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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 5 月 12 日电(记者白佳丽、张
文静、刘芳洲)11 日，备受瞩目的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2020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
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200 万人。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
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低生育将成为我
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养得起几个娃？

　　在北京打拼 8 年多的吴一，在双方父母催
促下刚刚生完二胎半年。半年来，一家 6 口挤
在 60 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中的小摩擦
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让她身心俱疲。
　　刚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吴一每天中午要赶
回家给二宝喂奶，来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有
天在地铁上看到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孩，突然意
识到，我已经很久没买过新衣服，也很久不化
妆了。”吴一失落地说。
　　为了方便大宝上学，也为了离单位更近，一
家人决定将北五环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租屋。

“让老公的父母来北京帮忙照顾孩子，省钱也放
心。”吴一说，二宝出生后，6 口人住在了一起。
　　吴一打开支付宝账单，满满都是尿不湿、婴
儿衣服、身体乳、爽身粉等等的购买记录。“现在
后悔没把老大用过的一些东西留下来，又得再花
钱。”吴一说，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俩
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每月家庭的基本开销。
　　吴一也想过做全职妈妈，但看一眼账单就
打消了念头。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1 职场妈妈生存状
态调查报告》显示，职场妈妈的收入已成为支撑
家庭的重要来源。45.2% 的受访职场妈妈的个
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至三成，36.2% 的个
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子女教育和
住房是职场妈妈最主要的支出。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
孩子的家庭，其“生活账本”都是沉重的：
　　湖南常德的陈晓明今年 27 岁，有个两岁
的儿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常吃穿用的花销
在 5000 元左右；
　　在西北县城工作的一位父亲称，每月给孩
子的花费至少 1000 元左右，而他的月工资只
有 3000 元；
　　在湖南怀化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的黎女士

说，孩子不到 3 岁，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资的三
分之一。
　　甘肃省兰州市 37 岁的王思诚告诉记者，
她和爱人决定不生二胎的原因很简单——— 教育
成本太高。
　　“孩子 5 岁多，报了 8 个兴趣班，包括围
棋、乐高、游泳等等。仅兴趣班每年支出就要
6 万元左右。”王思诚说，他生在农村，从小
没上过兴趣班，也曾想过不给孩子报班。“但
别人都在学，我们不学，总担心孩子被时代
抛弃了。”他和爱人达成共识，一个孩子就

“压力山大”，不能再生了。
　　各种成本的加成，让年轻人在生育之前要盘
算更复杂的经济账。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教授原新说，以前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添一
双筷子”，但今天，那双筷子变成了“黄金”做的。

谁来帮看娃？

　　“没人帮忙带孩子”是杨玲不敢生二胎的主
要原因。她生活在辽宁鞍山，孩子已经 7 岁。

“要二胎，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对，否则女性牺
牲太大。”她说，身边有多名女同学生二胎后选
择成为全职妈妈。“都是在事业上很优秀的女
性，但没办法，孩子没人照顾。”
　　生下孩子没人照看，是很多年轻夫妻共同的
焦虑。目前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机构供
应明显不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 0 至 3 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 5% 左右，
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家庭的婴幼儿照
顾方式仍旧以父母和双方长辈照顾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来在某教育机构上班，一
开始选择请保姆看孩子，但最终没能扛下来。

“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一路涨到一月 6000
元。我反复考虑，辞退了保姆，也辞掉了工作，
全职带孩子。”李楠无奈地说。
　　与保姆的“纠葛”在不少家庭上演。一位
北京的妈妈告诉记者，她家 3 年换了 7 个保
姆，有的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有的专业素养
不足。天津一位家政业业内人士坦言，我国家
政服务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展
不规范，百姓满意度不高。
　　不少老人也无奈地为第三代牺牲了清
闲、独立的退休生活。天津一家大型驾校教练
说，近年来招收的学生中不少是 60 多岁的
爷爷、奶奶。“刚开始我也纳闷，年纪这么大
了，为什么还要学车？后来一问才知道，为接
送孙辈方便。”
　　孩子长到 3 岁，在很多大城市，想上个
理想的幼儿园往往很不容易。
　　“我考察了距家开车半小时内的所有幼
儿园，发现私立条件好的太贵，收费低的品质
又不行。”在广州生活的陈蕾说，为了让孩子
进入一所热门的公立幼儿园，她想尽了办法，
经历一番“15 选 1 ”的残酷竞争，才得以成
功。此后，她再也不敢考虑生第二个孩子了。
　　生活在北京的李敏孩子才一岁多，但已经
开始想着学区问题。她和丈夫想办法贷款、凑
钱，在西城区买下了一套学区房。“买这套房子
感觉‘要了我的老命’，怎么还敢生二胎？”
　　在原新看来，不仅是城市，目前我国农村
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
　　湖南邵阳农村的刘瑞，生孩子前辞掉城
里打工的工作回老家。“全家就只能靠我爱人
务工挣钱，怀孕、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感觉经
济压力很大。”
　　“农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有多重原
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
政说，一方面，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
作，面临更大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的生
育文化已经改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
在淡化。

孩子重要还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影，35
岁时成了新手妈妈。她之所以选择晚育，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老公工作调动频
繁，我身边提前生娃或者有二胎的女性晋升
受影响严重，所以我们商量好了晚育。”
　　直到两年前，考虑到身体原因，王影才下
定决心要孩子。即便在工作中一直是女强人，
但生育后重返职场，王影的感受明显不同。

“年轻同事们冲劲十足，而我三天两头孩子生
病、老公出差，精力真的没法完全放在工作

上。”王影说，为了工作，不敢考虑二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
师杨婷说：“生育二孩，女性还会考虑带来的
健康风险。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生育可能带
来加速衰老、高血压、育后血栓等并发疾病风
险增大。”
　　另外，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已不再仅局
限于经济因素，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
黄文政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
不断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生育时间
不断推迟。
　　 29 岁的于欣欣去年刚结婚，虽然双方
父母催促，但是她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孩子。

“我的工作处于上升期，一生孩子这些年的努
力就‘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现在的工作节
奏也不允许要孩子，频繁出差、加班，连小狗
都不敢养。”她说最困难的就是还未和老公达
成共识。

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生育
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
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
放生育政策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
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 1.8，只要做好相
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
挥出来。”宁吉喆说。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构筑一个生育安全
和生育关怀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原新表
示，应建立与现行政策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
优化生育政策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过程
中，对与新生育政策相违背的内容进行修订。
　　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毛锦凰认为，国家应尽快完善幼儿阶段和
学前阶段教育制度，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义
务教育，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同时，逐步
完善二孩生育补贴政策，从生育补贴、抚养
补贴、生育女性医疗补贴、延长法定生育假
期、收入补贴等方面统筹完善。
　　“生育、生殖健康的技术服务和宣传教
育，也应该不断加强，包括青春期教育、婚
检、孕检等。此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该
得到正确应用，让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的
人可以拥有孩子，同时对非法代孕等行为
严厉打击。”原新说。
　　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
我国生育的人文环境、舆论环境也在随之变
化。原新认为，当下，这些环境应该被积极重
塑，让整个社会尽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

（文中受访夫妇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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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亿——— 这是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揭晓
的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数量，比重为 18.70% ，与
2010 年相比上升 5.44 个
百分点。
　　数据表明：我国老年
人口比例上升较快，人口
老龄化程度加深。
　　如何看待不可回避的
人口结构改变？我国老龄
化 将 面 临 怎 样 的 发 展
趋势？

进程明显加快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达到 18.70% ，其中 65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比 重 达 到
13.50%。国务院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
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
主要有四大特点：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庞
大。2.6 亿 60 岁及以上人
口中，65 岁及以上有 1.9
亿人。
　　二是老龄化进程明显
加快。2010 年至 202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
升了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与
上个 10 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 2.51
和 2.72 个百分点。
　　三是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
看，乡村 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
为 23.81% 、17.72% ，比城镇分别高出 7.99 、
6.61 个百分点。
　　四是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60 岁及以
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3669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了 2085 万人；高
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 13.90% ，比
10 年前提高了 4.98 个百分点。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除了“老去”，还有

“少生”。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育龄妇
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低
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1.3 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到了超低生育率
的临界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
国家之一。”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说，生育率降低、出
生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

是机遇也是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
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挑
战也存在机遇。
　　从挑战方面看，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
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促进了“银发经
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
　　而且，在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60 至
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 55.83%。“这些低龄
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
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
大。”宁吉喆说。
　　在原新看来，新的人口形势下，老年人力
资源价值亟待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结合自
身健康状况，身体力行地参与家庭活动和社
会活动，有助于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确，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
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是社会财富最
主要的创造者，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也是
经济社会中的主要消费者，促进与人口结构
相适应的产业、技术、产品和服务发展，是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体现。”中国人
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说。
　　宁吉喆表示，既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和经
验，更要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
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
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
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建议，延
迟退休可以延缓人口红利期、有利于经济的
可持续增长，应充分利用现在低龄老人较多
这一优势条件，逐步推进延迟退休。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从国家战略的
高度，建立人口、社会、经济政策相互衔接协
同的政策体系，以达到保持适度人口规模、优
化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利用人
口资源、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目标。
         (记者邹多为、魏玉坤)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者魏玉坤、邹
多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16
岁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年龄
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人口平均年龄为 38.8
岁，依然年富力强。
　　“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
存在。”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
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
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从总量上看，与 2010 年相比，我国劳动年
龄人口减少 4000 多万人。国家统计局总统计
师曾玉平指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我国
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中，60 岁至 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 55.83%。
　　“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

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
潜力较大。”宁吉喆说。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
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认为，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

果男性和女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
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龄劳动
力，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目前我国育龄妇女 3 亿多人，每年能保
持 1000 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生育政策取
得积极成效，出生人口数量快速回升；近 10
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等积极因素
将支撑人口总量保持增长……这都意味着，
我国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人口红利将
继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
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普查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
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67 年提高至 10.75 年，文盲率从
2010 年的 4.08% 下降为 2.67%；高中及以
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 3.85 亿人，占比为

43.79%，比 2010 年提高了 12.8 个百分点。
　　“我国现有相当大规模的劳动人口，通过
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和全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人口素质，将持续释放人才红利。”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说。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质量改善支撑型的人才红利作用
更加凸显。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
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
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
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曾玉平表示，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
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
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力提高，
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红利会消失吗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者孙楠、马卓
言）针对美欧媒体渲染“中国面临人口危机”，并
称甚至会影响中国梦的实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12 日表示，中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
界第一人口大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针对性
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希望热衷于炮制各
种涉华论调的人，能和中国人民共同迎接并且见
证中国梦的实现。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
示，根据国家统计局权威发布，中国现在人口
14 . 1 1 7 8 亿，比 10 年前的 2010 年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 0.53%。这个数据表明，中
国人口十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人口质
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
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人口流动集聚的趋

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华春莹指出，汉族人口与 2010 年相比增
长 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 10.26%，少数
民族人口比重上升 0.4 个百分点，“民族人口稳
步增长，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全面发展进步
的面貌。”
　　“针对有些美媒的关注，有一个事实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人口 14.1178 亿，不是
仍然比美欧国家人口总数加起来还多吗？不知
有关媒体记者如何摇身变成人口统计学专家和
社会学家，从何得出‘中国人口危机说’的结
论？”华春莹说。
　　她说，普查数据也反映出中国人口发展面
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
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

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她指出，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公布的数
据显示，美国人口增速过去 10 年下降到近
百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出生的婴儿比前一年下降了 4%。随
着各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
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
响，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发
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是中国面临的
现实问题。
　　“在 11 日国新办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要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
的影响，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针对性地
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十四五’规划纲

要已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
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
策的潜力。”华春莹说。
　　她表示，回顾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发展的
几乎每一个关键阶段，西方都会对中国作出种
种评判和预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如各
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但随着
中国持续发展，这些论调后来都一一被事实

“打脸”。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继续沿着已经被证明
是正确的道路坚定前行。希望热衷于炮制各
种涉华论调的人也能和我们中国人民一样健
康快乐地生活，共同迎接并且见证中国梦的
实现。”她说。

“希望热衷于炮制各种涉华论调的人，能和中国人民共同迎接并且见证中国梦的实现”

外交部回应外媒渲染“中国人口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