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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仅69.9岁
这么离谱的谣言如何来的

最近，贾平凹之女、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贾
浅浅修改了自己在西北大学文学院官网的简历，但
这一修改却改出了新的“问题”。

此次修改有两个地方：第一处，其在西北大学
的博士学习已于2024年 12月结束，目前已获博
士学位；第二处，其在西北大学学习经历由“1998
年 9月至 2003年 7月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
科”修改为“2000年 9月至2003年 7月西北大学
本科”。

对此，西北大学文学院工作人员24日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不清楚学院官网贾浅浅信息更改一事，
但官网上老师的个人信息均由本人提供，包括贾浅
浅在内。

根据目前施行的《西北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
定》，“学校本科各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五年），实
行弹性学习年限制度，学生在校学习年限为三至六
年（五年制本科学生在校学习年限为四至七年）。”

对此，记者询问了负责本科生学籍、学历、学
位、考试、成绩及教学运行等相关教学管理文件的
制订、修订与落实等工作的西北大学教务处教务
科。该科工作人员提到，西北大学的学分制于
2018年开始正式执行，在学分制下，本科生的正常
毕业范围是三至六年。很多高校都有类似三年制
提前毕业的先例，但也不清楚贾浅浅信息更改的
相关情况。

一个学者的本科学习经历可长可短，随意收
缩，这自然引发了舆论场的高度关注。

作为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进入公众视野源于
2022年其进入中国作协拟发展会员公示名单。有
网友质疑其部分作品文学水平不高，中国作协最终
决定不将其列入2022年新会员名单。

在那一次争论中，其“1998年9月至2003年7
月”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习
经历，网友也有争议。有网友认为，其5年本科学习
经历实为“专升本”，以此质疑其学习能力。贾浅浅
此次主动修改本科学习经历的时限不排除是对
2022年外界对其争议的一种“回应”。

但这一“回应”非但没有打消外界的顾虑，反而
引发了更多的疑问：

第一，1998年9月至2000年7月，贾浅浅在做
什么？是否也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习？

第二，如果1998年9月至2000年7月，贾浅浅
也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学历层
次是专科还是本科？

第三，贾浅浅从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三
年时间就读完了本科，是提前毕业还是另有隐情？
为什么之前填报的是5年完成本科学习？

第四，如果贾浅浅1998年9月至2000年7月
在西北大学读专科，2000年9月份之后转为本科，
其间经历了何种考试或者考核程序实现了这一转
化？是否属于“专转本”（不同于专升本，指的是专
科学校在校生通过一定程序转入本科院校相应年
级学习，最后取得本科学历）？

第五，如果贾浅浅属于“专转本”，当年其经历
了哪些程序？

根据西北大学文学院官网简历，出生于1979
年11月的贾浅浅现任西北大学副教授，隶属创意写
作教研室，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诗歌。她
于2000年 9月至2003年 7月本科就读于西北大
学，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研究生就读于陕西
师范大学中文系，2018年9月至2024年12月博士
就读于西北大学。2003年8月至2018年7月，贾浅
浅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后于2018年9月起
在西北大学文学院任教至今。

贾浅浅近年来主要科研成果包括《生命的言说
与意义——试论贾平凹的书法创作》《文学视域下
贾平凹绘画艺术研究》《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变奏
——贾平凹〈古璐〉的叙事策略》《写给父亲的一封
信》等，完成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贾平
凹书画与文学艺术精神关联性研究（2015.1—
2016.12）》，并曾于2017年12月获第二届陕西青年
文学奖（诗歌奖）。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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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声称“中国平均
寿命近年来连年下降”的内容。其中，“2024年中国
男性平均寿命仅为69.9岁”的说法更是引发网友热
议。记者调查发现，相关数据毫无根据，有自媒体混
淆概念、借题发挥、推波助澜。

错误数据是从何而来？实际情况怎么样？一起
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传言中的内容从何而来？记者借助AI大
模型工具进行了一次全网溯源。

记者发现，AI大模型工具搜索到的这篇文
章的标题含糊不清、内容粗糙杂乱，文章并没有
明确解释“2024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69.9
岁，女性平均寿命为78.5岁”相关内容的具体来
源，只是笼统称“2024年某项数据统计表明”。
更为关键的是，这篇文章的发布时间是2024年
9月19日，这也证明，文章并未完全统计全年情
况就对2024年乱下结论。对此，AI大模型工
具也给出它的观点。

AI搜索结果显示：要准确得出一个年份
的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数据，需要完整收集全
年的死亡人口等相关数据并进行复杂计算，
通常很难在当年9月就得出准确结果。且目
前除了一些网络文章提及外，没有看到来自
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等权威部门的正式
发布和确认。

实际上，能帮助搜寻谣言源头的AI大模型
工具也可能成为谣言传播的助力者。记者在查
询相关内容时发现，有AI大模型工具声称：“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
73.64岁，2020年为74.7岁。”这也与网传图片
中这两个年份的数据相吻合。但记者在国家统

计局官网并未找到这一数据的原始发布信息。
记者追问后，AI大模型工具改口表示，该数据
可能源自自媒体对“平均寿命”与“预期寿命”概
念的混淆，或对非官方统计的误读。

此前，“80后死亡率破5.2%”这一谣言就
在网上引发过广泛关注，谣言背后就有AI大
模型的身影。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
学院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表
示，尽管AI大模型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数
据，并从中提取有价值信息，但由于存在训练
语料受到污染等局限性因素，可能会发生“机
器幻觉”和“机器欺骗”情况，使用者要有自己
的判断能力。

刘伟说：“‘机器欺骗’和‘机器幻觉’的根本
就在于生成式语言大模型都是基于统计概率和
数学规则，没有真实世界的价值和事实的观
念。因为我们的文本里面有大量的错误，也有
虚假的，也有恶意的，这些它都要学习。它学什
么就会输出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
大家建立起人、机器智能和环境协调统一的思
想。把人的常识和任务环境结合在一起来进行
比对，知道它哪些问题回答得比较好，哪些问题
偏离了正常的事实和价值观。”

据央广网

错误数据从何而来？

近期，一些自媒体博主发布文字或视频称
“2024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69.9岁，女性平
均寿命为78.5岁”。

一张网传图片显示，2021年—2024年，我
国男性平均寿命连续四年下降，从75.46岁下降
至69.9岁；女性平均寿命也从2019年最高时的
80.93岁下降到78.5岁。

有自媒体博主借此渲染过劳工作、食品安
全、环境污染等内容，引发热议。记者发现，不少
发布者竟为平台认证的三甲医院医生，有博主声
称该数据由权威部门发布，真实可靠，相关内容
获得上万点赞。这些数据也引起了一些网友质
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寿命怎么会连年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深
耕人口老龄化、人口与发展等领域多年，他明确
指出，自媒体博主首先就混淆了“平均寿命”与

“平均预期寿命”这两个概念。传言中提到的
“平均寿命”实则是“平均死亡年龄”，指所有死
者年龄的平均值。

杜鹏说：“一般不叫平均寿命，标准的说法
就叫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寿命是指这一年去世
的人，把他们的年龄都加起来，除以这一年的死
亡人数，这叫平均寿命。平均寿命很难算，光拿
这一年死了多少人，是算不出这个数的。还要
分男性和女性，那就更难算了。平时网上炒作
的这些人，显然不懂这个计算方法，也拿不到这
个数。”

杜鹏介绍，由于计算所得结果会因死亡人
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而严重扭曲，不能准确反映

人口寿命水平，因此“平均寿命”这个概念并不
常用。他举例说，在其他情况完全相同的条件
下，如果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老，那么，它每
年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的数量就会多，计算的平
均死亡年龄就比较高。

相比之下，平均预期寿命则是一个更常用
的概念，它基于当前各年龄段死亡率，预测新生
儿未来可能存活的平均年数，消除了年龄结构
影响，能够反映人口真实寿命水平。

杜鹏说：“平均预期寿命是假定一批人按
照某一年的分年龄死亡率度过一生，他们平
均的存活年数。比如2024年新出生的小孩，
按照2024年分年龄死亡率度过一生，预期的
寿命。”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4年发布的《2023年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78.6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4.5‰，
为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实际情况与各自媒体博
主“人均寿命连年下降”的说法完全不符。在杜
鹏看来，传言根本站不住脚。

杜鹏说：“平均预期寿命是用分年龄死亡率
算出来的，所以没有发生这种大的变化，导致分
年龄死亡率增长的情况下，预期寿命是不会减
少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的进步，存活率是越来越高的，分年龄死亡率是
在下降的。看每年公布的死亡人数，比如刚公
布的2024年比2023年死亡人数还少，预期寿
命不可能往下降。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个数是怎
么算出来的，没有科学依据。”

离谱谣言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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