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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剧和单身男女的情感剧。国内《我爱我家》《家有儿女》

是为数不多描述有孩子的幸福家庭的影视作品，但近 20 年这类

温馨作品似乎断档了。

而现在，短视频里充斥着“高彩礼”“恶婆婆”的梗，隔

三岔五上热搜的“熊孩子”新闻甚至造成了有娃和无娃人群的

对立。

养育成本计算

在李银河对于丁克一族的调研中，首当其冲选择不生孩子

的原因是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如果生孩子，我的生活水平

可能降低，生活负担加重，责任要加重，养不起孩子。如果我

生孩子，总得给孩子一个体面的生活，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一

个体面的生活的话，我就宁肯不生。”

在 2019 年胡湛和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希哲合著的《重

新诠释“计划生育”的内涵——实现“家庭自主生育”转型并

避免误读“鼓励生育”》中，提到“中国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养

育子女成本的高企是导致大量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原

因，随着年轻一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改变，这一格

局有可能越来越不可逆”。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 14

个国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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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一个

孩子抚养到刚年满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进

行国际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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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韩国。

欧美国家的低生育率大多是在相对高的生育意愿和相对完

善的家庭政策背景下出现的；而中国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养育子

女成本的升高是导致大量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之一，

随着年轻一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改变，这一格局有

可能越来越不可逆。

不生孩子社会会怎样？

根据胡湛教授团队的研究，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出生人数

的大幅下降使未来进入黄金育龄队列的“妈妈”快速缩减（未

来 10 年育龄女性年均减少约 300 万），这一下降趋势至少持续

至 2045 年前后，再加上婚育推迟对释放生育潜力影响越来越大，

即便短期内生育率有所提升，也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有限弱化每

年出生人数减少的程度。未来 30 年，年度出生人数将在大概率

落在 900 万—1000 万区间甚至更低。

而现在主动选择不育的人群主要是 90 后和 00 后，他们向

往独立、自由、享受，抵制“996”，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

年轻人对组建家庭、养儿育女的意愿逐渐下降，对婚姻的依赖

不如以往强烈，单身经济盛行。此外，彩礼、房价等传统婚姻

成本较高也会抑制部分年轻人结婚意愿。当“不婚不育保平安”

成为口头禅，婚都不想结，更别提生孩子了。

对于不育人群的增加，李银河觉得没什么可怕。“从资源、

国土面积和人口的比例来看，美国跟咱们的国土面积差不多，

他们的人口才 3.3 亿，是我们近 14 亿人口的零头；俄罗斯的

国土面积几乎是我们的两倍，人口才 1.4 亿，是中国的十分之

一。”

而且，养儿防老的功能早已弱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转型、改进、扩展、改革等进程。人

们获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部分家庭功能转移到公共部

门，削弱了家庭的部分传统功能，尤其体现在经济和照护上，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代际交往中的交换动机。也就是说，

当“养儿”未必“防老”时，生不生孩子可能在未来的养老状

况中殊途同归。

育儿成本是不生育家庭普遍提到的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