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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预期寿命变动的地区差异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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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最近四期人口普查数据估算的分省预期寿命及相应年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改革开
放以来不同省份人口预期寿命之间的地区差异及其历时变动情况，并通过拟合针对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

考察影响人口预期寿命地区差异的社会经济因素。结果研究发现，中国不同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差距明显，这

一差距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总体上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动过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增
长速度、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教育和卫生基础资源状况是导致不同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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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２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了继续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到２０３０年人口预期寿命达到７９岁的战略
目标。［１］如何有效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我们深刻认

识中国人口健康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

对人口发展规律进行科学探索和总结。

建国之初，中国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

依托特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优势，实现了人口健康的

快速发展，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从１９４９年前的３５岁左
右迅速上升至１９７５年的６６岁。在１９７８年世界卫生
组织召开的阿拉木图会议上，中国在卫生事业发展

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高度评价，并被标榜为

卫生事业发展的“中国模式”。与之相比，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实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

民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不过这一时期全国人口

预期寿命增速却有所放缓，仅从１９８１年的６７９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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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２０１０年的７４８岁。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此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非均衡性相一致，

中国的人口健康状况同样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并

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２６］以２０１０年为例，有些发
达省份（如上海、北京）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８０岁，
而部分西部省份（如西藏、云南）人口预期寿命尚不

足７０岁。这一现状无疑不利于中国人口健康水平
的总体改善和“健康中国２０３０”战略目标的顺利实
现。那么，造成这种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在过去三十年里这种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如何？对

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国人口健康水平、

推动卫生事业的公平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相应年份地区统计资料，分析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

地区差异及其历时性变动趋势，探讨其背后的社会

经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三十年间各地预期

寿命的变化趋势差别明显，总体上地区差异经历了

先升后降的变动过程；与此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和增长速度有助于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而收入不

平等程度则对预期寿命的变动具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教育和卫生基础资源发展状况也是影响人口健

康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

１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各省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动
情况

从全国数据来看，１９８１—２０１０这三十年间出生
人口预期寿命增长了将近７岁，其中整个八十年代
增速极为缓慢，之后增速有所提升。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
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不足一岁，甚至不少省份出

现了负增长，如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等，人口

预期寿命均下降超过 １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了近３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更是增长了 ３４岁（表 １）。总体来
看，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地区差异经历了一个先扩

大后缩小的变化过程。例如，通过对四个时点的分

省数据分别计算基尼系数显示，１９８１年，人口预期寿
命的省际基尼系数为００２７，该值在１９９０年上升至
００２９，而到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１０年该值分别下降为
００２４和００１９。其他反映不平等程度的指标结果类
似，计算四个时点的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得到的数值分别为 ００４９、００５３、００４５和
００３７。由此可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不同地区的
人口预期寿命出现了一定的缓慢收敛的趋势，这与

既有的一些研究发现相一致。［８９］

各省数据显示，不同时点的人口预期寿命存在

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而且三十年间各地人口预期寿

命的增长幅度也并不一致。例如，新疆和四川的人

口预期寿命增长了超过十岁，而部分增速缓慢的省

份则不足上述两省的一半，如河北仅增长了４３岁，
河南和广西也分别仅增长了４８和４９岁。

表１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各省人口预期寿命及其变动情况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变动

全国 ６７９ ６８６ ７１４ ７４８ ６９

北京 ７２１ ７２９ ７６１ ８０２ ８１

天津 ７１１ ７２３ ７４９ ７８９ ７８

河北 ７０７ ７０４ ７２５ ７５０ ４３

山西 ６７９ ６９０ ７１７ ７４９ ７０

内蒙古 ６７１ ６５７ ６９９ ７４４ ７３

辽宁 ７０９ ７０２ ７３３ ７６４ ５５

吉林 ６９１ ６８０ ７３１ ７６２ ７１

黑龙江 ６８５ ６７０ ７２４ ７６０ ７５

上海 ７３０ ７４９ ７８１ ８０３ ７３

江苏 ６９７ ７１４ ７３９ ７６６ ６９

浙江 ６９０ ７１８ ７４７ ７７７ ８７

安徽 ６９３ ６９５ ７１９ ７５１ ５８

福建 ６８７ ６８６ ７２６ ７５８ ７１

江西 ６６２ ６６１ ６９０ ７４３ ８１

山东 ７０２ ７０６ ７３９ ７６５ ６３

河南 ６９８ ７０２ ７１５ ７４６ ４８

湖北 ６５８ ６７３ ７１１ ７４９ ９１

湖南 ６５８ ６６９ ７０７ ７４７ ８９

广东 ７１２ ７２５ ７３３ ７６５ ５３

广西 ７０２ ６８７ ７１３ ７５１ ４９

海南 — ７００ ７２９ ７６３ —

重庆 — — ７１７ ７５７ —

四川 ６４５ ６６３ ７１２ ７４８ １０３

贵州 ６２０ ６４３ ６６０ ７１１ ９１

云南 ６１４ ６３５ ６５５ ６９５ ８１

西藏 ５９６ ６４４ ６８２ —

陕西 ６５３ ６７４ ７０１ ７４７ ９４

甘肃 ６６１ ６７２ ６７５ ７２２ ６１

青海 ６１４ ６０６ ６６０ ７００ ８６

宁夏 ６６０ ６６９ ７０２ ７３４ ７４

新疆 ６１５ ６２６ ６７４ ７２３ １０８

数据来源：１９８１年数据取自《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其他年份数
据取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２影响人口预期寿命地区差异的社会经济
因素

２１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健康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一直以来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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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公共卫生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之一。其

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健康的重要

促进作用。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人口学家普雷
斯顿（ＳａｍｕｅｌＰｒｅｓｔｏｎ）就系统考察了不同国家间经济
发展水平与人口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发

展水平对人口预期寿命具有正的非线性效应，该研

究发现后来被称为“普雷斯顿曲线”（ｔｈｅＰｒｅｓｔｏｎ
ｃｕｒｖｅ）。［１０］此外，还有不少研究发现，包括教育程度、
城市化水平、卫生基础设施情况等在内的社会发展

指标均对人口预期寿命具有正向效应。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关于人口健康的社会经济
影响因素中一个争论的焦点是收入分配状况对健康

的影响。英国流行病学家威尔金森（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ｋｉｎ
ｓｏｎ）提出了著名的“收入不平等假说”（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１１］该假说认为，由于经济发展
水平对健康的效应遵从边际递减规律，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水平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对人口健康的效

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当前的发达国家导致人

口预期寿命差异的首要因素是收入不平等程度。贫

富差距悬殊导致社会割裂与冲突、相对剥夺与长期

压力等不利于健康的负面后果。国际上关于“收入

不平等假说”的实证研究非常丰富，但是相关结果一

直存在较大争议。［１２１３］

考虑到影响人口健康的因素纷杂多样，近年

来不少国际研究尝试探讨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

健康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工业化比重等产业结

构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互联网使用情况、

医疗和药物支出、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卫生体制

等。［１４１７］还有研究比较分析了生态环境因素（人口密

度、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等）与社会经济因素对健

康的相对贡献，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预期

寿命的效应要远远大于生态环境因素的作用。［１８］另

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经济发展与人口健康之

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转而考察人口健康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１９］，并且通过检验社会经济因素对人

口预期寿命的时滞效应来更好地厘清二者的

关系［２０］。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不难看出，经济和社会发展

水平仍然是影响人口健康的基础性因素，此外，经济

结构、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其他技术

和环境因素也对人口健康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

要作用。

具体到针对中国不同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差异的

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在既有研究的中，经济和社会发

展水平［２１２３］、收入不平等程度［４，２４２５］以及卫生事业发

展状况［２３］都被认为是影响人口健康的重要因素。不

过囿于数据和统计方法的限制，这些研究多只关注

了２０００年以前的情况，并且很多分析也以双变量描
述和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主，尚缺乏对这些

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及其历时变化特征的系统分析。

２２数据、变量与方法
根据既有的研究文献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

利用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资料，选取了人均

ＧＤＰ（按 １９８１年价格水平进行了调整）、城乡收入
比、成人文盲率、城市化比重以及每万人所拥有的医

疗卫生人员数等指标（表２）。这些指标能够比较全
面地反映不同地区在经济、收入分配、教育和城市化

水平以及基础卫生事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此外，

我们还尝试考察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不同产业结

构的影响，因而还分别计算了农业和工业产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相应指标的统计描述信息参见表２。

表２　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ｎ＝１２０）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口预期寿命 ７０５６１ ４３２３ ５９６４０ ８０２５９

人均ＧＤＰ（万元） ０３４３ ０４１９ ００３０ ２０３２

农业占ＧＤＰ比重（％） ０２７０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７ ０７２３

工业占ＧＤＰ比重（％） ０５６７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３ ０９６０

城乡收入比 ５２４９ ２２４５ １７５２ １３７６６

文盲率（％） １６７６９ １３８２９ １７００ ６７５８０

城市化比重（％） ２４３７１ １５５００ １１８５ ６５１４６

每万人的卫生人员数 １８７２９ １３８５０ ０９００ ８６１００

表３展示了不同时期分省人口预期寿命与相应
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强度。总体上人口预期寿

命与所选社会经济指标均显著相关（工业占 ＧＤＰ比
重除外）。其中，人均 ＧＤＰ、城市化比重和每万人的
卫生人员数与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正相关，而农业占

ＧＤＰ比重、城乡收入比和文盲率与人口预期寿命显
著负相关。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七项指标中，文盲率

与人口预期寿命的相关强度最大，二者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系数高达－０７８４，这反映了基础教育水平对健康
发展的特殊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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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分省人口预期寿命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及其时期差异

变量名
全样本

（ｎ＝１２０）
１９８１
（ｎ＝２８）

１９９０
（ｎ＝３０）

２０００
（ｎ＝３１）

２０１０
（ｎ＝３１）

人均ＧＤＰ ０７５２ ０５３７ ０６１２ ０７６４ ０７９１

农业占ＧＤＰ比重（％） －０７３０ －０６００ －０５４５ －０６０７ －０５３７

工业占ＧＤＰ比重（％） －０１３０ ０６００ ０６８３ ０３９６ －０００４
城乡收入比 －０３３５ －０６８９ －０７４２ －０７９１ －０８１３

文盲率（％） －０７８４ －０６４１ －０６９１ －０６７８ －０６８０

城市化比重（％） ０６４３ ０４４７ ０６３４ ０６３０ ０６５７

每万人的卫生人员数 ０４１４ ０２７４ ０２００ ０４１５ ０３１２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此外，分时期的结果表明，不同时期各社会经济变

量与人口预期寿命的关系强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

四个时点的数据来看，用来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城

乡收入比与人口预期寿命均显著负相关，在所考察的

变量中关系强度最大，而且呈明显上升的态势。此外，

人均ＧＤＰ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关系也随时间推移在变
强，这可能与不同地区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表现方

面的差距持续拉大，经济发展对人口健康的效应逐步

释放有关。产业结构与人口健康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

农业比重与人口预期寿命负相关、工业比重与人口预

期寿命正相关的特征。另外，文盲率与人口预期寿命

的关系强度在１９９０年后有所下降，这可能与随着义务
教育的普遍推行、各地文盲率都迅速降到了极低水平

有关。另外，卫生事业发展与人口预期寿命之间则没

有表现出很强的关系，每万人的卫生人员数与预期寿

命的相关系数虽然在每个时期均为正，但只有在２０００
年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

为了更系统地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人

口预期寿命的地区差异的影响，本文以下部分通过

拟合针对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具体而言，将人口预期寿命视为所选取社会经济变

量的函数：

ＬＥ＝ｆ（ＧＤＰＰＣ，ＩＮＣＲＡＴＩＯ，ＩＬＬＩＴＥＲＣＹ，
ＵＲＢ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ＦＦ）

　　在具体操作化中，选择拟合允许一阶自相关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的随机效应模型，并对所
有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变换。基准模型如下式所示：

ｌｎＬＥｉ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β２ｌｎＩＮＣＲＡＴＩＯｉｔ
＋β３ｌｎ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ｉｔ＋β４ｌｎＵＲＢＡＮｉｔ
＋β５ｌ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ＦＦｉｔ＋αｉ＋εｉｔ

　　其中，ＬＥｉｔ表示第ｉ省在第ｔ年的人口预期寿命，
模型中自变量依次为第ｉ省在第ｔ年的人均ＧＤＰ、城
乡收入比、文盲率、城市化比重以及每万人所拥有的

卫生人员数的对数。由于模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都

采用了对数形式，相应回归系数具有弹性意义的解

释。此外，αｉ表示省份层面的随机效应，εｉｔ表示观测
值层面的误差项，模型设定两者都服从均值为零的

正态分布。考虑到数据的时间关联性，模型允许 εｉｔ
和εｉ，ｔ－１之间存在一阶自相关。

在上述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还尝试加入了产业

结构变量、年份固定效应、年份与人均ＧＤＰ的交互效
应，进一步考察相应经济结构因素的影响以及有关

效应随时间的变化模式。

此外，为了更好地厘清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健康

的效应，还拟合了以滞后一期的人口预期寿命为因变

量的相应模型，以检验相关研究发现的稳健性。

２３主要研究发现
表４为上述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的拟合结果。其

中，模型１为基准模型，包括本文所选取的主要社会
经济变量，模型 ２加入了反映产业结构的农业占
ＧＤＰ比重和工业占ＧＤＰ比重，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
础上加入了关于年份的固定效应，模型４进一步加
入了年份与人均 ＧＤＰ的交互效应，用以考察经济发
展对预期寿命的效应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变动情况。

由模型１的结果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比
重和卫生事业发展状况是导致不同省份预期寿命差

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在控制了模型中其

他变量的效应之后，人均 ＧＤＰ每增长１０％，人口预
期寿命大约增加０３％；城市化比重每提高１０％，人
口预期寿命增加００７％；每万人的卫生人员数每上
升１０％，人口预期寿命将增加０１３％。在该模型中，
城乡收入比和文盲率对人口预期寿命的效应虽然为

负值，但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模型１对数据的
拟合情况较好，对应的总Ｒ２为０７８４，也即上述社会
经济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

的人口预期寿命差异情况。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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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关于人口预期寿命的一阶自相关随机效应模型

变量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人均ＧＤ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农业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工业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城乡收入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文盲率（％）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城市化比重（％）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每万人的卫生人员数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年份（参照组＝１９８１）

　１９９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４）

　２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２０１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年份人均ＧＤＰ

　１９９０人均ＧＤ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２０００人均ＧＤ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２０１０人均ＧＤ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截距 ４２７６ ４２７０ ４２８２ ４２７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自回归系数 ０３６４ ０３６５ ０３４３ ０３４０

组内Ｒ２ ０８９３ ０８９４ ０８９６ ０９０１

组间Ｒ２ ０７５８ ０７２８ ０７６５ ０７７０

总Ｒ２ ０７８４ ０７９３ ０８１１ ０８２１

观测值个数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省份个数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在加入反映产业结构的有关变量后（模型２），模
型的拟合程度有一定的提升，总 Ｒ２上升至 ０７９３。
与模型１相比，人均 ＧＤＰ对人口预期寿命的效应有
所降低，而农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对人口预期寿命表现
出一定的负效应（Ｐ＜０１），工业占 ＧＤＰ比重的相应
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模型３进一步控制了时期的固定效应。与前述
模型的结果不同，在模型３中城乡收入比对人口预
期寿命的负效应非常显著。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取

值保持不变，城乡收入比每扩大１０％，人口预期寿命

将下降０３％，这突出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均对人口健
康的破坏性后果。此外，在控制了时期固定效应后，

人均ＧＤＰ的相应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值得指出的
是，由时期变量的回归系数可见，在控制了相应社会

经济指标后，１９９０年的人口预期寿命显著低于其他
年份，这与前文所指出的１９８０年代中国人口预期寿
命增长极为缓慢相一致。在加入时期固定效应后，

模型３对数据的拟合程度有比较明显的提升，模型
对应的总Ｒ２达到０８１１。

从年份与人均ＧＤＰ的交互效应可以看出（模型
４），经济发展对人口预期寿命的正效应在２０００年的
数据中尤其显著。例如，在控制了模型中其他变量

后，其他年份人均 ＧＤＰ增长对人口预期寿命的效应
非常小，接近于零；而在 ２０００年，人均 ＧＤＰ每增长
１０％，人口预期寿命平均可以上升 ０２％。总体来
看，我国尚未出现经济增长对人口健康的天花板效

应，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仍然是进一步提

升人口预期寿命的强力保障。

最后，考虑到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人口健康可能

存在时滞以及人口健康对社会经济发展潜在的反馈

效应，以滞后一期的人口预期寿命为因变量，重新拟

合上述随机效应模型，相应结果见表５。模型５的结
果显示，在考虑了可能的时滞效应后，人均 ＧＤＰ、城
乡收入比和文盲率是影响不同省份之间预期寿命差

异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具体来说，人均 ＧＤＰ每增
长１０％，十年后的人口预期寿命大约上升０２％；城
乡收入比每扩大１０％，十年后的人口预期寿命平均
下降０４％；文盲率每高出１０％，十年后的人口预期
寿命约降低０３％。模型５对数据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该模型对应的总Ｒ２超过０８。

模型６在模型５的基础上加入了产业结构变量
和人均ＧＤＰ年均增长速度。在该模型中，人均 ＧＤＰ
的相应效应不再显著，但是城乡收入比和文盲率对

人口健康的负效应依然相当稳健。

模型７则进一步加入了期初的人口预期寿命，
用以控制不同地区基期人口健康的差异。该模型结

果表明，期初人口预期寿命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

小于１，也即，尽管期初预期寿命高的省份其下一期
预期寿命仍然较高，但是这一差距随时间在不断变

小。期初一岁的预期寿命优势在下一期仅剩 ０６
岁，这与前文提及的人口健康地区差异总体收敛的

趋势相一致。此外，即便在控制了基期健康的地区

差异之后，城乡收入比和文盲率仍然对滞后一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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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预期寿命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模型 ７的结
果还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本身之外，经济增长

速度也可能是影响人口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应

系数为正并在 Ｐ＜００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值得
指出的是，模型７能够非常好地解释不同地区的人
口预期寿命差异，该模型对应的总 Ｒ２接近０９５。

表５　关于滞后一期的人口预期寿命的随机效应模型

变量名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人均ＧＤ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农业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工业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人均ＧＤＰ年均增长率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城乡收入比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文盲率（％）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城市化比重（％）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每万人的卫生人员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期初人口预期寿命 ０６０９

（００５９）
截距 ４４４７ ４３９０ １７８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８） （０２５０）
自相关系数 ０３５３ ０３５９ ０１６２

组内Ｒ２ ０８８１ ０８９１ ０９０７

组间Ｒ２ ０７７２ ０８３５ ０９７７

总Ｒ２ ０８１４ ０８３７ ０９４７
观测值个数 ８９ ８９ ８９
省份个数 ３１ ３１ ３１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３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仍

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不同省份的人口预期寿

命增长速度也不尽一致。值得欣慰的是，人口预期

寿命的地区差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所扩大之后，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出现了持续的收敛趋势。这主
要得益于新疆、四川、贵州、陕西等西部省份人口健

康水平的迅速提高，其结果也使得我国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和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
速度大大高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与之相对，部分省份
（如河北、河南、广西）的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水平严重

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这与这些省份在改革开

放初期人口预期寿命起点较高、位居全国前列有一

定关系。因此，要想顺利实现“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
继续提高人口预期寿命的战略目标，应将工作重心

放在大力推动落后地区人口健康水平的改善上。一

方面，这些地区（如云南、西藏）由于人口预期寿命起

点较低，因而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更有可能在相同

的资源投入下实现更高的增长；另一方面，这样做还

有利于进一步缩减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健康水平的差

距，真正践行公平、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人享有

卫生保健的发展目标。

此外，本文还系统考察了影响人口健康地区差

异的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对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所估算的分省人口预期寿命的面板模型分析发现，

社会经济变量是影响地区人口预期寿命的重要因

素。其中，人均ＧＤＰ水平、城市化比重和每万人所拥
有的卫生人员数对预期寿命具有正向效应，而城乡

收入差距对预期寿命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人均

ＧＤＰ和城乡收入比的效应，即便在考虑了时滞的情
况下仍然显著。这些发现表明，首先，提高我国人口

健康水平，仍有赖于继续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中级

阶段，尤其是人均物质生活水平还比较落后，经济发

展对人口健康的效应依旧强劲。［２６］部分分析结果还

显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影

响未来人口预期寿命进一步增长的关键之一。因

此，“保稳定、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仍然对进一步

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

大力推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有助于弥合不

同地区之间的健康差异。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物质

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同时，中国收入分配的格局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上升。［２７］研究

发现，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后，城乡收

入比是导致不同地区人口健康差异的重要因素，城

乡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人口预期寿命也就越低。这

表明，进一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还应着力改善收入

分配状况，有效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不良势头，尤其

是要确保城乡均衡发展，大力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改

革进程。这部分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与威尔金

森所提出的“收入不平等假说”相一致，但是关于收

入不平等影响人口健康的微观作用机制仍有待于进

一步的研究和探讨。［５，１２］

最后，在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改善收入分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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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状况的同时，还应切实加大对教育和卫生基础资

源的投入力度，保证不同地区文教卫生事业的平衡

发展，为“健康中国２０３０”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夯实
坚固的社会基础。尤为值得指出的是，不能简单认

为人口健康的改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和必然

结果。事实上，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人口

预期寿命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的现象。［２８］这

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探索人口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

尤其是对特定疾病和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做更为深

入的分析，进而制定更为有效和有针对性的公共卫

生发展战略，以确保未来中国人口健康的可持续

发展。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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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ＭａｒｍｏｔＭ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ｌｏｗｄｏｗｎ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８，７２（５）：ｊｅｃｈ２０１８２１０５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１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０２］
（编辑　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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