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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中国进入多孩时代 多措并举提振
生育水平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
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 2015 年全面
两孩政策之后，中国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也是在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
针对中国人口形势所做出的重要政策响应。中国
从此进入多孩时代。为什么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而
不是全面放开？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会带来怎样的
社会影响？需要通过哪些配套支持措施保障生育
政策的顺利施行？

规模压力与结构挑战并存是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的原因

中国人口正在面临规模压力与结构挑战并存
的严峻形势。“七普”数据显示，一方面，2020
年中国人口总量高达 14.1 亿人，庞大的人口规模
压力依然存在，人口和资源环境间的紧约束关系
依然存在，而且区域间、人群间的生育意愿和行
为差异不容忽视。另一方面，2020 年总和生育率
只有 1.3，再创历史新低，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
量 2.64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8.7%。老年人口
数量和比例都超过了少儿人口，倒金字塔型结构
凸显。

在这样的人口形势下，实施全面三孩政策是
兼顾了规模压力和结构挑战。既延续了过去的数
量控制策略，考虑了人口规模压力依然存在的现
实；同时又在原有的数量限制上进一步宽松化，
考虑到了生育持续低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每
一个阶段的人口政策都是立足现实、兼顾历史、
着眼未来的。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会带来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虽然仅仅在原有二孩生育政策的基础上多增

加了一个孩子，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带来的社会
经济影响却更为深远。

首先，三孩生育政策为新型红利的出现和中
长期人口红利的持续创造了条件。之所以“人口
红利”问题备受关注，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
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抓
住机会创造并享有了“人口红利”。这一“人口
红利”主要源自人口转变期间生育率下降带来的
总抚养比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逐渐加深，少儿
人口比例在生育政策宽松化改革驱动下会逐渐上
升，相应地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将趋于
消失，何时再现，取决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互动关系。
目前需要尽可能开发人才红利、老年红利和性别
红利，以新型红利代替原有的人口转变带来的红
利。

其次，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会带来一定的社会
抚养压力。从中长期来看，新增的人口会转变为

新增的劳动力，相对缓解社会压力。人口结构的
问题，不是立竿见影的问题，这一代新生儿，需
要 20 年左右才能转变成劳动力。在生育政策宽松
化改革的前提下，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压力的缓解
相关的措施，或者说对社会总抚养比的增加可能
带来的一些问题，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再次，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使家庭规模的差异
化和多样化更为凸显。之前，不少家庭只有一个
孩子，家庭的同质性更强。随着生育政策的宽松化，
家庭因为孩子数量差异在规模上显现出比以往更
大的差异性，而孩子数量差异又凸显了家庭在生
儿动机、育儿理念、经济实力、社会资源等多方
面的差异。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地缓解人口
老龄化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在
于面向 2.6 亿老年人口，发挥老年人在经济社会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优质服
务。某种意义上，老龄化问题是结构问题，可以
通过调整结构加以解决；老年人口问题则是民生
问题，需要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系统解决。

减轻生育养育压力是保障生育政策顺利施行
的必要条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每年新生婴儿中二
孩占比不断提升，二孩总和生育率也有所上升，
但总和生育率仍不升反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孩生育
率的快速下降。育龄人群特别是年轻育龄人群的
生育焦虑造成了生育水平总体上的偏低。

第一是经济顾虑和困难，突出体现在“三育”
负担上。生育负担主要是生孩子的成本，生一个
孩子的直接成本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完善孕产
妇和婴幼儿保健与护理服务体系，根据家庭经济
情况进行相关费用的减免，可有效降低生育负担。
养育负担因家庭而异，是家庭经济条件和父母育
儿期望的具体体现，需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也要适当降低人们育儿
的精细化程度和过高期望。教育负担较为沉重，
课外辅导、择校费用、学区房等一系列相关成本
均与之相关，需要国家系统政策配套，推进教育
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此外，经济顾虑还体现在就业的稳定性和住房的
安全感上，安居乐业才有可能放心生育。

第二是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困境。工作家庭
冲突是职业女性面临的难题，也是目前生育意愿
和行为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性产假时间的设
计既要考虑家庭育儿实际，也要兼顾单位的承受
力，否则单位的损失会以招聘歧视等方式反射到
女性身上。关键在于扭转育儿是女性专责的意识，
生育不仅是女性的、更是家庭的、也是全社会的
责任，生育相关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需要妥善分担，
在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时相关政策措施的设计必须

贯彻性别平等的理念。
第三是晚婚晚育的社会文化。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晚婚晚育逐渐成为社会实
践，婚姻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特别是在大城市，
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接近 30 岁，高龄生育会带来很
多不必要的健康问题。因此，重塑社会婚育文化，
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
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营造
适龄婚育和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文化氛围，消除年
轻人对生育的焦虑和恐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推行这些相关政策配套措施中，有两个方
面需要注意。一是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应关注
人群需求的异质性，既要满足一般需求，也要满
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群的特殊需求，措施制
定要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进行设计。二是要考虑可
行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涉及资金发放、假期安
排等类政策措施，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多方诉求，
确保政策措施能够落地实施且在较长时期内持续。
（宋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中国进入多孩时代 多措并举提振生育水平

三孩生育政策真的来了！

【新华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将
出台重大政策举措。中共中央政治局 5 月 31 日
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

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
禀赋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