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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人口发展规律 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
问：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

的大事，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家万

户。当前，我国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主要基于哪些考虑？

答：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

计划生育，1982年将之写入宪法确定为

基本国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

社会共同努力下，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

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促进

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

展变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

先后作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决

策部署，取得了积极成效。实践充分证

明，党中央、国务院在人口结构转变的

关键时期，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积极回

应社会期待，适时作出重大决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

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立足

国情，遵循规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

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积极

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统筹解

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近年来政策调整使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
问：近年来，我国对生育政策作出

了几次调整，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

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

的重大决策，取得明显成效。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目

前 0-14 岁少儿人口占比从 2010 年的

16.6%提高到 2020 年的 17.95%。近年

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

二孩 1000 多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占

比由 2013 年的 30%左右上升到近年来

的 50%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从 2013

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

出生人口下降 群众生育意愿有待释放
问：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为

什么近年来出生人口仍有下降？

答：世界发达国家普遍生育水平较

低。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

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

障完善，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

主流。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

因有：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

推迟。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

规模不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

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 340 万

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另一方

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

减少。2006-2016 年，我国女性平均初

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

到 26.3 岁和 26.9 岁，20-34 岁女性在婚

比例从75.0%下降到67.3%。此外，全国

结婚登记人数连续7年下降，从2013年

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

减少40%。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

万人下降至1399万人，减少41%。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

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

个，比“80后”低10%。2019年全国人口

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

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

再生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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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

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示，因

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5.1%，“没人带孩

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

下降的有 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

达42.9%。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多

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

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受疫情

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

消。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与 2019 年同

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可能与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问：实施三孩政策，还需要哪些配

套措施？

答：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

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

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

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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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婚嫁陋习、天价彩

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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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

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

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

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

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

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

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

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

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

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

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问：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对改善人口

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等方面会产生怎

样的影响？

答：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

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

国情。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社会，预计

“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

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

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 30%）。实施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

套支持措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

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

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

加社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值水

平。

（新华社记者）

旅店接待未成年人
“五必须”

据新华社电（记者熊丰、任沁沁）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6月1日起施行，

其中对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

未成年人入住的安全保护义务作了规定。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安部对旅馆经营者

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提出“五必须”要求，以

切实防范在旅馆中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

生，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按照要求，旅馆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

入住，必须查验入住未成年人身份，并如实

登记报送相关信息；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并记录备

查；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并

记录备查；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

预防针对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必须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况，并及时联系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时采取相

应安全保护措施。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在旅馆

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特点，旅馆经营

者遇到以下可疑情况应当向公安机关报

告：一是成年人携未成年人入住，但不能说

明身份关系或身份关系明显不合理的；二

是未成年人身体受伤、醉酒、意识不清，疑

似存在被殴打、被麻醉、被胁迫等情形的；

三是异性未成年人共同入住、未成年人多

次入住、与不同人入住，又没有合理解释

的；四是其他可疑情况。根据未成年人保

护法规定，旅馆经营者发现违法犯罪嫌疑

的，除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外，还要及

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

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在能力范围

内采取相应安全保护措施。

未成年人涉嫌严重
暴力犯罪持续下降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硕）最高人民检

察院 6 月 1 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白皮书（2020）》披露，2016年至2020年，检

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涉嫌故意

杀人、抢劫、贩卖毒品等严重暴力犯罪人

数 占 全 部 犯 罪 人 数 的 比 例 年 均 下 降

2.16%。

白皮书介绍，2020年未成年人犯罪数

量下降幅度较大，升降态势与疫情防控形

势关联较大。继2019年受理审查逮捕、审

查 起 诉 未 成 年 犯 罪 嫌 疑 人 同 比 上 升

7.51%、5.12%之后，2020 年同比分别下降

21.95%、10.35%，为五年来最低。

白皮书还显示，2020年未成年人犯罪

涉嫌罪名相对集中，毒品犯罪、校园欺凌

和暴力犯罪情况持续好转，未成年人犯罪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情况良好，少捕慎

诉慎押政策进一步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实现创新发展。

27.4万名事实孤儿
被纳入保障范围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硕、高蕾）记者5

月31日从最高检联合民政部等部门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全

国共有27.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

入保障范围，平均保障标准为1206.6元/

人/月。

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李婉丽

介绍，2019年6月，民政部联合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出台意见，

首次在国家层面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

入保障范围，参照孤儿标准发放基本生活

补贴，自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20

年底，民政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通知，扩

大了保障对象范围，优化了失联情形认定

流程。

为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

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

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

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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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

者”。国家近年来不断调整

完善生育政策效果如何？此

次调整将产生哪些深远影

响？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

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

访。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