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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开始，有关十八届
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
就开始流传。在国家卫计委举
行的历次新闻发布会上，何时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被频频问
起，卫计委的回答则偏保守。

今年4月，一条“全放开‘二
孩’生育已报国家通过并认定，
预计在5月份之前将下发红头
文件到各级政府”的消息，在社
交媒体平台传开。记者向国家
卫计委核实，宣传司司长毛群
安称“没有这个可能”。

7月 10日的国家卫计委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
首次对“全面二孩”表达明确态
度。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
称，“我们现在正在按中央的要
求抓紧推进有关工作。”

7月底，有媒体报道国家卫
计委正在对全面放开二孩等工
作进行评估，最快年内可以实
行。10月底，一份《中国未来人
口发展报告》据称已上递到决

策层，该报告建议立即全面放
开二孩政策。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这份报告实际上递交给了国
家卫计委，并且是在国家卫计
委要求下进行调研撰写的。
他说，这种情况很少见，显示
决策层已经非常重视这一问
题。

10月26日召开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将制定“十三五”规划
纲要，这也成为“全面二孩”的
期待所在。一位渴望生育二孩
的70后母亲告诉记者，这几天
她每隔几分钟就要刷新一次新
闻，甚至因此失眠。她已近40
岁，“不能再等了。”

近几日，多位人口学专家
告诉记者，十八届五中全会可
能将有重大人口政策调整信息
释放，“只是看怎么表述了。”

人口学专家易富贤分析，
按照以往的政策发布惯例，十
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主要谈

党的重大方针，有关计划生育
政策调整的具体内容，可能在
随后两天的决定中公布。

记者注意到，2013 年 11 月
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当
天，新华社发布《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公报》，未提调整计划生育
政策。

2013 年 11 月 15 日，新华社
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

“推进社会改革事业创新”部分
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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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易富贤分析，这次会议的
信息发布很可能遵循此前的规
律，预计在11月 2日前后，会有
较具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改革信
号发布。

（澎湃）

诸多信号显示政策或将调整

我国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每年或新增人口800万 人口形势已发生转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于 2015年 10月 26日至 29日在北京举行。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
是实施了 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预示着
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背景，是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
历史性转变，这些变化包括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以及
性别比失衡、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其中，生育率过低成
为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多位人口学专家向记者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是生育
政策调整的进步。据多位学者的测算，全面放开二孩后
新生儿的出生峰值可能在2017年到来，最乐观的估计新
增人口峰值不会超过800万，对于提升生育率、扭转中国
人口形势的作用可期，具体效果仍有待观察。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
的政策推进，官方的解释是为了避
免生育堆积，平稳突进政策。

今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
会长翟振武接受采访时认为，根
据 2011 年的数据，中国大概有 1.5
亿独生子女家庭，这些都是“全面
二孩”的目标人群。

他分析，如果1.5亿个家庭中最
终只有 50%—60%的比例生育二
孩，出生人口规模依旧会很大。选
择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先实
行一段时间“单独二孩”政策，可以
先释放一部分生育能量，从而实现
政策平稳地过渡。

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
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告诉记
者，“全面二孩”实施后可能在2017
年出现生育高峰。他预测，“全面
二孩”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
万—800 万之间，估计中值为 500
万。他的预测是基于人口普查和
近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使用人口预
测模型得出的。

但黄文政也从其他角度粗略地
解释了他的估算。他提到，在1.5亿生
育了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孩子在0—15
岁的家庭大约有7000万—8000万，
这部分家庭应该是符合生育二孩
政策并且年龄合适的生育主体。
这其中，再除去符合“单独二孩”和

农村“一孩半”政策的独生子女家
庭，最后有 6000 万左右家庭可能
受益于“全面二孩”政策。

按照“单独二孩”第一年的申
请比例和最终实际出生人口来判
断，“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新增年
出生人口在 300万—800万之间，
中值为 500 万。加上目前每年
17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2017年出
生的总人口在2000万—2500万之
间，中间值为2100万。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
晓春认为，“全面二孩”并不会像此
前有关部门担心的那样，每年增
加 的 出 生 人 口 最 高 估 计 只 有
600—700 万，加上目前 1700 万左
右的年出生人口，年出生人口峰
值在 2300 万左右，但这样的水平
预计只会持续一两年，很快就会
一路走低。

独立人口学者、《人口危局》作
者何亚福的观点更加保守。他估
计第一年申请的人数可能只有600
万左右，而实际出生的可能只有
400万左右。何亚福的结论依据公
开数据和“单独二孩”的申请比例
测算得出。

黄文政说，从 2015 至 2025 年
10年间，24岁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
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
这意味着10年后即使生育率保持
不变，出生人数也将萎缩接近一半。

每年或新增人口300万—800万

如果从1980年“一胎化”算
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
实施了 35 年。相比当初担心

“人口爆炸”，今天中国的人口
形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生育率过低、人口老龄化、性别
比失衡、青年占比下降等问题
已经成为共识。

按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
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自 1995
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处于不
足1.5的低水平，远低于官方口
径1.8。而出生性别比自1982年
就偏离正常范围。

人口学界认为，中国的生
育率维持在 2.2 左右才能保证
世代更替平衡，生育率过低将
导致人口负增长。出生性别
比失衡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
题。

随着生育管制政策的持
续，生育率持续走低。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
国当年生育率为1.18，如果再加
上漏报的数据，学界普遍认为
仍在1.5以下，远低于世界2.5的
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治理性
别比失衡 13年，依然未将其拉
回正常值。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告诉记
者，学界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由
来 已 久 ，学 者 们 在 2004 年 、
2009年和2014年进行过3次影
响较大的“建言”。2004 年的

“建言”就提到，中国应实行“分
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
平稳过渡”的人口政策调整方
案。每年“两会”，全国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都有不少人提

交相关建议。民间的呼声更是
不计其数。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党中央响应呼声，启动“单独二
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
女的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人
口政策的调整迈出重要一步。

公开信息显示，符合政策
的“单独”夫妇共有 1100万对，
全国各地启动时间不等，到
2014年末有 107万对“单独”夫
妇申请再生育。所占比例只有
目标人群的 1/10。截至今年 5
月底，申请生育二孩的人数也
只有 13%左右，呈现逐渐走低
趋势。

郭志刚说，这一结果令许
多学者都没有想到。之后，
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持续高
涨。

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