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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人力资
本效率

“生育率降低，不但直接影响

到人口基数，还将对人口结构、劳

动力供给和诸多行业的发展产生

一系列连锁反应。”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认

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迁和产业

结构升级，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也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原来依靠人口

红利支撑产业发展的一些因素和

优势正在衰减。

“值得思考的是，随着高质量发

展的不断加快，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劳

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全要素生产

率，这就要求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投资

和人力资本效率，要求统筹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这样

我们才能将我国的人口规模优势真

正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和

创新发展优势。”权衡说。

减轻养育负担保
障就业公平

“生育，不只是女性的事。”全

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表示，老

龄化和少子化成为我国当前面临

的重要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女性生育意愿下降，职场女性表现

得更为明显。

首先，生育带来的职业风险是

女性生育意愿路上的“绊脚石”。

由于女性在生育养育过程中承担

了比男性更多的责任，导致用人单

位更倾向男性。她建议，可以加大

个税支持力度，将专项扣除提前到

孩子3岁以前；同时，根据各地不

同情况，优化所得税缴纳方式，由

按照个人缴纳转变为按照家庭缴

纳，进一步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

其次，育儿成本与房价会影响

女性的生育意愿。而且，房价往往

和生育意愿“逆向而行”；房价较高

的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较低。有

数据显示，房价每上涨10%，人口

出生率便会下降1.5%。周燕芳建

议，对于有购房需求的多孩家庭，

适当梯度提高首套自住住房的公

积金贷款额度，降低家庭置换的首

付比率，发放购房津贴等，为多孩

家庭降低置换压力。对于未购房

租房的有孩家庭，为其申请公租房

提供便利和优先考虑权，保障生育

后的住房需求。

“要求企业全部承担职场妈妈

的生育成本不太现实，国家也应给

予税收等方面的支持。”为了防止

生育成为女性职业发展路上的“拦

路虎”，她建议对积极雇用女性职

工的企业予以激励措施，适当减轻

企业雇用女性员工的成本。对于

有女性职工休产假的企业，考虑其

合同期覆盖的生育前和产假结束

后一段时间内，额外享受一定比例

的增值税优惠，比例可以根据聘用

的生育女性数量增加；还可以在企

业所得税等方面出台支持政策。

“职场女性要实现生育和职业

发展的平衡，需要各方合力。在充

分保护女性的就业选择权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并参考借鉴

国外成熟经验，通过制定配套支持

政策，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

策体系，切实帮助减轻女性育儿压

力，保障职场女性的劳动权益和价

值感。”周燕芳说。

让“想生的都敢
生”“敢生的都能生”

“低生育率的出现，主要是因

为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生育水平持

续下降。特别是处在生育黄金年

龄的年轻人，受婚育观念改变、养

育教育负担重、职业发展压力大

等因素的影响，生育观念由‘多

生’转变为‘少生’甚至‘不生’，导

致人口负增长的加速到来。”全国

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

佐宏认为。

他建议，首先个人要树立起正

确的婚育观。建议让家庭生活教

育和婚姻教育走进家庭教育和学

校课堂，父母和老师应当积极引导

广大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择偶观，不

以门户论高低、不以彩礼论短长。

同时，也让“适龄婚育、优生优育”

的阳光理念深入人心。

从家庭角度，要建立温馨的育

儿氛围。夫妻间要形成“男女平

等，共同育儿”的责任意识，尤其是

男性，更应做到呵护女性、相濡以

沫、风雨同舟，营造温暖的家庭氛

围。此外，也鼓励夫妻双方家庭共

同为后辈育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和帮助。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要构建生

育友好型环境，建议搭建一批便于

未婚青年参与、有较高诚信度的交

友和婚恋公益服务平台；研究将生

育成本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探

索引入社会专项基金等新模式，完

善弹性工作制，缓解职场对生育女

性的歧视。

从国家层面，也要提供政策支

撑保障。国家层面要制定完善更

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比如，提升

幼儿园办园质量，对0到5周岁学

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等。“鼓励年

轻人生育，不仅事关个人，更需要

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其中，

让年轻一代‘想生的都敢生’‘敢生

的都能生’。”丁佐宏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李一能

上海是一座矢志攀登科技高
峰的创新之城。在深化打造国际
科创中心过程中，青少年的科学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在全国
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在关注
这个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
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科技馆馆
长倪闽景提出，破除青少年科学
素养提升瓶颈，要做好科学教育的

“加法”。
上海建设科创“理想之城”，不

仅需要大科学装置、发起大科学计
划、加大科研经费投入等“硬”举
措，还将在“软”环境上做文章。人
才资源是“软”环境中最为活跃、最
为积极的因素。在人才的成长中，

青少年时期是树立理想、培养兴趣
的关键期。去年，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上海中心和上海市教委联合
启动    年“未来科学家”培养计
划，面向全市招募   名有良好科
创基础和科创潜质的中学生（高中
学生为主）。

科创能力是一项“童子功”，需
要从小打下扎实的功底。打通“ 
到  ”的全过程创新，首先要走好

“ 到 ”原始创新的第一步。全国
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郭坤
宇认为，要打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
育的壁垒，形成全过程教育链条，
在教学、考试、招生等各方面更好
地衔接，为人才培养前后接续，创
造有利条件。

激发“从 到 ”科创动力，加

强科学教育，不仅必要，而且重
要。近年来，虹口区打造出一系列
颇具特色的“科学育人”品牌矩
阵。据虹口区教育工作党委负责
人介绍，由区青少年中心会同相关
科研院所精心研制的“机器人，开
启智能未来”等科普微课，深受学
生和家长的喜欢。在线上教学期
间，上海科学院虹口分院的向世清
博士还带来了科普演讲《科学精
神》。同时，虹口教育打造“一线二
营多馆”活动品牌，开展系列主题
活动，带领学生走进高校、走进实
验室、走进科技馆等馆校院所，在
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助力学生形成
正确的科学观和全面的科学素
质。在今年的“未来科学家”培养
计划招募中，虹口学子表现出众，
入选学员总数名列全市第一，共  

位中学生顺利入选。
破局科创“从 到 ”，需要有

坐“冷板凳”的毅力。在一些科创
资源丰富的城市，孩子们并不难接
触到科普活动。不过，很多时候科
普仍然停留在“激发兴趣”的层
面，但兴趣往往转瞬即逝。在倪
闽景委员看来，需要引导青少年
把兴趣变成志趣，把终身科学追
求作为自己的目标：“孩子在实践
中尝试解决问题时，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困难。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取得成功，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科
学探究。”

体验“从 到 ”科创实践，从
兴趣变成志趣的“一跃”，需要给青
少年更多机会、更大空间、更多碰
撞，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去年 
月，由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

办、上海少年科学院承办首届上
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与编程实践
活动在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青少年创新发展论坛上正式启
动，全市共有    余名中小学生
参与。从最终的评选结果来看，
用编程、手绘动画展现中国战
机，采集数据、 D打印制作智能
穴位按摩器……获奖的孩子不仅
拥有创新思维、实践能力，更有对
于科创坚定的信念。正如一位获
奖者写下的人生格言：年轻不设
限，创造无极限，以大胆的幻想作
为出发点，加上百分之百的努力，
才能获得成功。

让科学精神成为青少年心中
的一束光，并为之一生去追逐，上
海建设科创“理想之城”可期，亦可
持续。

练科普“童子功”筑科创“理想城”
方翔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优化生育环境建言献策

变“人口红利”为“发展红利”

近期，一则“80后夫妻存够

300万元，决定提前退休”的新

闻在网上引起热议。有人觉得

异想天开，有人觉得完全可

行。觉得可行的理由之一是，

这对夫妻不打算生育孩子，可

以节省一笔养育费用。

2022年，全年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0.60‰，成为61年来首

个人口自然负增长年。上海

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0.7，平均

初育年龄为30.36岁，平均生育

年龄为31.18岁。生育率下降

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社会现

实。如何让“想生的都敢生”

“敢生的都能生”？全国两会期

间，代表、委员各抒己见。

思想众筹

■ 外滩观景平台上，一位穿春装的父亲托着儿子在暖阳下嬉戏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