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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介乎40至44歲、只育
有一名子女的已婚女性，於2010年升至接近

19%，較1976年的10%增加接近一倍。由於該年齡
層的女性普遍不再考慮生育，故研究員認為數據有
助反映美國一孩家庭的上升趨勢。
綜合社會調查(GSS)發現，去年近八成美國家庭希

望有2至3名孩子，只有3.3%認為「一個已足夠」，
反映很多一孩家庭是為勢所迫。人口普查局統計學
家托馬斯指出，家庭規模收縮有多個因素，包括
1960年代嬰兒潮結束、準父母為教育或職業延遲生
育等，但不能忽視日益增加的生育成本，特別是對
中產家庭。

托兒服務貴過大學學費

美國農業部前年發表報告，估計中等收入父母養
育一名11歲或以下的孩子，每年花1.5萬

美元(約11.6萬港元)，養兩名則增至
2.6萬美元(約20.2萬港元)，若全職
父母需托兒服務則更昂貴。

然而不少人認為，數據遠
遠低估實際
費用。報
道指，包
括 首 都

華盛頓在內的35個州份，托兒服務貴過大學學費；
托管兩孩的成本更超越全美每年房租中位數。

776億資助難受惠

美國政府雖撥出100億美元(約776億港元)資助低收
入家庭享用托兒服務，但審計總署稱每6名合資格兒
童只有1人受惠。數據顯示，美國生育率最高的兩個
群組，分別是收入最低和5%最富有家庭，無法獲政
府援助、需自己負擔生育費用的中產則成「重災
區」。
新罕布什爾大學人口統計學專家史密斯指出，通

常經濟好轉後，部分家庭會考慮多生幾個子女，彌
補經濟低迷時的低生育率。然而今次美國經濟衰退
期較長，民眾憂慮前景不明，故不想生育。她表
示，經濟不景令民眾要勒緊褲頭生活，孩子增多只
會加重負擔，令這一代媽媽不願孩子重蹈覆轍，因
此進一步拖低生育率。
育有一名4歲女兒的賴特和丈夫均有工作，收入足

夠應付生活，毋須政府救濟，但對多生一個孩子仍
感到恐懼。她坦言：「我和丈夫經多番討論，結論
依然是無法養起第2個孩子。這令我感到傷心，我想
有更多孩子。我只希望我們可以有更多選擇。」

■The Daily Beast/CNBC

中國社會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美國社會傳統亦視生

兒育女為女性重任，但隨㠥社會發展，各地愈來愈多婦

女選擇單身，享受「無孩人生」。《時代》周刊早前更以

此議題作為封面報道，並邀請女記者桑德勒執筆封面故

事，宣稱「沒孩子才真正擁有一切」，引起廣泛爭議。

《時代》引述數據指，美國生育率在2007年至2011

年期間下跌9%，目前處於歷史低位。2010年皮尤研究

報告指，各族裔選擇不生育的女性都有上升趨勢，估計

每5名美國婦女便有1人在生育期過後仍沒孩子，較1970

年代增加一倍。

隨㠥社會價值觀轉變，女性對生育的態度掀起多次討

論。美國時尚雜誌《名利場》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最新

聯合民調顯示，39%受訪者認為女性最重要是當一個

「好母親」，多於智慧、幽默感和健康的態度。有女性則

認為，社會硬將「母親」和「女性」掛㢕，批評輿論稱

女性不生育是「自私」的說法錯誤和不公平。

被批推卸育兒責任

桑德勒在文章指出，「無孩社會」的成員在學歷、職業和種族上分布廣

泛，「這些女性證明擁有一切不等於要有孩子」。她引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研究指，女性智商每高15點，成為母親的機率便減小1/4，反映女性智商愈

高，生育意願愈低。不過這引起廣泛爭議，有母親批評研究是把育兒責

任，推給學歷和經濟能力較低的群組。

■《赫芬頓郵報》/《澳洲人報》/《時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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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夠數

一個夠晒數？美國經濟

不景，中產階層父母無力

承擔養育費用，催生大量

一孩家庭。在過去40年，

美國一孩家庭佔全部有孩

家庭的比率，由33%升至

43%，相當於1,600萬

個，亦佔全國家庭總數

1/5。專家指，很多父母

並非不想多生，而是養不

起。美國經濟復甦持續緩

慢，即使未來好轉，這一

代很多女性很可能已錯過

適合懷孕年齡。

出生率下降及人口老化不是日本獨有的問
題，韓國、中國大陸及台灣等地亦面臨相同
人口趨勢，不僅影響勞動市場及社會福利，
連軍方防務亦難獨善其身。隨㠥年輕人口遞

減，令參軍人數愈來愈少，迫使軍方推動軍
隊轉型，如加快現代化及縮短服役時間等，
希望紓緩問題。
中國大陸軍隊採取徵集與志願混合制，但

在一孩政策下，父母大多不願讓如珠如寶的
孩子參軍。
大陸一孩政策不但拖低出生率，也催生出

無數如「小皇帝」的獨生子女，令軍方非常
苦惱。《解放軍報》前年3月報道，瀋陽軍
區一支裝甲師在演習中原本要突襲「敵
人」，但一名士兵竟大聽MP3，令「敵人」
很快識破埋伏，事後該士兵回應「即使是訓
練中途，我也不想放下它(MP3)。」
韓國軍方亦不乏烏龍事件。去年10月，一

名「脫北」朝鮮士兵避過分散在非軍事區的
百多個韓軍哨站，出現在非軍事區對面的韓

國營區，令人嘖嘖稱奇。原來韓國軍方人手
緊絀，只有七成哨站有人駐守。韓國去年出
生率為1.30，整體人口將在2031年開始減
少，意味軍隊愈來愈難添補新血。為紓緩問
題，政府計劃在2020年前，將現時61萬大軍
裁減至52萬，並加快以現代化武器填補減少
的人手。

學者倡增女兵比例

台灣的出生率亦持續下降，去年只有
0.99。當地打算在2015年全面從徵兵制轉為
志願參軍制，又計劃將27萬軍人減至21.5
萬。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副教授陳勁
甫建議，軍方可考慮提高女性軍人的比例，
或以僱傭兵彌補兵力。

■日本《朝日新聞》

美國生育率自2008年起下跌，目前每名女性平均有1.89名子女，是美國

史上新低。評論認為，要推動生育率回升，關鍵在於擴展育兒與兒童福利

政策，不但可減輕父母負擔，更為兒童提供理想成長環境，有助確保短

期(父母)和長期(孩子長大後)的勞動力，一舉兩得。

專家指，各國面臨生育率下跌均有不同應對方法，有些會向兒童提供

資助，部分則致力改善就業市場，希望提高民眾生育意願。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貝克爾早前在《紐約時報》撰文，認為政府應以資助教育等育

兒費用對抗低生育率，強調福利政策力度要大才能見效。

專家：遲1年生首胎多賺12%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經濟學副教授米勒的研究顯示，女性首胎年齡每遲一

年，一生賺到的薪酬便會多12%。如一名30歲才誕下首胎的女性，一生收

入將較22歲甫畢業便生子的多一倍，或反映為何現代女性首胎年齡有上升趨

勢。分析指，美國福利政策無法彌補女性為生育離開職場的損失，不少人寧願待事

業有成、有經濟基礎才生兒育女。總統奧巴馬今年提出為全美4歲兒童提供學前教

育，惠及低至中等收入家庭，但一直未執行。專家警告，策略背後必須尊重和支援

女性才能成功，否則只會重蹈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覆轍。 ■美國《大西洋雜誌》

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2011年6
月至2012年6月間，該國有81.32萬人出
生，創下1972年以來最高紀錄，亦是歐
盟國中最高。英國皇家助產士學會行政
總裁沃里克表示，出生潮令全英助產服
務受壓，估計要增聘5,000名助產士。
據統計，英國人口期內增加41.99萬

人，達至6,370萬人，人口維持歐洲第3
高，僅次德國和法國。倫敦人口飆升
10.4萬人，主要受高出生率和移民人數
上升帶動。倫敦及英格蘭東南部和東部
合計佔全國人口增長約53%，蘇格蘭、
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共佔8%。專家指，英
國人口增加主要由於移民家庭出生率
高，恐為福利、教育和房屋政策等帶來
沉重負擔。

■英國廣播公司/英國《經濟時報》

IQ愈高或愈不想生
1/5婦女過「無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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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得主倡資助教育增福利

英國威廉王子夫人凱特上月誕下首胎，私家病房和
助產服務估計要近1.5萬美元(約11.6萬港元)，不過比起
美國只是「小巫見大巫」。美國醫生羅森塔爾估計，
美國母親自然分娩要花3萬美元(約23萬港元)，若剖腹
生產更要5萬美元(約39萬港元)。
羅森塔爾指，美國醫院會把所有項目分開作獨立計

算，各項雜費累積起來便變成天價帳單。雖然保險公
司平均會支付約一半費用，但仍比其他國家昂貴。

■《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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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出生率縮水
軍隊加速現代化轉型

■韓國人口將減少，軍隊愈來愈難添補新血。

資料圖片

■美國民眾生產的費

用 比 凱 特 生 B 還 要

高。 資料圖片

■《時代》封面

探 討 「 無 孩 人

生」。 網上圖片

■受經濟影響，

美國不少家庭都

「一B夠數」。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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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女較70年代倍增 中產成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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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