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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育，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何都失败了
最近，我国出台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

个子女的政策。那么，三孩政策以及配套支
持措施，会带来哪些影响？国际上在生育政
策调整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案例？

就此，不妨回顾一下我国的近邻日本、
韩国、新加坡在鼓励生育方面的案例。从
中，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日本年轻人“躺平”多年，生育率持续走
低

所谓“鼓励生育失败”，是指鼓励生育之
后也没能显著提高生育率，甚至生育率还下
降了。

二次大战结束初期，日本战败的海外军
人被遣送回国，家人团聚，致使结婚率上升。

1946 年至 1948 年，日本出现了“婴儿
潮”，总和生育率超过 4.0。日本国土狭小，
人口稠密，自然资源贫乏，于是，从1948年开
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抑制人口增
长的政策：一是通过《优生保护法》规定，妇
女出于健康和经济等原因可以提出堕胎申
请。这将堕胎合法化。二是成立了日本家
族计划协会，这个协会的最大工作就是派发
避孕套。三是废除家庭补贴与孩子抚养补
贴，理由是如果贫民没有了家庭补贴与孩子
抚养补贴，就不会再想多生孩子了。

随着抑制人口增长政策的实施，日本生
育率迅速下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日本
生育率已降至 2.1的更替水平，之后一直到
1975年，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
动，没有明显的变化。1975年以后，日本生
育率缓慢下降。直到1989年，日本的总和生
育率创下1.57新低时，才引起了日本政府和
民众的极大关注。

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
措施鼓励生育。例如，1995年，日本出台了
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孩子的“天使计
划”。然而，鼓励生育未能扭转日本生育率
下降的势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 1995年
至今一直低于 1.5，200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
1.26的最低点，随后缓慢回升。近年来，日
本的总和生育率徘徊在1.4左右。

2020年日本的出生人口为84.8万人，与
2019 年相比减少了 1.7 万人，这是日本从
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而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9%，日本
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养老金
支付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应对养老金支付
压力，日本一再延迟退休年龄。

日本鼓励生育之所以效果不明显，至少
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鼓励生
育的力度远远不够。根据经合组织数据，
2017 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 GDP 的
1.79%，而法国、瑞典等生育率较高的欧洲国
家的家庭福利开支均占GDP的3.4%以上。

二是近几十年来，日本结婚率不断下
降。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70年日本结婚
率为10‰，1995年下降到6.4‰，2017年下降
到 4.9‰。日本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
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 4月公布的调查
结果显示，日本男性“终身未婚率”（到 50岁
都未结婚的人口比例）在2015年为23.37%，

女性为 14.06%。该数据比上次 2010年调查
时上升超过3个百分点，刷新最高纪录。

近 30年来，日本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年
轻人职业前景黯淡，他们既没有努力工作的
动力，也没有追求婚姻伴侣的动力。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词叫“躺平”，其
实数十年来，日本许多年轻人早就“躺平”
了，他们不婚不育，使得日本的生育率持续
走低。

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多，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韩国的总和生育率
一度高达 6.0。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
1962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随着韩国在上
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经济的起飞，韩国的
生育率迅速下降，到 1990年，韩国的总和生
育率降到了1.59。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叶，韩国出现了是
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韩国政
府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了
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
降。

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
没有回升，反而进一步下降到 2003-2004年
的 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政府的极
大忧虑，其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过并实施
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
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
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鼓励生育的政策未能扭转韩国生育
率不断下滑的趋势。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
据，韩国总和生育率在 2018 年降到 0.98，
2019年降到 0.92，2020年进一步降到 0.84，
连续三年低于 1。2020年，韩国人口进入负
增长。韩国生育率如此之低，至少有以下几
个原因：

一是韩国人口过度聚集导致房价高
企。韩国人口约 5200万，首尔都市圈（由首
尔市、仁川市、京畿道组成）的人口接近2600
万，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韩国人挤在首尔都
市圈里生活。人口的过度聚集导致首尔房
价不断上涨。

据韩国《朝鲜日报》2021年 1月 12日报
道，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首尔房价4年内上升
了 89.7%。在全球 522个调查对象城市中，
首尔市中心房价仅次于中国香港，居全球第
二，超过纽约、伦敦等世界主要城市的房
价。高房价是生育率的一大杀手。

二是韩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过于苛
刻，女性需要为生育付出很高的代价。例
如，许多韩国公司不愿雇用当了母亲的女
性，认为她们无法在家庭与工作中取得平
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韩国职场女性选择
不婚不育。近几十年来，韩国结婚率不断下
降。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70年韩国结婚
率为 9.2‰，1995年下降到 8.7‰，2017年下
降到5.2‰。

三是韩国人的工作时间过长。根据经
合组织的数据，2016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
作时间为2068小时，而英国为1541小时，法
国为 1522小时，瑞典为 1478小时，挪威为
1394小时。工作时间过长，不可避免会减少
育儿时间。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

之一，自然资源极度匮乏。1960年代，新加
坡总和生育率一度高达 5.4，在这种情况下，
新加坡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推出节育政策。

在节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效
应下，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1年的 3.0
快速下降到 1985年的 1.61。到 1986年，在
新加坡认识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成为
严重问题后，李光耀政府决定停止节育并立
即转为鼓励生育。1987年，新加坡提出鼓励
生育的口号是“如果能养得起，就生三个或
更多”。

虽然新加坡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
但总和生育率依然在下降，1995 年降到
1.71，到 2002年之后则一直低于 1.4，近年则
一直徘徊在1.1至1.3之间的低水平。

2018年和 2019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
率都是 1.14，2020年下降到 1.1，是该国的历
史最低水平。

新加坡鼓励生育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发
放育儿补贴。2020年 10月，新加坡政府又
推出新的生育奖励，在现有福利基础上再额
外提供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凡是在 2020年
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出生，符合条件
的新加坡籍新生儿，可获得政府3000新币（1
新币约合人民币4.8元）一次性补贴。

此外，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还包括：
成立专门的社会发展署，给未婚的年轻人做
媒；给生育三个或以上的家庭提供税收补
助；大家庭可以有优先选校、选组屋的权利；
28岁前能生育第二胎的，可以享有 2万新币
的补贴。

虽然新加坡鼓励生育的力度较大，但同
时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极高。英国经济学
人智库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生活成本报
告》显示，新加坡连续5年被评为全世界生活
成本最高的城市。

并且，由于新加坡人口中超过70%是华
裔，普遍接受精英教育模式，在教育方面支
出巨大，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导致
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
2018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为 1.14，其中华
裔0.98，印度裔1.0，马来裔1.85。

日、韩、新三国鼓励生育之所以失败，有
以下一些共同的原因：

第一，在东亚的文化氛围里，生育更多
意味着女性的奉献和牺牲，而男性较少参与
育儿。已婚已育的女性在就业市场中容易
受到歧视。许多女性为了职业发展而被迫
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

第二，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过长。日本
人向来以“工作狂”闻名于世，韩国人的工作
时长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也居于前列。新
加坡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但据新加坡人力
资源局发布的数据，2017年新加坡员工平均
每周工作45.1小时，超过了日本和韩国。工
作时间过长，也一定程度影响了这些国家民
众的生育意愿。

第三，在东方国家中，未婚母亲和私生
子往往被社会歧视，因此，非婚生子女的比
例很低。而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生儿育女
的形式已在近30年发生剧变，结婚生子的传
统模式，不再是绝对主流，这些国家有很多
经济独立的女性不想受婚姻束缚，却想有自
己的孩子。近年来，法国和北欧国家的非婚
生子女比例已超过新生儿的一半。

回顾日、韩、新三国的人口政策历程，这
三国都经历了从节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转
变过程。

这三个国家鼓励生育失败的教训，有以
下几点启示：要提高生育率，一是要消除就
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保障女性公平就业的
权利。二是要适当缩短工作时间。三是保
障非婚女性的生育权有助提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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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生育
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

上述三国在生育政策方面的成败得失，
对我国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和相关配套支持
措施，或许有某些可供作为前车之鉴的参考
价值。



一首老歌，一个老电影。。。 老的东西对
大人来说是珍贵的旧日重现，那么对于孩子
呢？我们学习了课文“小壁虎借尾巴“。在
故事的结尾，小壁虎发现自己丢了一条旧尾
巴，又长出了一条新尾巴，非常开心。在孩
子们的世界里，经常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的是
那些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其实，那些旧的老
的东西，可以让孩子们了解过去的故事，同
样激起孩子们的兴趣和好奇心。

可爱的加菲猫 – 曹昀翰
我家里最老的东西是我妹妹房间里面

的加菲猫的钟表。加菲猫有大大的眼睛，长
长的尾巴，胖胖的身子。我爸爸小时候，加
菲猫陪他睡觉，学习，玩游戏，所有的事都陪
他做。 爸爸也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古老的针线盒– 何忠珏
我家有一个老物件，一个古老的针线

盒，那是 86岁的周爷爷以前送给 77岁吴奶
奶的礼物。后来吴奶奶觉得她的眼睛老花
了，看不清针线了，就把这个针线盒送给了
我妈妈。

这个针线盒是用木头做的，有一条弯弯
的手柄，可以象篮子一样提起来，还有四根

木头做的腿，放在地上的时候象一个小椅
子，它的上表面有一层很漂亮的布的花纹。
这种花纹是中国古老的装饰花纹。从两边
打开之后看到里面分了三层，可以放很多不
同的东西。如果家里有什么布的东西破了，
妈妈就会打开它，拿出针线来补。它还有一
个用处就是可以放妈妈的首饰。

我们家的人都很喜欢这个古老的针线
盒，因为它真的很珍贵，它有周爷爷对吴奶
奶的爱，也有吴奶奶的一片心意，还有妈妈
对我们家的爱。。

玩具车– 李星辰
我家的一个很旧很旧的东西。 它是我

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东西。它的形状像汽
车，但它不是汽车，它是一台收音机。它的
车头上写着“AD1928”！同学们，我家的旧物
件是不是很酷呀？

小枕头 – 刘芸熹
我有一个小花枕头。从我出生的时候

起，它就一直陪伴着我。在白色的枕头上有
一圈粉色的花边，还有一只蓝色的泰迪熊。
我的小花枕头是外婆从中国带来的。 外婆
告诉我说，这个枕头里放了外婆对我的爱，

可以帮我睡个好觉。 我非常喜欢我的小枕
头，即使现在它小了，我也一直把它放在我
的床上最显眼的位置，和我心爱的娃娃在一
起，因为我希望外婆的爱能让我快快长大。

奶奶的毛衣 – 秦夏依
奶奶给了我一件黄色的毛衣，上面有棕

色的条纹和白色的纽扣。奶奶告诉我，这件
毛衣是她的姐姐在奶奶苏联留学时给她织
的，到现在有六十多年了。我喜欢奶奶的毛

衣，因为穿上它我
觉得很温暖，会让
我想起奶奶。祝
奶奶健康长寿！。

老物件 – 王
佳钰

我把我的爸
爸妈妈比喻成老
物件，因为他们在

我很小的时候就陪在我身边，到现在已经八
年了。我爱我的老爸老妈！

小木桌 – 叶紫芸
我家有一个小木桌。那是十一年前姐

姐出生的时候爸爸和妈妈买的。小木桌是
长方形的，还配了两把小椅子。姐姐长大以
后就把小木桌送给我了。爸爸和妈妈换了
一个桌面。我在小木桌上写作业和画画。

我家的“老”物件
希望盖城校区马力平二年级老师：王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