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以来，经过 40 多年的时间，已累计少生 4 亿多人，

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

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1992 年以后，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持续低于替代水平 2.1。根据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显示，我国的

总和生育率由 2000 年的 1.22 降低到 2010 年的

1.18。这说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始终处于低生

育水平阶段。与此相关，我国已步入人口高速老龄

化的国家行列。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7 765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3.26％，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1
883 万人，占总人口的 8.9％[1]。仅仅 2 年后，据民

政部 2012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至

2012 年 12 月，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94 亿，占总人口的 14.3%。专家预计，以目前老

龄化的速度，2034 年老年人口突破 4 亿，2054 年

将突破 4.72 亿[2]。我国将进入世界上最老国家的

行列。人口高速老龄化将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经
济与社会发展、养老社会保障等领域产生深远的

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迫切需要调整我国的人口政

策。为此，国家自 2014 年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实施单独二胎新政策。新政策的实施，将对我国的

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但也

应注意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

一、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的背景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而不断调整和完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单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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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政策的提出，正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

具体体现。
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在控制人口

数量、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

毋庸置疑的，但这也是以我国人口结构的失衡为

代价的。尽管在此期间对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但

收效不大。首先，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

程度加深和劳动年龄人口快速缩减。2010 年“六

普”数据显示，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已达 13.26%，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

我国将面临老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和老龄化加速

的局面。0~14 岁少儿人口的比重为 16.60%，比

2000 年下降 6.29 个百分点；15~59 岁劳动年龄人

口所占比重为 70.14%，同比上升 3.36 个百分点[3]，

如果政策保持不变，未来我国的少儿人口比例将

持续下降，其直接后果就是适龄劳动力总量的快

速下降，这势必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

消极影响。其次，人口性别结构失调。我国的出生

性别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持续偏

高，从 1982 年的 108.5 上升到 2010 年的 118.1。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10 年《社会蓝皮

书》，目前我国 19 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

重失衡，到 2020 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

比女性多出 2400 万，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婚

姻挤压”和“就业性别挤压”[4]。最后，家庭结构在政

策实施过程中发生了突出变化，伴随着少子老龄

化、独子老龄化、空巢老龄化，我国平均家庭规模

由 2000 年的 3.44 人下降为 2010 年的 3.10 人，中

国家庭日趋核心化和小型化。而这样的家庭结构

更加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间接地对社会化养

老服务保障提出了挑战。另外，总和生育率稳中趋

降和近年来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下降，也是促成

我国着手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由此可

见，现阶段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促进人口与社会长期均衡的发展，就需要对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 年 11 月 15 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

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5]这是我国进入 21 世

纪以来生育政策适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

做出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

战略决策。

二、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的意义

我国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单独二胎政策有助于延缓我国人口老龄

化的步伐

我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使人口

生育率迅速下降，直接加速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 60 岁及

以上人口超过 1.77 亿，所占比重为 13.26%，我国

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13 年末，我

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02 亿，老龄化水平高

达 14.9%[6]，未来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一直保持年

均 800 万的增长态势。这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规

模进一步扩大、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在逐年增加，而

作为中坚力量的劳动年龄人口则在 2012 年开始

并逐年下降。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现

行的生育政策不进行调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

愈加严重。《中国发展报告 2011/12：人口形势的变

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对不同生育政策方

案下（以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以

及总和生育率 1.5 为基础进行预测）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所占百分比进行了预测。在生育政策不

变的情况下，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逐

年攀升，尤其是在 2020 年以后，由于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大批人口开始进入老

年阶段，老年人口规模迅速增加，比例攀升速度加

快，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25.42%，规模为

3.45 亿，至 2050 则分别升至 36.34%和 4.34 亿。而
在“单独二胎”情形下，老年人口比例在 2035 年以

前增长速度较快，2020、2030 和 2040 年分别上升

到 17.04%、24.22%和 28.39%，之后缓慢上升，到

2050 年，比例上升到 32.22%[7]58。从这可以看出，

“单独二胎”政策的推行将使老龄化水平在 2050
年下降 4.12 个百分点。学者原新教授的测算结果

显示，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与现行政策不变相比，

2030 年 老 龄 化 水 平 将 从 24.1%下 降 到23.8%，

2050 年从 34.1%下降到 32.8%，到 2100 年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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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迅速下降到 34.3%[8]，下降幅度高达 5.3 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相对于以往的生育政策而言，

不论哪种预测结果，均表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

施对于缓解我国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特别是对我国人口远期老龄化有显著的

下降作用。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自 2014 年开始，逐步落实

启动“单独二胎”政策，该政策将适度增加出生人

口数量，新增婴儿的消费正可扩大当前急需增加

的内需市场，而在这些孩子陆续进入劳动年龄

时，恰好可以大大减轻 2030 年前后开始的劳动

力资源快速萎缩与老年人口比例迅增的“人口负

债”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9]。从这个意义上

来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不仅能够为应对老龄

化争得更多的准备时间，而且直接降低人口老龄

化的水平。
（二）单独二胎政策有助于缓解养老保障的

压力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首先有利于劳动适龄人

口和社会缴费群体的增加，进而增强社会养老的

能力。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不断增加，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老年人

群，如何使他们“老有所养”，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

现实社会问题。一方面，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为

继。伴随着 80 年代初“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我

国的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和小型化，2010 年我国

的平均家庭规模为 3.10 人，“4—2—1”家庭结构

模式普遍存在，因此，养老问题尤其是独生子女家

庭和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难

题。另一方面，社会养老困难重重。“由于老龄化社

会的提前到来，再加上养老保险基金过去缺乏积

累，致使养老保险制度的负荷十分沉重，虽然当前

对我国养老金是否存在着缺口、缺口有多大有不

同的认识，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帐运行却是

不争的事实。”[10]《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2013》显

示，2012 年我国个人账户空账规模超过 2.6 万

亿 [11]，当前全国还有 19 个省份的养老资金收不抵

支，出现了支付困难。这表明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给

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我国老年

抚 养 比 从 2012 的 20.66% 上 升 到 2013 年 的

21.58%[12]，并将在今后的时期内持续上升，这意味

着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逐渐下

降，而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比例在迅速升上，我国

政府面临着养老的巨大压力，如果不做政策上的

调整，最终会造成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状况。单独二

胎政策的实施将降低社会抚养比。《中国老龄事业

发展报告（2013）》的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少儿

人口抚养比为 24.36%，比 2012 年提高 0.4 个百分

点；老年抚养比为 21.58%，比 2012 年提高 0.92 个

百分点，进而推动社会总抚养比从 2012 年的

44.62%上升到 2013 年的 45.94%。学者原新的预

测显示，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与现行政策不变相

比，2030 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从 8.75 亿增加到

8.77 亿，到 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 2600 万

人，此时，新增的劳动力将使老年抚养比从 64.8%
降至 62.5%[13]。由此可见，在“未富先老”的中国，

单纯通过政府养老的模式来解决规模日益庞大的

老年人养老问题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而调整生育

政策有助于提高人口出生率，可以使新出生人口

经过 15~20 年陆续成长为劳动年龄人口后，增加

社会保障的缴费群体，降低老年抚养比，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加重的养老

保障压力。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我国家庭结构

的调整，有利于提高传统家庭养老的能力。《中国

经济生活大调查 2013—2014》中的数据显示，超

过 1/3（35.1%）的家庭老人养老资金主要依靠子

女供养；超过半数（52.26%）的老人希望在养老期

间与子女同住，仅二成左右（20.97%）的老人愿意

接受社会养老（即公立养老院、民营养老院和社区

服务机构）[14]。由此可见，家庭养老依然是老年人

理想的养老选择。而“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将有

助于家庭结构模式由“4—2—1”逐渐演变成“4—
2—2”，这样，由两个子女共同分担家庭养老的责

任，无疑增强了家庭养老的功能，也就相对减轻了

政府和社会养老保障的压力。
（三）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延长中国的人口

红利

据《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的数据显示，至 2013 年，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

为 9.2 亿人，占总人口的 67.6%，其绝对数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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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开始连续两年下降，分别减少 345 万和

244 万，这预示着，如果不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我

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已成为历史。
而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将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的

时限。
首先，单独二胎政策将增加出生率和劳动力

人口的总量。据《中国发展报告 2011/12：人口形势

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的预测数据，在当前

生育政策不变情形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

将快速逐年减少，从 2010 年的 9.39 亿，到 2030
年的 8.32 亿，在 2050 年则下降至 6.21 亿。而在实

施“单独二胎”政策的情形下，劳动人口规模在

2030 年下降到 8.54 亿，2041 年降到 8 亿以下，之

后仍然缓慢下降，到 2050 年降至 7.04 亿。[7]57 从这

可以看出，与生育政策不变相比，“单独二胎”政策

可以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 2030 年和 2050 年分

别增加 2200 万和 8300 万。不管这一预测数据是

否准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单独二胎政策将增加

出生率和劳动力人口的总量。
其次，单独二胎政策将改善我国劳动力人口

的老龄化结构。比较“六普”和“五普”数据，我们就

会发现，2010 年，我国青年组（15~29 岁）劳动年龄

人口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 35.16%，比 2000 年

降低 2.9 个百分点，中年组（30~44 岁）为 36.40%，

同比下降 1.97 个百分点，高年组 （45~59 岁）为

28.45%，比 2000 年提高将近 5 个百分点；劳动年

龄 人 口 的 平 均 年 龄 为 35.99 岁 ， 比 2000 年 的

34.35 岁高 1.64 岁，由此可见，高年龄劳动力比重

增大，而中间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明显，这说明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而二胎政策

将增加出生率，新增的 2200 万—2600 万人在 15-
20 年以后，进入劳动力的大军阵营，将降低劳动

力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而直接延长中国的人口

红利的时间。
（四）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抑制出生性别比偏

高的态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

逐渐偏离正常值范围，1982 年和 1990 年“三普”
和“四普”的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8.5
和 111.3，2000 年“五普”时 为 116.9，至 2010 年

“六普”则上升为 118.1，从总体上看出生性别比随

着年份的增长而呈现出持续偏高和升高的态势，

这与生育政策挤压下人们强烈的男孩性别偏好有

着紧密的关系。而出生性别比长期偏离正常水平

的后果，就是未来婚姻挤压和就业挤压现象的出

现。据预测，2020 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

比女性多出 2400 万，虽然会有部分男性通过代际

婚姻的方式来进入婚姻市场，但仍然会有数以千

万计的“光棍”不能进入婚姻状态。而实行“单独二

胎”政策，有利于抑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态势，降

低出生性别比。由于我国实施的是城乡有别的计

划生育政策，大多数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孩半”
政策，其结果是农村的独生子女数量远少于城市，

因此，“单独二胎”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

妻，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缩小我国不合理的城

乡二元生育政策差距。以山东省为例，根据 2005
年 1%抽样调查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

据，2010 年山东省城镇乡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14.47、120.96 和 120.90，比 2005 年依次升高了

3.48、12.14 和 3.62 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五年

来，山东省城镇地区特别是镇级地区由于实施严

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在“男孩偏好”和现实生育政

策的挤压下进行了性别选择，导致出生性别比升

高且偏高现象的出现。而“单独二胎”政策的实行，

再加上之前推行的“双独二胎”政策以及农村的

“一孩半政策”，将会使全国范围内符合生育二胎

的家庭增多，这将有利于缓解他们因政策限制而

愈发强烈的男孩偏好，从而使整体出生性别比相

应降低。单独二胎政策尤其会对城镇地区出生性

别比的下降产生较大影响。
（五）单独二胎政策顺应民意，增强家庭的稳

定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单独二胎”政策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是

一项顺民心、合民意的重大举措。进入 21 世纪以

来，我国针对不同地域和群体生育意愿进行了广

泛的调查。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6 年组织了《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1 年和 2006 年被调查

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 1.78 个和 1.73 个。王

军、王广州（2013 年）综合利用《2011 年中国社会

状况综合调查》和《2012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

问题调查》原始数据，对我国育龄人群目前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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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进行分析发现，2012 年全国每个家庭平均意

愿子女数为 1.86 个，农村和城镇的平均意愿子女

数分别为 1.91 个和 1.79 个[15]。由此可见，目前我

国家庭平均理想子女数大约为 2 个，而“一儿一

女”则是最理想的子女构成，这说明“一对夫妇生

育两个孩子”更符合人们的生育愿望。因此，出台

“单独二胎”政策，是还权于民的表现，即将生育权

还于人民，满足了广大群众的生育意愿。
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可以避免出现大量政

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因而能够极

大地减少政策导致的独生子女生育给家庭发展带

来的风险与脆弱性”[16]，有利于增强家庭的抗风险

能力。我国独生子女总量已达 1.4 亿，独生子女户

已经超过全国家庭户总户数的 1/3，独生子女规模

还在以每年约 500 万的速度增加[17]222。若保持现行

生育政策不变，那么，我国的独生子女群体规模将

会持续扩大；而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

庭，面临着“失独”的风险。根据原国家卫生部发布

的《2010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我国每年新增 7.6
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已经超

过 100 万个[18]，而据此推算，我国“失独”的老人每

年新增 15.2 万人，“失独”老人的总量则已超过

200 万人。我们不难想象，独生子女家庭在面对失

去仅有的一个孩子时是多么脆弱，“失独”老人的

心理承受能力和情感寄托瞬间崩溃。因此，实施

“单独二胎”政策，可以有效避免大量非意愿性独

生子女家庭的出现，从而相应地减小“失独家庭”
出现的概率，增强家庭的稳定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

三、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现状与应注意的问题

单独二胎政策实施近一年的现状表明，应注

意如下问题：

（一）跟踪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避免陷

入低生育率陷阱问题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是逐步完善我国生

育政策的具体体现，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试点

性和探索性工作。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曾

普遍担心，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可能在短期内产

生出生堆积现象。“《中国人口发展报告 2011/12：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就预测，实施

单独二孩后，峰值生育率达到 2.4，出生人口将达

2600 万；而全面放开二孩，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

率会超过 4.4，每年出生 4700 多万人。中国人民大

学翟振武等人则认为：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可将

生育率提升到 1.8；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峰值

将达到 4.5 左右，出生人口将达到每年 4995 万。
北京大学乔晓春则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第一年

新增的出生人数会在 326.2 万到 437.5 万之间，总

出生人数将超过 2000 万。”[19]但现实情况却是，我

们或许正在走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从 2014 年 1 月我国决定单独二胎政策以来，

到 6 月 1 日，除新疆和西藏以外，各省陆续接纳单

独夫妇生育二胎的申请。但统计数据表明，曾经担

心的生育堆积现象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

现，相反，占绝大比例的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

并没有申请生育二胎。“北京、上海分别于 2 月 21
日、3 月 1 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北京符合单独两

孩再生育条件的家庭有 55 万，但截至 7 月 31 日，

只批准 16741 例。上海目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

条件的育龄妇女约 46 万人；但截至 6 月底，只批

准 7876 例申请。人口大省河南被认为是“喜欢生

孩子”的省份，2011 年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

孩”政策，当时预计每年将多生 1.8 万人；但两年

来，仅有 600 多个家庭生了二孩。河南、山东分别

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30 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河南有单独夫妻 100 万对；但截至 7 月 11 日，只

发放 2472 张生育证。山东省 29 岁以下、符合二孩

生育政策的就有 127 万人，但截至 6 月 30 日，只

发放 8121 张生育证。”[20]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

人口大省也出现同样或类似的情况。据 2014 年中

国人口学会年会上相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截止

到 7 月 31 日，全国申请单独二胎生育的批准量仅

有 47 万人，到 11 月 5 日，全国仅有 70 多万人提

出生育二胎的申请，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国家卫计

委部门和相关专家的过高预测。这表明，我国是否

与欧洲国家、日本、韩国一样，正在走入低生育率

的陷阱[21]228。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政府部门还有争

论，但这已经提醒我们，应紧密关注和跟踪单独二

胎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必要的条件下，及时调整生

育政策，尽快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以避

免我国真正陷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宋全成，文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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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将会产生新的生育

权与抚养不公平现象

首先，单独二胎新政惠及的是独生子女家庭，

而对非独家庭（夫妻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

而言，则被边缘化了，享受不到该项政策的益处。
因此，生育权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单独二胎”政策

在还生育权于民的同时，却带来了“生育不公”的
新问题[22]。“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再加上原有地

方生育政策的差异，（城市户籍中）估计将有 70%
~80%的人口或 2/3 以上的家庭可以政策内生育

两个孩子[23]。但对非独家庭、尤其是具有强烈生育

意愿的非独家庭来说，其实是有失公平的。因此，

为保证二胎政策的公平性，在经过几年的政策调

适、生育率状况稳定以后，政府可考虑全面放开二

胎政策，以保证人们享有平等的生育权。
其次，从抚养负担角度看，单独二胎新政将加

重双单独家庭的家庭抚养负担。虽然新政的实施

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加劳动力，减轻养老负担，但从

短期来看，将会使家庭的抚养负担上升。从这方面

看，政策的调整势必会造成不同类别家庭抚养总

负担的不公平。此外，当今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生育

年龄延迟现象，当生育年龄推迟到 30 岁甚至更迟

之后，而人均寿命又延迟在 75 岁以后时，许多中

年人将会面临“双重照料风险”，即同时照料需要

照顾的父母与学龄前的子女，而在中国这样一个

依然依靠子女养老的传统背景下，若再生育二孩，

将使双单独家庭的抚养负担更为沉重。为减轻单

独家庭的抚养负担，政府可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

化养老服务。
（三）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有可能引发家庭矛

盾，影响家庭稳定

生育政策调整，从微观上来说，对个体家庭影

响很大，符合条件的家庭既是最大受益者，同时又

面临着新的生育行为选择。孩子的生育成本是生

育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家庭进行生育抉择的过

程实际上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以及

与长辈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和

谐与稳定。
首先，夫妻间的矛盾。如果一方不想生第二

孩，而另一方则非常坚决的主张生育，这必然引发

夫妻之间关于“生不生二孩”的冲突，特别是高学

历的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所耗费的机会成本较高，

同时还将影响其未来职业发展，由此，更容易引发

夫妻间矛盾。
其次，亲子间的矛盾。生育二胎可能会引发大

孩子强烈的情绪波动。特别是现今社会，独生子女

在心理上比较脆弱和敏感，并且占有欲较强，如果

父母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并将家庭的关注点及重

心转移到这个来之不易的二孩身上，则可能使大

孩子产生失落心理，由此造成亲子间的关系紧张。
最后，与父母之间的矛盾。符合“单独”条件夫

妻的父母一般都是 70 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人，其

思想主要停留在传统的“儿女双全”观念上。如今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正好弥补了他们过去想

生二孩而不得之的遗憾。新华网对此调查的结果

也证实了这一点，在 56 岁以上的人群中，仍有

30.1%表达了期望儿女生育二胎的意愿[24]。但 80
后的新生代夫妻往往更注重追求个人幸福和事业

发展。如果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较大，那么，小夫

妻就会放弃二孩生育。这样，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

孩的较高意愿可能会与新生代夫妻放弃生育二胎

的意愿产生一定的冲突，从而造成新生代夫妻与

父母之间的矛盾。
（四）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将对女性就业产生

消极的影响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

性别劣势：女性、特别是未婚女性在进入职场后不

久便会结婚和生育，虽然国家设立了生育保险金

以弥补用人单位由女性生育而引起的部分成本，

但单位还是要承担其产假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因

而，女性在寻找工作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单

独二胎”的实施，则使女性求职的隐形劣势进一步

扩大。符合相关生育二胎政策条件的职业女性要

休两次产假，用人单位将会重新考虑录用女性的

雇佣成本和工作风险。此外，由于受到较好的高等

教育的知识女性的首次生育年龄普遍推迟到30
岁-32 岁以后，如果再生育二胎，则多在 34 岁-36
岁，这样，对职业女性来说，就会产生沉重的生育

和养育子女的压力。但社会大环境仍期望女性在

家庭中承担更多养育子女的责任，这样，职业女性

不得不面对生育与职业、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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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角色冲突。当她们生育的第二个小孩进入

幼儿园的时候，她们的年龄大部分在 40 岁左右。
于是，她们有可能丧失最佳的就业机会。显然，二

胎生育有可能迫使她们放弃工作、回归家庭，这

既不利于女性职业上的发展，也不利于女性社会

地位的提高。然而，“政策层面上允许符合条件的

家庭生育二胎，并非利用政策逼迫女性退出社会

回归家庭生育二胎，政策制定者更要周全考虑，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措施”[25]。因此，为扭转单独二

胎政策下女性在就业方面日益凸显的劣势，政府

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共同分担生育的社会成

本，让女性能够在激烈竞争的职场上与男性处于

平等地位。
（五）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有可能诱发择偶观

变化、母女生育权冲突等其他社会问题

首先，长期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将对新一代

人的婚恋择偶观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未婚人

士而言，可能催生“为孩而婚”的择偶观。南方都市

报与大粤网对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约 1/4
的未婚者表示，以后将更倾向于选择独生子女作

配偶[26]，由此，出现独生子女“走俏”的社会现象。
可见，在新政的影响下，“找个独生子女”或将成为

继房子、户口之后人们择偶条件中的新要件。然

而，如果两位非独生子女相恋，由于政策的约束使

得他们一旦结婚后就不能生育二孩；只要有一方

父母对生育两个孩子持坚决态度，便可能会遭到

极力反对，使得两人迫于家庭压力而选择分手。因

此，要做好社会婚育观念引导，使人们理性对待择

偶标准和生育。
其次，由于单独二胎政策细则不甚明确，将会

诱发如独生母女生育权利之争等新的社会问题。
如果一个 44 岁的母亲和一个 22 岁的女儿所在家

庭都符合“单独二胎”政策，且都已生育一个孩子，

那么母亲生二胎后，女儿即非独生子女，这是否意

味着女儿失去了生二胎条件。所有可能出现的问

题，要尽可能在制定政策实施细则时加以明确，避

免出现政策漏洞。

四、结论

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随着人

口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适时调整、完善的

具体体现。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晚、稀、少”政策、
80 年代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到 80 年代中期

以后农村“一孩半政策”与“双独政策”，再到 2013
年 12 月份的“单独二胎”政策，生育政策日渐完

善。目前实施的“单独二胎”政策，有助于延缓我国

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有助于缓解养老保障的压力；

有利于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有利于抑制出生性

别比偏高的态势；增强了家庭的稳定和抵御风险

的能力。但单独二胎政策实施近一年的状况表明，

我们也应注意如下问题：跟踪单独二胎政策的实

施效果，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权及抚养负

担的不公平；诱发生育抉择时的家庭矛盾；进一步

凸显女性求职的“隐形劣势”；以及导致择偶观变

化、母女生育权冲突等新的社会问题。鉴于此，在

单独二胎新政实施后，政府相关部门应吸收人口

学、社会学的专家、学者，跟踪和调研单独二胎政

策的实施效果，并进行评估，在准确掌握人们的生

育意愿、生育率变化、未来出生人口变动趋势以及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基础上，进

一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在适当的时候，全面放

开二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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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单独二胎人口政策实施的意义、现状与问题

The Significanc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wo-child Policy for Only-child Parents

SONG Quan-cheng1，2, WEN Qing-ying1

(1.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Institute of Immig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two-child policy for only-child parents implemented in China is the adjustment and perfection of pop-
ulation policy of China, which can slow down the population aging of China,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pension security, re-
strain the imbalance between boys and girls and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famili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with
this policy, such as the low birth rates induced by unwillingness to have a baby, unfairness of birth rights and dependen-
cy burden, family conflicts due to choices of birth-giving, and some other new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 population policy; two-child policy for only-child parents; population aging; willingness to have a baby;
low-fertility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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