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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焦虑”从何而来
林  宝

“生育焦虑”是一种在生育决策上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具

有生育孩子的愿望 ；另一方面，却存有某种担心和顾虑。从

根本上说，这些顾虑和担心缘于生养孩子的成本过高。而造

成成本过高的原因则十分复杂，总体而言，既与社会经济形

势有关，又与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缺失或不均衡有关。

结婚成本透支家庭收入，对生育决策产生影响

近年来，大龄青年婚恋难、结婚成本高等问题已经引起了

社会高度关注。在一些地区，买房买车已经成为结婚的基本条

件，彩礼、婚宴的标准也水涨船高，结婚费用动辄就是几十万元，

有的甚至上百万元。近年来首次购房对象出现低龄化趋势，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大量年轻人婚前买房、结婚买房，这些购

房行为不仅可能会耗费家庭多年的积蓄，还可能因为借款和贷

款使得年轻家庭在建立时就透支了未来较长时期的收入。在此

情形下，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因为结婚成本较高而延迟结婚，或

因债务压力而延迟生育。实际上，这种延迟生育正是中国近年

来生育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重点保障青年及新家

庭的住房需求。住房是当前我国青年结婚最大的花费，应通过

住房保障体系为符合一定条件的青年人或新结婚的家庭提供公

共租赁住房，使其不必因过度透支家庭未来收入而延迟结婚和

生育。同时，应把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纳入流入地的住房

保障体系，为农民工特别是刚结婚的新家庭，提供可负担的租

赁住房。这不仅有利于外来务工人员在流入地的融入，也减少

了其盖房或买房的必要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结婚费用。

在住房保障制度下，人们可以根据家庭发展阶段和经济实力，

合理安排购房行为、合理规划生育。

女性的就业压力以及托幼资源不足，增加了家庭的生育成本

家庭与工作的平衡一直都是女性面临的一个难题，生育和

就业在一定时间段会形成矛盾，如果没有完善的劳动保护和社

会保障措施，生育对妇女而言将面临巨大的机会成本。女性在

生育时可能会面临一些权益损害，比如职业中断、晋升受限等，

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产生影响，形成较大的机会成本，

而这些机会成本无疑会对育龄夫妇的生育决策产生影响。

托幼资源不足也加大了孩子的抚育成本。近年来，中国各

【摘要】“生育焦虑”源于结婚成本高、托幼资源不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养老负担加重等原因。化解“生

育焦虑”，应树立全过程管理的观念，逐项梳理各项政策，构建生育友好环境。要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加强劳动保护，推动托幼服务、家政服务等服务业发展，促进教育改革，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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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托幼资源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一些城市的幼儿园、托儿所

数量不足、接受能力有限，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资源紧张的直

接后果就是“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产生，一些地区甚至

出现了家长为给孩子报名幼儿园提前几天排队的现象，这大大

加重了家庭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同时，当前我国家政行业

仍处于有待规范的阶段，合适保姆难寻，依靠老一辈照看孩子

仍然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而一些老人无法提供帮助的家庭，

则只能为了生育放弃工作或者是放弃生育。

对此，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劳动保护，规范用工行为。要把

保障育龄妇女生育相关权利作为劳动监管和保护的重点，要加

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切实保障育龄妇女在就业等方面的权利。

其次要加强医疗卫生、托幼等资源配置，推动托幼服务、家政

服务等服务业发展。要根据人口变化趋势合理规划、配置相关

资源，为育龄夫妇生育、养育子女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

服务。要坚决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提供公平、切实的公共服务。同时，对不属于公共服务范

围的社会需求也要积极回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鼓励社会服

务发展，让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相互补充，共同营造一个供应

充足、使用便利、层次多样的服务市场，使不同需求的育龄夫

妇都能获得所需的服务。此外，要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

加强家政服务规范化建设，以政策倾斜推动整个行业的数量增

长与质量提升。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增加了孩子的教育成本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资源的配置不均，

加剧了择校、校外培训等行为，加重了相关家庭的教育负担。

一般而言，基础教育应该以公平为主要目标，力求在一定区域

内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学生的就近入学。但当前，由于

教育水平存在差异，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而

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等措施，使得择校行为越演越烈，买房择

校屡见不鲜，择校成本显著上升。与此同时，由于各个阶段都

存在着较大的校际差异，一些学生为了在下一阶段就读名校，

不得不参加校外培训，无形中加大了家庭的教育支出。

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将家庭从繁重的教育负担

中解放出来。首先，应将幼儿教育纳入公共教育范围，让 3—

6 岁儿童获得公共教育服务。这里的纳入公共教育范围是指政

府应承担起该年龄段儿童的教育义务，切实配置相关教育资源，

以满足该年龄段儿童的教育需要。但纳入公共教育范围并不意

味着一定要将其划入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是保障资源的充足性，

同时也为家长保留一定的选择权。其次，应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推动义务教育均等化发展，让家庭实现真正公平的就近入学。

应重点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特别是要加强教师流动，逐

步缩小不同学校在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差距。再次，

应继续落实普及高中教育的政策，逐步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

育范围，免除学杂费，减轻一些家庭的教育负担。最后，要推

动学校教学时间与家长工作时间的衔接与协调。切实改变当前

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存在的“学校减负，家庭增负”现象，合理

规划学校教学安排。

养老负担加重要求家庭加大养老资源分配份额

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老龄人口越来越

多。而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问题必然会涉及

资源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当养老资源需求增大或是预期需

求增大时，年轻夫妇对生育子女所能投入的资源必然受到影响。

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必须要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解决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要按照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要求，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首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实现供给主体多元

化。要尽快明确政府应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内容，并不断创新

服务提供方式，提高公共资源的养老服务效率。要继续优化老

龄产业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老龄产品和服务供

给。其次，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供给机制市场化。养老

服务供给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应体现为

养老服务的供给数量和价格逐渐为市场所确定。最后，推动老

龄产业技术创新，实现供给手段多样化。要特别重视养老服务

技术的创新，不断推动新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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