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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均衡的条件

完全垄断条件下，由于厂商即行业，它提供了整个行业所需要的全部产品，厂商可
以控制和操纵市场价格，所以不存在有规律性的供给曲线，也无行业需求曲线和行
业供给曲线，这些与完全竞争条件下是不相同的。 厂商长期均衡的条件在短期内，
完全垄断厂商虽然可以实现均衡，但由于不能调整生产规模，在短期均衡时可能会
有亏损。但在长期中，完全垄断厂商可以调整全部生产要素，改变生产规模，从技
术、管理等方面取得规模经济，所以厂商总会使自己获得超额利润。加之完全垄断
行业在长期内也不可能有其他厂商加入，厂商的超额利润应该是可以长期保持的。
如果一个完全垄断厂商在长期经营中总收益不能弥补其经济成本，那么，除非政府
给予长期补贴，否则其势必会推出此行业。完全垄断行业的长期均衡是以拥有超额
利润为特征的，长期均衡条件是： MR=LMC=SMC
其中：MR:边际收益;LMC:长期边际成本;SMC:短期边际成本。 完全垄断是指整个
行业中只有一个生产者的市场结构。指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某一行业只有一家公司供
应产品或服务。 完全垄断条件下，由于厂商即行业，它提供了整个行业所需要的 

长期均衡怎么形成的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放开三胎生育，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
”)揭晓之后、国家针对普查中发现的问题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其标志着我国人口战
略已开始由“抑制发展”向“适度发展”、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
，意义非常重大。 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性，是由我们所处发展阶段和现实
人口形势决定的：第一，尽管人口规模仍然是决定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重要因素
，但我们人口大国的地位早已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口
规模已不再是影响综合国力和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第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已达
到了新的历史起点，经济增长受人口红利影响已显著减弱，而主要取决于人口素质
和资本投入。第三，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最突出的人口问题。半个多世纪的计划生育
——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人口发展的原发动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发
生人口规模过度膨胀危机的可能性已基本消除，但发生人口发展过缓、规模萎缩的
可能性却在不断增大。立足新起点、审视新形势，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既可避
免人口发展过快或过缓的危机，也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均衡稳定供给和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必须成为我们今后长期坚持的基本战略。
正确认识人口发展中的问题与成因
山东素有全国人口“晴雨表”的称谓，人口问题可以通过山东来看全国。
当前人口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最为突出的：一是“少子化”趋势明显。抑制新生人
口过快增长曾是我们为防止人口过度膨胀危机的主要政策取向，低生育率一度成为
常态。2015年放开二胎生育以后，新生人口虽有短暂回升，但很快又呈现出持续减
少态势。从山东的情况看，二胎生育放开伊始，累积了几十年的二孩生育意愿在20
16和2017两年中得到了集中释放，新生婴儿由2015年的124万人猛增到了17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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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75万人，分别比2015年增加了42.7%和41.1%，按照其“六人普”资料和生育
模式推算(下同)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度达到了2.40和2.43.但随着放开二孩生
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突发效应的弱化，新生人口又陡一直把防止人口过快增长作为首
要任务的惯性思维，工作中很难摆脱“宁慢勿快”思想的影响。2015年放开的二胎
生育，客观上也是沿袭了抑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传统思维。人口正常更替的起码要
求，是平均一对夫妇至少生育两个孩子。放开2胎是最多可以生育2胎，而并不是平
均生育2胎。这里且不说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仅考虑不少妇女不能生、不想生的
因素，人口代谢失衡、结构恶化就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我们曾一度把1.8的育龄妇
女总和生育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目标生育率就可以看出，其所体现的仍然是抑制
生育的思维模式。二是建国后“两个30年”不均衡生育的矛盾积累。建国后至200
9年，我国的婴儿生育可划分为高峰期和低谷期两个不同的30年，正是这两个不同
的30年，推动了当前我国人口形势的形成。从山东情况看，1950—1979年，平均
每年出生人口166万人;1980—2009年，平均每年出生113万人，后30年比前30年
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按照国际标准，1950—1979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于2
015年前后开始越过65岁界限，进入了老龄化计算范围;而1980—2009年出生的人
口，则逐步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这样，就势必形成一种头重脚轻的
“倒锥台”人口结构，人口的快速老化已不可逆转。同时，1980年后出生人口的急
剧减少，也直接影响了本世纪前半期的育龄妇女数量，“少子化”现象短期内很难
转圜。三是对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认识不足。长期的计划生育——特别是 “独生
子女”政策的实施，使人们的生育由无意识的盲目行为快速转变为有意识的自主行
为，生育观念也由传统的多子多福转向了优生优育，加上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保
障水平的迅速提高，无后为大、养儿防老思想也日趋淡化。2015年底，全省1971
至1995年出生——亦即20至45岁的育龄妇女约为1790万人，除去已生育两孩以上
的，放开二胎生育后，尚有约700万以上的育龄妇女可以生育二胎。而实际情况则
是：2016和2017两年，在两孩生育以外属于历史补偿性生育的仅占可生育人数的8
.5%左右，90%以上的育龄妇女主动放弃了二胎生育。这一现象说明，人们对生育
二孩的愿望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强烈。四是对新形势下人口发展态势的认知与研判
不尽到位。一直以来，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仅从缓解就业和资
源环境压力方面去考虑问题，而有人则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着正面的积极
意义。正是受这些认识的影响，面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发展态势，我们仍把着
力点放在了防范人口的过快增长上。对放开二孩生育的作用估计过高，也反应了我
们对人口发展态势的判断和把握不够精准，甚至有人还曾担心放开二孩生育会引起
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其实，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命题以后，各地
对二孩生育的限制就已经有所松动：2014和2015两年，按山东“六人普”资料和
生育模式推算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分别由2013年的1.38提高到了1.78和1.6.
已接近或达到了放开二孩生育的正常水平。这说明，放开二孩生育的主要作用是确
认了二孩生育的合法性，而对刺激生育的作用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大。五是人均预期
寿命延长也是推动人口结构老化的因素之一。山东的情况是，人均期望寿命从1982
年的69.2岁已经提高到了2019年的78.9岁，平均每4年便可提高1岁以上。人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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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寿命的大幅延长，势必增大老龄人口的所占比重，这也是之所以有人会认为人口
老龄化是社会进步体现的主要原因。按照上述模型预测，与2020年相比，2030年
、2040年和2050年，山东的老龄化率将由15.1%提高到20.9%、27.7%和29.8%，
分别比2020年增加5.8、12.6和14.7个百分点。其中，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分别增
加0.7、2.4和4.6个百分点;因“少子化”增加5.1、10.2和10.1个百分点。这就是说
，在今后几十年中，推动人口结构老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少子化”，但人均期望寿
命延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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