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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里，全球人口长期以来

一直增长，给地球环境资源带来了沉重的

压力。不过，科学家最新预测，全球人口

形势将发生变化。近日，美国华盛顿大学

的研究团队在《柳叶刀》上发布的一项最

新研究称，受生育率下降影响，世界人口

预计在 2064 年达到约 97 亿的峰值后开始

萎 缩 ，到 2100 年 将 降 至 88 亿 左 右 。 到

2100 年，日本、韩国、泰国、西班牙、葡萄

牙等 23 个国家的人口将减半，我国人口

将减少 48%。

不少人以为，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负

增长，是一桩减轻环境资源压力的好事。但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

生育率持续过低，不但导致人口快速减少，

还会导致社会人口老龄化，引发劳动力和纳

税人减少，使社会发展难以为继。“生育率并

非越低越好，构建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将是

全球共同的挑战。”

本报记者 陈 曦

“对未来生育率的预期和假设，是决定

未来人口发展的核心变量，这也是华盛顿大

学预测最大的亮点。”原新表示，华盛顿大学

的 预 测 和 联 合 国 发 布 的《世 界 人 口 展 望

2019 版》相比，有一个根本差别，那就是华

盛顿大学预测世界人口将在本世纪下半叶

转增为减，而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本世纪会

持续增长，到 2100 年达到 108.7 亿，与华盛

顿大学的预测结果相差近 21亿人。

为何两者的预测结果相差如此之大呢？

原新介绍：“一般人口测算的逻辑是，对

于没有人口迁移的封闭性人口来说，未来人

口的发展取决于两个要素，生育变量和死亡

变量，对于开放性人口（如大部分发达国家）

来说，还有人口迁移的影响，这 3 个因素是

做人口预测的基本要素。”

“地球作为一个封闭的人口圈，从死亡

变量看，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从技术上加入了

很多协变量，比如吸烟、酗酒、重大疾病等未

来影响死亡率的因素，建立死亡率随时间下

降的因果分析模型，而联合国的死亡率动态

变动假设是非因果的时间序列。”原新认为，

尽管两种预测采取的死亡率假设方法和路

径不同，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很

多死亡因素变得越来越可控，未来的死亡率

和潜在的死亡模式基本上相对稳定。因此

死亡模式的假设条件，两种预测基本一致，

以预期寿命为例，目前是 72岁左右，到本世

纪末预测达到 82岁左右。

在生育变量方面，两种预测的生育率假

设大相径庭。华盛顿大学预测，生育率将从

2018年的 2.36（即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孩子的

数量），下降到 2034 年的 2.1 更替水平（即足

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的生育

率水平），此后就在更替水平以下，到 21 世

纪末是 1.66；而联合国预测 2015—2020 年

生育率是 2.47，到本世纪末是 1.94，达到更

替水平的时间为 2065—2070 年。二者相

比，华盛顿大学假设的生育率水平始终低于

联合国的假设，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联

合国，达到更替水平生育率的时间比联合国

早 30—35年。

“在死亡率假设基本一致的条件下，正

是因为生育率水平和下降速度的差别，导致

了两个人口预测结果的巨大反差。”原新分

析认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法和理由判断哪

种方案的预测结果更加贴近现实，“只能说，

对未来世界人口的生育率，联合国更加乐观

一点，华盛顿大学则更加悲观一些。谁的测

算更加准确，只有留给时间去做判断，但是，

华盛顿大学人口预测的警示意义重大。”

生育、死亡、迁移决定人口数量预测值

“无论哪种预测，生育率最终走向较低

水平，这可能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

区的宿命。”原新表示，目前全世界 2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 98 个国家和地区

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即跨入了低

生育率水平时代。据华盛顿大学预测，到

2050 年，将有 151 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达

到更替水平，到本世纪末，这一数字将增加

到 183 个。

全球人口负增长趋势有利也有弊。目

前地球人口的数量是77亿多，原新认为：“从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生育率水平进一步

生育率下降让未来人口发展有喜有忧

根据预测，2018—2100 年，人口数量增

加和减少的两股力量将共同存在，人口减少

幅度超过 30%的国家和地区有 50 个，人口

增幅超过 30%的国家和地区有 73 个。拉动

人口降势的主要力量来自发达经济体和新

兴经济体中的人口大国，推动人口升势的主

要力量来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非洲和亚

洲的人口大国。

“教育水平越高，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就

会越少，这是全球的普遍规律。”原新表示，同

时越容易获得安全、便捷、廉价的避孕措施，意

味着控制生育的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效果也

越好。“因此，教育的发展、避孕节育技术的供

给，以及妇女地位的提升，这些都是在人口控

制方面可以采纳的措施。如同中国过去40年

控制人口的政策是最成功的，也是最典型的。”

在刺激人口增长方面，发达国家一方面

设法提升生育率，像瑞典的生育率从 1.4 提

升到了 1.8，法国的生育率从 1.4 提升到了

1.7，但是花费的经济代价非常高，而且效果

并不稳定；另一方面它们也在不断接纳国际

移民。“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经济

社会发展来说，移民是成本最低的增加人

口、劳动力和高端人才的方式。”

现在中国人口政策正在发生转变，原新

介绍，生育政策走出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

两步，逐步从紧缩型走向适度宽松型，预期

还将进一步放松。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

套衔接”正在逐渐落地，家庭发展支持政策

也在抓紧构建，从产假延长、带薪产假、男性

陪产假、生育津贴、控制房价、减少税收、托

幼设施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到女性生

育以后就业权利的保障、新生儿的保健、义

务教育的延长等一些经济刺激政策，都是有

效刺激生育的人口与经济社会措施。

“当然，我国刚刚提出家庭发展支持政

策才几年时间，正在抓紧补这一课。生育友

好型的社会体系构建也在积极推进，各项与

生育政策配套的措施和政策正在不断出台，

优化人口政策还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积极跟上。明天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

口迁移的动态轨迹以及人口变动的走向，取

决于今天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对此要高度重

视。”原新说。

推动人口增加和减少的力量共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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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世界人口5050年内开始下降年内开始下降
但这未必是好事但这未必是好事

降低，地球人口数量趋于减少，有利于缓解全

球的资源环境压力，减少碳排放，减轻全球粮

食生产和供应的压力等，应该是一种正向和

积极的因素。”

虽然生育率下降有利于控制全球的人

口数量，但是，原新在 2006 年做人口安全

研究时，对生育率曾有过两个研究结论：一

是生育率绝对不是越低越好，二是即便是

适度的低生育率水平，也不是维持的时间

越长越好。

原新举例说，如果中国保持 1.3 的超低

生育率水平，持续约 300年的话，到 2300年，

14亿人口将会缩减至不足 3000万人。

“生育率过低，还将导致的一个最直接

的结果，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

的负增长和老龄化是相伴相生的。”原新说，

据华盛顿大学预测，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数量，2018 年是 10 亿，2050 年将会翻一倍，

增长到 21.3 亿，到本世纪末会达到 29.1 亿。

“我们会进入到深度和重度老龄社会，老年

人将从社会的边缘群体逐渐成为主流群

体。同时，由于低生育率致使低龄人口不断

收缩，劳动力的后备补充会不断减少，这是

全球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在“共创·共享·共赢：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新

议程”为主题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 2020 年峰会上，

华为公司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对后疫情

时代，华为如何“共创、共享、共赢”进行了阐述，并

通过对行业趋势的解读以及企业成功实践的分

享，和与会者共同探求技术创新新趋势与产业生

态新格局。

我们正处于交叉科学及新技术爆发的前夜。

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人类社会将进入智能社会。智

能社会有 3 个特征，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

能。2B 和 2C 市场未来都将向全场景智慧演进，我

们必须从愿景和假设出发，研究未来人们是如何生

活、工作、娱乐、保健等，提出问题，带着问题找技

术，带着问题捕捉未来的技术方向和商业机会。

这些新的工作、生产模式、生活方式需要前瞻

性的技术发明和创新。去年，华为公司提出，华为

的创新进入 2.0 时代。创新 2.0 的核心是基于愿景

和假设的理论突破和基础技术的发明，解决的是从

0 到 1 的问题。华为按照牵引和创造一个产业的模

式来进行技术的研究和布局，与大学和研究机构、

学术界、工业界联合起来，共同为数字化新生态打

下一个坚实的底座，消除技术瓶颈，融通产业碎片，

与合作伙伴一起构建数字化新生态，跨越产业裂

谷。这是我们说的共创。

智能社会的基石是 ICT 技术，以 5G 为代表的

新一代联接技术，包括 AI、边缘计算、区块链、云

等，是行业数字化的共性技术要素，和各行业 OT

技术结合，能使各行各业放大行业价值，提升行业

生产力。截至 7 月份，全球 5G 用户已经超过了

9000 万。全球 5G 部署已告一段落，下一阶段的重

点是：发展行业应用，释放 5G 网络红利。5G 对行

业生产力的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实现联

接，同 AI 等技术一起实现价值链各域各层的智能

闭环优化，构建行业生产力提升的新模式，释放

5G 社会价值红利。

华为公司认为，由数字技术为主驱动的新一轮

产业革命中，行业 Know-how 非常关键，行业知识

的创新是价值创造的源头。生产系统是行业生产

力的承载主体，它们的升级改造是行业数字化的主

战场。ICT 技术需要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场景中，与

OT 技术充分结合，实现行业知识的“生产、共享/交

易、应用”价值循环过程的数字化重构。华为与合

作伙伴共同深入业务场景，打造各主体对等协同、

共享的数字化新生态，支持行业客户的产品创新升

级，生产能力和商业能力再造，提升行业生产力。

这就是共享。

最后是 共 赢 ，在 行 业 全 场 景 智 慧 生 态 建 设

上，华为坚守商业策略，边界明确，有所为有所不

为。通过“硬件开放、软件开源、使能合作伙伴”

来 推 动 产 业 的 发 展 。 开 源 操 作 系 统 、开 源 数 据

库、开源 AI 计算框架，为开发者提供端、边、云的

全场景开发框架。当前，ISV 合作伙伴的数量已

经超过 3500 家，合作金额大于 1 亿的顶级 ISV 合作

伙伴有 500 家以上，包括金蝶、用友、神州信息、太

极、北明软件等。云和计算全球生态创新中心数

量已经达到 37 个。

同时华为采用 5G 等新技术支持行业客户快速

实现技术改造，升级跨越，“赢”得未来。中国移动

携手华为公司，助力阳煤集团新元煤矿开通地下

534 米的 5G 网络，支撑煤矿智能化、无人化的产业

升级转型目标，走向全球前列。

同时，消费升级呼唤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更佳

的场景化消费体验。需要把场景内的消费体验要

素更好地联接，更好地闭环智能优化。所以需要

产 品 的 智 能 化 升 级 ，也 需 要 多 产 品 的 智 慧 化 互

联。终端产业正在重构：从割裂走向聚合，AI 驱动

用 户 体 验 革 命 ，我 们 即 将 进 入 全 场 景 智 慧 化 时

代。AI 和 5G+WiFi6 远场、近场超宽联接是体验革

命的两大驱动力。华为正在提前布局并长期坚持

全场景智慧。

在操作系统领域，华为认为未来模式的引领者

应该是用开放对抗封闭、用协同对抗割裂。我们的

产业主张是：开放开源，共建 OS 生态、支持分布式

全场景终端。

对于 HiAI，华为从云、端、芯三层能力开放，助

力开发者商业成功，当前 AI合作伙伴 4000多家。

HMS 生态加速走向海外，全球月活 7 亿用户，

注册开发者 160万，超过 8万应用已集成 HMS Core

能力。

同美的电器、科大讯飞、今日头条等生态伙伴

紧密合作。

2019年华为将“耀星计划”拓展到全球，激励资

金从 10 亿人民币扩展到 10 亿美元。2020 年 7 月启

动专门针对国内出海开发者实现全球化的“耀星领

航”专属激励计划。

华为公司致力于为行业数字化新生态提供“黑

土地”，与生态伙伴“共创、共享、共赢”，实现华为

“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

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的愿景。

（数据来源：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徐文伟:后疫情时代，如何“共创、共享、共赢”

我们正处于交叉科学及新技术爆发的前夜。

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人类社会将进入智能社会。智

能社会有 3个特征，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

能。2B和 2C市场未来都将向全场景智慧演进，我

们必须从愿景和假设出发，研究未来人们是如何生

活、工作、娱乐、保健等，提出问题，带着问题找技

术，带着问题捕捉未来的技术方向和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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