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責任編輯：譚月兒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4年2月28日（星期五）

長輩最熱心 小兩口遭「催生」
與不少正經歷「上有老、下有小」的「單獨夫妻」相
比，長輩們對兩孩的期待更大，對再抱孫的渴望也更加
強烈。內地媒體報道稱，不少小夫妻在馬年春節遭遇了
「催生兩孩」的經歷。
「走到哪兒都有人問，我又不是生孩子的機器！」說

到馬年春節，27歲的源源倍感鬧心。以往春節，她最怕
的是家人見面就催「要孩子」。結婚快三年，源源由於
體型較瘦，一直在喝中藥調養，好不容易在去年4月產
下一女。但這回過年，新話題又從她身上展開了。父母
和公婆建議她抓緊時間，趁現在身體素質好生兩孩。

16輪「勸生」精神崩潰
在網絡上也有不少抱怨的貼子，很多網友都在吐槽

「被催生兩孩了，煩！」還有內地媒體稱，有一對東北
夫妻春節因被親戚16輪「勸生」而幾乎崩潰。
針對這一現象，內地社會學專家朱季康對媒體表示，

現在的「兩孩新政」也成為很多80後長輩最關心的事
情，使得「生兩孩」成了熱點問題。不過，他認為這是
個人的隱私問題，應該呼籲長輩盡量不要詳問或者過多
干涉，給年輕人施加壓力。

「80後」富媽媽 願再生一個
「80後」的小月是上海某高校的老師，她在2013年
11月當上新媽媽，可愛的女兒剛剛3個多月。「順其
自然，享受生活」，是小月對「單獨兩孩」政策的態
度。
家境優越的小月，是獨生嬌女，懷孕期間媽媽和婆婆

全部都來家中照料，可謂做足「十月皇后」。在私立醫
院砸下十數萬順利生下千金，又以數萬高薪聘下金牌月

嫂和育兒嫂，小月不僅沒如尋常新媽媽般忙碌憔悴，生
活狀態甚至比生育前更加滋潤。
小月說，婆婆曾委婉對她表示過對再次抱孫的期待，

但也說「這最終是你們小倆口的事情」。
家中長輩沒壓力，生活也沒負擔，小月對生「老二」

是「全憑興趣」，「現在覺得養孩子挺好玩，未來再生
一個的可能性也挺大的」。

成都的曾佳夫婦是「70後」的尾巴，是中國計生政
策實施後出生的第一批人口。曾佳的丈夫是家中獨
子，她自己則有一個80後的妹妹。夫妻兩人都受過高
等教育，畢業後就進入公職部門。第一個男寶寶在
2009年誕生後，他們並沒有生育兩孩的強烈願望，然
而一次意外卻改變了兩人的想法。
2011年，曾佳再次懷孕了。她說，有生育經驗之

前，並沒有覺得打掉胎兒有多麼不捨，但是「當過媽
媽之後，才知道小生命的珍貴，感覺墮胎充滿罪惡
感。」由於都是公職人員，曾佳夫婦被嚴格的計生政
策束縛，「要麼保住飯碗，要麼留下胎兒」。

終止妊娠 夫妻感情有裂痕
經過無數的掙扎，「將近4個月的孩子，是女孩」，

曾佳夫婦最終還是決定終止妊娠。此後的一段時間
內，他們的心情都十分低落，夫妻感情甚至也有了裂
痕。「當時只有一個強烈的念頭，希望有生之年還能
有個女兒。」曾佳說，這是一種近乎贖罪的感覺。
曾佳夫婦很感激「單獨兩孩」政策。「那些『意外
來臨』的小生命，終於有了親眼看到世界的機會；那
些『一不小心』的父母們，也不會再因墮胎而飽受煎
熬。」曾佳說，自己的生活因「單獨兩孩」政策而充
滿希望。

墮胎母親
重燃生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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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首次明確「單獨兩孩」
政策，隨後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通過決議

正式啟動這一政策。目前，浙江、江西和安徽省先後明
確當地的「單獨兩孩」政策，上海、江蘇等9個省份已
按要求通過備案程序，「老二熱」已開始在內地全面升
溫。
多家民調機構針對「單獨兩孩」的調查，顯示大約

50%至60%的網民「有生老二的意願」。內地最大母嬰
網站「寶寶樹」針對「單獨」媽媽調查顯示，超過70%
的「單獨」家庭有生兩孩打算，其中大部分生兩孩的需
求集中在五年內。該網站首席經濟師邵小波表示，上述
調查是以80後、90後媽媽為主，相信更能反應大多數
家庭的真實意願。

逾2300萬「單獨」家庭或再生
邵小波表示，據公開數據統計，從1978到1989年

間，內地出生了大約4700多萬獨生子女，由此產生的
「單獨」家庭約為3800萬，其中九成家庭已經有一個
孩子。他認為，中和多個數據推算，未來大約還有2300
多萬家庭可能再生兩孩。
「單獨兩孩」政策出台後，內地多個部門都曾作出預
測。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結果稱，新政每年將增加一至兩
百萬人口，而國家衛計委則研判「每年出生的人口數不
會有大的增加」。來自母嬰網站的數據預計，「單獨兩

孩」的生育將不是逐年平均分佈，未來4、5年隨着
1978-1989年人群逐步進入30歲，生育兩孩需求將集中
釋放一波，而後逐漸進入平緩。其中，現在30到36歲
的女性將會是需求最為迫切的一個群體，「可以說未來
4、5年中國會迎來一次嬰兒潮，並可判斷這次嬰兒潮每
年新增400餘萬新生兒」。

山東夫婦 最想追「老二」
內地各省市的兩孩生育需求也大不相同。「搜狐」教
育的民調顯示，山東的單獨家庭最希望生兩孩，約9成
選擇「一定要生」；北京的單獨家庭則對兩孩最冷感，
僅有3成選擇「一定要生」。上海、北京都近5成的家
庭選擇「堅決不生」，而廣東家庭選擇「堅決不生」的
只有不足5%。
年齡不同，對兩孩的渴望也不同，40歲以上群體對追

生兩孩顯示出濃厚興趣。官方媒體針對「20—30歲」、
「30—40歲」、「40歲及以上」的年齡段區分調查，受
訪者生育兩孩意願分別為47.76%、51.95%、52.23%。
在願意生兩孩的受訪者中，選擇「出台政策馬上就生」
的在三個年齡段分別佔18.63%、59.74%、75.95%。
不願意生兩孩的原因中，「經濟成本太高」是主要因
素，佔56.16%。此外，「太累太辛苦」佔16.64%，
「工作太忙沒時間」佔9.01%，生一個就夠了、獨身主
義及其他分別佔不到10%。

隨着今年全國兩會的來臨，中國內地多個省市已經啟動「單獨兩孩（即夫妻雙方中一方為獨

生子女可生育第二個孩子）」政策，越來越多地方已擬在今年內陸續實施，新世紀首輪生育高

潮正在來臨，這議題必成為兩會代表委員探討的焦點。權威機構調查顯示，超過70%「單獨」

家庭有生育兩孩的打算，而且大部分兩孩需求集中在短期內，意味着內地未來4到5年內將迎來

一次較大的嬰兒潮，每年或將新增逾400萬新生兒。「單獨兩孩」政策已逐步在各省市落地展

開，中國社會、家庭形態因此發生着深刻的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中國社科院稱，新政每年將增加一至兩百萬人口，
但國家衛計委研判每年出生的人口不會有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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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白領「拒絕老二」
不同地區的人群，對生兩孩的態度不盡相

同。在記者的採訪中，北京的女性特別是白
領女性，普遍對生「老二」不太感興趣。
「不生了，我可不生了。」媒體工作者李
小姐一聽這個問題連忙擺手。李小姐的女兒
已將近3歲，正值黃金年齡的她卻堅決不再
生。「一是經濟壓力太大，二是我再也不想
重複那個過程。」李小姐說，從懷孕增肥數
十斤，到再次生育還要「剖開肚子」，還要
重複養育嬰兒這個艱辛的過程，「好不容易
熬過來，再也不想重來了」。

再次懷孕成本高
李小姐說，媒體業競爭激烈，再次懷孕的

成本極高。「幾個月無法參與重大報道活
動，幾年拿不出有份量的稿子，你會被人徹
底遺忘。」她十分悲觀地說，無論是自己主
觀原因，還是生活和工作的客觀因素，自己

都不會再要「老二」。「也許老了會後悔，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公司職員欣欣也是「拒絕老二」一族。

「已經有一個兒子了，『老二』萬一還是個
兒子，我得買幾套房才夠他倆娶媳婦啊！」
欣欣半開玩笑着說。兒子將近兩歲，保母
費、早教班加上孩子的衣食住行，都令她喘
不過氣來。

■■隨着內地各省陸續實施隨着內地各省陸續實施「「單獨單獨
兩孩兩孩」」政策政策，，料七成料七成「「單獨單獨」」家家
庭計劃再生庭計劃再生，，未來未來44至至55年內將年內將
迎來首輪嬰兒潮迎來首輪嬰兒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據統計據統計，，未來約有未來約有23002300多萬多萬
家庭打算再生一孩家庭打算再生一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不同省份對兩孩政策的態不同省份對兩孩政策的態
度有所不同度有所不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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