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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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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包含经济增长、健康医疗、教育等因素的人类发展指数，运用归纳演绎和对比研究法，比较中国、

印度、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研究发现：人均收入高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受教育程度往往会更高；中国

人类发展指数已经全面超过印度，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中国人均预期

寿命超过美国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最新成就与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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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均收入高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

受教育程度往往会更高

发展一直是各个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各个

国家为了尽快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消除贫困和增强

国力，越来越重视 GDP 和人均 GDP，多数国家的

发展均以 GDP 增长为首要目标，众多政府工作均

以 GDP 增长为目标来展开 [1]。但是单纯过度追求

GDP 增长也有一定缺陷，容易忽略社会公平和人本

身的发展。发展并非单指经济增长，人民的健康医

疗权和受教育权同样重要，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和

基础设施能有效保障人民健康、延长人民寿命，能

集中体现出国家和社会对人民生存权的关注，而惠

及更多人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能使民众更好地掌握

劳动技能，服务和发展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关注人

民自由权利和长远发展的重要体现。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UNDP）在《199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

经济增长并非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全部，健康、教育

等也是人类均衡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

健康医疗、教育等因素都应包含于人类发展指数中，

指导政府和社会关注人类的综合长远发展。人类发

展指数能比 GDP 更好、更全面地衡量社会发展。

因此，更加注重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类发展指

数越来越受到政府及学者们的关注 [2]14-15。

人类发展指数包含很多内容，但是其中主要指

标有人均 GDP 指数、人均预期寿命指数、人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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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指数三个方面。其中人均预期寿命、人均

受教育程度往往与人均 GDP 高度正相关；《2020

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表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

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往往高于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往

往高于低收入国家 [3]。

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超过印度，正是由

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观

中国和印度从 70 余年前主权独立，到现在已

发展成为世界人口、经济规模化的大国，两国在经

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人类

发展指数不断提升。可以说中印两国 70 余年来在

发展中国家中是“优等生”，这两个国家无论是

人口规模还是发展历程，都十分具有对比分析的

价值 [2]15-16。

1949 年、1950 年中印两国先后结束了被帝国主

义长期侵略的历史，获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开始

聚焦本国的经济建设。但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

起点和国际环境有所不同。长期遭受英国殖民侵略

的印度，虽然原有的国内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但保留了英国殖民时期先进的工业生产设备和部分

教育制度，国际环境相对宽松；而中国在遭受列强

侵略后，损失大量的白银和土地，长期的战争导致

经济和人口大幅下降，基本没有工业基础，依然是

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较低。1952 年，印度的

人均 GDP、人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均预期寿命均高于

中国 [2]19-21。

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2021 年，中国三个方面的

人类发展指数均远超印度 [2]19-22。有人认为，中国人

类发展指数高于印度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高，

人均 GDP 超过印度带来的，其实不然。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土地所有权收

归国有；在国际社会上靠近苏联，取得抗美援朝战

争的伟大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设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一五”计划的顺利实

施为新中国打下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三大改造（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完成，标志着我

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印度在同时期由于种

姓制度和性别偏见，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出生率、

弃婴率、文盲率较高，低下的生产关系无法满足生

产力发展的需求。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

经济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在健康卫生方面

建立了效率高、覆盖广的医疗卫生体系。例如，在

县以上城市建立了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防疫站，

在乡镇建立了卫生所，偏远农村地区还有赤脚医生，

能有效处理一般疾病；同时县、乡、村三级医疗体

系对防治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狂犬病、肺炎等

传染病也非常有效，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和人均

寿命。在教育方面，中国狠抓义务教育，提升民众

的识字率。印度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开始了绿色革命，政府大力发

展生产，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为社会经济发展打

下了良好基础；在医疗体系的建设上，建立了相对

免费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确保民众看小病可

由政府支付，看大病花小钱，先看病后交钱，在全

国建立诊疗所和社区医疗机构，保障了民众的健康

需求；在教育方面，增加了小学、高中、高等教育

在适龄受教育学生中的比例。但显然，由于中国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普通大众得

到的实惠更多，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人均受教

育程度和人均预期寿命就超过印度。在这之后，中

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

会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历史奇迹，发展优势开始凸

显，到 1992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印度 [2]15-22。

正是由于中国不断进行超前的人力资本投资，

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纵观中印 70 多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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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虽然有时可能在

短期内会影响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却会促进经

济更好、更包容地增长。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显

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3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是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观的最新成就与重要体现

美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 世纪初，

美国开始工业化进程；美国南北内战后，工业化进

程加速推进；在一战爆发前，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且 GDP 总量超过英国、法国；二战之后，美国和

苏联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期间，美国在

经济、军事、政治、科技、医疗卫生、教育、文化

等方面持续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

超级大国，其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卫生、教

育等方面继续领跑全球，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达

国家 [4]。

2019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3%，虽低于中

国的 6.1%，但其 GDP 总量高达 21.43 万亿美元，

高于中国的 14.36 万亿美元，按汇率法计算美国的

人均 GDP 大约是中国的 6.4 倍①。教育方面，美国

中小学教育由各州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共同管

理，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学校，实行 10 年义务教育，

教育普及率较高，名校众多，世界排名前 20 的高

校多为美国高校。美国人均收入和人均受教育程度

高于中国 [5]。

2019 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8.8 岁，高于中

国的 77.3 岁 1.5 岁②。人均预期寿命计算十分复杂，

为了方便理解，可以近似地看成该年死亡人年龄的

平均数（这个值会略低于人均预期寿命，因为人均

预期寿命还与人口的年龄分布有关）。

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至 2020 年 7 月，

美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接近 400 万人，死亡人数

已超过 14.3 万人 [6]。据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的 3 年，美国人均预期寿

命呈现断崖式下降趋势，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76.1 岁，

相比 2019 年缩短了 2.7 岁，出现近 100 年以来的

最大降幅；性别方面，2021 年，美国女性的平均

预期寿命为 79.1 岁，美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只有

73.2 岁。2021 年，中国 GDP 总量持续增长，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1/5，人均预期寿命为 78.2 岁，超

过美国 2.1 岁③。

2021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有偶然性，

但也有其必然性。偶然性是美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必然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相对超前的

人力资本投入，长期致力于改善医疗和教育条件，

将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医疗、教育等方面 [7]，实施

扶贫减贫政策，将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

民众，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8]。美国相反，虽然

医疗支出达到 GDP 的 16%，但其人均预期寿命却低

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二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

保持 40 余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全面快速发展，使中国与美国人均预期寿命

不断拉近。偶然性中有其必然性也体现在中美两国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不同表现与机制。中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抗疫理念，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

态度。面对疫情，中国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及时

采取行动，采取检测、感染者隔离、修建方仓医院

① 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公布 2019 年四季度 GDP 数据。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9 年发布数据。

③ 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2 年发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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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病人等方式积极抗疫，统筹社会经济恢复发展

与疫情防控 [9]。世界各国在应对疫情上采取不同策

略，是由发展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同造成

的，相比之下，中国更加关心普通民众的安危，秉

承“共享式”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观，公平、包容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10]。中国

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包容性绿色发

展跟踪调查”（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Follow-

up Survey，IGDS）发现，截至 2021 年 12 月，人民

认可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勇于担当，积极

作为，90% 以上的民众支持政府防控疫情工作，并

积极配合，对政府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

感到满意。IGDS 还发现，相较于美国，99.44% 受

访者更加认可中国政府的抗疫工作①。

还要说明的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看到了中

美两国对人权的态度。美国对待经济增长、医疗健

康服务、教育服务是具有偏向性的，美国式“民主”

是少数人的民主。IGDS 调查数据显示，83.14% 的

受访民众认为美国没有真正尊重人权，经济增长、

健康医疗、教育资源等红利向社会少数人倾斜。相

反，93.35%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领导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坚持经

济增长、健康医疗、教育资源服务的包容性、普惠性，

在扶贫减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容普惠发展等

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绩，中国对人权的重视程度深

入人心②。

中国始终坚持包容性、普惠性发展理念，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在人均预期寿命超过印度 30 年后，

人均 GDP 超过了印度，2021 年人均预期寿命超越了

美国。

4 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中国、印度、美国

人类发展指数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在提升人类发

展指数、实现经济社会包容普惠发展方面取得的成

果。总结经验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

共产党一直都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一直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二是制度优势。中国所走

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人

民利益永远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人民的收入、健康、

教育水平永远是中国致力于提升的目标。三是文化

优势。中国是一个拥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

国家，中华文明 5000 多年延绵不断、经久不衰，

教会我们如何尊重生命。对这一事实及其意义，应

加大力度宣传。

第二，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的超前投资。自从

1992 年人均 GDP 超越印度后，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进一步完善；在当时人均 GDP 仍远落后世界平均

水平的情况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却比世界平均预

期寿命高 3.4 岁。2021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首次

超越美国。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新时期，中国应

该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化

医疗服务向基层倾斜，进一步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维护抗疫成果。同时，人均教育水平会影响人均健

康素质，从而影响人均寿命的提升。目前，中国人

均受教育程度已经开始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当（原

来是远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这当然与近年

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关，但也与近年来中国在教

育方面投入结构不尽合理有关，特别是与中国义务

教育年限较短有关。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提升民

Study & Discuss    研究与探讨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研 (IGDS)：IGDS-A202104”，http://igds.org.cn。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研 (IGDS)：IGDS-A202104”，http://igd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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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康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人均受教育程度，

坚持超前人力资本投入，实现经济社会普惠性、包

容性发展的目标。

第三，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关

系，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提升劳动力质量。随着中

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在全面提高中国的

人均预期寿命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红利下降给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挑战，却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应将对劳动力数量的追求逐步

变为对劳动力质量的重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

视对人力资本的超前投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综合

素质，着力满足老年人人力资本开发需求。可以通

过教育培训、学校培训等方式，强化老年人技术技

能；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助力推动老龄产业的

发展；充分展现老年人技术娴熟、阅历丰富的优点，

合理配置老龄化人口资源；让老年人积极参与到社

会发展实践中，使老年人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造就

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更加包容、普

惠性的社会发展环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

好地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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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Gang   WANG Zilong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AS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cluding economic growth,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and compar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of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nductive deduction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untries with high per 

capita income tend to have higher life expectancy and education level; China’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as comprehensively surpassed India’s, because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and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at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 has surpassed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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