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婚 3年尧育有一女的杨华女士渊化名冤
最近频频收到母亲发来的消息遥 要么是陪邻
居阿姨遛娃时喜欢上了她的一双小外孙袁要
么是留在老家工作的杨华的发小怀上了二
宝袁话里话外都是野催生冶之意遥杨华理解老人
家野多子多福冶的传统观念袁但对于自己这个
背着房贷的双职工家庭来说袁 养一个孩子似
乎已是野满载冶遥

野生二孩袁经济上意味着要换大房子和双
倍的教育投入袁我们负担不起曰精力上袁我不
想放弃工作当全职妈妈袁 带孩子只能靠双方
父母帮忙遥 冶杨华无奈地说遥 作为一个典型的
野421冶家庭袁杨华的困扰折射出独生子女一代
的现实压力要要要育儿尧 养老难两全遥 而透过
野小家冶看野大家冶袁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袁正与生
育率低迷两相叠加袁 成为摆在整个社会面前
的现实难题遥

数据显示袁到 2019年年末袁我国 60周岁
及以上人口达到 25388万人遥 根据相关预测袁
野十四五冶时期袁我国 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突
破 3亿袁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袁
同时会滋生野少子化冶问题遥 2020年我国总和
生育率已降至 1.49袁跌破了国际公认的 1.5的
警戒线袁生育水平有进一步走低风险遥

一边是野老去冶袁一边是野不生冶袁我们该如
何跟上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袁 更好地回应
养老和育儿之需钥

趋势
野一老一少冶之压扑面而来

不久前召开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2021
年会经济峰会上袁多名专家直言袁老龄化遇上
野少子化冶袁 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中不可
回避的问题遥 更有专家用野扑面而来冶形容这
一趋势袁认为其将在野十四五冶野十五五冶期间
加速到来遥

野耶少子化爷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遥 我国总和生育率早就低于自然
更替水平袁 这给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口结
构带来了严峻挑战遥 冶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王杰秀在发言中说遥

野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遥 冶北
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教授尧 乐龄研究院院长
杨根来分析袁尤其要注意老龄化速度加快尧老
年人口抚养比上升以及野未富先老冶问题遥 英
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
变用了七八十年袁 同期人均 GDP为 5000美
元到 10000美元曰 而我国完成这种转变只用
了 20年左右袁 人均 GDP远低于发达国家水
平遥 从现在到 2030年之前袁我们的养老负担
可能会越来越重遥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尧 南开大学老龄
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援引联合国

叶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曳 数据称袁2019 年到
2050年袁 我国人口基础将面临三重转变要要要

少年儿童人口减少袁0~14岁少儿人口和比重
从 2.4亿人尧占 16.7%降至 2.0亿人尧占 14.2%曰
劳动年龄人口缩减袁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和
比重从 9.1亿人尧 占 65.2%减至 7.2亿人尧占
51.2%曰 老年人口和比重增加袁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和比重从 2.5亿人尧 占 18.1%升至 4.9
亿人尧占 34.6%遥

种种迹象表明袁 我国正面临人口结构的
巨大转折遥 野数十年间袁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口数量型矛盾为
主袁转变为人口结构性矛盾为主遥 冶原新判断遥

面对人口形势的变化袁 人们担忧院野社会
如何负担这么多老人钥 我们会不会面临 80多
岁仍需外出打工的窘境冶野人口拐点就要来
了袁红利期消失后会暴露更多社会问题冶噎噎

在原新看来袁所谓野人口拐点冶并不尽然袁
新的野人口红利冶仍然可期遥 野尽管可以预见未
来中国人口会出现负增长袁但切记一点院中国
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遥 冶 原新
说袁老龄化尧野少子化冶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
挑战袁然而机遇犹存院一是少年儿童社会抚养
负担减轻袁健康和教育整体得到改善曰二是劳
动年龄人口缩减的同时其规模依然巨大袁人
力资本积累日益雄厚曰 三是老年人力资源尚
有很大的挖潜空间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杨舸认为袁我们有挖潜第二次野人口
红利冶 的空间袁野我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
国遥 规模庞大的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力
群体袁 为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贡献了
丰富的耶人口红利爷遥 而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
提升袁 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将成为产业结
构升级的支撑性力量遥同时袁我们要看到巨大
的国内消费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保持韧性的
关键遥 此外袁我们的人口总抚养比依然较低袁
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冶遥

变迁
家庭规模缩小袁传统养育观念式微

在被冠以 野中国最爱生孩子省份冶 的山
东袁85后青年王芳渊化名冤透露袁身边同龄人中
有生二孩意愿的袁 早在政策刚放开时就决定
要生了袁还有很多人生育意愿并不高遥 野毕竟
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已经变了袁 晚婚晚育甚
至不婚不育都比较常见冶遥

每年的出生人口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
点遥近年来袁这一数据不升反降要要要2016年和
2017 年的出生人口分别达到 1786 万人和
1723万人袁创 2000年以来新高袁但之后就陡
然下降袁2018年降至 1523万人袁2019年降为
1465万人遥

除了下降袁 杨根来还观察到当前各地生
育率相当不平衡袁 生育率高的集中在中西部
一些欠发达地区袁而像北京尧上海等特大城市
以及部分重点城市的生育率并不高袁 甚至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遥
数据背后折射出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遥

养儿防老尧 多子多福曾是深植在老一辈人心
中的传统观念袁 一些年轻人对此却有些 野消
极冶遥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袁
现在一些年轻人逢年过节不回家袁 是在躲长
辈的催婚尧催生遥 野十四五冶时期袁我国育龄妇
女规模大幅下降袁90后尧00后将成为生育主
体袁婚育观念快速转变袁少生优生晚生成为年
轻人的选择遥

知乎用户野Wonder王达冶分析袁生育意愿
下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袁 但本质上
是一个投入收益平衡和机会成本的问题袁即院
生育成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过高了遥 他同
时还表达了养老焦虑袁 坦言院野儿女对老人的
陪伴属性正在减弱袁 子女成年后与老人天各
一方是常态袁 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子女们不啃
老就已经很优秀了遥 冶

据记者观察袁 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住的
现象十分普遍遥而随着父母步入老年袁子女陪
护老人会遇到许多困难袁比如人手不足尧居住
距离远等遥

杨舸认为袁 家庭结构变迁使得家庭养老
功能弱化袁也引起养老观念的变化遥我国家庭
呈现小型化趋势袁成员数量在不断减少遥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院2010年的家庭户均
规模为 3.1 人袁 而该指标在 1982 年为 4.41
人遥传统的多代复合大家庭逐渐消失袁核心家
庭成为家庭类型的主体袁 单人家庭和空巢家
庭的比例不断上升遥 当代年轻人更加追求自
由尧 独立的生活袁 传统家族观念被逐渐边缘
化袁代际关系重心下移遥养老观念也变得更加
多元化袁 对养老责任和养老方式的诉求更加
包容袁社会化养老正在被接纳和推崇遥

问策
支持家庭袁是野养冶野育冶友好的起点

当老龄化尧野少子化冶如影随形袁如杨华一
般野上不能侍父母尧下不敢要孩子冶的群体最
关心的是袁能否在野生育冶和野养老冶两个方面
得到更多切实的支持钥

杨根来注意到袁 各地陆续在生育支持方
面进行了探索袁 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
遇尧河南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尧贵州规定
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等原因予以辞退遥 这
些政策的落地效果还有待观察遥 从国际经验
看袁政策出台后袁生育率变化不一遥其中瑞典尧
法国鼓励生育政策效果较为显著袁 生育率有
明显提升曰 日本尧 德国鼓励生育政策效果略
小袁 生育率缓慢提升遥 这主要和政策出台时
间尧实施力度以及历史人口控制政策有关遥结
合全球低生育率国家经验袁 我国或将从加大
生育补贴尧延长产假及育儿假期尧完善女性就
业环境和托幼服务体系尧 加大医疗补贴等角

度给予生育支持遥
野生育支持是一个系统工程遥 冶贺丹给出

了具体建议袁 一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在我国
社会保障中的支柱地位袁扩大保险覆盖面遥二
是鼓励和支持普惠型托育服务袁 将 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遥 三是探
索建立工作和家庭平衡机制袁倡导创建野家庭
友好型机构冶遥

杨舸亦持相似观点袁 只有构建全面的家
庭支持计划袁从婚恋尧生育尧就业等多层次尧全
方位地支持家庭生育和儿童成长袁 方能在适
应年轻人价值观念的情况下提振生育意愿遥

解决好野幼有所育冶之后袁我们如何实现
野老有所养冶钥

野首先需要正视问题袁当前的养老保障制
度和养老服务还有滞后的地方遥 冶杨根来举例
分析袁各地对野居家为基础尧社区为依托尧机构
为补充尧 医养相结合冶 养老模式的认识有偏
差袁认为养老分为居家养老尧社区养老和机构
养老三种模式遥 表现在行动上就出现了重视
社区尧机构养老而忽视居家养老遥很多老人都
感受过养老领域的野冰火两重天冶院一方面袁老
百姓住得起尧住得好的养老院一床难求曰另一
方面袁 大量高标准尧 豪华型养老机构门可罗
雀遥这说明我们的养老服务设施尚不完善尧质
量有待提高遥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袁居家尧社
区尧机构不是矛盾体袁而是共同体遥

野老年人不是同质的袁是异质的遥 冶原新强
调袁养老制度安排应该区别对待尧分类指导尧
按需施策遥 例如袁老年津贴制度尧高龄津贴制
度采取以年龄为标准发放方式袁 忽略了老年
人的身体尧家庭条件等差异遥这种津贴发放方
式对于高收入老年人只是锦上添花袁 对于低
收入老年人特别是生活困难老人袁 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遥此外袁原新呼吁长期照料保险
制度尽快成为正式的制度安排遥 第四次中国
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袁老
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袁失能尧半失能率高达
18.3%袁普惠制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难以满
足他们的照护需求遥

解决野养冶野育冶之需袁是一个长期过程袁
不可能一蹴而就遥 贺丹总结袁过去 40多年袁
我国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袁增强人口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袁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遥 而当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袁
顶层设计也随之调整遥 2016年袁叶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
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曳发布遥 野十四五冶规划
纲要提出袁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冶野优化生育政策袁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
性冶遥 在贺丹看来袁一系列决策部署体现了我
们对社会变迁和人口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
深化遥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袁完善与之
相关的配套政策或许应该成为各级政府下
一步行动的焦点遥

渊李丹阳 李婷冤

广告发行部电话院 穴园源苑员雪 源远愿苑缘63 广告发布登记院内市监广登字[2020]02号 邮编院园员园园员园 本报激光照排印刷院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 本报零售院每份 1.6元

16 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院杨 乐

制版院包聪颖

老龄化又遇“少子化”如何破局“养”“育”之需
目前袁 社会各界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即将公布非常关注 袁
也引发了人们对养老和

生育问题的讨论遥 一边

是我国老龄化基数大 尧
速度快袁 另一边是总和

生育率跌破国际警戒

线遥 上有老下有小袁不仅
关乎每个小家的明天 袁
也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