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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承担中国男女性别失调后果的主要人群，
往往是农村男性青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末，男
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总人口性
别比为104.64。按照总人口数量来计算，中国大陆
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万人。14亿人，男女人数有
3000万的差异，看起来并不多，但是更关键的是男
女差异的年龄结构。

农村男青年成性别失衡恶果的主
要承担者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60-64岁性别比
为100.03，该年龄段是我国男女性别比例最为平衡
的阶段。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性别比
例失衡逐渐加大，到了00后出生的时候达到顶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7 年各年龄段男女性
别比数据显示，在 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我
国男女性别比已经突破 110。其中，20-24岁性别
比为 110.98；15-19 岁性别比为 117.7；10-14 岁性别
比为 118.46；5-9岁的性别比为 118.55；0-4岁的性
别比为114.52。

也就是说，中国的年龄失衡主要集中于正在进
入婚姻的年轻人群中。在“90后”年龄段，性别比
已经突破110，而到了“00后”则更加夸张，性别比最
高达到118.55——大约18%的男生无法配对到同年
龄阶段的女生。

而且，在统计数字揭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外，还
有中国年轻人的性别失调，地域上的结构性问题。

现在城市里高知识、高收入的大龄女青年的婚
姻问题，是社交媒体的常见话题。

相比之下，农村里面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的年
轻男性，却在社会视角之外。但他们造成社会问题
的能力却未必小。

很多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悬殊不是一个问
题，因为男性可以找任何年龄的女性，自己年龄段
的性别比例失调，只需到更小年龄层的人群中去寻
找配偶即可。

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男性向更年轻年龄段
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挤压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如此
循环，比例失调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更何况，
在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女性中找不到配偶，又凭什么
能找到更年轻的女性呢？

实际上，年龄挤压未必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有
钱、有资源的男性，对相对弱势的男性青年的挤
压。那么，在城乡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整体上
看，就是城市男青年对农村男青年的挤压。

所以，最终中国男女性别失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
往往是农村男性青年。而令人感叹的是，重男轻女观
念严重的往往是农村。所以，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农
村男青年的父母，当年一手造成了他们现在的困境。

剩女是群体问题，而剩男是一个
阶层问题

男性到了结婚年龄，性生理需求没法解决，可
能促成性交易行业潜滋暗长。非但如此，未婚男青
年对女性的需求，还会导致贩卖妇女、甚至跨国贩
卖妇女产业的发展，犯罪率增高。

城市大龄女青年往往是因为要求高，不能达到
自己预期而未步入婚姻，她们不会对社会有什么抱
怨。剩女是一个群体问题，但并不是一个阶层问题。

相形之下，农村男青年因娶不到老婆，发现处
于社会底层的自己在婚姻上没有竞争力，很可能心
生不满，从而走上破坏社会的犯罪道路。从这个角
度看，剩男是一个阶层问题。

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警惕性别失调的阶层分化
后果，积极应对。

消灭重男轻女现象是长期的任务，城市化、第
三产业的兴起，都有助于这个过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6年以来，中国
男女比例失衡状况逐年缓解，男女比例已连续12
年下跌。数据显示，2011-2017年，男女人口数量差
从 2011 年的 3401 万人，减少到 2017 年的 3266 万
人。而到了 2018 年末，中国男性只比女性多出
3164万。这种性别失衡的恢复，正是因为经济转
型、城市化进程，使得男女的差别变小，人们对孩子
的性别也就不再那么执着。

尽管观念的改变、人口比例的恢复是个长期过
程，但这仍需“日积跬步”式的努力。 （新京）

大龄剩女不是问题
农村剩男才是真正危机

国家统计局1月23日发布消息称，按
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测
算，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
量会继续减少，但人口总量仍然处于相对
平稳的增长期。

最新数字显示，2018年中国全年出生
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
人口出生率为 10.94‰，比 2017 年下降
1.49 个 千 分 点 。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为
3.81‰，下降 1.51个千分点。分析历年数
据可以发现，2018年出生率为 1949年以
来历史最低值，同时劳动人口数量也是首
次下降。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研究所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
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
劳动问题报告No.19》也给出了不太乐观的
数字。1月23日，在中国人口数据与政策
建议研讨会上，与会的人口研究专家、学者
纷纷表达了对人口减少的担忧。

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

新年伊始，中国邮政正式发售己亥猪
年邮票，其中有一枚叫作“五福齐聚”，两
只大猪领着三只小猪的画面难免令人浮
想联翩——难道是生育政策即将放开，允
许生三孩？再联想到2018年9月，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方案将3个与计划
生育相关的司全部撤销，使得这个猜测似
乎变得更加“靠谱”。

不过，全面放开生育的小道消息并没
有引起年轻人多大的兴趣，他们对待此事
的态度非常淡漠，很少有人为了这件事而
感到欢欣鼓舞。

这些天，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引起了人
们的关注，大家纷纷惊呼“最爱生娃的山东
人也生不动了”。据统计，山东省烟台地区
在2018年上半年新生人口数量同比下降
了16%，青岛地区更是下降了21.1%。除了
这两座城市，山东其他地级市的新生人口
数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对于中国
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人口事
件莫过于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经预
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
亿人，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
2050年减少到13.64亿人，2065年减少到
12.48亿人，即缩减到1996年的规模。如
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
口负增长将提前到 2027 年左右出现，
2065年人口将减少到11.72亿人，相当于
1990年的规模。

丁克族不指望“养儿防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黄文
政表示，中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大幅减少
的原因有三：首先，堆积效应结束。按照
中国正常的生育意愿，大概有一半家庭会
生育二孩。2017年，二孩生育数比一孩多

22%，这意味着现在的出生人口里面二孩
有非常大的堆积反弹。堆积效应结束后，
新生儿数量会有所下降。其次，育龄高峰
期女性数量大幅下降。数据显示，22岁到
30岁女性的数量 10年间减少了40%，而
且最近几年结婚的人数正以每年5%的速
度递减，预计未来一孩人数也会继续下
降。第三，相对于80后，90后的生育意愿
在下降。2016 年，一孩的出生率只有
68.8%，个中原因涉及城市化、教育的提
升、观念的改变等。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传宗接
代”“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很多家庭
都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责任，认为不生孩
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社会发展到今天，
很多90后已经不再信奉这个观念，他们生
活得更加自我，不认为人生的价值仅仅是
养育后代，结婚和生育已经分离开来；他们
渴望自由自在地生活，更看重自身的快乐，
不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快乐和轻松为代
价去换取所谓的家庭完整、子孙昌盛。

“不要孩子，将来谁给你们养老啊？”
这句话是人们善意劝说别人生孩子时最
常用的理由，王丹不知道听过多少次，可
是她并不以为然。“现在谁敢说将来孩子
一定会给自己养老？”被她这么一反问，对
方也就哑口无言了。确实，劝人者都不敢
保证自己的孩子将来就一定会尽到养老
的责任，反倒是啃老族、空巢老人成了这
几年的热词。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已经能
够接受养老院养老，或者社区养老。养儿
防老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

谁来帮职场女性看孩子？

中国妇女就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女
性在职场打拼，一旦生育孩子，就很可能
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很多要强的职场女
性把生育这件事情一拖再拖。等到生育
过子女重返职场之时，则又不得不面对孩
子没人带的难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
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梁建章
谈道：“中国现在几乎没有托儿所，即便之
前有过托儿所，如今几乎都消失了。然
而，一些提升生育率比较成功的国家，不
仅设有托儿所，而且入托率还相当高。比
如：法国一半的0至3岁的小孩是入托的，
但中国的这个数字非常低，几乎是个位
数。如果这么测算的话，中国需要50万
家托儿所。”

小严一直死扛着，就是不肯生孩子，
原因就是将来没人帮着带孩子。她的爷
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还健在，八九十岁
高龄而且疾病缠身，父母在家照顾四位老
人就已应顾不暇了。公公尚未退休，婆婆
忙着帮妯娌照看孩子。因此，小严只能把
生育计划一再拖后，挨到38岁终于打算
要孩子了，却发现已经成了高龄孕妇，成
功怀孕都很困难。

养娃难解“成长的烦恼”

高颖来自那个“最爱生娃”的山东省，
她的父母都各有4个兄弟姐妹，算得上是
一个大家族。她有一个女儿，已经上幼儿
园了，眼下正是生二孩的好时机，但夫妻
却一致决定不再要孩子，即使父母的念叨
已经快把他们的耳朵磨出了茧子。

“不亲身体验一把，谁能理解一个母亲
的辛苦？”孩子爸爸一年当中有一多半时间
都在外地工作，照顾孩子的任务完全落在
了高颖身上。孩子的奶奶虽然能来帮忙，
但年纪大了，又有心脏病，只是稍微搭把手
而已。在女儿8个月之前，高颖从来没有
睡过一个安稳觉，每晚起来喂三四次奶；孩
子一两岁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要她抱着，累
得腰肌劳损。有时候，来了紧急工作要处
理，孩子却闹着找妈妈，她不得已只能把孩
子推到一边，闹急了甚至打一顿，看着孩子
挂着眼泪睡着了，高颖心里特别难受。有
一阵子，孩子生病，奶奶累得心脏病复发，
高颖正为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只能求闺蜜
来家帮忙照看孩子，抽空请两个小时的假
送孩子去医院，然后再去医院照顾奶奶，只
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先生打来电话，她
对着话筒号啕大哭……

女儿上幼儿园了，高颖发现，真正的
烦恼才刚刚开始。虽然一直不认同“别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眼看着班里的小
朋友都去上兴趣班、学舞蹈、学英语、学跆
拳道、学溜冰……他们也坐不住了。私立
幼儿园加上兴趣班，孩子每月的花销都在
七八千元，高颖夫妻觉得，他们养育女儿
已经是踮着脚尖了，实在没有能力再生一
个。高颖笑称：“现在谁劝我生二孩，我都
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专家呼吁为养育家庭减负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李希如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对促进生育
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二孩出生数量在很
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
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
均衡发展。此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
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但劳动力资源仍然
丰富，潜力很大。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则建议，像许多
处于生育率转变阶段的国家一样，中国在
完成了转变之后很快走向了很低水平的
生育率。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的
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
多重挑战。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处于很
低和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都采取了支持
和鼓励生育的政策。

梁建章和黄文政的研究认为，政府应
该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
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
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京晚）

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同比减少200万，国家统计局：今后会继续减少

让大家生了，大家怎么又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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