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平：養兒防老，但買不起房、養不起
娃，希望政府控制房價物價。學區房更
是無法企及，建議合理分配教育資源，
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金秋：女性要體驗當母親的角色，有自己
的孩子老了也有依靠。照顧孩子培養孩子
都很累，但是一切都值得。建議年輕人多
參加親子體驗活動，提升生育意願。

莎莎：恐婚恐育，只談戀愛就很
好，生孩子特別是二胎生存壓力太
大了。在城市裏生育成本太高，建
議延長產假時間。

岳峰：喜歡孩子，希望陪孩子一
起成長，未來有無限可能，不能只
靠精神層面的勸導激勵，建議立法
保護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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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是內地人口大省，常住人口超過1億，在生二胎上也
具有積極性。但是最近幾年公布的山東省的二胎出生

率卻跟大家想像中的不太一樣，在二胎出生率上也逐漸出現下
降的趨勢，甚至很多新婚小夫妻也因顧慮多、壓力大、養老難
等原因放棄或推遲生娃計劃。

年輕夫妻：30歲前不考慮生育
網絡上有句話說，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剛剛大學畢業兩年的王

法林和馮青去年10月領證結婚，在雙方父母的幫助下在青島首付買了房
子，生活壓力相對較小。對於要孩子的話題，二人已經達成共識：三十歲
之前不考慮。
「我們自己都是沒斷奶的孩子，怎麼可能要孩子。」馮青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他們的房貸由王法林的父母幫還，二人的工資基本上用於「吃喝玩
樂」上了。
小兩口的一日三餐都是叫外賣或下館子，周末會選擇近郊自駕遊，每季度

都要飛到國內各方旅遊。因為疫情，出國旅遊的計劃暫時擱淺，但是他們已
經規劃了整整20頁PPT的旅遊攻略，一旦疫情好轉，他們就要飛赴這些心
儀已久的地方。
王法林也經常逛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參與一些感興趣話題的討論。對

於破解生育意願低的問題，他自認最有發言權。
他認為，生育焦慮往往是中年人和上一輩的焦慮，也伴隨着養老難的問
題。現在的年輕人更追求獨立空間和物質享受，等有一天他們長大了，要孩
子的問題自然而然就提上了日程。

全職媽媽：堅決反對再要孩子
「早上6點準時起床，着急忙慌去做飯，做好飯後把『神獸』從床上拉起

來是每天早上的『第一場硬仗』。」36歲的張慧是一位全職媽媽，有一雙9
歲的龍鳳胎兒女。
「早上8點前要把他們送到學校，回到家收拾下家務就要忙活午飯了，然

後再去學校接孩子回來吃飯，要上班的家長只能把孩子送『小飯桌』，孩子
的午飯和晚飯問題都在那裏解決。下午重複上午的工作，晚上還要輔導孩子
做作業，一天天不知道在忙什麼。」張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孩子現在已
經三年級了，相比前幾年省事、省心些。她會抽時間去健身房鍛煉，享受短
暫的獨處時光。但是輔導孩子功課的要求越來越高，讓她感覺到力不從心，
只好給孩子報了周末輔導班。
所有工作都圍着孩子，繁瑣的生活早已消磨了張慧初為人母時的喜悅、快

樂。現在，她堅決反對再要孩子，也經常勸身邊的年輕女性一定要慎重要娃，
無論是第一胎還是二胎。她建議小夫妻們做生育計劃時要根據家庭情況多和雙
方父母溝通，盡量能爭取到老人幫忙帶孩子，可以減輕很大一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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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觀點

濟南行知幼兒園幼師程婉注意到，在全國兩會上，教育問題都
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關注的焦點。她在網上看到全國人大代
表、民建廣東省委會副主委、華南師範大學教授林勇建議，將幼
兒園教育全面納入國家義務教育範疇，緩解家庭教育撫養孩子的
後顧之憂。她對此非常贊同，認為將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減輕家庭負擔，
可以有效提升年輕夫妻的生育意願，也為孩子的成長提供有效保障。

程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公辦幼兒園在規範化
和專業化方面都走在了前面，但是很多家長因為認
知偏見等原因，選擇把孩子送到更傾向於「貴族
化」的私立幼兒園，並且逐漸形成一種風氣。
在程婉看來，幼兒教育對孩子的成長非常
重要，應該做減法，輕鬆愉悅的環境更有利
於孩子的健康成長。家長對師資質量、內容
質量、收費標準特別是孩子安全方面都非常
關注，如果將幼兒園教育全面納入義務教育範
疇，對家長和社會來說也不失為一種減法。

腳踏實地賺錢養娃
降低教育成本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要不要孩子，要不要二
胎，這不單是一個社會問題，還是一個經濟問
題。」來自山東濟南的宋傳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生孩子不能只從社會倫理角度去看，還應考
慮到當今撫養孩子的經濟支出問題，要一個孩子
就等於放棄一次成為百萬富翁的機會。
宋傳軍今年34歲，是一名3歲小朋友的父親，
擅長理財的他在養娃育娃方面有一本經濟賬。據他
觀察，前幾年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後，不少家庭跟風
生二胎，更多家庭在理性思考後，因經濟壓力打消
了這個念頭。
宋傳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濟南，一個普通家
庭培養的孩子從懷孕到能獨立生活，大概要花費60萬
元（人民幣，下同）到100萬元左右。懷孕生產階段的
花費主要花在孕婦身上，營養補充、懷孕用品、孕期檢
查、預產和生產的醫療費用高達數萬。生孩子是一個從無

到有的過程，衣食住行都要一一配齊，這
些都構成了「養娃成本」。特別是學
生階段，從各大教育培訓機構賺得
盆滿鉢滿，就能看出家庭為孩子成
長付出了多少經濟成本。
宋傳軍建議年輕夫妻腳踏實地賺錢
攢錢，減少非必要支出，學會理財，
重視保險，為將來養育孩子打好經濟基
礎。同時他還建議有關部門能夠做好市
場監督工作，整頓教育亂象，降低教育成
本。

將幼園納義務教育
減輕家庭負擔

痛失晉升機會
盼丈夫一起休產假

29歲的Apple就職於某大型房地產公司，從事財務工作，目前
懷孕20周。生育會給女人的身體和精神帶來很多不可逆轉的傷
害，她希望社會上能夠給孕婦群體更多的理解和關心，男人在
家裏承擔起更多的責任，一起休產假照顧孕婦和孩子。
「現在的職場其實對女生還是有些歧視，比如面試的時候
有沒有男朋友，有沒有孩子，我就因為懷孕喪失了一次很好
的晉升機會。」Apple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她並沒有因此
感到沮喪，只是覺得很不公平，但是不後悔要這個孩子，
以後不會再要二胎。
在Apple看來，孩子是小夫妻倆愛情的結晶，小生命的
到來給他們帶來了很多驚喜和快樂。山東的生育意願遠
超其他省區，長輩們也喜歡二胎甚至三胎，會給小兩口
這方面的壓力，她不知道將來能不能頂得住壓力。

Apple是戶外運動愛好者，
每到周末都會跟驢友們
到濟南南部山區徒步
探險，自從懷孕後
便告別了一切運動
項目。現在，她
希望順利把小寶
寶生下來，等到
孩子長大了，帶
着他一起去遊遍
祖國的名山大川。

2020年出生人口1,003.5萬

2019年出生人口 1,465萬，人口出生率10.48‰

2018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口出生率10.94‰

2017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口出生率為12.43‰

2016年出生人口1,786萬，人口出生率為12.95‰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近年中國出生人口數據近年中國出生人口數據

生活裏，年輕人耳邊經常會聽見這樣的話：老大不小了，該談
對象啦！我現在還不老，還能幫你們帶孩子，等再過幾年，年紀

大了，心有餘而力不足。趁着父母還年輕，趕緊再生一個。
催婚、催生、催二胎始終是懸在年輕人頭上的三把劍，也是

老一輩閒談中繞不開的話題。與此同時，政府部門也很着急，
各地官方頻繁喊話催生，「鼓勵生育」也成為了今年兩會的
熱點話題。兩年前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
就提出，中國人口負增長或提前到2027年來臨，整個社會似
乎患上了生育焦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說，生
不生是一個選擇問題，也有很多人抱着順其自然的態度。對
於他們來說，要不要孩子可能會是「臨時起意」，但怎麼高
質量地把孩子培養成人更需要「蓄謀已久」。年輕人更關心能
不能給孩子提供一個溫馨的家，能不能給孩子提供一個愉悅的

成長環境，能不能給孩子提供優質教育資源。
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曾撰文提出，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應優

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
如果政府能傾聽年輕人的心聲，制定有效措施降低生育、養

育、教育成本，那麼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高人口
素質必會水到渠成。

傾聽年輕人心聲
優生優育無憂

網友關注

去年武漢乃至湖北疫情嚴重，各地民眾

嚴格按照疫情防控措施，盡量減少外出呆在家

裏。有不少網友打趣，2020年中國的生育率可能有

明顯增加。但最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2020年新

出生人口反倒比前一年還有所減少。其實，中國新出生人

口數量連年下降，已是不爭事實。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此

前亦撰文表示，受多方影響，中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

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

折期。生育問題一直高居內地網絡話題榜前列，民

眾生育意願持續走低是政府和社會各界不得不面對

的現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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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曾撰文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曾撰文
表示表示，，受多方影響受多方影響，，中國適齡人口生中國適齡人口生

育意願偏低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圖為一圖為一
對夫婦帶着孩子在四川梨花園中賞花遊覽對夫婦帶着孩子在四川梨花園中賞花遊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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