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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消费居然超过了一万
亿元。”7日上午，正在家里收看商
务部长答记者问的济南市民大陈
感叹道，尽管刚从韩国回来的他
见识了国人疯狂的消费热情，但
还是被部长高虎城口中的数字吓
了一跳。但对于高虎城“境外消费
高主要原因是价格差”的说法，大
陈觉得，“除了价格，质量好也是
不能忽视的因素。”

高虎城在回答一名记者“商
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促进这些海
外消费力回流”的问题时透露，

“中国的出境人数已超过1亿人
次，中国的境外购物也在迅速地
增长。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中国
境外消费已经超过1万亿人民币。
形成这样一个境外消费的成因是
多种的，我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价格的差价。”

会有这么大的数字，高虎城
认为原因有三。“初步分析形成这
种价格比较大的悬殊，导致境外
采购、境外消费迅速增加，一是在
税费上有着比较高的税率，特别
是某些产品的消费税，这是形成
比较悬殊价格的因素之一。二是
国内的流通成本过高、环节过多，
市场仍然存在着在物流方面和管
理方面进一步减少成本的空间。
三是国外品牌商对华的定价政
策。”

有过多次出境游的大陈，对
高虎城的观点持赞同态度，但他
认为商品质量也是国人喜好出
国购物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像
出国买马桶盖，如果不是因为质
量好，谁会愿意费这么大事儿。”
全国政协常委、商务部原部长陈
德铭的观点和大陈相仿，他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日本（马桶盖）
的产品质量和性能比较好，加上
在日本的售价比外销到中国的价
格要低很多，自然吸引了很多中
国消费者。”

如何把国人高涨的境外消费
热情拉回来？高虎城表示，下一步
所采取的措施引导国外采购的回
流，也从以上三个方面着力。他称
境外购物和消费是居民个人选
择，但这两年来国内外消费市场
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从国内来说，越来越多的消费是
个性化和多元化，而在国外的购
物却呈现了一种单一化和模仿
式的消费。高虎城说，随着中国
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这种局面
也会像前些年的“你有、我有、人
人有”这种排浪式、模仿性的消费
逐步转向理性，回到正常的消费
状态。

就在去年的11月份，妈妈给我生了一个小弟弟，看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高兴的样子，我
的内心有点小纠结，他们还会像以前那么宠我吗？对了，我叫格格，今年11岁了。

爸爸是独生子，妈妈不是，小弟弟的出生，托了国家"单独二孩"政策的福。这项政策在我
的老家山东省，去年5月30日正式实施。

据说像我弟弟这样搭上政策快车出生的“二孩”全国有47万个，而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
符合生育条件的夫妻有1100万对呢！为啥“小弟弟小妹妹们”来得不够猛烈呢？

商务部长高虎城：

国人去年

境外消费超万亿

小小弟弟弟弟一一来来，，爸爸妈妈有有点点HHOOLLDD不不住住
“二孩”效果在今年显现，我省将多生10万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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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出生了，白胖可爱。亲
朋好友都来道贺，邻居李叔叔
见到爸爸就说，“儿女双全，真
是羡慕嫉妒恨呀！”

可是，对小弟弟的到来，我
的心情蛮复杂的。他的到来，会
不会分走爸爸妈妈的爱？最近
几个月，我感觉已经挺明显啦，
为了照顾小弟弟，爷爷奶奶都
来了，还请了一个保姆。小姨注
意到了我的变化，她还给我下
了诊断书———“一胎焦虑症”。

哼哼，我不过是想想。最严
重的是，武汉一名13岁女孩，相
继以“逃学”、“跳楼”相威胁，更
是以割腕自杀等激烈行为威逼
怀上二胎的母亲打胎。其实，不
只我焦虑，爸爸妈妈也焦虑。

我妈天天算账：从怀孕到

生产，各种产检、营养费、胎教
用品、生产费、坐月子的费用，
我日常的吃喝拉撒，上幼儿园、
参加培训班、上学的费用，林林
总总，一直到大学毕业，妈妈说
至少需要30万块钱。我的成长需
要这些钱，弟弟肯定只多不少。
何况，他结婚还得买房子呢！

爷爷奶奶说，养一个孩子
是把家里的资源都集中，养两
个孩子肯定要重新分配，一个
家就挣这么些钱呀！爸爸自己
也说，他当初也是个独生子女，
总觉得再多要个孩子好，真来
了就有点手忙脚乱，发现“生活
有点乱套”。这也难怪，他们这
个年纪的，好多都是独生子女。
专家说了，年轻的父母要进行
育儿观念的重塑。

有了小弟弟，爸爸毛脚了

小姨对政策了解得比较
透，她说，不仅是爸爸妈妈要有
适应期，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
服务也需要适应期。她说济南
每年产妇人数在8万人左右，而
产床只能以千计。虽然有周转
率，但床位还是相当紧张啊！

老师常说数据最有说服
力。我从网上查了查，济南的产
科床位一共有2777张，最多能
够容纳近15万名产妇，但是，爸
爸妈妈生孩子都想去大医院，大
医院床位有限，自然就会排队或
者在走廊里加床位。像我出生时
去的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七
个病区一共只有210个床位，每
年在这里生娃的数量多达1 . 5万
名，可以占到市区新生儿总量的
三分之一。再加上有的产妇需要
住院十几天，还有一部分外地转
来的危重孕妇，这样的医院产科
病床，不紧张才怪呢！

于是，小弟弟小妹妹们就
来得不那么猛烈了。前几天，山
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袭燕做客《阳光政务热

线》时透露，截至目前，全省累
计受理“单独二孩”再生育申请
30 . 02万份，已办结28 . 59万份，
再生育申请人数约占符合条件
人群的四分之一。另一个人口大
省河南，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共
受理“单独二孩”申请仅有31202
例；像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
申请生“二孩”的比例更小。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
群安提到，2014年新政刚刚开
始施行，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
段，因此预计2015年提出再生
育申请的人数将比2 0 1 4年有
所增加。

国家卫计委监督局监察专
员赵延配分析认为，“单独二
孩”涉及的人口对象，很大一部
分比例是城市人口，他们的生
育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尤其在政策允许以后，很多年
轻夫妇因为生育和养育成本问
题，或者工作和其他事业发展
方面的原因，不急于要孩子。有
些夫妇有了政策以后，也不急
于生了。

观念变了，“小弟弟们”来得不够猛烈

本报特派记者 王富晓 3月7日发自北京

“二孩”的感觉今年更明显

山东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
说，预计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

“单独二孩”出生将开始明显显
现。从目前人口出生统计掌握的
孕情看，现已怀孕的单独二孩夫
妻为10万对左右，都将在今年
出生。从2014年人口出生情况
看，由于2013年取消二孩生育
间隔的政策调整导致出生同比
增加21 . 3%，2015年受两项政策
调整叠加影响，预计人口出生还
将持续增加，将给社会公共资源
带来一定压力。

听全国政协委员王新奎说，
我国经济的腾飞受益于“人口红
利”，而据测算2025年后我国老
龄人口负担将飞跃式增长，“人
口红利”正在消失。但是，叔叔阿
姨们对“单独二孩”的反应似乎
又比预想的平淡许多，于是，就
有人希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贺优琳今年再次带着“全面
放开二胎”的议案来到北京，
这已经是他第5次在全国两会
上提出该建议。虽然“全面放
开 二 胎 ”也 遭 到 很 多 人 的 反
对，但贺优琳认为，加大各方
面的民生优惠政策力度很重

要，不仅是生育政策，还包括教
育、就业、健康等一系列的政策，
这样才能实现少儿人口、青年人
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
模的稳定。

澎湃新闻前几天报道说，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
提“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
摇”，这一变化引起了舆论关注。
对于这一表述的改变，中国人口
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
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分析，计划
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要改变
需要经过周密的论证，仅仅从政
府工作报告中“抠字眼”，就认为
政策出现了变化，这样的解读不
够科学。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
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
今年不会搞全面放开二胎的区
域性试点，单独二孩政策效果还
有待观察。在他看来，2014年

“二孩”增47万并不能代表单独
二孩政策的效果。因为，政策才
一年，还得观察几年，生育政策
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解
释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还
要考虑到人口流动性、经济负担
等很多影响问题。

高虎城在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养二胎成本

3年

3年

9年

3年

4年

婴幼儿时期

（0-3岁）

幼儿园阶段

（3-6岁）

小学，初中阶段

（6-15岁）

高中阶段

（15-18岁）

大学阶段

（18-22岁）

1500元/月 500元/月 5000元/月

奶粉 + 尿不湿+衣物+月嫂/月

=50000元（总花费）

2000元/月 1000元/月

学费+伙食 +假期生活费

=57000元

500元/年 25元/天 4元/天

学校杂费 + 伙食 + 交通

=92628元

1100元/学期 25元/天 4元/天

普通高中杂费 + 伙食 + 交通

=35976元

5000元/学年 2000元/学年 25元/天 8000元

杂费 + 住宿 + 伙食 + 电子产品

=72000元

备注：以穿老大衣服等理想状态为例，生个二胎养大，起
码要300000元

（全国平均水平）

隐性成本

教育成本 结婚成本

入托赞助费 购置学区房 择校费 男买房 女嫁妆

谁能抢到政策红利？

婴幼儿用品

儿童玩具

幼儿教辅

婴儿奶粉

动漫

儿童服装

房产

教育

殡葬

医疗

汽车

养老

这些钱花在了什么地方

8%

医疗8%

娱乐

14%

交通

22%

食品衣服

18%

教育

30%

住房

30%

其他

5%

娱乐

5%

交通

40%

教育

20%

食品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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