应的经济政策ꎬ 拓宽老年人储蓄资金的社会化投资渠道ꎬ 在实现资本保值

增值的同时促进经济繁荣稳定ꎮ

结　 语

人口红利的根本要义在于人的发展ꎬ 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民众的健

康和教育水平ꎮ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健康和教育问题得不到较好解决ꎬ
人口红利将很难实现ꎮ 面对未来如此巨大的人口红利规模ꎬ 基于第一次人口

红利潜力不会自动兑现的现实ꎬ 撒哈拉以南国家需要为之付出艰辛且持续的

努力ꎮ 政府需要加大对青年人的投入ꎬ 让他们充分地发挥潜力ꎬ 更好地融入

社会ꎬ 积极地参与国家发展进程ꎮ 正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改

变了许多国家的人口政策并最终改变了世界人口增长趋势一样ꎬ 加强对撒哈

拉以南非洲人口问题的研究ꎬ 有助于尽早引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高度重

视ꎬ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ꎬ 积极制定长期政策和实施相关的配套措施和

长期政策ꎬ 最终促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长朝着更有利于兑现人口红利

的方向发展ꎮ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

程度还不够ꎬ 制定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更注重短期的经济增长ꎬ 而忽略人口因

素对经济的长远影响ꎮ 在这些国家看来ꎬ 众多的人口将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一

个重要资源ꎻ 即使国家的生育率和抚养比很高ꎬ 但凭借数量众多的劳动力依

然可以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ꎬ 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新兴经济体 (但事实上ꎬ
新兴经济体都是实现或基本实现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国家)ꎮ①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就业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ꎮ 如果一国能够创造足够

的就业岗位ꎬ 大量的青年人将助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复制东亚的 “经济奇迹”ꎻ
反之ꎬ 如果就业岗位严重不足ꎬ 大量的失业青年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 “震荡

源”ꎮ 青年失业与地区或国家的和平、 安全问题密切相关ꎮ 在过去 １５ 年里ꎬ
失业青年人数的增加以及他们的绝望情绪正在不断地破坏着非洲的和平、 安

全和经济发展进程ꎮ② 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在拥有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口红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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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变为人口负债ꎬ 并使其陷入人口爆炸、 青年大量失业、
国家局势动荡、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未富先老的艰难处境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需要尽早行动起来ꎬ 把迎接和应对人口挑战作为政府的优先事项ꎮ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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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ｔｈꎬ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ｉ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ｓｓｕｅꎻ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ꎻ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ꎻ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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