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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我 的 今 日 与 明 日

绝绝处处能能否否逢逢““生生””
日本遭遇“老龄化”与“少子化”双重危机

政府送你避孕套

2013年11月15日，中国公布
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单
独”二胎政策成为日本媒体关注
的焦点。NHK、《读卖新闻》、《朝
日新闻》等主流媒体都以“计划
生育政策缓和”为题进行了关
注。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媒体没
有像欧美媒体一样，对“计划生
育”本身做太多解释，原因估计
是他们对这一思路太熟了———
在担心人丁凋零以前，他们也担
心过自己的国家会人口爆炸。

二战后，从海外回流的大量
复员军人和日侨让这个岛国顿
时拥挤不堪。更为雪上加霜的
是，退伍的丈夫们此时又多半没
啥正经工作，于是大量闲散年轻
夫妻都憋在家里“造人”。这场全
民运动的结果是，在1947年到
1949年短短3年里，日本出生了
270万小孩，成为日本战后第一
波婴儿潮。

这个数字可把当时主司分
发救济粮的厚生劳动省吓坏了，
认为长此下去日本就会因人满
为患而灭亡。1948年，日本专门
出台了一个旨在控制人口的“家
庭计划”，并成立了专门的日本
家庭计划普及会。从这一年开
始，日本度过一段堪称“奇葩”的
岁月——— 政府一口气批准了近
80种避孕药和杀精药；各类主流
报章上大谈要对“家庭计划”的
重要性进行彻底教育；公务员们
更是挨家挨户给老百姓发避孕
套，讲解使用方式，苦口婆心劝
导民众要为“国益”而节制欲望。

在政府的努力下，日本的生
育率急速下降，到了上世纪五十
年代末，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育
龄女子生育孩子的平均数目)已
经由战后初期的4 . 5迅速下降
到2 . 14的理想值附近。虽然之
后在六七十年代，随着战后第一
代人进入生育期，日本迎来了第
二波婴儿潮，但从此之后，日本

人口出生率就开始逐年下降，之
后鲜有反弹。但没过多久，日本
人就为这一成功肠子都悔青了。

大臣带头生孩子

少子化问题在日本有“静默
的危机”之称，它几乎是在不知
不觉中突然冒出来的，打了日本
社会一个措手不及——— 1990年6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1989年
的 日 本 总 和 生 育 率 下 降 到
1 . 57，创战后新低。这一数据让
日本人感到了一阵寒意，一只无
形的手似乎已开始为日本社会
实行更高效的“人口减员”计划。

1 9 9 0年这一事件被称为
“1 . 57危机”，从那以后，“少子
化”替代了当年的“人口爆炸”，
成为日本最为头疼的问题。政府
的工作方向也随之转变，为了鼓
励生育，早在1995年，日本政府
就完善了育儿休业制度，保障女
性在生育前后可以获得足够的
假期保障。2003年，日本正式设
立了“少子化担当相”一职，同年
通过《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
以立法形式将治理少子化立为
国策。

现今日本政府劝国民多生
孩子的劲头，一点也不输给他们
当年上门送避孕套的前辈———
比如，前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
曾任少子化担当相的小渊优子，
在任期间就生了两个孩子，以

“身体力行”的方式倡导生育。但
政府即便如此拼命，少子化问题
却仍不见好转，2005年日本总和
生育率探底至1 . 26，几乎就在
同一时间，在战后第一波婴儿潮
中出生的人们开始陆续退休，老
龄化与少子化的“前追后堵”，似
乎将日本逼上了绝境。

现在回头晚不晚？

作为世界上首个将治理
“少子化”作为国策的国家，日
本努力了近二十年却不见效
果，说句实话，这个结果其实

也冤也不冤。
说它冤枉，是因为日本处于

东方文化圈中，“少子化”问题来
临时较欧美国家更加迅猛。日
本新一代女性们宁可不结婚
不产子，也不愿婚后沦为丈夫
的附庸。

说它不冤，则是由于日本
政府虽然为了治理少子化出
台了不少政策，但政策大多口
惠而实不至。实际上，论起给
妇女儿童送福利来，日本可以
说抠到家了，政府用在儿童福
利上的钱是所有发达国家中
最少的，仅占GDP的2%不到，
与之相应的，其儿童贫困率则
高达9 . 5%，在发达国家中仅次
于美国。

补助的不足，造成了日本年
轻人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不敢
生育孩子，有调查显示，一个日
本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所
需费用是 2 9 8 5 万日元 ( 约合
400万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
上较为低廉的国立、公立学校
的费用。而在少子化调查中，
选择“生孩子和养孩子有很大的
经 济 负 担 ，很 难 承 担 ”的 占
39 . 0%，“生不起”成了少子化问
题的最大诱因。

正如不少人口学家所指出
的那样，日本打一开始就错过了
治理少子化问题的最好时机。日
本生育率低于正常水平的苗头，
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
日本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中，80年
代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
国，政府有的是钱。如果当时
就出台一系列福利政策，稳定
生 育 率 ，不 仅 政 府 有 能 力 执
行，在向好的经济环境下，民众
也有意愿生育。

不幸的是，日本社会偏偏等
到90年代初才真正重视起这一
问题，但这时日本经济已经开始
走下坡路了。经济泡沫破裂、“失
去的十年”、劳动力匮乏、老龄化
加剧等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已
经让政府焦头烂额，这时再奢谈
拿出大笔资金来鼓励生育，就显
得捉襟见肘。想让已经负债累累
的日本政府出钱搞福利，势必要
增加税收，而税收负担最终会转
化为生活压力，进一步压低年轻
人已经不高的生育热情。日本的
少子化危机，实际上已经陷入了
一场死循环中。

也许，对于人口是否可以
被计划的问题，在未来将仍然
是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但日
本面临的尴尬启示我们，既然
要计划，就应早作打算，不要
等到危机在静默中到来时，才
惊觉自己已经难以自拔而悔
之晚矣。

最近三十年来，一场危机让日本人开始心里打鼓：这个国家越来越少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了，日本正经历一场“少子化””危
机。2012年，全日本只有不到104万个新生儿诞生。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如果“少子化”现象继续发展，2050
年人口将减少到1亿，2100年则将减少至6400万，日本将因劳动力不足和人口结构失调而陷入长期停滞和倒退。

东京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进行裸身体育锻炼。（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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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2013逝者

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
统治，曼德拉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
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其间曾被监禁
长达 27 年之久。最终，从阶下囚一
跃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为新南
非开创了一个民主统一的局面。他
是上世纪90年代非洲乃至世界政
坛上一颗最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曼德拉 种族隔离斗士

（1918 . 7 . 18～2013 . 12 . 5)

撒切尔夫人 铁娘子

(1925 . 10 . 13～2013 . 4 . 8)

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第49任首
相，右翼政治家，1979年-1990年在
任，她是迄今为止英国唯一一位女
首相，也是自19世纪初利物浦伯爵
以来连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她
的政治哲学与政策主张被通称为

“撒切尔主义”。在任首相期间，对
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貌作出
了既深且广的改变。

查韦斯 拉美左翼旗帜

（1954 . 7 . 28～2013 . 3 . 5)

军人出身的查韦斯，在 1998 年
的大选中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此
后，他先后在 2000 年、2006 年和
2012 年三次连任总统。2011 年被查
出身体内有恶性肿瘤，在与病魔斗
争两年后于 2013 年病逝。查韦斯具
有浓重的中国情结，特别推崇毛泽
东思想，先后 6 次访华，为委中关
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科斯 经济学大师

(1910 . 12 . 29～2013 . 9 . 2)

科斯教授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
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他的经济
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主流经济
学，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范
式。他以英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
国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科斯教授
曾说，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
国，是终生莫大遗憾。 老龄化已成为困扰日本的一大问题。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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