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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政策持续上新

一把手亲自抓生育，意味着什么
记者 李静

不想生遇上老龄化

从“优化生”到“鼓励生”，我
国再次出台措施以加快完善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支持生育，为何持
续加码？

从人口发展趋势上或有迹可
循。二孩政策从2016年1月1日开
始全面实施，三孩政策从2021年5
月31日开始实施。但在出生人口
方面，从2017年至2023年，中国出
生人口已经连续七年下降，且降
幅颇大。

根据全国人口第七次普查修
订数据，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
1883万人，出生率为13 . 57‰。而
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万人，出
生率只有6 . 39‰，均不及2016年
的一半，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总人口方面，2023年中国人
口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总体上
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
阶段。

此外，人口老龄化严峻。截至
2023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已达到2 . 97亿，占总人口的
21 . 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2 . 17亿，占总人口的15 . 4%。按
国际标准，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
化社会。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山东省人口
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崔树义分析，
第一，人口总量从2022年以来连
续减少并且长期延续，人口发展
从增量发展变为减量发展；第二，
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人口结构
严重失衡，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
足和养老负担加重问题；第三，人
民群众在儿童生育、养育、教育等
方面面临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
解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
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
社会。”这一重大部署是以人口高
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任务
的必然要求，是以应对老龄化、少
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
实践抓手，目标是提高生育意愿
和生育率，努力保持适度人口规
模，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系统性“催生”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
了？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
育率为1 . 3，处于较低水平。总和
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
子女数。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
育率1 . 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
警戒线”，一旦降至1 . 5以下，就
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这一现象的背后，除了经济
压力、育儿成本高、生育环境欠佳
等因素外，缺乏足够的生育支持
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生孩子，在一些新闻评
论区里的观点集中在“不再生”
上。山东的高女士表示，“家里有
车贷房贷，养娃、住房、上学成本

高，我们有一个孩子就可以了。”
湖北的王先生则认为，“虽然有补
贴，但是力度有限，所以不敢再要
二胎三胎。”

济南一位已经生了二胎的陈
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自己
仍处于生育年龄段，但养两个孩
子的过程已经让她“感到疲惫”。

“我的人生从25岁就开始被孩子
绑在一起，在他们成人之前，我做
任何事情必须优先考虑他们。”陈
女士说，尽管自己属于愿意生孩
子的群体，但三个孩子还是有点
多，她希望留点空间给自己。

2021年7月20日公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标志着三孩政策的正式出台，并
授权地方探索具体支持措施。

为解决“不敢生、不愿生”的
难题，多地在经济支持、服务支
持、时间支持、文化支持等方面出
台了多种生育支持措施。不过，这
些政策分散在多个层级的政府决
定中，政策内容也较为碎片化，且
缺乏系统性。

崔树义认为，相比以前的生
育支持政策，这次总体上更加全
面、系统，也更加细致、具体，对从
生到育和养，再到儿童教育和家
庭的住房支持、生育女性的职工
权益保障等，作出了全面具体的
部署，关注并回应了目前生育问
题中的痛点和难点。

奖励能否“心动”

不仅如此，此次政策还释放
出一个重要信号。文件要求，“各
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坚持和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加
强统筹协调，加大投入力度，精心
组织实施”。

就在《措施》推行后不久，多
地已经开始推出一些实招，拿出

“真金白银”来支持生育。
10月31日，山西省吕梁市发

布《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
施》。在“鼓励适龄青年结婚”方
面，2025年1月1日起，在该市登记
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
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
予1500元的奖励，由结婚双方在
婚姻登记窗口领取。另外，还将
对符合政策生育一、二、三孩且
新生儿户籍登记在吕梁的家庭
分别补贴2000元、5000元、8000
元，可在户籍登记窗口领取。

吕梁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3年吕梁市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35339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82元。以
三孩8000元的奖励，已经占到了

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近四
分之一；农村居民则超过了可支
配收入的一半。

此前，10月25日，江西省上犹
县出台了《上犹县关于落实优化
生育政策及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
施的实施方案（试行）》。其中提
到，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生
育后且已在上犹县上户口的分别
给予一次性奖励7000元、13000
元。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生
育后三年内在县内购买新建商品
房的，按照相关政策分别奖补
10000元、20000元。理论上来说，
上犹县符合条件的居民生三孩且
正好需要买房子，那直接能够享
受的奖励为33000元。这对经济数
据层面处于江西下游的上犹居民
来说，政策确实足够诚意。

本报记者综合一些网民评论
观点和采访内容了解到，如果对
犹豫生还是不生的家庭来说，适度
甚至超出预期的奖励，将有助于坚
定他们生的信心。“社会的变化确
实改变了一些观念，但中国人自古
以来重视家庭，喜欢人多热闹的氛
围，如果生育压力能够被政策弥
补，甚至对未来孩子的成长有足够
保证和支撑，让父母有一定自己的
空间，我可能愿意生三胎的。”前
述采访对象陈女士表示。

“本地化”落实

陈女士并非没有了解过相关
政策。在她研究的多地鼓励生育
的政策里，江西似乎一直比较务
实。比如江西崇义县对生育三孩的
孕产妇发放2000元营养补贴；萍乡
市安源区落实财政保障资金260万
元，受益家庭260户；上栗县从今年
7月开始实施三孩相关政策，投入

预算财政资金140万元等等。
但综合来看，目前除了现金

和购房优惠等相关政策，包括教
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在内的更
加立体的“催生”和保障措施，目
前还没有出现，因此效果并不是
很明显。

而《措施》中提到的各地一
把手亲自抓、总负责，确保生育支
持政策有效实施，意味着从上至下
都将高度重视生育问题，改变思
路，不是简单的现金奖励方式。

那下一步，“一把手”工程又
该如何因地制宜地落实？

崔树义表示，一把手亲自
抓、负总责，重要的是要根据本
地实际，细化实化优化各项具体
措施，明确各方责任，确保相关
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应该
还要强化相关机构和队伍建设，
并把有关政策落实情况纳入政
绩考核。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
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
章，是最早呼吁和推动人口政策
改革的学者之一，也在企业推出
过多项鼓励生育的实践。近年
来，他发表过一些鼓励生育的建
议，如给有孩家庭每月1 0 0 0 -
6000元补贴；除了每月发放现
金，对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
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个人所得
税和社保全免除等。

相对于一次性奖励，这种系
统性保障措施，更能让生育群体
感受到抚养孩子整个过程的福利，
甚至能够化解未来教育、医疗等方
面的“焦虑”成本。在梁建章看来，
无论是这次《措施》中的政策，还是
将来进一步推动的政策改革，这些
政策的落实和改革难度都很大，需
要全社会达成共识。

生育政策再发力。日前，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简称《措
施》），要求各地坚持一把手亲自抓、总负责，
这或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

不想生、不敢生、不好带、养不起等，已
经成为当下人口增长慢的社会问题。从目前
部分地市出台的政策看，生一个孩子的成长
成本很难被奖励部分抵消。当这一难题被抛
给一把手后，如何在发展经济和刺激人口增
长方面均衡发展，已经成了他们的必答题。

史毅称，小小孩的养育照护
问题是很多家庭最关心、最迫切
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的供给在逐渐扩
大，但是托育服务价格较高，质量
又相对比较薄弱等一系列问题也
是普遍存在的。在普惠托育服务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增
加服务的供给、降低服务的价格、
提高服务的质量，是现在大家普
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
中，国办的政策文件提出了要建
立地市级的综合指导中心、公办
的服务网络，实际上就是要在降
低价格、增加供给、提高质量这三
个方面重点去发力，去解决广大
家庭在小小孩的养育照护问题上
的后顾之忧。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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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史毅称，国办《关于加快完善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
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中提到
要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实际是要
回应大家特别关心的五个问题：

谁来补贴。中央、省、市以及
区县各级政府，在生育支持的领
域里面，成本分担的机制和比例
怎么确定。

要补贴给谁。是只补贴二孩
和三孩的家庭，还是面向所有有
子女的家庭都提供补贴，可能在
下一步的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
案过程中，要进一步明确。

要补多少。是建立一个全国
统一的补贴标准，还是鼓励和支
持各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实施不同的补贴标准。

怎么补贴。是按照传统发放
方式一次性去进行发放，还是按
月、按季度或者按年发放。

生育补贴制度怎么评估。从
国际的经验来看，生育补贴的政
策效果的显现需要经过一定时
间的周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建立补贴的评估制度，以及
完善生育补贴的标准，是下一步
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加强育幼服务体系
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首次提出的
生育补贴制度怎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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