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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三孩生育政策
落地后，“能不能生，敢不敢

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 1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举行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
司副司长杨金瑞表示，目前，三孩生
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

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
效果。

据宋健介绍，综合其他国
家的措施来看，大概可分为三
类：时间支持的措施，包括产
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
期制度；经济支持的政策，包括
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
以及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
还有税收减免的政策；服务支
持的措施，包括社区的托幼、公
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
顾等等。其中，推进性别平等、
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家庭
发展等政策，有助于我国提升
生育水平的提升。

杨金瑞表示，《决定》印发
半年来，相关部门在推进相关
政策法规的修订工作，同时加
快出台各项生育支持措施。财
政部、税务总局等提出 3 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
税专项扣除建议方案，医保局
指导各地三孩生育政策费用和
生育津贴待遇的给付工作，教

育部推进“双减”工作，发改委
等23个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等。

为了加强优生优育服务保
障水平，杨金瑞介绍，《母婴安全
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
日前印发，进一步巩固母婴安全
五项制度；深入实施妇幼健康保
障工程，2021年支持427家县级
妇幼保健院提升服务能力。

《“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提出，到 2025 年，努力实现每
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
位数达到4.5个。对此，杨金瑞
表示，国家卫健委会同有关部
门指导各省做好年度指标分解
工作，部署全国婴幼儿照护服
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近日印
发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
案》也指出，深入推动普惠托育
服务专项行动，2021年支持建

设了6.1万个普惠托位。此外，
教育部在中职、高职专科、高职
本科增设婴幼儿托育专业，强
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同时，还要切实保障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的权益。”杨金瑞
表示，国家卫健委会同财政部
研究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金标准。还要发挥中国计生
协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开展计
划生育家庭的帮扶工作。

那么，生育政策还会继续
调整吗？杨金瑞表示，人口发
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
情。我国始终科学把握人口发
展规律，不断完善生育政策。
当前主要任务是实施好三孩生
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减轻
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负
担，更好地满足群众生育意愿，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据《光明日报》）

多项政策推进，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延长产假、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放生育津贴——

三孩政策配套措施正陆续出台

多重因素导致
出生人口连年下降

第 七 次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与
2021 年人口数据显示，近年来
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对
此，杨金瑞表示，出生人口下降
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
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
五”时期 20-34 岁生育旺盛期
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
比 2020 年减少了 473 万，这是
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
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的
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在杨金瑞
看来，当前，90 后、00 后作为新
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
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
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
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
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
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调查显
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
数，2017 年调查为 1.76 个，2019
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
到1.64个。

“在婚育观念发生变化的
同时，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
也加重了生育顾虑。”杨金瑞指
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
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
下，相关配套支持政策衔接不
上，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
上犹豫不决。此外，新冠肺炎
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
生一定影响。

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数
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受到育
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
龄结构，以及生育率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
健表示，未来走势的判断是综
合上述因素来看的。

宋健认为，近年来我国的
生育率下降比较迅速，特别是
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
二 孩 总 和 生 育 率 上 升 的 效

果。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
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
否有所提升。这需要加快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
众面临的压力。

对此，杨金瑞介绍，2021
年 6 月，《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印发，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
持措施。

“目前25个省份完成条例

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
案。”杨金瑞表示，从现有情况
来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 30-
90 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
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
条款。浙江省将构建育儿友
好型社会作为重大改革举措
纳入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
设；苏州市计划财政投入 4 亿
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发展；攀
枝花市完善生育服务体系、探
索发放生育津贴等。

25个省份完成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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