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隨着中國經濟迅猛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公共醫療服務持續改

善，人均壽命處於歷史高位，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益加劇。根據不同的統計模型

預測，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即將（或已經）步入「人口負債」的新時代，隨之而來的

社會經濟影響，不容低估。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以「中國人口負債：危機？契機？」為題，邀請

專家學者作出探討。蘇劍、康健指出，中國過去四十年締造的經濟奇迹大大受

惠於「人口紅利」，豐沛廉價的勞動力為高速運轉的經濟引擎提供了助燃劑。然

而，隨着老齡化情況愈趨嚴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國經濟增長勢必受到

影響。文章認為，中國政府可從取消計劃生育政策、延遲退休年齡、增加教育

投入、應用人工智能等方面進行規劃，以「人口質量」代替「人口數量」作為應對

「人口負債」問題的思路。全球人口老齡化可謂大勢所趨，楊菊華認為中國的特

殊性在於，過去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加快了原來的人口結構轉變。影響所及，

老齡化並非自然而然地演進，老年人口更同時出現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等

問題。她認為社會大眾不應將老齡化問題視為「洪水猛獸」，反倒需要客觀認識

老年人口的家庭、社會價值，正面審視老齡化社會帶來的發展機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固然舉世矚目，但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

境況卻備受大眾忽略。一般相信，目前中國有過千萬的留守兒童在農村成長，

他們與進城務工的父母長年分隔，由於長期缺乏關愛，幼小的心靈沒有得到適

切的照料。紀錄片工作者蔣能杰以留守兒童的過來人身份，撰文道出拍攝《村

小的孩子》的心路歷程，詰問留守兒童的坎坷命運會否一代一代循環延續下去。

近年中國單身女性人數持續上升，不少人選擇過自由自在的單身生活，折

射出女性的婚姻觀念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回看共和國初年的歷史，1950年5月
頒布實施的《婚姻法》曾經對中國傳統婚姻觀念造成極大衝擊。《婚姻法》提倡男

女婚姻自由、權利平等、實行一夫一妻制、廢除包辦強迫婚姻；在實施初期，

中國各地出現大量婦女提出離婚的案件，甚至衍生眾多婦女自殺和被丈夫殺害

的慘劇。任耀星以河南省作為研究個案，從近年漸受關注的情感史角度切入，

深入剖析《婚姻法》實施之初，基層男性焦慮不安的情感與種種極端行為表現的

內在邏輯。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英文學界將北韓研究純粹定位於「敵情研究」， 

嚴肅的學術專著乏善可陳。迨至1990年代前後，隨着國際環境的轉變、檔案材
料陸續開放，為數可觀的學術研究成果迭次面世。毛升的綜述文章闡釋了這個

轉變歷程，並對相關的代表著述作出精要的點評，學術與現實意義兼備，尤其

推薦關心朝鮮半島問題的讀者用心細讀。

c174-houyu.indd   162 19年7月30日   下午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