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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烂漫的春天，日本各地将

举行入学仪式。爱知县新城市的凰

来东小学为一名6岁小男孩举行了

入学仪式，小男孩名叫藤平悌辅，是

该校新学期唯一招收的新生。由于

人口减少，全校只有11名学生。校

长牧野吉伸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本来担心招不到新生，能够举行入

学典礼真是太开心了。”

日本文部科学省每年对国内的

学校、年级、各校在校学生以及教职

工人数进行统计，并将结果作为研

究制定教育政策的基础资料。根据

2023年度的调查结果，截至当年5

月1日，日本全国小学生在校人数

约为605万人，比上一年减少10.2

万人，初中生在校人数约为317.8万

人，比上一年减少2.8万人，均创历

史新低。受到少子化影响，一年内

日本共有252所公立中小学逐渐

“消失”。如今，“一人入学仪式”“一

人毕业典礼”在日本已是常见现象。

人口数量连年减少
九州地区熊本县小国町因景色

美似仙境的锅瀑布而闻名，这里有

家名叫“山林阁”的温泉旅馆。“山林

阁”自开店以来便以两大金字招牌

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成为名副其实

的网红打卡地。

“山林阁”引以为傲的“杀手锏”

之一是别具风格的露天浴池——游

客在享受温泉的同时，能将两级瀑

布从眼前飞流直下的壮观景象尽收

眼底。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卖点”则

是——在九州的大山深处能够品尝

到正宗的螃蟹大餐。

据说老板秋吉美延曾经在大阪

某知名螃蟹料理总店当过厨师，所

以能采购到新鲜且优质的食材。89

岁高龄的秋吉美延在1995年花费2

亿日元开了这家温泉旅馆，此后夫

妇二人用心经营，终于将旅馆打造

成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但数年前，心脏做过大手术的

秋吉逐渐感到体力不支。和妻子深

思熟虑后，老两口决定卖掉旅馆。

出售价格为2.5亿日元，虽然中介认

为“按市价计算并不算太高”，但秋

吉坚持己见：“我马上快90岁了，实

在是无力经营，还是卖了吧。”然而，

他在出售承诺书上签字已经过去

10个月，到现在还没有确定买家。

据悉，日本有不少与“山林阁”

一样陷入困境的温泉旅馆，背后的

原因多为人口减少、经营者高龄化、

没有后继者。

人口持续负增长给日本经济和

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体现在劳动力

减少以及社会保障运行压力增加这

两方面。厚生劳动省指出，相较于

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尤其建筑业、

服务业等行业面临的人手不足问题

更为凸显。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

研究所近日发布未来人口推算数

据，引发热议。数据显示，2070年

日本总人口将降至8700万人，2120

年将降至5000万人。与此同时，根

据内阁府公布的《令和4年（2022

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数据，2025

年日本75岁以上老年人预计将达

到2180万人，65到74岁老年人为

1497万人。换言之，届时大约每3

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老年人，每

5人中就有一位75岁以上老年人。

此外，总务省公开的资料还显示，截

至去年4月1日，日本未满15岁人

口占总人口11.5%，连续49年递减。

多重因素影响生育
日本TBS电视台《报道特集》去

年播出一档特辑节目，跟拍采访日

韩两国年轻人，揭秘他们选择不婚

不育的理由。

35岁的池畑裕一是神奈川县

的一名送货司机，整日奔波劳动，每

个月到手只有30万日元。由于自

由职业者不受《劳动基准法》保护，

他无法买雇用保险。他无奈地说：

“自由职业者没有任何保障，公司也

无法提供任何保证，即使人事告诉

我这份工作干到下周就结束了，我

也没办法。”

提到晚婚化、少子化，池畑的情

绪有点激动：“少子化和晚婚化也不

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吧，以前就有

了吧，（政府）难道不该很早之前就

想出应对之策吗？”“现在连独身一

人都觉得活得很不安，很难想象结

婚之后养家糊口的光景，基于这个

原因所以才有很多人犹豫（结婚与

否），我便是其中之一。”

池畑的女朋友市来美花是一名

非正式雇用的护工，每个月的收入

到手不多。她对着镜头眼眶湿润

了：“真心希望涨涨工资吧，目前从

事护理工作的人手不够，我们明明

这么努力了却回报这么少。”她表

示，将来有一天想和男友结婚，但不

想生育。

日本智库日生基础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金明中指出，加剧少子化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5点：一是未婚化、

晚婚化现象严重，直接影响生育率；

二是年轻人的结婚及生育观念发生

了变化；三是育儿经济负担过重，特

别是子女教育费用是养育孩子的重

要支出；四是男女收入差距大；五是

承担育儿及家务劳动主要职责的依

然是女性。

日本财团去年年初公布的《18

岁意识调查》数据显示，关于“将来

是否想结婚”这一问题，超过四成年

轻人回答想结婚，但对于“实际上将

来会不会结婚”这一问题，回答“一

定会结婚”的男性只有两成，女性只

有一成。

有网民表示：“当今社会高度发

展，年轻人更注重追求个人的发展

和自我目标的实现，结婚和生育已

不再是唯一的生活选择了。”也有网

民说：“通过观察同事以及亲戚朋友

等身边正在育儿的人，我了解到育

儿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是目前还

没做好结婚生育的心理准备。”

多管齐下鼓励生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去年年初

的记者会上表示，解决少子化问题

是迫在眉睫的课题，并宣布了“异次

元少子化政策”。该政策包括三大

措施：一是强化儿童津贴等经济支

援；二是增强学童保育、病童保育和

产后护理；三是改革劳动方式。

为此，政府设立了“儿童未来战

略会议”，提出将今后3年定位为集

中行动期。具体来说，从2024年10

月开始，领取儿童津贴的年龄从初

中延长到18岁，且取消了家庭收入

限制，0岁到3岁每人每月可领取

1.5万日元，3岁到18岁每人每月可

领取1万日元。抚养3个孩子以上

的家庭，3胎开始每人每月增加到3

万日元。

在“儿童未来战略”计划中，除

经济援助外，还要对儿童和育儿家

庭提供持续不断的制度援助。“即使

父母不工作也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

所”的制度将于2024年在部分地方

试运行，2026年在全国范围实施。

在育儿环节，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工

作、共同养育。为了鼓励夫妻双方

都休育儿假，规定如果夫妻双方均

休14天以上育儿假，将提高育儿假

补助金，实际到手收入将从之前的

八成提高到十成。

除了国家层面政策外，日本各

地也纷纷出台多种政策鼓励生育。

长野县近年来人口持续减少，

50年来首次跌破200万人。县政府

召开“人口减少和少子化”研究对策

会议，决定在新年度预算案中加入

相关预算，增强育儿援助，减轻保育

费。对于未满3岁的儿童，3胎开始

完全免除保育费，2胎费用减半。

另外，年收入不到360万日元的家

庭，1胎费用减半，2胎开始全免。

冈山县将在鼓励男性休育儿

假、打造良好的育儿环境等方面投

入6.3亿日元。其中一些新举措包

括新婚夫妇和有结婚意愿的情侣可

以在店铺享受折扣优惠、培养公司

经营者支持育儿的意识等。

在解决国民终身大事问题上，

首都东京直击难题出实招，将提供

男女约会“人工智能配对”服务。提

供该服务的“东京二人故事”官网上

写道:“现在是每4个人中就有1个

人通过匹配软件而结婚的时代，但

很多人即使对结婚有兴趣，也会因

为‘对App不放心’‘不知道该如何

相亲’等理由而抗拒向前迈出一

步。为了帮助有这些困惑的人，我

们开始提供‘人工智能匹配系

统’。”早在去年12月，参加该公司

相亲活动的用户和一部分职员已率

先试用该服务。

事实上，日本人口减少、老龄化

和少子化问题可谓老生常谈，但长

期以来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为把

握年轻人对价值观、婚姻、育儿等的

看法，日本财团去年以全国范围内

1000名17岁至19岁年轻人为调查

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调

查对象中约74%对少子化、老龄化

怀有危机感，约82%认为政府对少

子化、老龄化的应对不充分。

日本民众呼吁政府不要只是随

便喊喊口号，而要切实解决少子化

背后隐藏的一系列难题，如家庭经

济贫困、男女收入差距、女性产后回

归职场、丧偶式育儿等。如何走出

困局，消除年轻人的不安，是日本政

府亟待解决的长期课题。

少子化问题难解“一人入学”成常态

日本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
文 /常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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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年轻人在元宇宙相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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