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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结构也称为“人口构成”。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构成。它是相对稳定的，并且通常会随着时间和经济发展而变化。

根据人口过程的特点和流动方式，可分为人口的自然构成、人口的社会构成、人口的地理构成等三部分。人口问题与一个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人口结构变化会给社会各领域带来变化和影响。下面将了解韩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变化原因，以及采取

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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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统计厅统计数据显示，以 2021 年 11 月为准，2021 年

韩国总人口（含在韩外国人）为 5173.8 万人，同比减少 9.1 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代以来，随

着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韩国的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着

变化，并给其社会各领域带来变化和影响。

一、人口结构变化过程及特征

人口结构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结果。

既可根据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将其分为人口的自然结构，也可

根据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居住地等将其分为人口的社会结构等。

本研究以韩国统计厅公布的人口数据为基础，从人口的自然结构

入手来进行分析。

（一）人口数量及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过程

从人口总数和人口增长率来看，1970 年、1980 年、2000 年

韩国的总人口分别为 3224.1 万、3812.4 万、4700.8 万，2020 年人

口数量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值 5183.6 万。尽管人口呈持

续增长，但人口增长率却呈快速减少的趋势。具体来看，1970 年

韩国的人口增长率为 2.18%，1980 年迅速减少到 1.56%，2000 年、

2020 年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分别跌落至 0.84%、0.14%。

从下图 1 可以看出，韩国的新生儿数量与总和生育率除了在

90 年代初略有增加外，直至 2005 年一直呈减少的态势。新生儿数

量与总和生育率在 2005 年分别跌落至 43.9 万、1.09，生育水平下

降的幅度和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另外，2000 年新生儿数量和总和

生育率出现反弹增长是由“千禧年婴儿潮”所导致。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 2005 年新生儿数量与总和生育率在达到最低点后又出现

了波浪式回涨，2012 年过后再次出现下降的趋势。2006 年、2007

年新生儿数量分别回涨至 45.2 万、49.7 万人后，于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又分别回落到 48.5 万、43.5 万、40.6 万人，2020 年

创下历史最低值 27.2 万人。总和生育率 2007 年为 1.26、2010 年

1.23、2017 年 1.05，到了 2020 年降至史上最低点 0.84，这意味着

自 2007 年以来，韩国新生儿的数量不仅未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甚

至还出现了断崖式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尽管 2006 年、2007 年和

2012 年出现了新生儿数量的短暂增长，但那是由于韩国人偏向在

双春年、猪年和龙年生宝宝所致。

图 1 新生儿数量与总和生育率（1990-2020 年）[ 出处：韩国统计厅 ]

（二）人口结构变化过程及特征

表 1 呈现了韩国自 1990 年以后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三个

维度上的人口构成变化。由该表可知，男女比例保持着较均衡的

状态。1990 年和 2000 年，男性人口略多于女性人口。到了 2010

年，男性人口比例略有下降，女性人口比例略有增长，女性人口

反超男性人口。2020 年，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 49.8%、女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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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但男女人口比例差距由 2010 年的

0.6% 缩小到 2020 年的 0.4%，男女比例趋于持平。

表 1 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统计（1990-2020 年） [ 出处：韩国

统计厅 ]

从年龄结构来看，因持续的低出生率和人类寿命变长，进入

2000 年后，韩国人口呈迅速老龄化的态势。由表 1 可知，0-14 岁

少年人口所占比例由 1990 年的 25.7% 下降到 2000 年的 21.0% 后，

于 2020 年又急剧跌落到了 12.3%。较 1990 年相比，2020 年的人

口比例缩水一半多。而处于 15-64 岁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却由 1990

年的 69.4% 略增至 2000 年的 71.7%。之后在 2010 年达到了峰值

72.5%，2020 年又回落至 71.3%，比例变化虽有起伏，但整体变化

幅度不大。与之相反，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呈持续快速增长的

态势。具体来看，1990 年，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 5.0%，

到了 2000 年时达到了 7.3%。此后，65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持续

增长，由 2010 年的 11.3% 增至 2020 年的 16.4%（近乎每 6 个人

中就有 1 个是老人）。事实上，早在 2018 年，该年龄段的人口比

例就已达 14.3%。

从韩国人口的婚姻状态构成来看，有配偶者超过半数，且占

比在 2000 年达到峰值 60.6% 后，呈持续减少的趋势。相反，自

2000 年以来，未婚人口持续增多。到了 2020 年，未婚者占总人口

比例已达 31.1%，而配偶死亡人数的比例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与

之相反，离婚人口的比例持续倍速增长，1990 年离婚率仅为 0.8%，

到了 2020 年已飙升至 5.8%。30 年间，离婚率翻了 7 倍多。

另据数据显示，随着未婚独居者和老龄独居者的增加，单人

家庭比例持续稳步增长。2000 年、2010 年、2020 年，单人家庭数

量占总家庭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15.5%、23.9%、31.7%。到了 2021 年，

单人家庭首次突破 700 万户（717 万户），占比达到了 33.4%。

综上所述，自 1990 年以来，韩国人口呈现出由长期低增长转

为负增长、低出生率等特征。人口结构上，男女比例趋于持平；

少年人口持续减少、劳动力人口日渐变老，65 岁以上人口持续迅

速增长；未婚人口、离婚人口和单人家庭呈持续稳步增长的特征。

二、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

韩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与 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政府为控制人口

增长而实施的“家族计划事业”以及人类寿命普遍延长有一定的

关系。但进入 90 年代，韩国为了阻止低出生率等问题，取消了“家

族计划事业”并专门制定了《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法》，同时

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鼓励生育的政策及配套措施，但依然没能从

低生育率陷阱中摆脱出来。这说明其人口问题不单纯是低生育率

的问题，而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婚育观的转变及抚养子女的经济

负担过重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

（一）自然环境与自然灾害等因素

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也影响着人口的增殖。 适宜的气候会降

低人口的死亡率，不适宜的气候会增加人口的死亡率，导致人口

增长缓慢或减少。一些经现代医学证实的地方病，如克山病、甲

状腺肿、大骨节病，以及一些恶性肿瘤（如食道癌等），都与人

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洪水和干旱是频繁发生并影响广泛

地区的自然灾害，导致死亡率增加和人口减少。

（二）婚育观的变化使生育率持续低迷

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子多福的传统婚育观不同，当代韩

国年轻人不再将结婚视为人生必须之事，而是一种选择。据韩国

统计厅发布的《2020 年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对 13 岁以上男女

实施的问卷调查中，有 41.4% 的受访者认为“结不结婚都可以”，

4.4% 的受访者认为“不结婚好”或“不应该结婚”。若将两者加

在一起，就有 45.8% 的受访者认为结婚并不是人生必须之事。具

体来看，持有这种观点的男性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

38.5%、52.9%，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从年龄上来看，受访者

年龄越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所占比例越高。其中，13~19 岁占

比 60.7%，20~29 岁、30~39 岁适婚年龄受访者中持有这种观点的

人占比分别为 60.1% 和 54.2%。50~59 岁、60 岁以上持有该观点

的人分别占 43% 和 25%。此外，在接受该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

有 59.7% 的人认为男女不结婚也可以生活在一起、30.7% 的人认

为不结婚也可以生子。这个结果与韩国统计厅 2018 年调查时的数

据相比，分别增长了 3.3% 和 0.4%。对于“结婚后一定要生子”

这个问题，有 32% 的人持反对意见，比 2 年前增加了 1.6%。从男

女受访者比例上来看，女性受访者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占 36.6%，

男性占 27.3%，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三）过高的养育子女费用使人们趋于少生精养

据东亚日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显示，对于一个 3 口之家，若将

孩子从出生培养到大学毕业，那么该家庭 22 年共需花费的抚养费

（教育费和生活费）高达 3 亿 4790 万韩元。这个费用还是全国的

平均水平。如果生活在首尔，抚养费会更高。若将此抚养费按年

平均，那么这个孩子的年均抚养费用约为 1581.36 万韩元。而在韩

国，一名正式员工的年均工资为 4100 万韩元，这意味着养育一个

孩子的年支出就占了一个普通员工家庭年收入的 38.57%，若是养

育 2 个或 3 个孩子的话，费用翻倍，普通家庭自然难以承受。再

加上就业难、就业不稳定等问题，致使 韩国的父母们认为与其多

生多养，还不如少生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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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人口结构问题的对策

人口问题是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为了

阻止低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韩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

1994 年韩国就取消了抑制生育的“家族计划事业”并于 2004 年正

式推出鼓励生育政策，为新婚夫妻提供住房、育儿、医疗、税收

等方面的补贴和优惠。2005 年成立了直属于总统的“低生育及老

龄社会委员会”，负责推行针对低生育及老龄社会的政策。同年

5 月，韩国发布了《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法》。自 2006 年起，

韩国每五年制订、实施一个《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计划》，至

今为止已出台了四个基本计划。此外，2005 年韩国政府首次投入

30.5 万亿韩元全面实行奖励生育政策。2010 年，韩国政府在加强

财政补贴力度的同时，又补充、完善了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确

保女性员工的权益。2016 年出台新的应对老龄化政策：政府向青

年提供就业培训，促进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向新婚夫妇提供优惠

住房政策；向怀孕或哺乳期妇女提供减免医疗费用待遇，对产妇

和育儿妇女提供各种资金补贴等，以此促进年轻人就业、帮助其

解决住房问题，减轻孕妇产妇经济负担，从源头改善低生育率。

2020 年韩国政府继续加大力度，出台了新的鼓励生育政策。新政

策规定，从 2022 年开始，韩国政府向有未满 1 周岁婴儿的家庭每

月提供 30 万韩元的育儿补助，并在 2025 年之前逐渐上调至 50 万

韩元。除此之外，政府还会一次性发放 200 万韩元的生育补贴，

并推出“3+3”育儿假，以此鼓励夫妻双方都参与到育儿中。

不仅如此，韩国还先后颁布《老龄亲和产业振兴法》《国民

年金法》等法律，不断完善国民年金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从法律层面为老年人提供保障。1991 年制定的《老年人就业促进法》

规定企业有义务雇佣员工至 60 岁。2013 年，韩国国会又通过了一

项法律修正案，明确提出严惩强迫职工提前退休的企业。这些政

策在保障老年人正当就业权益的同时，推动了老龄人口的就业与

再就业。韩国政府还积极构建提高老龄社会生活质量的基础设施，

提供稳定的健康及医疗保障，建立养老费用保障体系。

四、人口结构变化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人口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需政府进行全面

协调、整体规划，做出顶层设计。其次，倡导新时代婚育观。宣

传婚姻、家庭和生育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意

识到生育的价值、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消减部分人群对婚姻、

家庭和生育的负面印象，营造有利于婚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同时，提供政策和服务支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生育、养育和教

育成本过高的问题；通过实施针对性政策，缓解育儿无人照料、

照料费用不足等生育和养育压力。

第三，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退休年

龄相对较早，而且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身体素质的提高，

老年人继续参与工作的意愿增强。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继

续发挥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作用，还可

以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缓解国家养老负担。值得注意的是，不

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工作岗位的实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不

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应在广泛调研听取相关利益

方的意见后，实施渐进式退休年龄政策，更好地发挥老年人的余

热和个人价值。

第四，加快构建完善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据统计，

2021 年我国单人家庭数量超过 1.25 亿，占比超过 25%。与韩国单

人家庭情况相似，我国的单人家庭中，独居的老人也占有很大的

比例。随着独居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增多，需加快构建提高

老年人社会生活质量的基础设施，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建立

完善的老年人疾病监测体系，确保独居的老人出现意外状况时能

够得到及时救治；发展便捷、可负担、贴近老人周边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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