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定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

制约措施。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
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

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
杨文庄说，我国生育水平长期

处于低位，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
套支持措施，主要目的是推动实现

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这与之前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稳定低生育水平等不同历史阶段的

工作目标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根据长期以来的人口监测以及有关

研究测算，群众的生育意愿稳定在
两个以下，绝大多数地区生育四个

及以上孩子的情况较少，总体上呈
现零星分布状态，在个别地区可能

相对集中一些，没有必要规定普遍

性的制约措施和处罚条款。

他说，近年来，按照中央要求，

各地积极推进社会抚养费改革，征
收例数大幅下降，征收金额明显减

少，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为取消这
项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之前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三孩的，根据
国家相关法规并征求有关部门意

见，已经依法作出征收决定并执行

完毕的，应当予以维持；已经作出征
收决定但尚未执行完毕的，已经征

收部分不予退还，未征收部分不再

继续征收；尚未调查或作出征收决

定的，不再受理、处理。
据了解，国务院已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提出议案，建议在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中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
三个子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

将作出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
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将

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结合本
地实际做好法律政策衔接，依法组

织实施。新华社记者 吕诺 田晓航

    本报讯 新华社昨日受

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人口发展

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
事情。决定指出，为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现就优化生育政策，实
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
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

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以下简称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
支持措施），作出决定。

《决定》要求，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

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改革服务管理制度，提升

家庭发展能力，推动实现适
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

础和持久动力。

《决定》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

口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
变化形势，作出逐步调整完

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各项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
改善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
利于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

势，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有利于平缓总和生育

率下降趋势，推动实现适度
生育水平。有利于巩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成果，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决定》明确了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主要目标：到 2025 年，
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

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
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

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
成本显著降低，生育水平适

当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
于正常，人口结构逐步优

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
到 2035 年，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
更加完善，服务管理机制运

转高效，生育水平更加适
度，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

优生优育、幼有所育服务水
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相适应，家庭发展能
力明显提高，人的全面发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全文见新民网 www.

xmw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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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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减轻家庭后顾之忧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解读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
略性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

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说，党和国家
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立足人

口基本国情，顺应人口发展规律，不

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

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
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人口发展的转

折性变化，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策部

署。2013年、2015年，单独两孩、全面

两孩政策先后实施。从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看，10年间 0至 14岁少

儿人口占比提高，由于政策调整原因
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 1000多万，出

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政策调整前的
30%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 50%左右。

出生人口性别比从 2013年的 118降

至 2020年的 111左右。
历次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无

不牵动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

“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的实

施，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奠定了
基础。”杨文庄说，人民群众的生育

意愿发生了显著变化，生育政策对
生育行为的调控作用明显弱化。相

关经济社会政策措施不配套、不衔
接，是制约群众生育养育的痛点和

难点。因此，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特

别要完善配套支持措施，切实减轻
家庭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好地释放

生育潜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

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
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儿童无人照料，

以及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
系。”杨文庄说，养育成本快速提高，

是当下家庭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
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

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

对此，决定明确将配套支持措
施和三孩生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组

合提出，要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

育一体考虑，部署了提高优生优育
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三大类十
个方面配套支持措施。

各有关部门也已行动起来，推出
系列措施解决生育养育教育难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破解托育

难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研究制
（修）订保育师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以

及《托育服务机构建设标准》《家庭

托育点管理办法》等文件；国家发展
改革委正在研究编制《关于推进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鼓励
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下

一步将以“一老一小”为重点，打造
一批老年友好、儿童友好、青年干事

创业，民生普惠、社会发展有活力的

示范城市。
在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

度方面，人社部正在研究对劳动者工
作时间、休息休假等进行统筹考虑和

规定，正在草拟开展女职工产假、哺

乳假等权益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方案。
此外，在税收、住房、教育支持政

策以及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方面，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组建了工作专班，研究推动将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人社部将企业实

施女职工特殊保护作为评定企业诚
信等级标准；教育部也出台规定支持

开展课后服务、暑期托管服务等，为
儿童青少年教育减负。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后，高龄孕

产妇有可能增多，发生出生缺陷的
风险将会增大。如何保障孕产妇和

新生儿健康安全？
对此，决定围绕保障孕产妇和

儿童健康、综合防治出生缺陷、规范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作出规定。

国家将进一步推进落实出生缺陷三

级预防制度，为群众健康生育提供

保障。具体包括加强相关知识普及
和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强化婚前保

健，推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加强产
前筛查和诊断，推动围孕期、产前产

后一体化管理服务和多学科协作。
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促

进早筛早诊早治。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儿童健康

服务和养育照护服务需求必将增
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实施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为三孩生育政策
的实施保驾护航。

据杨文庄介绍，下一步，国家卫
生健康委将采取措施增加儿童医疗

保健服务供给，加强妇幼保健机构、

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新生儿科、儿
童保健科、儿科建设，推动优质儿童

医疗保健资源扩容下沉；推进出生

医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户口登
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出生

一件事”联办；以生长监测、营养与
喂养指导、心理和行为发育评估、眼

保健及口腔保健、听力障碍评估为
重点，为城乡 0至 6岁儿童提供健

康检查服务。此外，还将持续加强儿

童重点疾病防治，加强婴幼儿养育
照护指导。

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

释放生育潜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合力破解“不愿生”“生不起”“养不起”难题

努力提供“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健康服务

    

■ 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
措施。 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
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

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
全面脱钩。依法依规妥善处
理历史遗留问题

依法实施
三孩生育政策

    

■ 推进出生医学证明、

儿童预防接种、 户口登
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
领等“出生一件事”

联办

建立健全
人口服务体系

    

■ 入户入学入职与个人生育全
面脱钩
■ 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
■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
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
■ 探索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
假制度。加强立法，保障实行
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

权益

完善生育休假
与生育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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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 引导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 以市地级行政区为单位制定整
体解决方案
■ 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相
关服务
■ 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
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 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居
住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

■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
招收 2至 3岁幼儿

建立健全支持政策
和标准规范体系

    

■ 研究推动将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 地方政府可
以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
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
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
惠政策

加强税收、

住房等支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