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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生二孩，先摸摸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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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此前关于“全面二孩”的预期落地。五中全
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
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提高生殖健
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

政政策策没没落落地地，，先先别别抢抢
本报记者 李钢

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陆杰华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后，
从群体上看，“70后”受益最大，“80
后”和“90后”生育二孩的占比较大，
而“50后”和“60后”赶不上末班车。

根据2011年的数据，我国大概
有1 . 5亿独生子女家庭，这些都是

“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人口学专
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
博士黄文政测算，这1 . 5亿家庭中，
孩子在0—1 5岁的家庭大约7 0 0 0

万—8000万，是符合生育二孩政策
并且年龄合适的生育主体。其中，再
除去符合“单独二孩”和农村“一孩
半”政策的家庭，最后会有6000万家
庭受益于“全面二孩”。

黄文政用人口预测模型测算，
“全面二孩”实施后可能在2017年出
现生育高峰。按照“单独二孩”第一年
的申请比例和最终实际出生人口来
判断，“全面二孩”实施后新增年出生
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中值为500

万。加上目前每年1700万左右的出生
人口，2017年出生的总人口在2000万
-2500万之间，中间值为2100万。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认
为，“全面二孩”实施后不会像此前
有关部门担心的那样出现人口激
增，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最高估计
只有600万-700万，加上目前1600万
左右的年出生人口，年出生人口峰
值在2200万左右，但这样的水平只
会持续一两年，很快就一路走低。

多少夫妇受益？

“70后”喜大普奔，每年或至少多生300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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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是
不是意味着政策落地了呢？

“按照依法治国的理念，五中全
会决定还只是党内文件，需要首先上
升为国家意志，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后，这项政策才算真正落地。”法律专
家举例分析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
时，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议案”，随后还
要等待各地人大修改地方的法律之
后，方可最终落地。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就遵循
了这一程序。2013年11月12日，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实行“单

独二孩”政策后，直到2014年5月30日
我省完成对《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
条例》的修正，“单独二孩”才算在我
省正式落地。

据了解，我省落实“单独二孩”政
策时，须将本省的调整方案报国家卫
生计生委进行备案，然后由省人大常
委会修正人口计生条例后才能正式
实施。山东省于2013年9月启动实施

“单独二孩”政策对全省人口发展影
响的预测工作，2014年2月中旬报送
国家卫生计生委审查备案。“估计全
面放开二孩，也将遵循类似的程序。”
一位法律专家表示。

“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只要

各省的法律没有修改，非独夫妇生育
二孩就是违法的，要受到处罚。”一位
法律专家分析。不过，从“单独二孩”
政策当时实行的情况看，在过渡期生
育二孩的，各地处理方式不一。

例如，我省当时实行“单独二孩”
政策，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的
时间为节点，过渡期内单独夫妇已经
怀孕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进行批评
教育，补办生育证。而有的省份当时
处罚相对较严，例如，江西、浙江、广
东等17个省市明确规定政策落地前

“抢生”属违法，仍需罚款。“现在能不
能生、生了会不会受罚，还得看各省
的政策。”该专家分析说。

政策何时落地？

计生条例修改前抢生，有违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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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

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
测》提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
有1 . 4，远低于更替水平2 . 1，非常接
近国际公认的1 . 3的“低生育陷阱”。

“单独二孩”后的生育情况证实
了这种担心。据国家卫计委统计，
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1687万人，比
2013年仅增加71万，低于此前预估
的每年增加200万。截至2015年5月
底，全国1100多万单独夫妻只有145
万申请再生育。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表
示，由于生育的主体“80后”、“90后”

的生育观念与上几代人完全不同，
而且婚育的机会成本和孩子抚养成本
都很高，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当采取积
极措施鼓励生育，修订现行一切不利
于生育水平回升的法律法规。

实行了三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
策已经深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
观。根据1980年以来的二百多次生
育意愿调查，中国人整体生育意愿
已经非常低，目前大致在1 . 6-1 . 8。
由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
落差，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更低。

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陆杰华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后，

低生育率趋势难以改变，所以需要
观察政策的效果，如果达不到预期
目标，可能会有第三步调整，比如调
整社会抚养费或者鼓励三孩等。

陆杰华还指出，全面放开二孩
只是第一步，想要达到政策的预期
目标，让大家敢生二孩、实现长期稳
定适当的生育率，下一步需要考虑
如何鼓励和引导符合政策的育龄妇
女在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下生育，
尤其是社会公共政策，从女性职业、
产假、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都需
要相应的公共政策来推动，降低养
育成本。

想生的人多吗？

生育意愿低，政府需出措施让人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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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

人达到1 . 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0 . 1%。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岁
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老
龄化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
18%，即为“严重少子化”。从人口结
构上可以清楚观察到，中国目前正
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两端挤压。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
此前就认为，按照人口自身的发展
规律，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主要
取决于生育率的变动。“全面二孩”

是对生育政策的微调，只会在一定
程度上适当调节人口老龄化水平，
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

原新说，调整生育政策对60年
之内的老年人口规模没有任何影
响。因为增加的出生人口主要发生
在2015年以后，他们要生存60年以
后才能变为老年人口，即2075年以后。
只要死亡率模式不变，无论“单独二孩”
抑或“普遍二孩”，2075年以前各年度
的老年人口规模是一样的。

原新表示，适度放宽生育政策，

可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人
口老龄化水平。生育政策越宽松，人
口老龄化缓解程度越大。“全面二
孩”政策实施后，2030年人口老龄化
水平约为24 . 7%，2050年为33 . 1%，
比一直实行“单独二孩”达到同一个
老龄化水平往后推迟了1—3年。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
长杜鹏认为，“全面二孩”不会对中
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产生根本的影
响，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仍
然将比现在翻番，超过31%。

能改变人口老龄化吗？

改变不了，只能调节老龄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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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的经济拉动能力？

有助实现“保7”，发展将更有后劲

人口专家、携程网创始人梁建
章测算，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
规模即使只有250万，按照每个孩子
每年带来3万元消费计，每年新增的
消费就是750亿元。除此之外，伴随
着新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房屋、教育
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民间和政府
投资都会成倍放大，因此在最开始

的5 - 1 0年里，每年可能额外增加
2250亿元的投入。将以上两项预期
数据相加，3 0 0 0亿元相当于中国
GDP额外增长0 . 5%左右的水平。这
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保7”的目
标，同时会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于
中国经济的信心。

梁建章说，经济数据上的变化，

只是调整人口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
益。人力资本其实是一项长期投
资 ，不 仅 回 报 更 高 ，而 且 更 有 后
劲。非但在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
和消费，最根本的是，因生育政策
放开而额外出生的这些年轻人，将
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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