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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
“
贫困多育 ,富裕少育

”
说考释

内容提要 亚当 ·斯密提出的
“
贫困多育,富 裕少育

”
的生育理论反映了近代以来

人口增殖的实际状况。本文认为其理由是 :第 一,人类愈贫困,生 育的自然状态愈严重 ,

必然导致多育 ;第 二,人 类愈贫困,对 劳动力的需求愈大,从 而引起多育 ;第 三9人 类愈

贫困,抚养子女的费用愈低 ,也 会鼓励生育。

关键词 亚当·斯密 生育理论 人口出生率 经济状况

“
贫困多育 ,富裕少育

”
是欧洲流传很久的一种生育I吧 论。据笔者查阅到的资料 ,从经济学的

角度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 ,是亚当 ·斯密。1776年 ,斯密在他的经济学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

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 :“贫困无疑会使人不想结婚 ,但未必使人不结婚。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

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 ,常 常生子二十人以上 ,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 ,往往不能生

育 ,一般只能生两三个。不妊症 ,虽 为上等社会所常患,但在下等社会却极少有。女性的奢侈 ,虽

能刺激享乐的欲望 ,看来往往会削弱 ,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L1∶

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著名代表 ,他提出的
“
贫困多育 ,富裕少育

”
思想 ,也被后来

的许多经济学家接受 ,并得到发挥。稍后于斯密的著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政治

经济学新原理》中谈到贵族人口的增殖情况时 ,就讲到了
“
富裕少育

”
的情景。他说 :“任何地方的

贵族都有足够的生活资料 ,他的后代贫无立锥之地以前 ,他 们的丁口总是逐渐增加了的 ;可是事

实恰恰相反 ,人们看到 ,世界各国的古老家族 ,都是传不到几代就灭户了。贵族阶级只是不断地从

升为贵族的人来补充 ,才得以保持自己的人口的。
”[2]往 后 ,“贫困多育 ,富裕少育

”
这个思想一直

被许多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着、发挥着。例如 ,到 19世纪末。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 ,资产

阶级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中仍然继续阐发这个思

想。马歇尔认为 ,经济状况与人口出生率成逆相关变动 ,即 经济越落后人口出生率越高 ;反之 ,经

济越发达入口出生率越低。他说 :“ 人口出生率在富裕的人之中,比在那些为自己和家庭的将来不

作过多的准备与过着忙碌生活的人之中,一般是较低的 ,而 Ⅱ̂奢侈的生活习惯使生殖能力减低

了。
”匚3]马 歇尔还用了勒瓦瑟在《法国的人口》一

^F中
舯咧子 :法 国的各县依照遗产由少到多的次

序分类排列 ,则 相应的出生率差不多是一律下降的 ,在 纡遗产 48-57法郎的县 ,在 15岁至 50岁

的已婚女子中,每百人的生育率是 23;而在尚县 ,遗产是 412法 郎出生率却是 13.2。 而且在巴黎

本身 ,在富人居住的各区,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比贫民居住的各区要小。马歇尔

还分析了经济状况与结婚年龄的关系,说明生育率的不同。他分析说 ,在英田,中 等阶级
“
抚养孩

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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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费用很大
”
,而他们的收入在 40— 50岁之时才达到最高峰 ,所 以,这个阶级的结婚年龄都很

迟。技术工人的收入在 20岁 时能达到最大 ,不熟练的劳动者在 18岁时就能赚到工资 ,而他们的

孩子在很年幼时就开始自己赚钱维持生活 ,因而他们由V结婚年龄很早。马歇尔说 :“平均结婚年龄

在中等阶级中最高 ,在技术工人中次之 ,而 在不熟练的劳动者中最低。
”「4∶

这些经济学家提出的
“
贫困多育 ,富裕少育

”
说 ,虽然没有作什么理论上的论证 ,但 人类的增

殖史表明 ,确 实存在这种情况。拿欧洲来说 ,从资本主义发生时起 ,一直到今天 ,几乎都是这样。从

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开始 ,经济飞快发展 ,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 ,但人口出生率却一直呈下降趋势。

进入 20世 纪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继续发展 ,人 口出生率也继续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 ,欧洲人口出生率一度回升 ,但到 50年代开始又继续下降 ,请看下列资料 :

1700— 1922年英国人□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

年  份 1901-— 190￡ 1906-— 191 911-191￡ 1918-192

自然

增长率
1.2 O.7

1816— 1938年法国人口出生率动态(%0)

年   份 出生率 年 份 出生率 年  份 出生率

1816-— 1920 31.9 1836-— 1840 28.4 1915-ˉ 1919 11.4

1821-ˉ 1825 31.4 1841-— 1845 28.1 1920-ˉ 1924 19.9

1s26— 1830 30.5 1871-— 1875 26.6 1925-ˉ 1929 18.5

1831-— 1835 29.6 1905--1909 20.1 1933-ˉ 1938 15.4

1950— 1985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出生率动态(%0)

国 、
另刂

1950
ˉ̄ 1955

1955
一̄ 1960

1960
ˉ̄ 1965

1965
-ˉ 1970

1970
-ˉ 1975

1975
—-1980

1980
-1985

加拿大 27.8 27.9 25.3 18.8 18,6 16.2 16.砝

美 国 24.8 24,8 22.6 18.3 16.2 16.3 17.嗅

丹 麦 17.9 16,8 17.0 16.6 14.0 12.5 12. 1

瑞 典 15.5 14.5 1还。5 15.0 14.2 11.5 10,5

英  国 15.9 16.4 18.2 17.6 16.1 12.O 12.0

比利时 16.7 17‘ 1 17.1 15.5 14,8 12.4 12.4

法  国 19.5 18.4 18.0 17.1 17.0 13。 8 13.8

联邦德国 15。 8 16,5 18.0 16.6 12.0 9.8 10.2

(以 上资料来源见侯文若《当代外国人口》,经 济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3、 92、 93页 。)

纵观全球的人口动态,也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贫困的地区和国家丿、冂出生率高,而

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出生率低。拿 40年代世界各地区人口出生率的情
`,来

看,经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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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近东地区均为 40— 45%0左 右 ,而经济发达的美国、加拿大、西欧是 17‰

左右。再就六七十年代的情况来看 ,大体上 ,非洲是 46%0,拉 丁美洲是 41%0,亚洲是 38%θ (经济发

达的日本是 17%0),北 美是 22%0,西 欧是 18%0。 再拿我国的情况来看 ,旧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是很

高的。1936年一些学者的抽样调查表明,县的出生率是 38.9%0,上海市是 16.7%0。 解放后 .出 生

率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超过 1936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八 民生活的改善 ,人 口出生率起初回

升 ,随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出 生率则逐年下降 ,请看下表 :

1962年以来我国人□出生率动态 (%0)

年 份 1962 1965 1970 1975 1978 1979

出生率 37.2 38.0 33.6 23.1 18.3 17.9 2O。 9  |  19.6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落后贫穷的国家和地区比经济发达富裕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要高 .经济

发达的城市比经济落后的农村生育率要低。即经济越发展 ,人 口出生率越低。可见。“贫因多育 ,

富裕少育
”
是反映了近代以来人口增殖的实际状况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从亚当 ·斯密到

马歇尔,只 是提出了这个看法 ,并没有讲什么道理。笔者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下

面提出本人就
“
贫困多育 ,富裕少育

”
所考虑的三个理由,以 供进一步研究。

第一 ,人类愈贫困,生育的自然状态愈严重 ,必然导致多育。

人类的生育既有社会性又有自然性。一对健康的男女婚配之后 ,在无人为控制的状态下就会

生育 ,这是生育的自然性。斯密说 ,贫困不利于抚养子女 ,但却
“
不能阻止生育

”
。他这里说的生育 ,

就是自然状态下的生育。生育的社会性是指生育受各种社会因素制约 ,其 屮包括政治的、经济的、

社会的、思想的以及环境、风俗习惯等等 ,都可以影响生育。在这些因素中.经济是影响生育最基

本、最重要的。生育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互相制约的。一般说来 ,生育的社会因素作用愈大。生育

的自然性则愈小。而影响生育的社会因素作用的大小 ,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因为一切政治的、

思想的等等因素都要受经济制约。经济愈落后 ,人类用于制约生育的社会手段就愈少 ,人 们控制

生育的能力就愈小。古代的人不了解生育的生理原因,对生育完全听其自然 ,现代人则可以计划

生育 ,优生优育。贫富状况是由经济决定的 ,经济落后 ,生 活贫穷 ,生育的自然状态必然严重 .生 育

率必然会高 ,所以说 ,“贫困多育
”
。斯密讲 ,苏格兰

“
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 ,常常生育子女二十人

以上
”
,这正是自然状态下无控制的生育。富裕的人有条件从事科学文化的学习钻研 ,人 工流产、

科学避孕和生育知识总是在这些人中传播 ,他 们对生育的认识 ,控制生育的能力和条件愈多 Q生

育的自然状态就愈减少了,生育率则自然降低 ,所以
“
富裕少育

”
。

第二 ,人类愈贫困,对劳动力的需求愈大 ,从而引起多育。

从斯密到马歇尔,他 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劳动供给取决于资本对

劳动的需求。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又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经济愈发

达 ,技术愈进步 ,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相对日益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讲◆

的确是经济愈发达 ,对劳动的需求愈少 ,从而会导致人们生育的减少。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时

期 ,资本获得利润主要依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从 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加大 .刀阳寸,资本为丁

获得廉价的劳动力,甚至大量使用童工 ,在资本主义企业里聚集着成千成万的儿童 ,这利'晴况客

观上刺激着劳动者多育儿女。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时 ,也注意到了斯密提出

的
“
贫困似乎会促进增殖

”
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的积累对劳动的需求不断扩大 ,会加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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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殖 ,他说 9“贫因在达到引起饥饿和瘟疫的极限以前 ,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 ,不 如说会促

进人口的增长
”∶5∴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榨取利润变为主要依靠相对剩余价值 .这 时 .资本

对劳动的需求 ,不仅数量上 日益相对缩小 ,而且对劳功 扦的素质要求 口益严陆。童工被法律禁止。

劳动者要培养出适应资本需要的劳动力 ,要有抚育子女的大量的投入。这种情况自然会引起生育

的减少。所以 ,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经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育率要低 ,这 其中的一

个原因就是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变了。

贫因对劳动的需求加大 ,刺 激生育 ,具有普遍性。例如 ,从 农业生产来舌。在贫田落后的传统

农业国里 ,农业的投入主要靠劳动。劳动的大量增加 ,只 有靠人口的再生产 .因 而不断刺激若丿、们

多育。而在发达的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 ,农业的投入中 ,劳动大大减少了。劳动的需求减少了Q必

然会抑制人们的生育。目前 ,我 国农业还相当落后 ,发展生产仍然靠大量劳动投入。在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 ,劳 动力多的家庭就比较容易富起来 ,所以人们还是希望孩子多为好。

笫三 ,人类愈贫田 ,抚养子女的费用愈低 ,也会鼓励生育。

人类繁衍要靠一 i辶 钓生存资料 ,人 们对生存资料的要求和占有也会影响生育。宙裕者对 :F女

的抚养 ,生 存资料要求尚 ,负 担大。贫穷者对子女的抚荞 ,生存资料要求低 ,负 扭容易。所以 ,在雨丨

临生育时 ,越是富裕的丿、可能考虑越多 ,当 他们想到子女出生后需要大量的抚养 赀卅J时 .就 ilr能

节捌生育。而贫穷的人不仅少考虑子女的抚养费用 ,而 Ⅱ̂可能更多地考虑多几个孩子 i可 以彳⒈志快 仃

更多的人参加劳动 ,以 改善臼己未来的经济处境 ,从而鼓励多育。这种情况在今天的社 坌Ⅱ.廴 似乎

还容易找到证明。例如 ,现代西方社会有所谓的子女成本与子女效用比较的理论。子女诚本Ⅱ卩家

庭养育子女的花费。子女效用即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如果抚养子女的成本高于f女纷家随

带来的收益 ,人 们就会减少生育 ;反 之 ,则 会多育。现实的状况是 ,经 济愈发达的社会 .抚 芥 r女的

费用愈高 ;反 之 ,经 济不发达的社会 ,抚养子女的资用愈低。如在关田 ,随 着经济的发 }∫t.抚 许子女

的赍用越来越高。据统计 9把一个婴儿抚养成丿\,6O年 {1约为 3万关元 ,70年 {辶 为 9丿∫关 :咕 .现 在

则上升到 ⒛ 多万美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丿\们 出能直观地感受到 ,在 绐济桕对浩丿亡l的 农‖ .

尽管人们生活艰苦 ,但在生育子女时几乎很少考虑子女出生后是否有经济能力抚芥 .因 为在他们
·
刂

看来家庭中多儿个孩子并不需要增加什么负担 ,其 原囚就是他们对生存资料的耍求低 ,抚 诈子女

的赞用也就低,只 要有口饭吃即可 ,吃的质量也很少讲究。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 .丿、们在生仃子

女时就考虑比较多 ,如 保姆、入托、营养、上学、医疗赞用、住房 (衣 着等等都可能想到。许多 人囚此

不愿意多生孩子。日前我囤控制人口工作在城市比农村要容易做些 ,原囚之一在 1t城 乡经济状 })已

不同。

人类生育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 ,人 们关于生育的认识 .往 往出只足从 一个侧⒎ii

去观察 ,因 而得出的结论也只具有桕对的正确性。窝裕者出生率低 ,贫穷者出生率禹 .这 反映 Γ jⅠ

代以来社会的生育怙况 .然 而 ,这种认识决非是人类生肓的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规律。笔 :肖
·
以 丨1所

提出的三点意见 ,只 是对
“
贫困多育、富裕少育

”
这种认识作一些近乎合理的分忻。当今 ||上 抖对f扛

育的认识多砷多样 ,生育理论也很不相同 .其 屮每一种认识都足从一个角度说出丁一定的迸理 .

但决非是全面的认识。复杂的生育现象也必然有复杂的生育理论,这 足我们 I旰究生商理讠色时要充

分注意到的一种情况。

上面三点思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 日前我国农村控制人口工作难度很大的一些历tH。 我 |11

农村生育率现在还远远高于城市 ,人们总想多生孩子 ,主要原囚还是农村经济蒋后。上面讲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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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道理 ,就 目前我国的农村经济状况来看 ,每一点都说得通 。所 以 ,要 使农村控制人 口工作容易

做 ,根本上还是要发展经济 ,使人们富裕起来 。

注释

E1]亚 当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 ,商 务印书馆 1987年版 ,第 72页 。

E2]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第 450页 。

E3I删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 ,商 务印书馆 1987年版 ,第 zO5、 ⒛1页 。

E5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 ,第 705页 。

(上接第 33页 )

会利益 ,意识到并且能够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意味着市场主体必须用市场运行的

基本规则来衡量 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因此 ,要引导主体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益与公平、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做到在
“
知

”
上一心向善 ,在

“
行

”
上积极为善 ,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

图和欺诈行为 ,形成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

义利观。要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人格 ,以 利于增进主体义务感和责任感 ,形 成良好

的交易风气 ,从而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体系和平衡的社会利益系统 ,推动当代中国

社会变革进程的稳定发展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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