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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的国际经验
《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

蔡昉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出版

国家统计局于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于2022年进入负增长轨道。

这一变化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学家蔡昉从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

问题和特殊挑战出发，阐释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从供需两侧的挑战

出发，结合现代化的目标和发展的任务，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发展机遇。

俄罗斯文学的腾身一跃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

张建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月出版

一个10世纪才拥有文字的国家，何以在19世纪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百年

来，中国人是怎样接受俄罗斯文学的？作者从普希金讲起，直至契诃夫，通过俄

罗斯文学史上的一颗颗文学巨星窥见俄罗斯民族的内心世界。

“俄国文学的入侵”

与西欧文学和中国文学

相比，真正具有独立民族品格

的俄罗斯文学的出现是大大

滞 后 的 ，它 只 有 200 多 年 的

历史。

12世纪80-90年代，古罗

斯才出现了一座文学的丰碑

《伊戈尔远征记》。它与法国的

《罗兰之歌》（1080）、西班牙的

《熙德之歌》（1140）、德国的《尼

伯龙根之歌》（1200）一起被马

克思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

英雄史诗。但是，这只是古罗斯

文学的昙花一现，用普希金的

话来说，“这只是一座孤零零的

纪念碑”。此后的500年，俄罗斯

文学可以说是一片沉寂，占文

学主导地位的是《圣经》的古斯

拉夫文译本、使徒传、伪经、布

道书、宗教色彩浓郁的编年纪

事、壮士诗、民间口头文学等。

从13世纪末到17世纪，欧

洲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

的波澜未曾涉及俄国分毫。俄

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更不能

相比。到了18世纪的彼得一世

时代，随着俄罗斯文化“欧化”

进程的开始，西欧文学才进入

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这

100年的俄罗斯文学，无论是题

材、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多是

对西欧同类文学的模仿，并不

具备独立的民族品格，更谈不

上在欧洲文学中占有一席地

位，这种局面一直到普希金才

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普希金在继承前人和学

习西欧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

真正具有俄国民族独立品格

的俄罗斯文学，开启了俄国文

学的黄金世纪。在短短37年的

生命时间里，普希金赶上了几

乎落后西欧100年的文学路程。

在他的手里，俄国文学来了个

大飞跃，开始与西欧文学并驾

齐驱。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

《叶夫根尼·奥涅金》（1831）与

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几乎

同时面世。巴尔扎克写《人间喜

剧》（1829-1848）的时候，莱蒙

托夫在写《当代英雄》（1840），

果戈理在写《死魂灵》（1842年

第一卷，1847年第二卷）。此后，

俄罗斯文学名家辈出，屠格涅

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车

尔尼雪夫斯基、亚历山大·奥斯

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

林、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

基、托尔斯泰。

如果说18世纪俄国人拼

命阅读西欧的文学作品，那么

在普希金出现后的半个多世

纪的时间里，西欧人开始惊呼

“俄国文学的入侵”。许多欧洲

作家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以

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

尔斯泰为老师。到了19世纪80
年代，又出了个契诃夫，他在短

篇小说和戏剧领域中取得的

成就和创新令他的欧洲同行

大为惊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

夫斯基、契诃夫这三个俄罗斯

文学巨匠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托尔

斯泰对法国的罗曼·罗兰，陀思

妥耶夫斯基对美国的德莱塞、

瑞典的斯特林堡以及整个欧

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契诃

夫对美国的欧·亨利和英国的

萧伯纳等。

中国人的“导师和朋友”

在中国，阅读俄罗斯文学

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晚清

时代。1872年，中国最早出现的

介绍西方文化的刊物《中西闻

见录》的创刊号上就刊载了俄

罗斯的寓言。清末民初，已经有

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托尔斯泰

的译本。当时辜鸿铭、梁启超、

王国维等文化大家均有对托

尔斯泰的介绍。

从五四运动开始，俄罗斯

文学就成了中国人民重要的

外来文化资源，一种富有生命

力和精神感召力的思想资源，

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不可或

缺的有机构成。鲁迅讲，俄罗斯

文学是思想火炬，“是我们的导

师和朋友”。在他不同体裁的文

学创作中涉及的俄罗斯作家

达47位之多。他在《摩罗诗力

说》中用了整整一个小节、3000
余 字 的 篇 幅 来 评 介 俄 罗 斯

文学。

在抗日战争时期，俄罗斯

文学被看作中华民族解放、救

亡文学的范本。在第三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介绍、宣传

俄罗斯文学是为了建设自己

的革命的民族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俄苏文学

成了建设新中国，造就社会主

义建设与革命所需要的新人

的思想资源。《母亲》《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作

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这

样的政治需要。在1980年代，俄

罗斯文学在中国又一次重新

回归其启蒙意义，被看作打破

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的重要一环。长篇小说《日瓦戈

医生》中译本在1986年的问世

恰好应和了当时中国知识分

子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阅

读、阐释、认知的确经历了一个

不断反思、再读、重构的过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介绍、

宣传、研究俄罗斯文学往往不

是从文学本体出发，而是重在

教育、精神引领，强调这一文学

的进步作用和作家的革命精

神。一直到了20世纪末、21世

纪，我们对她的认知才逐渐回

归文学的本体。阅读俄罗斯文

学逐渐成为俄罗斯文学爱好

者的私人志业。俄罗斯文学研

究者看到的不再仅仅是启蒙

思想和革命精神，还有丰富多

彩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状貌。

不能不承认，中国作家从

俄罗斯文学的思想发现和审

美艺术发现上获得了诸多的

启迪并受到了深深的影响。从

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

舍、曹禺，从丁玲、周立波、郭小

川到王蒙、韩少功、余华、张炜、

迟子建等，一大批优秀的现当

代中国作家都在外国文学，特

别是俄罗斯文学中找到过成

功、成就的精神和艺术依傍。王

蒙说：“少年时代，革命与文学

是我的至爱，是不可分离的整

体。我知道了革命与共产党，知

道了鲁郭茅、巴老曹，知道了托

尔 斯 泰 与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它们比生活本身更加宏

伟与高尚。”

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国

力的衰微造成了俄罗斯文学

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低迷与

落寞，但其不朽的思想智慧与

艺术魔力并不会变质。

全球遭遇新冠疫情冲击

以来，媒体报道了很多国家人

口增长率创新低的消息。随

着2022年联合国发布了最新

的人口预测报告，我们能够看

到更宏观、更全面、更具趋势

性的全球和各国人口状况。其

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2021
年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和

地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33个。

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

来说，人口负增长都不是值得

期待的现象。同时，对各国而

言，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也

不尽相同。利用跨国数据逐

一考察新冠疫情以来的人口

负增长现象，以及近30年来经

常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的国

家和地区，分类揭示不同国家

陷入类似境地的原因，可以为

我 们 提 供 一 些 警 示 和 启 示 。

这里，我们以2021年人口处于

负增长状态的国家为例。这

类国家既包括苏联解体后经

历过政治经济转型的东欧国

家，也包括一些中等收入国家

和 高 收 入 市 场 经 济 国 家（见

图）。

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转型

伊始，就因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而经历了人口负增长，并且在

多数情况下没有再回到人口

正常增长的轨道上。事实上，

在这些国家开始转轨之前，世

界上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和地

区少之又少，例如，1985年仅

有8个国家和地区处于

人口负增长状态。到

1992年，经历人口负增

长的国家和地区迅速

增加到26个，直至新冠

疫情暴发前，大体上稳

定在这个数字。

可以观察到的事

实是，在这些国家，经

济增长随人口波动及

负 增 长 而 大 起 大 落 。

即便剔除金融危机和

新冠疫情的特殊影响，

所有这些国家转型后都经历

了人口负增长，经济增长也都

大幅下降。有些经济体的经

济增长有所恢复，但人口增长

很难恢复，反过来制约经济增

长前景。

为了增进对人口、增长、

转型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解，我

们可以进行一项反设事实的

考证，即假设在没有经济政治

转型的情况下，人口和经济增

长表现是否会有所不同。根

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我们选择

两组国家进行比较，一方是中

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另一方是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例如，自 1990年以来，中

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口总

体 上 始 终 处 于 负 增 长 状 态 ，

2021年达到4.9‰这一最大的

减少幅度。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的人口却始终保持强劲增

长。虽然中欧和波罗的海国

家的人均GDP为18569美元，

显著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0836美元的水平，但在很长

时间里，前者的经济增长速度

大幅度低于后者。

2011-2021年，中欧和波

罗的海国家的GDP增长率仅

为2.7%，而中等偏上收

入 国 家 达 到 4.6% 。 为

数不多的几个经历人

口负增长的中等收入

国家，几乎无例外地处

于经济极度困难的状

态。例如，黎巴嫩经历

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和

内乱；古巴长期遭受美

国 主 导 的 经 济 封 锁 ；

2021年 之 前 人 口 一 直

在减少的委内瑞拉，更

是以恶性通货膨胀和

经济崩溃著称。

在某种程度上，高收入国

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更为

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人口增长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相 互 影 响 关

系。不过，发达国家之间既有

共同点也存在差别，其中一些

差别就表现在人口的增长状

态上。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概

括几个相关的特征化事实。

第一，经济增长率伴随人

口增长的停滞而下降；在人口

越过零增长点时，经济增长率

大约同时达到最低点，在很多

情况下也跌破零点。如考察

葡萄牙、意大利、日本和希腊

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

关关系，其中，关于日本老龄

化和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

的显著负面影响，学术界的研

究比较充分。特别突出的一

点经验是，日本不仅潜在增长

率继续降低，社会总需求对经

济 增 长 的 制 约 效 应 也 日 益

显现。

第二，经历人口负增长的

高收入国家同时表现出投资

和消费趋于疲软的特征，社会

总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

因素。由于受到人口总量效

应、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带来的

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的影响，

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从趋势

上推动过度储蓄，在这些国家

推动形成了长期停滞的基本

特征。从这里考察的四个国

家来看，除了日本长期具有储

蓄大于投资的特征外，其他三

个国家都在人口峰值前后，或

者发生了储蓄规模超过资本

形成规模的相应转折（葡萄牙

和意大利），或者在这个方向

上迈进了一步（希腊）。

第三，新冠疫情造成人员

跨国流动受阻，使那些在更大

程度上接受国际移民的国家

首次受到极大的影响。鉴于

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发达国家

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接受地区，

新冠疫情和防疫措施对迁移

的不利影响使这些地区的人

口增长受到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