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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

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一方面是老龄化程度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

深，另一方面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要减缓

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就在于生育率能否有

所提升。《指导意见》就是加快生育支持政策

体系建设的重要步骤。

与物质再生产不一样，人口再生产的周期

长，生育决策的因素非常复杂。因此，释放生

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趋势，必须及早动手，

可以说已经迫在眉睫。

从全世界角度来看，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

家和地区都面临低生育率挑战。欧洲最早经历

了生育转变，生育率从高水平降到低水平，但

出乎预料的是，生育率降到低水平之后并没有

稳定在 2.1 的更替水平（生育水平使得同一批

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

她们的伴侣，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

为 2.1 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而是继续下

降到 1.5 甚至更低。也就是说，生育转变之后，

政府需要及早进行“人为干预”，否则容易落

入低生育率陷阱。

而从各国采取的措施看，其大体包括时间

支持（陪产假等）、经济支持（税收减免等）、

服务支持（托幼等）。促进性别平等、平衡工

8 月 16 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 17 个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后形成的《关于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指

导意见》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

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育资

源供给，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加强宣传

引导和服务管理等 7 个方面，完善和落实积极

生育措施，提出 20 项具体举措。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

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

口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一个明显

的指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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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 2030 年前还会明显下降。

同时，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中度老

龄化阶段，2035 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这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

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指出，群众生育观念已总体转向少生优育，

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

等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生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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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人口结构的变化简单化，鼓励积极生育是必须的，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
也会倒逼产生一些积极的变化。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义

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17MEGA FINANCE   2022  08

女性的就业歧视。

相信随着《指导意见》的具体举措的逐步

落地，对提升生育意愿的作用会更充分地显现

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人口问题关系到人口红利，

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结构红利”，即劳动年

龄人口占比特别高带来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

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住了这个窗口期，

收获了人口红利，也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当下的中国而言，据研究发现，我国历

次人口普查青年规模（14~35 岁）及占人口比

例呈现先升后降的特点，且未来仍呈下降趋势，

青年占比低于全球水平，甚至低于美国。正是

因为青年群体的战略性地位凸显，近些年，我

国不少城市纷纷出台各类优惠政策吸引青年，

展开了“抢人大战”。

比如上海今年出台新规，上海所有高校应

届硕士不用评分直接落户。广州也出台规定，

符合“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有学士学位证的，

或具有中级职称的，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的”人

员即可申请将户口迁入。还有很多城市出台的

落户政策越来越接近“零门槛”。

这也可以看出，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倒逼

产生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城市之间的“抢人

大战”就推动了户籍制度的极大松动。过去，

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庞大，城市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积极性并不高。如今，城市有了吸引青年

人口的压力，不需要自上而下的统一号令，户

籍制度改革的动作就大大加快了。

同样的道理，虽然过去的人口红利的机会

窗口期正在关闭，但是“老年红利”和“性别

红利”正在等待人们去进一步发现。在鼓励积

极生育的同时，我们必须积极挖掘人口的“质

量红利”，即通过人口整体素质与人力资本水

平的改善来提高生产率。

作家庭冲突、支持家庭发展等政策，被普遍认

为是对生育水平的提升有所助益的。这次的《指

导意见》也包括类似的举措。

“人为干预”的政策不仅要系统，而且要

精准化。比如，《指导意见》提出，各地要完

善生育休假政策，完善假期用工成本合理分担

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职工假期待遇。

为什么要这么规定？此前，各地为了鼓励生育，

普遍采取了延长产假的措施，但人们仍然顾虑

重重，关键就在于假期的成本分担，比如能不

能在产假期间保障女性的收入，能不能让女性

在休完产假之后顺利返回原岗位、职位和原来

的收入不受到影响。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延长

产假反而可能会影响女性的收入，甚至加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