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

卷
!

第
"

期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

'$&"

()*+

年
,

月
-./0123$0$4/35$6278319/$0:;</;= >;

?

()*+

!收稿日期"

()*+@)"@(A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调节学派最新发展研究及对中国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创新的启示#$

*"BCD))!

%&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日

本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派基础理论及最新发展研究#$

()*ABCD))(

%'

!作者简介"谢建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电子邮箱地址(

E/;

F

/10

G

$0

G

)

E

FG!

*(H&3$4

'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基于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的分析

谢建功

!摘
!

要"未来!人工智能将填补劳动人口下降带来的岗位空缺!并将成为劳动生产

中新的劳动大军"对基于增加劳动人口但收效甚微的计生政策#人口总量依然庞大#

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的人口发展现状进行战略规划极为重要"首先!概述兰德里人

口发展理论并用其对新中国人口发展过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该理论与新中国人口

发展过程基本吻合$从
*,"A

年至
*,",

年左右!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自

然增长率却很低的%两高一低&特点符合兰德里人口发展第一阶段的理论'从
*,H(

年

到
*,I+

年!人口发展进入到了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的第二阶段$人口发展过程从

%高高低&向%三低&转变'从
*,I+

年至今!人口发展进入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第三阶

段$人口发展维持在%三低&阶段"其次!阐述人工智能发展快速的原因#主要应用

的领域!并结合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解释出为何人工智能能抵消%人口红利&消失

带来的影响!同时指出人口总量过于庞大将影响人工智能的顺利发展#人口素质仍

难以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要求等问题"最后!提出大力促进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等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建议"

!关键词"兰德里'人工智能'人口发展理论'人口发展战略

()*H

年
!

月
*"

日!人机围棋大战迎来最终局!经过将近
"

个小时的比

拼!谷歌围棋人工智能
J%

?

.1K$

战胜围棋九段高手李世石!总比分定格在

AL*

!标志着此次人机围棋大战!最终以机器的完胜而告终'有人为人工智

能的发展而欢呼雀跃!也有人为人类前途而忧心忡忡&有人对机器蛮力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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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一顾!也有人对人类失去优越感而沮丧彷徨'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应用浪

潮依然汹涌澎湃!在视觉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文本处理等诸多方面人工智

能已经达到或超越人类平均水平!同时在视觉艺术+程序设计方面也开始崭

露头角!令人震惊'人们已经相信!在继个人电脑时代+网络时代+手机时

代之后!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工智能以指

数倍数替代人力!在各个领域逐步取代原本由人操作的机器或服务的内容!

例如!教育+医疗+卫生+流水线生产等'

但我国中央政府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仅仅是在
()*I

年
I

月印发了,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对人工智能每年应提供多少财政支出进行支持并

未作出具体规划'相反!在中国人口已经进入兰德里提出的人口发展理论的

"三低#阶段***人口增长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后!中央政府依然在促进人口

增长政策上给予高额财政补贴(

*,,I

年至
()*I

年!总计支出了
+"+!&*+

亿

元$杨志勇和李琼!

()*H

%!而每年在该项政策上的投入仍以
*)M

以上的比例

持续增加$王保平和吴士勇!

())I

%'在人口生育率已经进入低增长阶段!为

何仍将大量社会+经济资源投入到收效甚微的人口政策中. 何不将其投入到

人工智能的研发之中. 而人工智能也许恰好能弥补因"人口红利#消失而造成

的诸多影响因素!例如!"人口红利#消失后可能造成(经济增速下滑+人口

抚养比上升$邹士年和李震海!

()*A

%+未老先富等问题$蔡窻!

()*!

%'在人

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该如何制定与执行!将

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巨大难题'基于此!本文首先概述兰德里人口发

展理论并用其对新中国人口发展过程进行检验&其次!阐述人工智能!并结

合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解释为何人工智能能减弱"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影

响&最后!提出促进人工智能研发+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等新时代

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建议'

一+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与中国的再检验

#一$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概述

兰德里$

J&D107N

O

%是法国著名人口学家!他在,人口革命-一书中提出人

口发展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不限制生育阶段'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

自然增长率处于"两高一低#状态'这一阶段!生产力水平极低!经济发展十

分缓慢!人口数量和衣食等维持生存的必要生活资料数量之间有极其密切的

关系!经济因素通过影响死亡率来调节人口数量!进而控制人口增长'

第二阶段!限制生育达到了普及阶段'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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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两高一低#状态向"三低#状态转变'在这一阶段!生产力得到了大力解

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已显著提高!社会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已不限于维持最低

生活要求!而是寻求生活的高品质和物质的高消费!生产和消费结构已发生

重大变化'生育率不再受控于经济因素!而是通过婚配率来影响人口自然增

长率(人们为了维持已取得的生活质量!不惜推迟或放弃婚配'这一中期阶

段的主要特征是人们为了更快提高生活水平而实现人口均衡'

第三阶段!现代阶段!"三低#状态的保持'在这一阶段!人们开始自觉

限制家庭规模'同时!物质生产和各种福利有了极其迅速的提高!经济发展

已经达到十分发达的阶段!生活水平已经普遍提高!生育观有了根本改变'

死亡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维持种群的繁衍已无必要生育过多子代'人们

自觉地限制生育!并不单纯的为了维持或提高现有生活水平!而是存在着诸

多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因素'尽管科技+医学+卫生条件已经达到相对发达

阶段!但是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已大为下降!人们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已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

#二$新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与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的再检验

如图
*

所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从
*,"A

*

*,",

年左右!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自然增长率

却很低'而在
*,",@*,H*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负值的"异常值#!是因

为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李成瑞和尚长风!

())+

%!造成人口死亡率陡增'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
!

!

中国
!"#$%&'!(

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从
*,H(

*

*,I+

年!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到了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的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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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段'该阶段由于经济发展+卫生条件的改善等因素!死亡率大幅下降!同时

中央政府开始倡导节制生育!并于七十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

人口发展过程从"高高低#向"三低#转变'

从
*,I+

年至今!人口发展进入兰德里人口发展理论第三阶段'在计划生

育政策的调控下!以及人民生育意愿直线下降的背景下和人民对更高生活质

量的迫切追求下!人口发展仍将维持在"三低#阶段'近年来随着新中国刚成

立时出现的"婴儿潮#人群逐渐老化$马瀛通!

*,+,

%!使得死亡率略有上升!

在未来
()

年内!死亡率还将继续上升'但随着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科技的

不断发展使得婴儿死亡率将进一步下降!自然增长率仍将处于低水平状态'

即使是中央政府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因生育率仍较低!将该政策调整为全

面二孩!按照以上分析!人口生育率将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而有些学者$例

如温菊霞!

()*I

%提出的中国人口将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另一次生育高峰的

论断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未来!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医学发展的与日俱进!人工智能将成为科

技的新宠儿'人工智能将普遍嵌入到各种设备并深度融合到人类活动与社会

整体之中'人工智能终端将从目前的电脑+手机等有限的形式!广泛拓展到

各种人们所能够接触使用的物品之中!形成万物智慧的智能物联网!人类对

人工智能的依赖将是史无前例的'但同时!人类将面临大幅度的劳动替代和

相关的社会转型'在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中!劳动价值论都是一条核心的经

济学准则!大部分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的劳动时间和复杂程度决定的'然而!

在人工智能时代!高度的智慧体加上高度的机械工具!使几乎人类所有的生

产性劳动都可以被替代$何哲!

()*I

%'而对人口发展直接带来的影响将是兰

德里理论所阐述的!在人类对生活质量的普遍追求与对物质生活的享受的现

实下!人口生育率将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提升人口生育率

的政策也将是低效的'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将不是人口量的多少!而

是科学技术!而人工智能将是集最新科技成果于一身的最尖端科技'

二+人工智能概述

#一$人工智能的定义

人工智能$

JN9/6/3/1%P09;%%/

G

;03;

!简称
JP

%!是一门综合了计算机科学+

控制论+信息论+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而

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由
Q3-1N9.

O

于
*,"H

年在
R1N94$89.

学会上正

式提出!在当前被人们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基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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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尼尔逊$

'/%5$0

%教授这样

定义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学科***如何表示知识以及如何获得

知识并使用知识的学科#$贾同兴!

*,,I

%&另一名
QPS

大学的
T/059$0

教授

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的工

作#$胡勤!

()*)

%'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朱祝武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怎

样用人工的方法在机器$计算机%上模拟+实现和扩展人类智能的一门技术和

科学#$朱祝武!

()**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至今尚未

统一!但这些说法均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将人

工智能概括为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从而构造出具有一定智能行为的人

工系统'

#二$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原因

*&

人工神经网络的突破

从联结主义的提出到兴起!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力图研究出类似于人脑的

"电脑#!使机器能像人一样学习和思考'而人工神经网络就是模拟人神经的

工作过程!进而将这一过程应用于人工智能'

()))

年!

C/9;07N1>.1N41

在

,自然-上撰文!汇报了他们把幼年鼬鼠的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剪断!交换后

接合!眼睛接到了听觉中枢!耳朵接到了视觉中枢'鼬鼠长大后!依然成长

出了视觉和听觉'这意味着大脑中视觉和听觉的算法是通用的'大脑算法的

普适性和可塑性一直激励着计算机科学家不懈地努力探索'

())H

年左右!计

算机科学家
K;$66N;

O

U/09$0

+

V100D;380

和
V$5.81B;0

G

/$

终于突破了深度

学习的技术瓶颈(大大增强了计算能力!这一突破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

里程碑的一步'

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依据的是人类逐渐加深对大脑的认知!而人工神经

网络的发展将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人工智能能否

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习+思考+积累知识+总结经验!进而对具体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如对金融市场+股票行情+病理发展+学生出勤等进行解决和预测!

还将依赖于人类对人脑的进一步探索与研究'相信在人类对自身的大脑有更

进一步的探索!并对人工神经网络的进一步突破后!人工智能的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也将迈向更高的阶段!并将更人性化地与人类合作!直至在程序性

工种中替换人类'

(&

算法的改进

*,"I

年!康 奈 尔 大 学 教 授
WN10X :$5;0Y%199

提 出 了 "感 知 器#

$

?

;N3;

?

9N$0

%模型'感知器是第一个用算法来精确定义的神经网络!是第一

个具有自组织自学习能力的数学模型'

*,H,

年!

Q1N</0Q/05X

O

和
>;

O

4$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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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Z1

?

;N9

在出版的,感知器(计算几何简介-一书中强烈地批判了感知器模型

$

Q/05X

O

107Z1

?

;N9

!

*,H,

%'这一批评直接导致了此后的十几年!以神经网

络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低潮'

Q/05X

O

提出的尖锐问题后来被逐步解决'

*,+H

年
I

月!

U/09$0

和

:84;%.1N9

合作在,自然-发表论文!系统地提出了应用反向传播算法!把纠

错的运算量下降到只和神经元数目成正比'

())H

年!

U/09$0

和合作者发表

论文,深信度网络的一种快速算法-'在这篇论文里!

U/09$0

在算法上的核心

是借用了统计力学里的"玻尔兹曼分布#的概念!使用所谓的"限制玻尔兹曼

机#来学习'黎越国和其导师吴恩达!以及众多谷歌的科学家联合发表论文

,用大规模无监督学习建造高层次特征-!文章中使用了九层神经网络!网络

的参数数量高达
*)

亿!是
-/N;510

$

()*)

%论文中的模型的
*))

倍!是
:1/01

$

()),

%论文模型的
*)

倍$顾险峰!

()*H

%'这一系列研究发现!大大促进了人

工智能算法的改进!并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其应用领域也大为拓展!

自动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劳动生产率也大为改观'

!&

互联网+大数据+云存储的快速发展

整体而言!人类在进入到
(*

世纪的三个关键时点相继进入了三个互相联

系又略有区别的新时代!网络社会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三者共

同标志着人类新时代的三个侧面!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时代'网络侧重于描

述人类社会乃至与物理社会广泛连接的状态!大数据侧重描述新社会状态下

的内容形态和数字本位状态!人工智能则描述了新的社会创造物和广泛的机

器介入的社会状态'

伴随着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广泛分布的传感器技术+大规模数据存

储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人类的数据规模呈现指数型上升'进入到
(*

世纪第二

个十年的下半段!伴随着数据处理能力的飞速提高!以及完善的数据生态系

统的建立!在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数据进行大范围收集和分析之后!人工智能

将更逼真地模拟人类生产过程!并将智能地自动生成劳动技能改善模式!劳

动力的替换将进一步加深'

()*!

年至
()*I

年
,

月!中国制造机器人的公司

呈井喷式发展$如图
(

%!未来以机器人为主要载体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步入

快车道'因此!人类即将步入人工智能社会!而其应用正在人类的各个层面

陆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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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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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公司数量变化图

#三$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

*&

交通领域

交通可能会成为首批几个特定应用领域之一'自动化交通很快会司空见

惯!人工智能系统的实体交通工作的首次体验将强有力地影响公众对人工智

能的感知'例如!智能汽车&交通规划&即时交通&人机互助'

(&

家庭领域

过去十五年中!机器人已经进入了人们的家庭!特定用途的机器人将被

用于快递+清洁办公室和强化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以人工智能为依托

的技术照顾小孩+赡养老人将不再是构想'

!&

医疗领域

对人工智能而言!医疗领域一直被视为很有前景的应用领域'基于人工

智能的应用在接下来的几年能够为千百万人改进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主要

的应用包括临床决策支持+病人监控+遥控外科手术+辅助看护病人+医疗

系统的管理+医疗机器人+移动健康+老年看护等'如果按照当今人口发展

速度和人工智能发展现状推算!未来将可能产生大量待业护士'

A&

模拟专家

模拟专家是一种学习人类专家解决某些领域问题的人工智能'专家系统

内部存储着大量的某个领域的知识与经验数据!能够运用人类专家的知识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推理和判断!模拟人类专家的决策过程!来解决该领域

的复杂问题'模拟专家是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最活跃和最广泛的应用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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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具体应用目前已经非常繁多!例如!

血液凝结疾病诊断系统+电话电缆维护专家系统+花布图案设计和花布印染

专家系统等等'

"&

公共安全

目前!大中型城市已经为公共安全和防护部署了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技

术包括监测潜在犯罪异常现象的监控摄像机+无人机和预测警务设备等'人

工智能工具被证明有助于警察管理犯罪现场或是搜索和救援活动!它可以帮

助指挥官排列任务的优先次序以及优化资源分配方式'

人工智能正在以蓬勃之势迎面而来!它的发展将像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

令人类目不暇接!甚至使人类有"无所适从#之感'但就像第二次工业革命终

将到来一样!人工智能也将席卷人类社会!并将以全新的方式突破人类的认

知范围'上文所列举的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只是它应用的凤毛麟角'在不远

的将来!人工智能将更加深入地拓展到人类的生活各个层面'人工智能将延

伸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将会让人类更加有尊严+更加优雅+更加智慧地生活'

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过计算机+互联网在过去几十年对世界

的改变'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专家#替代人类从事生产性工作!

因劳动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也将大为减弱'因而!对当前人口总

量过大+劳动力素质不高等人口现状!以及基于扩大劳动人口的计生政策!

进行战略调整就显得尤为迫切'

三+人工智能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一$人工智能视域下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触发点

*&

人工智能的全力发展与应用!将减弱"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

乔布斯曾说过("从机械的角度来说!秃鹰是地球上效率最高的动物!但

是骑上自行车后人便能把秃鹰甩在身后'电脑是我们发明出来的非凡工具!它

相当于我们大脑的自行车'#而在人工智能极速发展的今天!毫无疑问!人工智能

就是人类大脑的自行车'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未来!人工智

能将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并终将取代人在社会劳动中的作用'

随着机器学习算法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工智能借助强大的云存储与运

算能力!学习人类几千年来发展与进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的能力越来越强+

越来越快!并对复杂事务进行预测与判断的准确度将会全面超越人类'由此

推断!在未来几十年里!不仅是那些简单程序性的体力劳动将由机器来从事!

而且那些需要对复杂事务进行评估与判断的工作!如金融管理+风险投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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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指挥等!也有可能由人工智能来担任'甚至大到整个国家!也可能会越来越

依靠人工智能预测政治+经济+外交发展趋势!制定最优的政策规划'所以!

人工智能小到岗位+大到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人类!虽然"人口红利#

消失终将成为现实!但"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将被人工智能所减弱'

(&

人口总量过于庞大将影响人工智能的顺利发展

截止
()*H

年末!中国人口总量已经达到
*!&+!

亿人'

*,I*

年开始全面

实行的计划生育国策!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少出生人口在
(&HA@!&()

亿

人'

()*!

年中央调整"独孩#政策为"单独二孩#政策!但公民生育意愿已大为

下降!生育率并未出现反弹!基于此!中央于
()*H

年春又出台了全面二孩政

策'依据
()*)

年"六普#数据+

()*A

年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利用孩次递进+

联合国人口预测和微观仿真等方法!对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人口变动情况!做

了多方案测算比较!

"

年内将可能多出生的人口为
*I))

万人'如表
*

'

表
!

!

根据全面二胎政策预测
#

年内多出生人口

时间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I A("&( !!,&+ ("!&(

()*+ "H,&" AH!&+ !"I&H

()*, A,+&( A)(&+ !)I&I

()() A"(&( !"(&+ (H(&"

()(* (*(&* *H)&( **(&+

合计
(*"I&+ *I*,&" *(,!&+

!!

资料来源(韩癑(,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H

年第
"

期'

从政策实施的情况和生育意愿看!单独二孩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增加影响

有限!近几年出生人口最多时也仅为
*I))

万人左右'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政

策!近几年出生人口的增幅也不会过于明显!更不会出现
()

世纪
H)

年代出

现的婴儿潮!这也符合兰德里的人口发展理论'

表
&

!

中国人口预测结果

年份

人数#亿人$ 比例#

)

$

总人口
('* (#* +'* '%!$ !#%#"

少
!

儿

抚养比

老
!

年

抚养比
总抚养比

()() *A&!! (&A! *&I* )&(+ *+&H HA&A (+&, (H&! ""&(

()(" *A&A" (&,* *&," )&!* *I&H H(&! (+&( !(&A H)&H

()!) *A&AA !&A+ (&!H )&!, *"&, H)&) (H&A A)&( 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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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人数#亿人$ 比例#

)

$

总人口
('* (#* +'* '%!$ !#%#"

少儿

抚养比

老年

抚养比
总抚养比

()!" *A&!, !&+I (&+! )&"! *"&) "+&* ("&, AH&! I(&(

()A) *A&(, !&,+ !&*A )&", *"&* "I&) (H&H A+&+ I"&A

()A" *A&)+ A&)+ !&*H )&I" *"&" ""&" (I&, "(&( +)&*

()") *!&I! A&!) !&*+ )&,) *"&A "!&! (+&+ "+&I +I&"

()"" *!&!+ A&!* !&A( *&)) *A&I "!&) (I&+ H)&+ ++&H

()H) *!&)) A&*, !&!, )&,! *A&A "!&A (I&) H)&! +I&!

()H" *(&H( !&,, !&(A )&,* *A&I "!&I (I&A ",&) +H&A

()I) *(&(, !&,( !&*( *&)H *"&* "!&* (+&A H)&* ++&"

()I" **&," !&,! !&)I *&)" *"&) "(&) (+&, H!&! ,(&(

()+) **&H! !&,* !&*( *&)* *A&I "*&I (+&A H"&) ,!&A

()+" **&(, !&II !&)+ )&,! *A&" "(&* (I&+ HA&( ,(&)

(),) **&)A !&H+ !&)! )&,I *A&" "(&( (I&+ H!&+ ,*&H

()," *)&+) !&H! (&," *&)H *A&I "*&I (+&A HA&, ,!&!

(*)) *)&"* !&H) (&+, *&), *A&I "*&* (+&I HI&* ,"&+

!!

数据来源(杜鹏+瞿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人口研究-!

())"

年第
H

期'"

根据杜鹏等人的研究和预测$如表
(

%!不难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总量在

未来还将呈现缓慢增长发展态势!未来中国人口将在
()("

年达到人口峰值

*A&""

亿人!其后虽然总人口数量会有所下降!但是人口数量依然很庞大'

当下如果不能严格执行全面二胎政策!或者政府决策部门认为人口增长

率像出台单独二孩政策时那样没有反弹!继续放开生育政策!如放开三胎+

四胎!假设新增人口太多!势必将争夺本应流向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有限资

源!这将影响人工智能的顺利研发!因此仍然要扎紧人口生育的口袋'

!&

人口素质仍难以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要求

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顺利实现两步走战略的关键因素'人

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涵养亟待提高'

中国每年约有
()@!)

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

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
+)@*()

万!约占每年新生儿

"

对比"六普#数据!该预测结果与实际值出入甚小!故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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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总数的
AM@HM

!且近年来呈升高态势&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

理和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
H)))

万人左右!智力残疾人达
"AA

万人!年患病人次数超过
")

亿'艾滋病等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的疾病有蔓延之势'这对人口素质的提高造成巨大障碍'而
()*!

年每百万人

中从事研发的人员数中国仅为
*)+,&(

人!而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是中国的
!

#

A

倍$如图
!

%'科研人员比例过低!不利于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对人工智能的

开发也带来诸多影响'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
()*H

图
,

!

&'!,

年每百万人中从事研发的人员数的国际比较

#三$人工智能视域下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措施

*&

大力促进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

人工智能的产生与研发是
()

世纪最伟大的科技成就之一!也将是
(*

世纪

引领未来的主导学科之一'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国

民生活+工业生产+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在信息网络和知识科技时代!人工

智能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必将为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的发展发挥重大的

作用'美国已经为人工智能的广泛发展与应用制定了
!"#$%&'()%*+,&'

-

'.'%*

/)&#**'

0

#).#1#2#%,."%)34#5#*(

6

7#)&8&,%&#

0

'.9*%)

$,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

战略计划-%$何哲!

()*H

%!已经将人工智能的研发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而

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远未跟上时代的步伐'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

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

()*I

%!要达成这

一至高目标!在哪一个环节都不能落后!人工智能的发展更不能落后'

推动人工智能顺利有序开展!首先!要建立一个明确的国家人工智能战

略目标&其次!政府应采取积极性的策略!承担人工智能新技术研发的主要

责任&再次!要大力引导市场和社会的应用!构建广泛的人工智能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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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使人工智能走向市场化+生活化&最后!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研发性+理论性

和创新性人才!必须着力培养高新技术人才!弥补中国面临的巨大人工智能

人才缺口'

(&

控制人口数量

根据预测!全国人口将由目前的
*!&+!

亿人!增长到
()()

年的
*A&AA

亿

人!

()("

年达到峰值时的
*A&A"

亿人!在两步走战略规划的第一阶段结束

时!人口总量由峰值下降到
()!"

年的
*A&!,

亿人!其后在
()A"

年继续下降到

*A&)+

亿人!在两步走战略规划的第二个阶段结束时的
()")

年左右!人口总量

应下降到
*!&I!

亿人!而到
(*))

年可下降到并基本稳定在
*)&"*

亿人左右'

城乡的总和生育率!

()*)@()()

年平均是
*&+!

!

()()@()")

年及以后

为
*&+)

'

)@*A

岁的青少年人口在两步走战略规划的起始阶段应占总人口的

*+&HM

!然后在战略规划的第二阶段的
()!"

年控制在
*"M

左右!而到了本

世纪中叶
)@*A

岁人口比重应维持在
*"M@*"&AM

水平之间'这应该是扬长

避短+现实可行的比较理想的人口发展战略'未来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将有可

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一劳动人群可能面临失业风险!而失业率越高!参

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徐广路和沈惠賞!

()*"

%'在此类不利的环境

支配下!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极为不利'为杜绝此类风险的发生!控制人口

总量势在必行'

!&

提高人口素质

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根本在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研究认为!人口素质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比之人口数量对经

济发展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

源泉$人的全面发展研究课题组!

())+

%'

同时!还应作出身体素质是基础+教育素质是关键+文明素质是保证的

判断'借鉴国际经验!在发展中国家人均
KRZ

达到发达国家的
A)M

时!人

均所受教育年限应达到发达国家的
I)M

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人均
KRZ

相

当于发达国家的
+)M

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应与发达国家持平'由此推测中国

追赶发达国家要从教育追赶做起!坚持教育优先原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只有高素质人才达到一定的基数后!才能使人工智能更深入+更和谐地融入

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

四+结语

虽然人工智能目前尚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但是其发展过程很有可能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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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的!就像五六年以前人们无法预知微信和支付宝会发展如此迅速一样!

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也难以预知'针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召以及人口发展过程的时滞性特点!对现今的人口发展

和人工智能进行战略性调整将是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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