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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孩”政策在于改变人口观念 
人口不是负担，是文化传承和资源

中新社北京6月
1日电 题：专家：中
国“三孩”政策效果
或在于改变人口观念

中新社记者 李纯
“‘三孩’政策

实施的效果，对人口
观念的变化会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北京
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苏剑5月31日
晚间对中新社记者表
示，开放“三孩”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人们会逐渐意识到，
人口不是负担，而是
资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
5月31日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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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官方信息，这一政
策的实施有利于改善
中国人口结构、落实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保持中国
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老龄化将是中国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
的 基 本 国 情 。 上 世
纪末，中国60岁及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占 比 超
过10%，步入老龄社
会。预计“十四五”
末 期 ， 中 国 将 由 轻
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
段，即老年人口占比
超过20%，在2035年
前 后 进 入 重 度 阶 段 (
占比超过30%)。

苏剑认为，“三
孩”政策的出台实则

表达了两层含义，其
一是改善中国人口结
构，其二是为了鼓励
生育。

他指出，中国人
口结构的少子化、老
龄化问题将对经济构
成巨大压力，社会养
老体系也面临负担。
实施“三孩”政策有
助 于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应积极完善各项
配套措施。

实际上，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
一 系 列 配 套 支 持 措
施，促进生育政策和
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
配套衔接。包括将婚
嫁、生育、养育、教
育一体考虑，加强适
婚青年婚恋观、家庭
观教育引导，提高优
生优育服务水平，发
展 普 惠 托 育 服 务 体
系，推进教育公平与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
保险制度，保障女性
就业合法权益等等。

“有了政策，又
有 了 相 应 的 配 套 措
施，考虑得还是很周
全的。”在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
医院妇产科主任白文
佩看来，这些配套措
施就是为了确保相关
政策能够落地。客观
上讲，生育会带来一
定 的 经 济 负 担 ， 当
下 的 人 们 也 面 临 生
活、工作、学业等压
力，“鼓励生育肯定

得解除后顾之忧”，
政策的配套衔接非常
重要。

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由于政
策调整原因，中国近
年来累计多出生二孩
一千余万人，出生人
口中二孩占比从2013
年的30%左右升至近
年来的50%左右。但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
来的出生人口却仍有
下降。

究其原因，中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关负责人在受访时
提到了“生育意愿降
低”。教育、住房、
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
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
育抉择的关键。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后，相

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
敢生，排名前三的原
因是经济负担重、婴
幼儿无人照料、女性
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
的关系。

“女性在社会上
本来就挺不容易的，
再生一个孩子，她的
事业、前途实际上是
会受到影响的，这是
很客观的。”白文佩
说，但是如果缺少家
长陪伴，孩子将来很
容易在情绪、精神、
代 谢 等 方 面 出 现 问
题。从女性事业与子
女成长之间的平衡来
看，“三孩”政策的
影响“是很深远的”
。

“许多年轻人不
愿意结婚、不愿意生

孩子，尤其不愿意生
第二个孩子。”人口
学家、原国家计划生
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
中堂对中新社记者表
示，生育问题的关键
也在于如何提高生育
意愿。

苏剑则认为，“
三孩”政策实施的效
果，对人口观念的变
化会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随着政策实施，
人 们 会 逐 渐 意 识 到
人口不是一种负担，
而是一种资源。一种
文化要想传承下去，
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口
规模，从这个意义上
讲，“人口问题不光
是一个经济问题，而
且是一个社会和文化
的承续问题”。(完)

因应人口老化和少子化造成的人口危机，
中国再度放宽生育政策，将实施「全面三孩」。

图为北京一名老人与孩童在玩耍。(美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