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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所称的“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
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生的成本”仅占很小
一部分。在本报告中，“生育成本”与“养育成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 

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国家卫计委在 2017 年进
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
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 77.4％、45.6％和 33.2％。 

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来估算各种
育儿费用。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559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328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 

全国家庭 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48.5 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
本平均为 62.7万元。 

按城镇和农村区分： 

0-17 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3 万元；0-17 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30
万元。 

按 31省份区分： 

北京和上海家庭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 96.9 万元和 102.6 万元。相比
之下，西藏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29.3 万元，贵州省家庭 0-17 岁孩子
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33.3 万元。 

按收入水平区分： 

占总人口 20%的低收入组家庭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1.6万元； 

占总人口 60%的中等收入组家庭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39.5 万元； 

占总人口 20%的高收入组家庭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20.8 万元。 

按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孩次区分： 

城镇一孩 0-17岁养育成本为 6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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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 0-17岁的养育成本为 49.7 万元； 

城镇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 0-17岁的养育成本为 37.7 万元。 

农村一孩 0-17岁养育成本为 38.1万元； 

农村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 0-17岁的养育成本为 30万元； 

农村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 0-17岁的养育成本为 22.8 万元。 

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澳大利亚是 2.08 倍，法国是 2.24倍，瑞典是 2.91倍，德国是 3.64 倍，美国
是 4.11 倍，日本是 4.26倍，中国是 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
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
数均超过 2 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 2 个。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1 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1 年出生人口 1062万人，人
口出生率为 7.52‰。可以看出，2021 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 1949年以来新低，出生率则
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我国出生人口从 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1年出生人口已
经是连续第五年下降。五年的下降幅度高达 40%，比起九十年代 2000 多万的新生人口更
是不到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按照 1062 万新生
人口计算，2021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15，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
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 

生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负面因素之一。为此，全国层面亟
需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
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外国保姆、推广混合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的
生育权、允许辅助生育技术以及高考和学制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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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210元，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270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713 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比上年名义下降 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4.0%。估计这是受到新冠疫情
的影响。因此，我们改用 2019年的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559元，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328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 

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 0-17 岁的平均养育成本 

说明：在本报告中，0-2岁是指 0岁至不满 3周岁； 

3-5 岁是指 3周岁至不满 6周岁，对应幼儿园阶段； 

6-14 岁是指 6周岁至不满 15周岁，对应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15-17岁是指 15周岁至不满 18周岁，对应高中阶段； 

18-21岁是指 18周岁至不满 22周岁，对应大学本科阶段。 

养育成本包括如下两大部分： 

一是消费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两大类。教育支出包括保姆费、托儿
费、学杂费、教材、参考书、课外书费，教育软件费，学习所用交通费，择校费，在校

图 1：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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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住宿费，课外辅导费，以及其他教育费用。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衣物支出、
居住支出、日用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娱乐支出。 

二是非消费性支出，包括保险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捐款等。 

消费性支出是养育成本的主要部分，非消费性支出只占养育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本
报告估算的养育成本主要是指消费性支出。 

根据 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如果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是相同的，
那么把孩子抚养到 18 周岁之前的平均支出为：21559*18=388062元，其中，城镇孩子的
平均养育成本为 28063*18=505134元，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3328*18=239904元。 

但实际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并不是相同的，所以上述的估算成本并不准确。

下面分别估算不同阶段的平均养育成本。 

首先是怀孕期间的成本，包括办卡建档、营养品、产前检查费用以及备孕用品，估
算平均支出为 1万元左右。 

其次是分娩和坐月子费用，包括住院费用、顺产或剖腹产费用，以及部分产妇采用
无痛分娩。这项费用的高标准和低标准相差很大，估算平均支出为 1.5 万元。如果产后
需要去月子中心，则费用更高。 

0-2 岁婴儿的养育成本，我们假设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则平均每年为 21559 元，
三年共 64677 元。 

3-5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在人均消费支出的基础上，再加上平均每月 1000元（即每
年 12000元）的幼儿园或学前教育支出，则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 21559+12000=33559元，
三年共 100677 元。 

6岁-17岁子女的教育成本较高，而父母自身的教育支出则少得多。例如，2011 年
2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成立“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
成本研究课题组”，之后在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石家庄、西安、成都、银川共 8
个省会城市近 5000 名中小学生家长中展开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调查显示，城市家
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
占家庭总收入的 30.1%。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 CFPS2010-2018 的数据显示[3]，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 50%，而
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比例达 34%。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支出构成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 2513
元。假设有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正在上中学的孩子），那么这个家庭 2019年
的教育文化娱乐总支出为 2513*3=7539元。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家庭的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中，孩子占了大部分，父母只占小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估算这个家庭孩子的教育文
化娱乐支出为 2513*2=5026 元，而父母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 2513 元。 

根据上述估算方法，我们可以把 6-14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在人均消费支出 21559
元（已经包含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2513 元）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 2513 元，即按 2019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 21559+2513=24072 元。 

考虑到高中阶段不再是义务教育，并且有部分高中学生是在校住宿，所以我们把 15-
17 岁高中三年的养育成本在 6-14 岁孩子养育成本的基础上，每年再加上 2000 元，即
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 24072+2000=260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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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全国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 

不同阶段的养育成本 支出（元） 合计（元） 占总养育成本比例 

怀孕期间的成本 10000 10000 2.06% 

分娩和坐月子费用 15000 15000 3.09% 

0-2岁婴儿的养育成本 平均每年 21559 64677 13.33% 

3-5岁孩子的养育成本 平均每年 33559 100677 20.75% 

6-14岁孩子的养育成本 平均每年 24072 216648 44.65% 

15-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 平均每年 26072 78216 16.12% 

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  485218 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485218元，即约 48.5万元。 

 

 

 

图 2：各阶段养育成本占总养育成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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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 

虽然中国法律规定 18岁是成年年龄，父母没有义务抚养已满 18岁的子女，但实际
上大多数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仍然依靠父母支付，所以还需要估算大学四年的养育成
本。 

公立大学的学费随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为每学年 5000-8000 元，个别专业
（例如艺术、音乐表演等专业)）每学年 8000到 10000 元。民办大学的学费一般为每学
年 1.2 万-2万元。住宿费每学年 800-2000 元左右。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平均每学年学
费按 1万元计算，住宿费按每年 1500 元计算，生活费按每月 2000元计算，则大学本科
期间每年的养育成本为：10000+1500+24000=35500 元，四年共 142000 元。 

表 2：全国 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养育成本 

不同阶段的生育成本 合计（元） 

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 485218 

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 142000 

0岁至大学毕业的养育成本 627218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 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27218 元，即约 62.7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实际上，城市孩子的养育成本高
于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养育成本。所以，
还需要分别估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
养育成本。 

4、估算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130%，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61.8%。 

按照上述比例估算，0-17 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30783 元，即约 63万元；
0-17 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299865 元，即近 30 万元。 

至于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无论是城镇孩子还是农村孩子，学费和住宿费是一样的，
区别主要是生活费。 

表 3：城镇和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 

全国 0-17岁孩子 

的平均养育成本 

城镇 0-17岁孩子 

的平均养育成本 

农村 0-17 岁孩子 

的平均养育成本 

485218 元 630783 元 

（即全国平均的 130%） 

299865 元 

（即全国平均的 61.8%）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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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估算 31 省份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0》表 6-20《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2019 年
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3038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200%；上海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为 45605 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212%，依此类推，可以得到全
国 31 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比。 

如果 31 省份居民的养育成本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
相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31省份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如表 4： 

表 4：分地区的 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单位：元） 

序号 地区 养育成本 

0 全国平均 485218 

1 上海 1026412 

2 北京 968642 

3 浙江 720789 

4 天津 716914 

5 广东 652570 

6 江苏 600863 

7 福建 569737 

8 辽宁 499708 

9 湖北 485398 

10 重庆 467548 

11 内蒙古 466862 

12 湖南 460909 

13 山东 459752 

14 海南 440113 

15 四川 435238 

16 安徽 430716 

17 宁夏 411797 

18 黑龙江 407627 

19 吉林 406814 

20 河北 40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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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江西 397251 

22 青海 394872 

23 陕西 393074 

24 新疆 391537 

25 广西 369519 

26 河南 367572 

27 甘肃 357383 

28 山西 357012 

29 云南 355148 

30 贵州 332646 

31 西藏 293242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从表 4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家庭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 96.9 万元和
102.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29.3万元，贵州省
家庭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33.3 万元。 

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0》的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733 元；
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 

20%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380元 

20%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777元 

20%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035 元 

20%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9231元 

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6401 元 

我们把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和中间偏上收入组合并为 60%中等收入组，中
等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035 元。 

从上述数据可知，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4%，
中等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81.5%，高收入组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49%。 

如果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也是按照上述比例，那么占总
人口 20%的低收入组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16452 元，即约 11.6 万元；
占总人口 60%的中等收入组家庭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395453 元，即约 39.5万
元；占总人口 20%的高收入组家庭 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208193元，即约 120.8
万元。 



 

11/ 26 

 

表 5：按收入水平区分的 0-17 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 

全国平均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485218 116452 395453 1208193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7、估算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的养育成本 

上述估算是假设男孩与女孩的养育成本相同，并且没有区分孩次。实际上，不同孩
次的养育成本是不同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报告[4]，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比二孩家
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高 27%，而三孩及以上家庭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比二孩家庭
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低 24%。也就是说，如果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是 1，那么二孩
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 0.7874，三孩及以上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
0.5984。 

考虑到中国城乡生育率的差别，我们可以作出合理假设：本报告的城镇孩子的平均
养育成本，更接近城市一孩家庭的养育成本；本报告的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更接
近农村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 

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孩子，那么一孩的衣服、爬行垫、玩具等，二孩也可以使用，
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平均衣着开支为 1338
元，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二孩在 0-2岁时的一半衣服使用一孩的旧衣服，另一半是新买
的。这样养育二孩的衣着开支一年可以节省 669 元。另外，0-2岁的孩子也不必有一个
单独的房间，这样可以节省居住开支 5055 元。这样，养育 0-2 岁的二孩的衣着开支和
居住开支每年一共可以节省 5724 元。如果一个家庭的二孩比一孩大四、五岁以上，那
么一孩还可以帮忙父母照料二孩，从而节省父母照料二孩的时间和精力。 

图 3：按收入水平区分的 0-17 岁孩子养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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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0-2岁婴儿的养育成本，我们假设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则平均每年为
21559元。如果是养育二孩，那么，0-2岁二孩的养育成本，平均每年为 21559-5724=15835
元。可见，0-2岁二孩的养育成本比一孩低 5724/21559=26.55%，或者说，0-2岁一孩的
养育成本比二孩高 5724/15835=36.15%。 

但对于 3-5 岁以及 6-17 岁的孩子来说，由于上幼儿园的费用以及学习费用需要分
别支付，并且孩子逐渐长大后，也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所以各方面节省的费用不会像
0-2岁时节省得那么多。如果中国家庭 0-17岁一孩、二孩、三孩养育成本的比例与美国
家庭相同（即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比例为 1：0.7874：0.5984），
那么中国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如表 6所示： 

表 6：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 0-17岁的养育成本 

城镇一孩 城镇二孩 城镇三孩 农村一孩 农村二孩 农村三孩 

630783 496679 377461 380829 299865 227888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图 4：按孩次区分的 0-17 岁孩子养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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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养育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前面估算了养育孩子成本的直接费用，事实上，育龄家庭养育孩子，还需要付出时
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时间成本包括休产假和照料孩子的时间，孩子在 3岁以下都是要有人照料的，这 3
年都是时间成本，如果雇佣保姆或月嫂照料孩子，或者把 3 岁以下的孩子送去托儿所，
可以减少时间成本，但要增加费用成本。3-5岁的孩子一般都送去幼儿园，可以减少家
长的时间成本，不过接送孩子去幼儿园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6-11岁的孩子上小学，
一般也需要家长接送，辅导孩子做作业，也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最直接的时间成本是休产假。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
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最近各省份修订的新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
（多数省份的产假延长到 158天），并新增育儿假。 

虽然延长产假有助于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看孩子，有利于家庭育儿，但如果延长产
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从而加剧女性
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另外，如果产假过长，会导致女职工与职场长期脱节，过长
时间离岗，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响其返岗后的竞争力，这是女性养育孩子所要付
出的机会成本。 

目前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她们很难在抚养孩
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职场工作。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生育不够友好，女性
生育孩子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过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孩子，以换取在
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这也是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目前在中国，3岁以下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若缺少托儿所，夫妻双方很可能需要
有一方暂停工作照看孩子，然而，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依靠双份收入才能足够家庭开支。
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中国需
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幼服务，把 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 50%左右，这将有利于减
轻女性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9、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 GDP 总额为 990865 亿元，年末总人口为 141008
万人，人均 GDP为 7.03万元人民币。按照本报告的估算，2019年全国家庭 0-17 岁孩子
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48.5万元，这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 18岁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9 倍。按照本报告的定义，“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与“把一个孩子抚养到
刚刚年满 18岁”是同义词。 

表 7 是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刚年满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
由于表 7的数据年份不完全一样，所以只能作为参考比较。从表 7可以看出，澳大利亚
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 GDP 的 2.08 倍，美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4.1 倍，而韩
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7.79 倍。 

中国的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的 6.9 倍，在表 7所列出的国家中，高于除韩国以
外的所有国家。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0 年生育率仅有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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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 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的倍数 

国家 
抚养成本

/人均 GDP 
数据年份 数据来源 

澳大利亚 2.08 2018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6]
 

新加坡 2.1 2021 Dollar and Sense (newspaper)
[7]
 

瑞典 2.91 2020 
Swedbank’s Institute for personal 

finances
[8]
 

瑞士 3.51 2020 
Department of Child Welfare & Career 

Services,  Zurich
[9]
 

爱尔兰 3.57 2016 Irish Times
[9]
 

德国 3.64 2018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11]

 

美国 4.11 2015 US Dept. of Agriculture
[12]

 

日本 4.26 2010 
Cabinet Office Policy Office of symbiotic 

social policy
[13]

 

加拿大 4.34 2017 Statistics Canada, Money Sense
[14]

 

新西兰 4.55 2018 
Bank of New Zealand Baby Budget 

Calculator
[15]

 

英国 5.25 2021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16]

 

意大利 6.28 2021 
Consumers Association - Social Promotion 

Association
[17]

 

中国 6.9 2019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韩国 7.79 2013 Ministry of Health & Welfare
[18]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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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数据来源所限，具体数据的年份不完全相同，请参看表 7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总的来说，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倍数越高，意味着养育压力越大，因此生育
率也往往越低，但也有例外。从表 7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 GDP的
2.1倍，为何新加坡的生育率仅为 1.1 左右呢？因为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其实只
是一个城市。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虽然有 1.3，高于新加坡，但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
区，大城市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新加坡，例如，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分别仅有 0.74
和 0.87。 

10、理想子女数的国际比较 

由于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人的平均
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表 8：部分国家和地区 2011年 15-64 岁男性和女性理想子女数 

国家 男性 女性 男女平均 

爱尔兰 2.62 2.75 2.685 

塞浦路斯 2.79 2.74 2.765 

丹麦 2.3 2.52 2.41 

法国 2.24 2.52 2.38 

芬兰 2.27 2.47 2.37 

图 5：部分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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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2.38 2.47 2.425 

比利时 2.17 2.45 2.31 

瑞典 2.33 2.41 2.37 

荷兰 2.06 2.37 2.215 

斯洛文尼亚 2.37 2.34 2.355 

波兰 2.09 2.33 2.21 

英国 2.14 2.32 2.23 

卢森堡 2.07 2.3 2.185 

欧元区平均 2.21 2.3 2.255 

拉脱维亚 2.32 2.29 2.305 

OECD22国平均 2.17 2.29 2.23 

欧盟国家平均 2.18 2.28 2.23 

希腊 2.25 2.25 2.25 

德国 2.08 2.22 2.15 

立陶宛 2.2 2.2 2.2 

西班牙 2.17 2.19 2.18 

斯洛伐克 1.97 2.11 2.04 

匈牙利 2.12 2.09 2.105 

马耳他 1.96 2.09 2.025 

葡萄牙 2.07 2.03 2.05 

捷克 1.92 2.03 1.975 

意大利 2 2.01 2.005 

保加利亚 1.99 1.96 1.975 

罗马尼亚 2.06 1.95 2.005 

奥地利 1.78 1.87 1.825 

资料来源：OECD（经合组织）、育娲人口 

 

表 8所列出的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男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 2个，而近十多年
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下面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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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根据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
报》的数据，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73 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
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 1.78 个和 1.60 个。 

例 2，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 2013年开展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城乡居民的理想
子女数为 1.93个，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和普通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分别为 1.79、1.83 和
1.95个。 

例 3，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 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
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 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75
个。 

OECD 的理想子女数没有列出日本和韩国的数据。但根据 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
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 2006年至 2014 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 2.45～2.55
个。根据 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 2000 年至 2012 年，日
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 2.41～2.60 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
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2022 年 1月 20日，在国家卫健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
长杨金瑞介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
查为 1.76个，2019 年调查为 1.73个，2021 年调查降到 1.64 个。 

无论是 OECD 的数据还是中国的数据都显示，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理想子女数的，这
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
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 12%-18%），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
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山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
到生育成本过高，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 

11、中国结婚人数和结婚率连续多年下降 

当今中国不但生育成本过高，而且结婚成本也过高（农村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天
价彩礼，城市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高房价），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不
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根据民政部数据，2020 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 814.33 万对，较 2019 年减少了 113
万对。这也是自 2013 年达到 1346.93 万对后，连续七年下降，也创下了自 2003 年以来，
近 17 年中的新低。 

在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很普遍。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2019年欧盟
国家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平均是 41.3%。其中，法国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高达
60.4%。但在中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很低，所以结婚登记人
数下降必然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
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
有什么影响。我国初婚人数在 2013年达到 2385.96 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 年下
降到 1228.6 万人，比 2013 年下降 48.5%。 

从 2013年到 2020 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和初婚人数已经连续七年下降。我国结婚
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 80 后（1980-1989 年出生人
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 2.23 亿人、2.1亿和 1.63 亿，整体呈不断下
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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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由于结婚成本升高、工作压力大、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大幅提高
等原因，当代年轻人结婚意愿普遍下降。 

另外，由于我国从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多女少现象比较普遍，
这也是导致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 3490万人，这 3000多万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中，20—
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 1752万人。 

12、建议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 

根据育娲人口在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1 版》
[5]
，中国 2021

年的生育率很有可能已经降到了 1.1，处于世界最低之一，中国在房价和教育的方面的
养育成本相对于收入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如果不能提升现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
将迅速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力和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按照中预测，到 2050
年减少到 12.64 亿，2100 年中国人口将降到 6.85 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 18%降至
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 2.56%。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
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 100年内丧失殆尽。要维持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就必须推出大力度鼓励生育的政策，来降低养育
成本。 

2021 年 7月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8月 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新计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
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一些地方率先出台了的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的政策。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一，2021 年 7 月 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并详细解读攀枝花市《关于促进人
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其中，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
每孩发放 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 3岁。 

例二，2021 年 9 月 15日，甘肃省临泽县发布《临泽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规定，二孩每年发放 5000 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
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 3岁。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
孩每生每学年给予 1000 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 2000 元的资助。对生育二孩、
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 4万元的政府补助。 

例三，2021 年 10 月 21日，新疆石河子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规定，对符合规定生育二、三孩的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各发放 500
元、1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 3岁。 

例四，2021 年 12 月 20日，吉林省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实施方案》，其中第 10 条规定：“实施生育奖励政策。支持各地依据现行普通公办托、
幼机构保教费收费标准，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在子女 3周岁或 6周岁前，给
予一定比例的激励奖励，省级财政将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第 11 条规定：“提供婚
育信贷支持。支持银行机构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注册结婚登记夫妻最高提供 20 万元婚育
消费贷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给予不同程度降息优惠。”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对于几十万到上
百万的养育成本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实力给到实质性的养育负担的减
轻。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中国的养育成本收入比是 6.9，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养
育成本收入比是 2-4，如果按照未来的出生率是 1%来计算的话，那就需要每年需要 3-5%
的 GDP 投入才能把养育成本比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具体计算是(6.9-2）/1%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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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1%）.这是几万亿的总投入，中央财政才有这样的财力。可惜的是，中央层面
尚未出台发放育儿补贴的政策。我们建议，全国层面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
政策。 

13、减轻生育成本的具体措施 

具体来说，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种： 

1）现金和税收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
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
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
发放现金补贴。 

根据 OECD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 的比重如
下：英国 2.12%，法国 1.42%，瑞典 1.24%，德国 1.08%，日本 0.65%，韩国 0.15%，可
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
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具体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
月 1000 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 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
到 20 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
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0%左右，每年多生 200 万个孩子。 

2）购房补贴 

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
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价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
是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
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
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1.3，其中上海
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 0.74和 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省份的总和生育率
在 1.4 左右。 

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以外，还需要对多孩家庭买房被贴的
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
贷利息的 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
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0%左右，每年多生 200 万个孩子。 

3）增建托儿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 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 68.6%，而世界平均
水平为 52.6%。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大
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
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
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我们建
议把 0-3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 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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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 0-3 岁有 4000 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 20000 元的
营运费用，结合 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 4000 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10%左右，每年多生 100 万个孩子。 

以上三项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措施，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 GDP 的 5%左右,能够大
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 

我们做了各个国家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拿出 1%
的 GDP 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 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
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
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 3-4%的 GDP鼓
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 1.8到 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
的力度普遍只有 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 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
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于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高，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差
不多，所以中国需要把 1.1 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1.6 就需要比他们更高的鼓励
生育的力度。5%的 GDP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高到 1.6左右。虽然离更替水平还比较远，
但是低生育率问题至少不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 

除此以外，我们还提出以下几项鼓励生育的建议，有些项目只需要较少或者不需要
的财政投入，但是却需要在观念和法律上的调整，效果不如前几项大也没有那么快，但
是由于中国的生育率问题太严重了，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本文所说的“育产假”，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目前我国的产假
规定是：女职工生育享受 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可增加产假 15 天。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省
份都已通过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并新增育儿假。 

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
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
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
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的产假和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
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 480 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
中父母双方各享有 90 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
承担育儿责任。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 1.8 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 

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
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
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3%左右，每年多生 30 万个孩子。 

5）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 

虽然有育产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看护小孩还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
精力，其实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帮忙做家务。 

但在中国城市，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
能力。例如，上海有经验的保姆月工资已经上万。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雇
佣来自东南亚国家保姆的工资就会低得多，会让这些家庭节省不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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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香港为例，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2013年平均每三个有孩子的家庭，就
有一个家庭雇佣外籍保姆。2019年中国香港共有外籍保姆 39.9 万人，其中来自菲律宾
的有 21.9万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有 17万人。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资为每月 4630 港元，
平均工资为 4765港元，相当于 4000 元人民币左右。按照中国现在大城市保姆工资平均
10000 元来计算，每个保姆可以为服务的中国家庭每月节省 6000 元人民币，每年节省
7.2 万元。中国香港只有 750 万人口，雇佣的外籍保姆近 40 万人。中国大陆如果引进
300万外国保姆，相当于每年为这些家庭总共节省 2000 多亿的费用。 

从人才引进角度，中国也应该更大力度的促进各类人才引进，尤其是为海外华人回
国发展创造便利的条件。不过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对于国际人才吸引力可能
远远不如美国。移民不太可能成为解决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尽管如此，为了促进交流
和降低用工成本来说，有必要更加开放地接待各种人才和外国劳工。引进大量临时的外
国保姆，可以对降低生育成本有直接的作用。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左右，每年多生 20 万个孩子。 

6）推广灵活办公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
熟，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企业被逼实现远程办公，全球掀起了一股远程办公的潮流。
亚马逊，微软，谷歌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
度。近日，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三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
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
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
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混合办公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不仅减少
了通勤的拥堵，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和提升生育率。 

混合办公模式，可以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减轻本来很重的育儿压力。特
别是对于有小孩的女性员工，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每周还可以有 2天在家办公。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当然
收益最大的还是职业女性，可以更加灵活的分配时间，更多地陪伴小孩和家人，从而更
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推广混合办公模式，可以缓解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
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4%-10%，每年多生 40 万-100 万个孩子。 

7）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非婚生子女，是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8
年欧盟国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 41.3%，经合组织成员国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 40.7%。
法国的非婚生子比例是 60.4%，远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比例。美国非婚生子比例是 39.6%，
略低于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 

世界上很多国家出台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未婚妈妈和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例如，法国
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层面，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样的家
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国民法典规定婚生与非婚
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北欧国家的女性结婚率比日本还低，但却维持了较高的生
育率。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 而政府又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让
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 

在中国，虽然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
加以危害和歧视。”但实际上，由于非婚生子不受法律支持，如果未婚妈妈（或单身母
亲）在职，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也无
法报销。很多地方规定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向公安部门提供出生证明、结婚证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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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妈妈或者离异后生育的女性，因为没有结婚证，也就无法在孩子出生后为其办理户
口 

我们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立
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技术辅助生育的孩子，以及无条件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户
口。我们并非鼓励非婚生育，而是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该
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中国目前没有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统计数据。如果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估计非婚
生子女占出生人口的比例至少会提升 2%，按每年出生人口 1000 万来计算，相当于 20万
个孩子。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左右，每年多生 20 万个孩子。 

8）允许辅助生育技术 

当今社会，许多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 12%-18%，他们想要孩子，就需要辅助
生育技术的帮助。另外，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学位，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
发生冲突。高学历的女性，倾向于推迟结婚，或者选择单身。对于 30 多岁还未结婚的
女性，他们也需要生育技术的帮助，如冻卵和人工授精，来实现有孩子的愿望。 

但目前在中国，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
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 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
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造
成了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行使自己的生育权。 

事实上，西方许多国家都允许单身女性采用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2012 年美
国率先对女性开放冻卵服务。2014年 10月，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 Facebook 宣
布，将提供冷冻卵子费用作为女性员工的一项福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近
年来出生人口中，有 2.1%的出生人口是采用了辅助生育技术。以色列是当今发达国家中
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早在上世纪 8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就已经在以色列得到推广应用。
到了上世纪 90年代，以色列生育诊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为 45
岁以下妇女提供几乎全额辅助生育技术补贴的国家，适龄女性无论是否结婚都可享有这
种补贴，直到她拥有两个孩子。 

其实，中国许多单身女性都有冻卵需求，国内也有许多专业医疗机构具备实施冻卵
的技术。但由于国内相关法规禁止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些单身女性只好
选择在海外冻卵，费用比在国内冻卵高得多。2018年，携程集团在公司内部启动生育福
利项目，其中包括为公司女性中高级管理人员提供 10 万元至 200 万元及 7 天年假，使
她们能享有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携程也成为了中国首家提供这项生育福利项目
的大型科技企业。 

我们建议，治疗不孕不育症的费用应该纳入中国医保。另外法律也要允许单身女性
（或未婚女性）平等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按照美国 2.1%的使用辅助生育的比
例，中国现在采用辅助生育的比例还非常小。如果完全开放辅助生育技术有可能达到同
样的比例水平。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左右，每年多生 20 万个孩子。 

9）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 

除了直接的财务成本，中国家长为孩子升学所花的钱和精力投入也几乎是世界最高
的。这部分是抑制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数据上来看，亚洲发达国家如韩国，
新加坡，日本的生育率普遍比欧美国家平均要低 0.5 个孩子，这和这些国家在考试，升
学，择校和补课方面的巨大压力是非常有关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使得中国家长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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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压力一点不比这些国家低，有统计中国学生的补课和学习的时间是全球最高的。所以
降低升学和择校的压力会对中国的生育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可能比前面所提的
任何一项单独的降低成本的措施都要大，但是之所以我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后是因为，教
育改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各方利益的极其复杂的制度设计。短期几乎没有
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虽然困难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些理想化的建议，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根
本上要改的是减少各种分层考试，最理想的是把分层考试放在大学毕业（相当于考研）。
然后把中学阶段差不多两年的考试准备省下来。具体是要普及大学教育，推迟普职分流
到大学甚至是研究生阶段，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成一种进大学资格考试，淡化名牌大学
的本科教育。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和用人单位通过大学生毕业考（也就是考研）来筛选
学生。这样就可以使得中学生不需要为了中考和高考浪费两年的刷题时间，由此中学阶
段的学习可以缩短两年，让大部分学生可以在 20 岁左右就大学毕业，提前两年走上社
会或进入研究生院。 

当然我们知道，上述改革是非常大胆和前卫的，是非常有争议和有难度的，也牵涉
到很多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没有深层次的考试和学制的改革，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是没有
效果的甚至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和扭曲。而且现在的教育体制不仅导致了低生育率，还造
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和人才流失。所以潜在的改革的好处是巨大的，是值得把教育制度
的改革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比如仅仅看缩短学制的直接效应，如果大部分人能够提前
两年大学毕业，额外的两年对于每个人工作四十年的职业生涯来说就是额外的 5%的贡
献和收入，也就是就能把整体社会的效率至少提升 5%。尤其是对于高学历的女性，多了
两年的时间，就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组织家庭和职业发展。 

估计效果：教育改革太复杂，未来落地的政策很难预测，其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也非
常难以估计，但是天花板是非常高的，可以提升高达 30%的生育率，比以前任何一项单
项措施的效果都大。 

  

表 9：减轻生育成本的措施建议和预估效果 

序号 措施 估算提升生育率 
估算每年多生孩子数 

（按每年出生约 1000万人口估算） 

1 现金和税收补贴 20% 200 万 

2 购房补贴 20% 200 万 

3 增建托儿所 10% 100 万 

4 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3% 30万 

5 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 2% 20万 

6 推广灵活办公模式 4%-10% 40万-100万 

7 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2% 20万 

8 允许辅助生育技术 2% 20万 

9 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 10%-30% 100万-300万 

注：以上估算是根据本报告养育成本降低的幅度来推算，实际效果取决于政策落实的力度和广

度。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24/ 26 

 

14、结论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062 万新生人口计算，2021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15，

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少子化将深远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人口急剧萎缩，

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中国全球几乎最低的生育率的根本原

因是全球几乎最高的生育成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住房等因素。非常有必要

通过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来大幅度降低养育成本。面对中国经济和人口的双重下行压

力形势，我们建议通过鼓励生育、增加人口，来有效缓解经济低迷，提振社会信心。大

力鼓励生育，短期来看，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人

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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