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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中印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过去三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印两国都走过了

一段屈辱而痛苦的历程。19世纪，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也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

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经过长期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成立了印度共和国。

而中国则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国重新开始了他们独

立自主的发展。然而，当这两个国家的新政府刚成立，社会都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除了贫穷与落后

之外，他们都拥有庞大而快速增长的人口。在以后半个多世纪里，两国政府先后认识到庞大的人口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并将严重拖累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印两国政府都通过控制人口的增长来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60多年后，中印两国人口的变化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当中国的人口增

长大幅下降，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时，印度的人口仍旧继续快速增长，并可能在五六年内超

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中印两国人口变化及

影响其变化的社会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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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近代发展历史相似，可比较的程度较高，特别是两国在 20世纪中

叶建立现行政权后都先后认识到庞大的人口是两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并都实施了控制人口

的政策。然而，60多年后，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本文对中印两国过去60多年的人口变

化进行了系统而宏观的定量比较，并以定性分析的方式对两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

和妇女社会地位等因素进行了宏观的比较。比较发现这些宏观的社会因素才是中印人口变化出现巨大差

异的根本因素。由于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7%，两国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此，对两国的

比较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了解中印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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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人口的变化也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变化。中印两国

的人口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变化不仅关系到中印两国的社会发展，而且还将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的发

展。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印两国控制人口政策的执行和人口的变化呢？尽管目前世界上

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印两国的人口变化与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他们对中印两国人口的比较研究往

往注重人口控制可能造成的问题。

因此，本文首先对中印两国过去60多年来人口变化进行系统的定量比较，然后从两国的社会结

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妇女社会地位等方面做一个定性的分析和宏观的比较，从而加深

我们对中印两国人口变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印两国社会的了解。这样的比较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印两国

过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印两国将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根据联合国人口部门的估计，2017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将达到13亿8,823万，印度的人口总数将达

到13亿4,251万[1]。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与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大国。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6.7%，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也高达6.8%[2]，它表明中印社会

经济目前的发展速度都远远超过欧美地区。如果按购买力计算，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体而印度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名列第二。因此，对中印两国人口的变化以及影响两国人

口变化的社会因素的充分了解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对中印人口问题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多。有的学者研究中印人口的变化及其

面临的社会问题[3]，有的学者研究中印两国人口控制政策及其对人权的影响[4]，也有的学者研究中印两

国人口发展的前景[5]。多数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集中在中印人口控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方面[6]。而

一些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的是中印两国的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别[7]，或人口发展趋势和人

[1]Worldometers,“Countries in the World by Population”, retrieved on Feb. 20, 2017 at http://www.worldometers.info/
worldpopulation/population-by-country/.

[2]World Bank Group,“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 Fragile Recovery”, retrieved on July 2, 2017 at https://openknowl⁃
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6800/9781464810244.pdf.

[3]Arunachalam, Dharma,“Population Super Powers: Emerging Population Issues in China and India”, Geodate, vol. 21(4),
2008, pp.6-9.

[4]Stolc, Phyllis E. W.,“Seeking Zero Growth: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Graduate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vol 6, 2008, pp.10-32.

[5]Unites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Key Findings and Advance Tables, New York: United Na⁃
tions, 2015.

[6]Guilmoto, Christophe,“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Demography,
Vol.49(1), 2012, pp.77-100. Eklund, L., Purewal, N.,“The Bio-politics of Population Control and Sex-Selective Abortion in
China and India”, Feminism & Psychology Vol.27(1), 2017, pp.34-55. Power, Carla,“…but What If It's a Girl?”, New States⁃

man, vol.135(4789), 2006, pp.28-31. Shi, Yaojiang and Kennedy, John James,“Delayed Registration and Identifying the 'Miss⁃
ing Girl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228, 2016, pp.1018-1038. Croll, Elisabeth J.,“Amartya Sen's 100 Million Missing
Women”,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29(3), 2001, pp.225-244. Coyle, C.T., Shuping, M.W., Speckhard, A. and Brightup, J.
E.,“The Relationship of Abor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Violence Prevention Strategies and Research Needs”, Issues in
Law & Medicine, vol.30(2), 2015, pp.111-127. Smolin, David M.,“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Population, Policy, Culture, Gen⁃
der, Abortion, Abandonment, and Adoption in East-Asian Perspective”, Cumberland Law Review, vol. 41, 2010, pp.1-65.

[7]马侠：《中国和印度人口发展比较，国际人口学会（IUSSP）第22届大会第41 分会论文概述》，〔北京〕《人口研究》

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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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素质方面的差别[1]，或人口政策的差别[2]。有些学者对中印人口变化的比较研究集中在中印人口变

化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3]方面。

当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有效的人口控制会导致人口的老化，而印度低效的人口控制将会给

印度带来新的人口红利时，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人多不一定能就业，也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人口的质量来看，中国人口比印度人口更具有优势[4]，而印度日益增长的人口甚至可能是印度社会

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5]。2012年，美国兰德公司也发表了对中印人口发展趋势的报告，主要指出了印

度人口将超越中国人口的趋势、印度的人口红利，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6]。

然而，中国学者岳朝敏则明确指出，印度产业结构的缺陷、基础设施的欠缺、教育的落后，以及对妇女

的歧视将严重影响印度人口红利效益的发挥。

从上面的文献梳理可知，绝大部分研究中印人口问题的学者基本上都没有把中印两国的社会结

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妇女问题作为主要因素予以认真的研究，也没有去了解这些因素

对人口变化和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只有荷兰海牙社会科学研究所申识（Saith）教授在对中印

两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系统地进行比较时才考虑了中印两国社会结构及宗教文化对两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影响。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使中国社会摆脱了封建传统的桎梏，并建立了

一套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体制。而印度以中上阶级和上层种姓为主体的独立运动却在本

质上继承了印度传统的印度教文化，种姓制度和社会体系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申识教授

对中印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重点则在社会经济的发展[7]。只有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课题组在对中印经济发展及前景展望中明确指出，考虑到印度民族多样、语言繁杂、宗教气氛浓厚、等

级森严的种姓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人口条件更具优势。尽管申识教授和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课题组这样的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但这样的研究却

远远不够深入。

鉴于大多数中外学者对中印人口发展变化的比较研究基本上都忽视了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等因

素，对人口变化在宏观范围内的影响，笔者将致力于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第一，对中印两国

人口的宏观变化进行系统的量化比较，使我们对中印过去60多年间人口总量的变化和差别有一个确

切的了解。比较分析的资料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部门2015年修正后公布的数据。这一数据与

其他组织公布的数据有些出入，但总体上比较可靠。第二，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宏观地比较中印两

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以及妇女地位等因素对中印两国人口发展变化的影响，

[1]李建新：《中国与印度未来人口实力比较研究》，〔长春〕《人口学刊》2004年第6期。

[2]刘海燕、刘敬远：《印度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成都〕《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4期。

[3]Golley, Jane and Tyers, Rod,“Contrasting Giants: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and In⁃
dia”,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pril 22, 2013 (77), pp.353-383. Choudhry, Misbah T. and Elhorst, J. Pau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Economic Systems, vol. 34 (3), 2010, pp.218-
236. Sharma, Ruchir,“The Demographics of Stagn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5 (2), 2016, pp.18-24.

[4]民生银行研究院课题组：《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对比及前景展望，和讯银行》。Retrieved on January 29, 2018 at
http://bank.hexun.com/2016-04-18/183374512.html.

[5]岳朝敏：《中印比较：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大咖看世界》（中印资讯网）。Retrieved on January 29, 2018 at http://
www.chindianet.com/wap/bencandy.php?fid=3&id=2394.

[6]Wolf, C., Dalal, S., Davanzo, J., Larson,E.V., et al., China and India, 2025: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Santa Monica, C.
A.: RAND Corporation, 2011.

[7]Saith, Ashwani,“China and India: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 Change, vol.39
(5), 2008, pp.72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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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深我们对中印两国人口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定性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学术刊物及历史、政治和

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以及笔者多年从事亚洲人口与经济发展教学所积累的资料，也包括笔者自己

在中印两国实地考察时所收集的资料。本文探讨的重点聚焦于社会结构和妇女社会地位等因素对中

印人口变化的影响。

三、中印两国人口数量变化的比较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印人口的数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部门公

布的数据，1950年，中国人口大约为5.44亿，占世界总人口（25.25亿）的22%。同年，印度人口大约为

3.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2010年，中国的年中人口大约为13.4亿。印度的年中人口大约为12.3
亿。从1950年至2010年的60年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22%减少为19%，而印度人口占

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15%增长为18%。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

的比例却上升了3%。而2010年世界总人口69.29亿的3%就等于两亿多的人口。换言之，与1950年

的人口比例相比，2010年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减少的比例换算为人口数为两亿多而印度的这个

数据却增加了两亿多。

自 197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开始认真贯彻人口控制的政策以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中

国，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也没有中国的控制有效。到2020年，中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都将达到

18%左右。印度的人口总数将很快赶上并超过中国的人口总数（见表1）。

表1 中印年中总人口十年增长率及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

年份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中国人口

544,113,000
644,450,000
808,511,000
977,837,000

1,154,606,000
1,269,975,000
1,340,969,000
1,402,848,000

10 年
增长率

18%
25%
21%
18%
10%
6%
5%

中国人口占
世界人口
的比例
22%
21%
22%
22%
22%
21%
19%
18%

印度人口

376,325,000
449,662,000
553,943,000
697,230,000
870,602,000

1,053,481,000
1,230,985,000
1,388,859,000

10 年
增长率

20%
23%
26%
25%
21%
17%
13%

印度人口占
世界人口
的比例
15%
15%
15%
16%
16%
17%
18%
18%

世界总人口

2,525,149,000
3,018,344,000
3,682,488,000
4,439,632,000
5,309,668,000
6,126,622,000
6,929,725,000
7,758,157,000

印度人口与
中国人口
的比值
69%
70%
69%
71%
75%
83%
92%
99%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Volume I: Comprehensive Tables. 2017

从不同阶段人口的增长数据来看，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在1970年后，而印度人口的增长率在1980
年后开始从加速增长转变为减速增长。1950—196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总人口增长了18%。1960—
1970年，中国的总人口增长了25%。从1970年中国政府实质性地开始控制人口的增长后，中国总人

口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每10年的增长率从1960—1970年的25% 下降到2000—2010年的6%。而

印度虽然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从1950年到1980年

仍在加速。每十年的增长率从1950—1960年的20% 上升到1970—1980年的26%。直到2000—2010
年，印度每十年的人口增长率才下降到17%。虽然1980年以后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下降，但

印度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速度远低于中国。

除了1960年代由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外，1950—1990年的其他

年代，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2%的水平。这说明中国人口的增长从1950—1990年

基本上与世界同步。到201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下降至19%。而1970年以后，印度人

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则逐渐上升。到2010年，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上升至18%。 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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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到5%，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为13% 。到2020年，中印两国

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都可能达到18%左右。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中印两国人口的直接对比，这也许更能够反映两国人口增长的状况。1950—
1970年，印度人口与中国人口的比值大约在69%左右（除1960年代由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印度人口

与中国人口的比值上升至 70%），但从 1970年以后，印度人口与中国人口的比值开始快速上升，到

2020年将达到99% 以上，以后将可能迅速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

很明显，中印两国的人口从1950年至1970年基本上是同步增长。虽然印度从20世纪五十年代

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当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

策后，中印人口的增长便出现了差距，印度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开始攀升，并最终将超越中国而成

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990年以后，当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越来越低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时，印度

人口的增长速度却越来越高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当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小时，

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却越来越大。这些变化将对中印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四、影响中印人口变化的社会因素

为什么印度先于中国开始制定和贯彻计划生育政策而印度人口的增长却逐渐高于中国呢？为什

么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能够基本顺利地贯彻而印度确在197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复？为什么印

度的人口控制没有中国的人口控制有效？造成中印之间在人口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除了人口政策和

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以外，还有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妇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

吗？下面本文将对这些因素做一个宏观的比较和分析。

第一，中印两国贯彻人口政策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不一样。印度20世纪

50年代初就制定并开始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而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认真地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人口控制的政策。印度的人口控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没有明显的效果。进入20
世纪70年代，两国都实施了严格的人口政策并设定具体的指标来强力控制人口的增长，从此，中印两

国的人口发展就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当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23% 降低至1980年的

1.38%时，印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从1970年的2.25% 降低至1980年的2.09% 。

进一步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当20世纪70年代中印两国都开始积极地推行人口控制政策时，中印

两国的社会结构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比较而言，印度是一个极其多元而结构松散的社会，而中国则

是一个高度统一而又结构紧密的社会。在历史上，印度基本处于分离状态，直到1880年，印度都没有

在形式上、在社会交往方面、在宗教和语言上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同时，印度民族结构复杂，在印

度，雅利安人占印度人口的72%，德拉威人占25%，其他少数民族占3%[2]，即印度共和国实际上是由

554个土邦组成[3]。此外，在印度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文化传统，也没有一个相

似的共同经历[4]。印度 200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印度社会具有 122种主要语言和 1599种其他语言。

[1]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di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retrieved on July 7, 2017 at http://hdr.un⁃
dp.org/en/countries/profiles/IND.

[2]CIA, India, The World Factbook, retrieved on October 6, 2017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
book/geos/in.html.

[3]Guha, Ramachandr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
lishers, 2007.

[4]Embree, Ainslie T., India’s Search for National Identity, N.Y.: Alfred A. Knopf, 1972.
86



社会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5· ·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印度语，也只占印度总人口的41%。此外，还有14种其他官方语言，即便是印度

政府官员，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全部弄懂这些官方语言。

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特别是汉唐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基本上实行的

是郡县制，统属中央政府的管制。尽管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有分有合，但多数

是处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统治下。虽然中国近代社会也由于军阀混战而出现过一盘散沙的现象，

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使全中国融为一体，政府积极推广普通话，消除了

地方方言对社会交往的阻碍，而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更使整个中国社会融为一体。虽

然中国社会也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但目前大约92% 的人口是汉族，使用的是汉语。此外，有些少数

民族使用的也是汉语，生活习惯与汉族相似。

除了社会结构松散、语言繁杂以外，印度的宗教文化传统也极为多元，整个印度有上千种宗教。

虽然信仰印度教的人数占全印度人口的80%左右，但印度教的分支又极为繁杂，即便是研究印度宗教

的学者也很难确定印度教分支的具体数目。例如，在一个城市里，一个小区和附近另一个小区的印度

教都不一样。而在农村，一个村庄和附近另一个村庄的语言都可能不一样。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的说法，印度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是如此的多元，人们几乎不可能从中找到任何共同之处[1]。同时，

印度的种姓制度又把印度人分为不同的种类，各种姓的人忠于自己所属的种姓，而各种姓之间差别很

大，矛盾极深。在印度这样一个多元而又结构松散的社会里，很难形成共识，也很难贯彻一个统一的

意志。

而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则与印度社会有极大的差别。除了国家管理体制的统一，中国社会绝大

部分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和信仰有儒释道的差别，但整个中国社

会主要还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思想意识方面更是达到高度的统

一，这也是中国社会很容易形成共识，也很容易有效地贯彻一个基本上统一的人口政策的原因所在。

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是一个由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党派一般不会自行推行一套与执政党完全不同的政策。而印度则

是一个由多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因此，在印度社会，各党派政治利益和政策都可能大相径

庭。各党派在相互竞争中，只要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推翻执政党并取而代之。印度民粹主义的民

主体制导致执政党出现常态化的更迭，从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连贯性。例如，1976年当印度政府深

感有必要为计划生育制定具体的目标而加强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时，在民间引发了很大的不满情

绪。反对党为了上台便充分利用了民间的不满情绪，在1977年的选举中把执政党赶下台了，使计划

生育的政策受到严重打击。而在中国，政府推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时全国统一行动，效果显著。民

间虽有不满的情绪，但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大多数人能够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因

此，印度的平均生育率仅从1970年的5.59%降低至1980年的4.83%。而中国的生育率则从1970年的

5.72%降低至1980年的2.61%。

当印度的人口控制在政治上受阻而走向宽松的时候，中国则从20世纪八十年代进一步实施了严

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为实现国民经济到2000年时翻两番的目标而力图将中国的总人口限制在12亿以

内。虽然很多人对独生子女政策有不同看法，但各民主党派基本上都支持政府控制人口。很明显，中

国人口控制比印度有效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印度的政治制度有本质上的差别。

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别外，两国政府的组织也不一样。印度政府结构松散而中国政府组织严密。印

[1]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78, 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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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虽然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在邦一级也有政府机构存在，但在社会基层却没有政府机构的存在。

例如在农村，印度政府虽然有代理人维持治安和负责税收，但他们与村民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而

在城市，很多穷人并无固定的住所，他们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无人关心他们也无人

管理他们。可以说，印度社会最基层的民众与政府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印度中央政府与地方各邦联

系松散，中央的意志与地方政府的意志经常不一致。在很多情况下，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利益相矛

盾，中央和地方各行其是（如各邦之间的贸易也是要征税的）。事实上，印度各邦之间的差别往往比很多

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同时，印度社会党派林立，各种利益集团互相竞争、互相拆台，其力量也相互抵

消了许多。

而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紧密，中央重大的政策地方政府必须贯彻执行。中国由共产

党执政，共产党的组织存在于整个社会，上至中央各级政府部门，下至城市的街道居民组织和农村的

基层组织，都有共产党的组织和共青团的组织存在。而各省（区、市）之间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或者是

地域的差别有不同的利益，但都必须服从中央，在贯彻人口控制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时必须按照中央

的意志行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贯彻执行较为有效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社会基层的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向本单位或者是本村的妇女宣传计划生育时，其工作的对象一般都与工作人员相

互认识，也容易沟通。反过来，当印度基层计划生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村民宣传计划生育时，他们往

往被看做外地人。因此，中印计划生育工作的效果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

第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中印两国人口的控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印度是一个宗教社会，即

99%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宗教对印度社会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即便是在印度社

会经历了无数次变迁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的冲击。印度人口大约 80%信仰印度教，

14%信仰伊斯兰教，6%信仰其他宗教。这些宗教几乎都既不鼓励计划生育，也不支持堕胎。对于很

多印度人来说，宗教甚至比国家还重要。因此，印度社会所保持的宗教传统文化本质上不利于推行

控制人口的政策。

而在中国社会，信仰宗教的人始终是少数，即便最近三十多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展很快，但人

数也没有超过全国人口的7%。虽然佛教的信众达到18% 以上[1]，但佛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自古

以来就十分有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国家比宗教重要。特别是计划经济理论使人们明白了人口应

该有计划地增长，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推进了控制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贯彻。

另一方面，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也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印度政府早就从法律

上取缔了种姓制度，但印度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社会那样深入基层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从农村和城市的基层开始的，它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

在印度，独立运动是从国会开始的，它是由社会上层和上层种姓所领导的，对农村民众和城市基层

民众并没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传统的宗教思想和种姓制度至今仍深深地植根于印度

社会，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例如，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包办在今天的印度还十分普遍，而

女儿嫁给低种姓的人家对大部分印度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是已经移居美国的印度人，他

们在谈婚论嫁时仍旧深受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印度的种姓制度已把整个社会分

裂为不同的等级，各个等级具有不同的社会利益，并使人们永远忠于自己的种姓。而不同的种姓，

又往往有自己的政党，即每一个种姓和政党都不愿意由于贯彻计划生育政策而使自己的种姓和政

[1]PEW-Templeton,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 Project, Retrieved on October 5, 2017 at 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
org/countries/china#/?affiliations_religion_id=0&affiliations_year=2020&region_name=All% 20Countries&restrictions _yea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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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投票人数减少，并进而削弱本种姓和政党的利益。总之，印度保守的宗教信仰和根深蒂固的种姓

传统不利于人口政策的贯彻。

第三，中印两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差别也极大地影响了两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建立现行政权后中

印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妇女地位的改善。1953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婚姻法赋予妇女与男人同等的社会

地位。随后，政府又从城市到农村大力宣传和贯彻新的婚姻法和男女平等思想，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妇女能顶半边天”就表明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同时，城市国

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的建立又进一步创造了男女平等就业的社会条件。

而印度建国初期的领导阶层大部分是英国留学归来的律师，他们善于立法而不善于把政府的政

策贯彻到社会基层。因此，印度社会妇女地位的改善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很多地方至今还停留在法

律条文中。在农村地区和低阶层人口中，妇女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社会妇女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印度

妇女的社会地位还远远达不到与男性平等的水平，或者说妇女的社会价值远低于男性。男性能养家

糊口，照顾年迈的父母，主持父亲的葬礼，能使家族延续，甚至能救度地狱中的父亲。而这些重要的事

情妇女是不能做的。

尽管印度独立后的社会进步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些改善，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妇女的地位却

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1]。丈夫仍然是妻子的主人，妇女在家中和社会上仍旧没有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

位，即妇女仍旧没有摆脱她们作为传统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传统的上层

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事实上没有多少改善。即便在今天的印度社会，男女的就业范围仍有明显的区

分。那些来自中等阶层的妇女在父母为她们找到婆家以前只能从事教师、文员或者护士这样的职

业。而妇女在这些岗位上也不可能获得平等的待遇，因为很多人始终认为她们本来就应该依靠家庭

或丈夫过日子。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妇女很少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虽然有些家庭也认识到妇女就

业可以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人们都不希望妇女占据重要的职位，也不希望她们与男性打交

道。此外，很多家庭至今还认为女孩受教育是一种浪费，这也是印度妇女受教育程度远低于男性的重

要原因。

比较而言，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印度妇女。中印妇女地位的差别最具体地体现在社会对

一个家庭女儿出嫁的彩礼和嫁妆的认同上。在中国，当一对男女青年要结婚时，男方往往要向女方的

家庭提供丰厚的彩礼，以报答或者说补偿女方父母对女孩的养育之恩。虽然结婚时女方的父母也会

提供一定的嫁妆，但嫁妆的多少基本上由女方的家庭量力而行，男方家庭不会强求。而在印度，人们

往往认为男女结婚后，嫁入夫家的女子从此将由男方的家庭供养。因此结婚时女方的家长必须提供

足够的嫁妆，以分担男方家庭对其女儿的负担。而婚后男方家庭还随时可以要求女方的娘家追加嫁

妆。这样的社会习俗使那些有几个女儿的贫民家庭苦不堪言，也使妇女地位无法提升。因为娘家无

力追加嫁妆而虐杀妻子的现象即便是在大城市也没有消除。笔者在2007年访问印度的班加罗时曾

从当地的妇女组织得知，在班加罗这样一个当时人口近八百万的高科技城市里，平均每天大约有三个

妇女由于娘家无力追加嫁妆而被虐杀。由于印度教的习俗要求死者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火化；因此，

女方的父母虽然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害也不能为其申冤。即便是妇女组织介入把男方家庭告上法庭，

也基本上打不赢官司。

此外，中印妇女社会地位的差别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2015年，中国妇女的

[1]Dube, S. C.,“Men's and Women's Roles in India: A Sociological Review”, in Ward, B.E.(ed.), Women in the New Asia,
N.Y. :U 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1963,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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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率达到94.5% 而印度妇女的识字率仅达到60.6%[1]。有实证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

响妇女的生育率，如因受教育因素中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比印度高五岁左右[2]。也就是说，妇女的

文化程度越低，结婚年龄就越低，而生育率则越高。同时，妇女受教育程度越低，她们就业的机会就越

小。有数据显示，2016年印度妇女的就业率为28%[3]。盖洛普于2009年至2012年间在中印两国的调

查表明，中国妇女的就业率是70% 而印度妇女的就业率是25%。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中国妇

女的就业率与男性相同，而印度妇女的就业率只有男性的50%[4]。妇女的就业率不仅反映了妇女的社

会地位，也直接影响妇女的生育率。当妇女享有广泛的就业的机会时，她们的生育率往往会降低[5]，也

就是说，印度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严重影响计划生育的实施。

五、总结与讨论

从中印两国人口在过去 60多年的变化来看，中国的人口控制比印度有效。中国人口增长的快

速下降已经促进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印度持续的人口快速增长妨碍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在人口素质方面也全面优于印度。根据联合国的综合计算，中

国 2015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为 0.738，在世界上排第 90名；而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为 0.624，在世界上

排第131名[6]。

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造成中印人口变化巨大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人口政策、经济发展和教育方

面的因素，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则是中印两国在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以及妇

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社会紧密的社会结构，强有力而又组织严密的政府机构，十分有利于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而妇女社会地位的大幅提高使妇女群体更加愿意接受计划生育的政策。特

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就业普及更降低了妇女生育的意愿，并提高了计划生育的效率。相比之下，印

度社会松散的结构，浓厚的宗教传统文化，以及弱势的中央政府和相互牵制的地方政府都使得计划生

育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特别是在不同党派的权力竞争达到高潮时，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

也可以成为党派争斗的工具，这些都会降低人口控制的效率。总之，印度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稀少

的就业机会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将来寄托在子女身上，也增强了她们生育的愿望。这些社会因素的差

异不仅影响中印两国人口的变化，而且也影响中印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印两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是中印两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培塑的，

也与两国20世纪初期的社会革命和独立运动关系密切。无论是在中国社会还是印度社会，这些因素

的相互影响，都对本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由于这些社会因素是如此广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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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地存在于中印两个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行，因此也往往不能引起学

者们的重视。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对人口变化的根本性影响，那么，我们必须站

在整个社会的高度来思考问题，而且要对中印两个社会加以认真的比较。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我们才

能看清其现实的差别和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一方面，中印两个社会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两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也产生了不同的效

果。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运动从根本上削弱了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歧视，而印度的独立运动并没有从

根本上动摇歧视妇女的社会文化根基。印度妇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有限的受教育及参与社会经济

活动的机会使妇女无法摆脱靠生儿育女立足于社会的困境，从而维持了印度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

率。对此，印度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社会改革，给妇女以平等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同时缩小教育方面

的性别差距，扩大妇女的就业，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总体来看，中印之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口变化的差异将持续影响两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中国有效的人口控制使中国社会很快就摆脱了庞大人口的压力，这将有利于迅速提高国民人均

所得，促进社会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然而，如果辩证地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事物的发展

总是有利有弊。中国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也会加速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增加社会支持老年人口的财

政开支，最终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印度人口控制的低效将使印度社会在将来很长的时期内

都难以摆脱其庞大人口的压力，但也可能客观上保持了人口自然的发展而实际上降低了人口结构快

速转变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即印度持续增长的人口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人口变化的情况来看，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人们更需

要担心的可能是过低的生育率将导致人口的下降。这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开始担心的问题。人口是一

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如果人口的增长停滞了，也许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个人生活水平的提

高，但也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失去活力。

在追求人口增长的稳定甚至期望人口下降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认真考虑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日本自2006年以来，人口开始下降，在严重的老龄化和人口下降的情况下，日

本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日本将来的经济发展很可能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而萎缩。德国经济近年来

的发展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移民，而中东移民在德国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还有新加

坡，从1986年开始，政府鼓励所有的夫妇多生孩子，并提供高额奖励。然而，鼓励生育的政策却至今

未见成效，受过良好教育群体的生育率依旧很低。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移民的

贡献。

总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下降或者是增长的停止都或

多或少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人口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增长还是下降，一旦形成就很

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譬如日本、俄国和新加坡，多年的努力至今也未能提高它们的生育率。在过

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比印度更有效地控制了自己人口的增长。同时，中国在社会经济方

面的发展也远高于印度。然而，在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幅减缓的今天，在世界经济

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条件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我们对人口问题以及人口与社

会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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