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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想生娃 韩国这招管用吗?
文 /玖田

总生育率跌至世界最低 政府发放补助鼓励“造人”

    2021年年初，一份报告给生育

率低迷的韩国拉响了警报。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韩国总人口为

51829023 人，比前一年减少了
20838人。这不单纯只是人口问题，

还关乎韩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
为了鼓励民众努力“造人”，韩

国政府决定从 2022年开始，每月向

新生儿家庭发放 30?韩元（约合
1800元人民币）的津贴。但这能帮

助韩国走出“少子化”以及人口迅速
老龄化的困境吗？

“四口之家”不再主流
现年 33岁的货车司机金胜朴

一直梦想着能与妻子一道养育至
少 3个孩子，这才是他心目中的完

美家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男
主外女主内、一对夫妻加上两个孩

子的“四口之家”还是韩国社会的主
流模式。

但在另一个家庭，51岁的杨承

海认为，养育 3个孩子太累了。两个
读初中的孩子已经足够让她筋疲力
尽了。每天放学后，她都要送两个孩

子去上课后补习班。在韩国，平均每
个学生会上五门补习班，涵盖语文、

数学等基础学科以及钢琴、游泳等
课外活动。

根据韩国媒体 2019年的统计数
据，大多数韩国中学生在外上补习

班 6年的平均开销为 9250?韩元
（约合人民币 54?元）。“只有当我

的两个孩子都去上大学了，我才会
考虑给自己放个假。”杨承海说，作

为家长，为了能让孩子考上好的大
学、未来能有份好的工作，这一切金

钱与精力的付出都是必要的。
为了子女怎么辛苦都可以，可

是当要给新婚夫妇一个建议的时
候，杨承海说：“那就是，如果你真的

打算要孩子，那么最多生一个。”
如今在韩国，传统的“四口之

家”正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独生子女
家庭甚至丁克家庭登场。比起经合

组织国家平均 1.65的总生育率（每

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子女数），韩
国的数字低得可怜，2019 年为

0.92，2020 年第三季度更是降至
0.84。韩国已成为世界上总生育率

最低的国家。

要孩子还是要工作
许多韩国年轻人不考虑生育，

还因为顾及到自己的工作。面对谋

生的压力，年轻职业女性在竞争异
常激烈的韩国就业市场上努力寻找

属于自己的位置，她们不希望分娩
在给自己的身体带来痛苦之时，也

危及到职业前景。

尽管如今韩国女性也撑起了半
边天，政府还出台了法律以避免女

性因为怀孕等原因受到歧视，但对
怀孕女性的歧视仍然较为常见。

当在首尔工作生活的崔文静告
诉老板，她将迎来第一胎的时候，老

板的反应令她震惊。“我的老板说：

‘你一旦有了孩子，孩子将成为你生
活的重中之重，公司将排在第二位，

那你还能继续工作吗？’他一直在重
复这个问题。”

当时，崔文静是一名税务会计
师。随着一年中业务旺季的到来，老

板开始往挺着大肚子的崔文静身上

压更多的活儿。崔文静不敢抱怨，因
为一旦抱怨，老板就会斥责她缺乏

奉献精神。直到一天，“他在生我的
气，我坐在椅子上。种种压力之下，

我的身体开始抽搐，没法睁开眼睛。
同事见状打了急救电话，我被送进

了医院。”医生对崔文静说，是巨大
的压力造成了流产的迹象。

住院一周后，崔文静保住了腹
中的胎儿，也重返工作岗位。但她

说，自己分分秒秒都能感觉到老板
正想尽办法迫使她主动提出辞职。

“女人们在发现自己怀上孩子时会
感到担忧。宣布自己怀孕前，你一定

要三思而行。”崔文静说，自己的经
历并不罕见，“我身边许多人都没有

孩子，也不计划要孩子。”

“三抛世代”也有苦衷
据韩国统计局统计，2015年至

2019年间，近 100?新婚夫妇中，

有四成以上没有子女。
一直梦想着 3个孩子绕膝的金

胜朴和 31岁当幼儿园老师的妻子
2020 年底迎来了结婚一周年纪念

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以及看起
来还算稳定的工作，在外人看来，当

下是这对夫妻生儿育女的最好时

机。但夫妻俩也没有生娃的打算。
“我一直都很喜欢孩子，但是婚

姻给了我更真实的感觉。”和许多韩
国家庭一样，家中长辈希望金胜朴

的妻子能够做家庭主妇，照顾丈夫
和孩子，但金胜朴心存疑虑，尤其是

新冠疫情还未结束、对经济的影响
将持续的当下。“她也需要保住自己

的工作。”金胜朴说，“我们勉强维持
生计，这让我们怀疑自己现在是否

有能力生儿育女。”如今，当着长辈
们的面，这对夫妇还是会讨论生一

个孩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他们已
经在考虑丁克。

不少年轻女性不仅不愿结婚生
子，甚至连谈恋爱都不在考虑范围

内。在韩国，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
数，以至于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在韩

国人的视野里———“三抛世代”，专
指抛弃了约会恋爱、结婚和生儿育

女的这一代年轻人。

出生率极低，而长寿的人越来
越多，韩国人口正在老龄化的快车

道上飞驰。伴随人口减少而来的人
力危机，也制约了韩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鼓励人们生育，文在寅政
府去年年底敲定了“第四次低生育

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在经济

上给予民众支持。从 2022年开始，
政府将向有 0至 1岁婴儿的家庭每

月提供 30 ?韩元（约合人民币
1800元）育儿补助，并在 2025年逐

步上调至 50?韩元。此外，政府还
将一次性发放 200?韩元的生育补

贴，推出“3+3育儿假”，允许子女不
满 1岁的夫妻双方都享有为期 3个

月的育儿假，鼓励夫妻共同育儿，每
人每月最高可获得 300?韩元的育

儿津贴。

人口过密竞争激烈
但这样做，能激励民众为国家

生育吗？首尔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

教授赵英泰并不乐观。他认为，仅仅
专注于扩大福利，并不足以解决韩

国的少子化问题。
在赵英泰看来，少子化的出现，

源于过度的人口稠密。这看起来似

乎矛盾，但却在韩国真实存在。尽管
总人口在减少，但韩国依旧是世界

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首都首
尔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半数以上。稠密的人口之下，人们对
有限资源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解

决低生育率问题，就要了解年轻一
代面临的极端竞争，搭配相关政策，

减少人们涌向大城市的动力。”
“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高失业

率以及缺乏社交活动。”首尔国立大
学社会学教授朴建硕也认为，尤其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当下，政府应当
注重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

不是将生更多孩子放在首要位置。
“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恢复自然增加

出生率的环境，而不该将人们视作
单纯的生育工具。”

官方孕期指南
惹来轩然大波

    韩国官方发布的孕期指南

最近闯了祸。

这份指南里面写着， 生孩

子之前， 先检查家里的厕纸够
不够用， 为 “肯定不擅长做饭

的”丈夫准备好饭菜。把头发扎
起来，这样即便没有洗澡“也不

会显得邋遢”。 孩子出生以后，

在视线所及的地方放一件小码
的裙子， 因为你需要动力来克

制自己，不要贪嘴……

什么？ 本就在为生育带来

的经济和精力问题苦恼， 结果
还要挺着大肚子伺候和取悦家

中两手一摊、倒在沙发上的“大
爷”？ 这份早在 2019年就挂在

韩国首尔政府官方网站上的孕
期指南， 最近被人扒出来猛烈

抨击。

“为什么要从远处寻找生

育率低迷的原因？ 答案就在这
里。”愤怒的韩国网友在社交媒

体上写道。这样一份孕期指南，

吓退了已婚妇女， 也吓跑了未

婚女青年。

如今， 韩国社会和经济发

生了迅速的变化， 越来越?韩
国女性在更?专业领域承担起

过往由男性承担的工作、 赚钱
养家， 但人们对待性别的态度

却仍然停留在过去。 根据经合
组织的数据， 韩国男性平均每

天在育儿之类的无薪工作上耗

费的时间仅为 45分钟，而女性
花费了 5倍的时间。

“很?时候，即便女人们有

工作， 抚养孩子的责任依旧几
乎完全由女性承担， 婆婆生病

时女人们还要照顾婆婆。 ”24

岁的单身女青年、 韩国网络漫

画家张尹华直言自己不合适这
种角色。

已婚人士少生或不愿生，

单身人士恐惧步入婚姻。 在遵
循着传统度过一生的老一辈韩

国人看来， 如今的年轻人似乎
有点自私。

一个 60?岁的韩国阿婆
说，自己在 40岁的时候就已经

有了 3个女儿， 可是如今 3个
女儿一个都没有生育。“我试图

向孩子们灌输爱国主义和责任
意识，当然，我希望能看到她们

沿袭传统， 但遭到了她们的拒
绝。 ”她的一位朋友也插话道：

“是啊，对国家应该有这种责任
感， 我们非常担心我们国家的

低生育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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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面临“少子化”困境，成为世界上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