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公布的数
据，近年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女性现有平均子女数由 2019 年的 1.63 下降
到2022年的1.19。此外，女性终身无孩率也
快速上升，2015 年为 6.1%，2020 年已接近
10%。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认
为，适龄群众生育意愿降低，与独生子女成长
背景、婚育观念变化、养育成本升高、生育与
个人发展之间存在矛盾等诸多因素相关，是
一个影响较大且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能简单地去否定年轻人的选择。”董
玉整表示，“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到造成
这种现象的多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寻求真正
能够解决问题、符合各方现实需求的有效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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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我
国最新人口数据。2022 年末，全国人口为
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为61年
来首次负增长。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家庭发展研究
部研究员高菊表示，当今群众的婚育观念
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女性变化明
显。她所参与的课题组“广州民众婚育价
值观”调查发现，主张“可以结婚，但不勉
强，随缘”的女性占比 67.08%，高于男性差
不多 20 个百分点；坚持“不管怎样一定要
结婚”的男女差异较大，男性占比 32.86%，
女性占比 11.16%；认为“实在没有合适的也
可以单身”的女性占比 32.98%，高于男性 17
个百分点。很多女性不再认为人生一定要
生育才完整，认同“养儿防老”的女性也只
有 17.91%。

《2021 年广州市生育意愿调查报告》则
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具有生育意愿，但愿
意生育三孩以上的比例很低；育龄女性的生
育意愿有随年龄减小而降低的趋势，其中

“00后”最低；选择不生育的受访者多为高学
历人群。

“从我国的情况看，40 年前严格的人口
政策导致人们不敢多生。多年之后的中国社
会发生了大变化，人们的婚育观念也产生了
根本转变。”高菊表示，“新时期的生育主体

‘80后’‘90后’‘00后’，现在是自愿少生、放
弃多生甚至不生。”

年轻人婚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需要从
多个层次去理解。董玉整指出，有些人认为，
现在不想生是因曾经“不让生”，但看待历史
需运用辩证的、战略的眼光，不能被片面“带
偏”了。

董玉整表示，在人口研究领域，有一个
“抚养比”的重要概念。这指的是非劳动年龄
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越高，
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劳
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重，会给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巨大压力。

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不仅中国，世界上
多个国家少年儿童抚养比占比均很高。为
控制人口总量，1948 年，国际计划生育联合
会成立，截至目前共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加入。1983年，中国正式成为其成员单位之
一。

据《2021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1982年
广东省的少年儿童抚养比达到了55.16%，此
后波动降低，2013 年降至 18.97%，为 1982 年
以来的最低数。经济方面的数据则显示，
1982 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3.4 亿元，
2020年已经达到1107.61亿元。其中，人口结
构的优化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组数字说明，过去 40 多年实行计划
生育政策，总体来看有效减少了抚养比，具有
积极社会效益。”董玉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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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菊表示，根据调研结果，经济负担重、
时间精力不够、工作压力大是妨碍生育的三
大现实因素，导致人们“不敢生”。

高菊也指出，目前不孕不育的医疗费
用仍然比较高，试管婴儿等生殖技术对于
一般家庭来说压力不小，也影响生育决
定。而育龄群众的思想观念与价值选择发
生变化，则是造成年轻人“不想生”的重要
原因。

董玉整称，当今育龄青年大多是独生子
女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作为家里唯一的孩
子，从小就习惯在一个‘所有资源都用在我身
上’的环境里生活，这也会造就大家更加强调
个体的主观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更容易
从自我独立、自我发展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对
于很多事情的判断会有自我中心化的倾向，
因此对于与另一个人组建家庭的意愿，也不
会很强烈。”

《2021年广州市生育意愿调查报告》中也
体现，出生在多代同堂、有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的育龄群众，相比独生子女更有生育意愿，也
更愿意生育多个孩子。

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当代青年没有经历
过饥饿年代，要解决的也早已不是“生存”问
题，而是“发展”问题。

近年来，高菊参与的课题组在全省各地
调研时发现，广东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在缩
小。尤其是潮汕地区，曾经以“能生多生”而
闻名，但现在随着社会流动增多，越来越多年
轻力壮的人口外出务工创业，生育观念也逐
步发生了变化。“以前很多潮汕家庭普遍想生
五六个孩子，现在很多人都只想生三个以下
了。”她说。

“社会流动会导致家庭构成多元化，夫妻

双方追求不同，从而影响婚姻结构稳定性，导
致离婚率的升高，也让年轻人对婚姻产生恐
惧，生育信心不足。”董玉整表示。

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人的
起点相似，组建家庭大多门当户对，婚姻相
对稳定。如今城镇化加速，人口流动频繁，
假设一个农村人与城市人组合成家庭，在爱
情的新鲜感褪去后，双方都更加注重个体的
主体性地位，缺乏作为“婚姻共同体”的妥协
精神。这时，如果一方更为追求事业发展，
一方更希望对方在爱情、家庭经营上倾注更
多精力，二人难以相互满足，就容易导致婚
姻破裂。

此外，专家们也表示，年轻人工作压力
大，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生育力水平随着健康
水平的下降而下降，也会影响育龄群众的生
育欲望。

不过，广东仍是生育意愿强省。一项研
究数据显示，在全国生育率排名前20的城市
中，广东占了8地，来自珠三角。深圳的生育
率更是达到了21.68%，高居全国之首。

“作为人口流入大省，广东人口结构年轻
化，育龄群众多。其次，广东是人口第一大
省，本身就有庞大的人口基数。”高菊说，“作
为我国经济第一强省，广东也有较好的经济

条件、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还有一点不
容忽视，广东很多地方仍然传承着‘多子多
福’的生育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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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现状下，如何更人
性化地鼓励年轻人生育？

在生育政策支持上，广东已经进行了先
行探索。如率先延长生育假期，不限在粤生
育登记的户籍和孩次，生育子女只需办理登
记不用再审批，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
贴，增加托幼育儿公共服务供给等，并持续推
动育儿假、护理假等相关假期落实落地。

“这对于提高生育率或多或少起到一定
作用，但目前效果还不明显，我认为力度还需
继续加大。”高菊说。

董玉整认为，继续提升群众生育意愿，首
先要在婚育观念上进行引领，营造提倡婚育、
尊重婚育的社会氛围，肯定婚育的社会价值，
完善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育、养育、教育等“三育”难题方面，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已明确提
出，要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建立
健全托育服务体系，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
兴办托育机构。董玉整表示，建议政府部
门继续推动托育服务机构建设，确保建立
起足够的满足 0 岁—3 岁婴儿托育服务的
机构数量。

专家们也建议，育儿补贴的金额可考虑
继续升高。如今深圳进行了最新探索，拟差
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二孩累计
领1.1万元，三孩累计领1.9万元。

在董玉整看来，进行生育支持，还应着重
解决年轻人生育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比如，女性产假不宜一味地过度延长，
这会加剧工作单位招工时对女性的歧视，并
且也不利于一些女性发展事业、升职加薪，担
心休假过多被别人赶超了工作，使其不愿生
育。”董玉整说，“建议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各
方面都加大协商与探索，如落实居家办公与
弹性工作制度，让女性在休产假的同时，如果
有意愿，也可以进行居家办公等；探索产假男
女同休制度，100多天的假期男女自主分配各
自休的时长，或是强制男性休产假达一定天
数等，尽力减少因休假问题导致的职场性别
歧视。”

高菊称，一个文明社会，也应该是女性友
好型社会，“善待女性、尊重女性，会更有利于
生育友好、儿童友好。”

本报综合消息

“有机会领取 20 元话费，先别拆，扫码
抽……”近日，不少市民发现，送来的快递包
裹面单上多出了“福利”二维码，可市民扫码
后发现，“福利”没领到，还落入了二次消费
的套路。

前两天，市民孙先生网购收到一件快
递。他注意到快递面单上，在收件地址信息
下方有一个“别拆，扫一扫随机抽取一个保
温杯”的标语，右侧附了一个二维码。孙先
生扫码后，弹出了一个大转盘抽奖活动的界
面，奖项设置为随机红包、保温杯、福袋等。
他点击转盘抽奖，抽中了“100元手机话费充
值券包”。随后弹出的话费充值界面中，选
项中写着“100元，会员价29.9元”，“立即支
付”的按钮旁还标注着“节省70元”。

“我输入了自己的手机号，支付了 29.9
元后，却迟迟没有等到话费到账。”孙先生
说，后来，他在付款页面找到了充值平台的
客服电话，拨了多通电话才接通。

客服解释，原来花29.9元买的是话费充
值优惠券，包含“充 100 减 5 元”“充 50 减 2
元”等，优惠券累计金额是70元。

“一次几块钱，这样的话，70元的券，我
要充到猴年马月才能用完？”孙先生感觉自
己落入了“套路”，所谓的“福利”，只不过是
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

无独有偶，李女士在扫了快递面单上
的“福利”二维码后，也进入了抽奖界面。
她连抽了 5 次，3 次都抽到了福袋中的理

财课程，2 次是“谢谢参与”。进一步点击
理财课程奖品后，则出现了要求填写“手
机号”和“身份证号”的提示，页面还写着

“入群就送 2 份理财秘籍”。“到这一步我
就不敢继续操作了，填写这些个人信息，
会不会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李女
士质疑道。

不少市民反映，收到的快递上有这样的
二维码，扫描不同快递上的二维码，出来的
界面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打着抽奖的噱
头，为各种App、公众号引流，并且大部分都

要填写多项个人信息。
快递单上的二维码究竟从何而来？
记者向快递公司询问，客服人员表示这

个二维码不是快递公司印上去的。淘宝的
一名商家透露，顾客下单付款后，后台打印
系统自动生成快递单，打印系统里自带的广
告固定植入模板，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二维
码，并非是商家所为。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遇到领取“福利”
的广告后要谨慎，不要轻易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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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快递包裹上的抽奖二维码能不能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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