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11日是第35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
金将主题确定为“拥抱包容性数据的力量，为所有人创造
一个有弹性和公平的未来”。国家卫健委将中国主题确定
为“倡导良好家教家风，培育新型婚育文化”，鼓励各地向
年轻人阐释美好爱情、简约婚礼的婚恋观，适龄婚育、优生
优育的生育观，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的家庭观，
倡导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我市不断完善卫生健康和人口大数据，利用
相关数据开展分众服务、精准帮扶，促进全市妇幼、老年
人、流动人口、低收入人群健康发展；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策部署，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
持措施，着力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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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

明，财政投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保持

和提升生育率，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

策不仅可以对养育孩子的家庭予以极

大支持，还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平等。因

此，打造生育友好环境需要有相关政

策的支持。

今年，我市下发了《株洲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

施〉的通知》（株政办发〔2024〕4 号），

明确：“实施二孩及以上家庭购房奖

励。符合生育政策（指 2016 年 1 月 1

日国家全面实施两孩政策开始）的

二孩及以上家庭，在市区购买新建

商品住房，签订新建商品住房买卖

网签合同，且缴清契税的，二孩家庭

由财政给予 5000 元的购房奖励、三

孩及以上家庭由财政给予 10000 元

的购房奖励。”

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的不断深

入，新时期我市人口发展面临着新形

势和新挑战，这对株洲的人口家庭工

作任务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市卫健委

强化人口监测、人口预警和形势研判，

逐步实现与教育、公安、民政、卫健、人

社、医保、统计等部门实现基础信息共

享，为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

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提供支撑。截至

2024 年 5 月 底 ，全 市 全 员 人 口 在 库

411.99 万人，出生 7009 人，出生人口

性别比 110.73。

生育友好城市，要为女性营造更

优的发展氛围，确保她们愿生、敢生。

为此，我市对参加市在职职工医疗互

助项目的女职工，在符合国家生育政

策、符合生育补助条件的前提下，生育

二胎的按 1000 元/孩发放一次性生育

补助，生育三胎的按 3000 元/孩标准

发放一次性生育补助。实施母乳喂养

促进行动，车站、商场、公园、宾馆等公

共场所实现母婴室全覆盖。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大把“托育”与就业、教

育、医疗、养老、住房并列，使之成为解

决人民群众重点民生问题的“新增

项”，这表明我国高度重视托育服务对

于儿童成长、家庭和谐、民族未来的重

要作用，强调了托育“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基础价值。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构建

支持体系对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意义重大。从微观上来看，有助于促进

婴幼儿健康成长，为家庭和社区提供

科学育儿指导。从中观层面来讲，有助

于盘活社会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发挥资源整体效能。从宏观上来说，则

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少子老龄化”时代，构建支持

体系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让每个家庭享有安全放心、普惠可

及、科学专业的托育服务，这对于减

轻家庭育儿负担、平衡女性家庭工作

冲突，进而激发“生育”意愿、减轻“养

育”负担、解决“教育”难题，推进生育

养育一体化具有实质性意义。为此，

2019 年以来，我市不断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体系。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市

申请备案托育机构 251 家，已完成备

案 167 家。全市共有托位数 17616 个，

千人口托位数达 4.57 个。为加大对托

育工作的宣传，市卫健委还组织了各

区卫健局对辖区内的托育机构和服务

给予了宣传。市卫健委与市级媒体合

作开办了《托育那些事儿》专题宣传，

目前已开展了二期，相继策划了《什么

是托育》《带娃避坑指南》《托育误区》

《怎么选托育机构》等主题视频宣传。

另外，以比赛代训提升服务能力。

年初，根据省里统一安排我市组织了

全市首届托育机构保育师职业技能比

赛，各县市区认真组织，机构积极参

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株洲保育师也

在省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获一个

团体三等奖、一个团体优秀奖。

强 化 争 资 立 项 发 展 普 惠 托 育 。

2024 年，市本级正在申请 2 个中央资

金超长期国债项目，分别是株洲市公

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含株洲市

妇幼托育机构和荷塘区、芦淞区、石峰

区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株洲

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合计

总投资 9104 万元，拟申请中央国债

5462 万元。此外，天元区申报了天元

区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合计

总投资 3793 万元，拟申请中央国债

2275 万元；醴陵市公办二医院托育服

务改扩建项目，合计总投资 882 万元，

拟申请中央国债 378 万元。全市托育

服务争取中央国债项目共投资 1.38亿

元，拟申请中央国债 8079万元。

无论如何，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

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当新

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

势变化，我市未来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围绕群众

生育上的难点痛点进行破题，不断提升

群众生育意愿，促进区域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为加快“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

株洲”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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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株洲新作为——

我市加快生育友好城市建设
朱洁 朱卫健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面对新时代要求，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该如何走？市卫健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大力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为了保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

系统协调和综合施策，就一定要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和生育水平，为新质生产力有序有力有效

发展，为夯实新质生产力的韧性，提供基础性的人口保障。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制造名城”株洲新作为。近年来，我市通过财政奖励引导、发

展普惠托育体系等，构建生育友好社会环境，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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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健康成长

1.株洲人口发展基本情况

根据全员人口库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市

全员人口在库 412.2745 万人，全市期内出生

17745人，人口出生率4.30‰，同比下降10.63%；

出生人口性别比107.45，同比下降3.46个比点；

三孩及以上出生人口2059人，占比11.60%，比去

年同期减少了94人；0至14岁人口（不含14岁）

608892人，占总人口比为14.77%。

近年来我市出生人口下降明显，2012 年

我市出生 56368人，人口出生率 14.08‰，直至

2017 年间，人口出生率在 13‰到 14‰间波

动。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出生人口降至

45423 人、38421 人、31892 人，人口出生率下

滑至 11.11‰、9.37‰、7.77‰。2021 年，出生人

口出现断崖式下降，仅 17723 人，人口出生率

降至 4.31‰。2022 年出生人口 19855 人，曾有

小幅回升。但 2023 年出生人口再次下滑至

17745 人。根据数据预测，未来 5 年，我市出生

人口将保持在 1.7万到 2.2万区间波动。

2.株洲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育龄妇女减少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全国生育

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 340 万人，2021 年相比 2020 年减少了

473万人。这是造成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据我市历年人口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 21至 35岁

妇女人数为507568人，至2017年为471008人，年同比降幅约

在 1%到 2%之间。2018 年则突降至 434820，年同比降幅达到

7.68%，此后至2023年，年同比降幅保持在3%之间波动。

该年龄段妇女总数下降的趋势，还将持续数年，但时间拐

点已出现。根据人口监测数据预测，2024年到2027年，我市21

至35岁妇女人数将32.39万人持续滑落到26.76万人，从2028

年开始持续回升，预计达到27.04万人，并在2032年回到30万

人大关，在2038年达到35万人。

（二）初婚年龄大幅度推迟

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显示，1990 年我国男性平均初

婚年龄为 23.59 岁，女性为 22.15 岁；2000 年男性平均初婚年

龄上升到 25.11 岁，女性上升到 23.28 岁；到 2020 年，平均初

婚年龄为 28.67岁，与 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 24.89岁相比，增

加了 3.78 岁。据市民政局数据，2013 年至今，我市平均初婚

年龄也从 26岁升至 2022年的 28.5岁。

（三）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走低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 1991 年（1.93）至今始终处于更替

水平（2.1）以下；2010年代的生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释放了生

育潜能，2014年与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曾向上波动到1.8；

之后生育水平快速回落，2020年为 1.3，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

率跌至极低的 1.15，初步测算 2022 年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

1.09，远低于 2.1（国际上通常认可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同

时，2022年也是中国人口在1961年以后首次出现负增长。

（四）不孕不育人口庞大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育龄夫妇

不 孕 不 育 发 病 率 从 20 年 前 的 2.5% ～3% 攀 升 到 目 前 的

12.5%～15%。另从部分医疗机构了解，我市育龄夫妇不

孕不育发病率达到 15%以上。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多

方 面 的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工 作 生 活 压 力 问 题 ，以 及 一 些

“意外”如流产、妇科疾病等。

（五）丁克家庭、未婚同居现象不容忽视

永久不婚、终身不育、不婚不育形势的进一步泛化，正在

形成蝴蝶效应。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家庭、社会因素，也

有中学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小学国情国策教育弱化的原因。

随着计划生育进入新阶段后，相应的考核取消、工作推

手减少造成一定的间接影响，以及一些不良社会思潮影响

下、青少年初次性生活提前而带来的三观上的畸变。

（六）妇女职场压力变大

湖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的《解决“不想生、不敢生”难点

堵点问题》调研报告认为，2021 年“一法一条例”对“保障妇

女就业合法权益”作出具体规定，但在执行层面落实得还不

够好，政府在“为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就业培训公共

服务，平衡职工工作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还需加大工作力

度。一些女职工担心怀孕后可能调离骨干岗位，会被“边缘

化”，为了就业或升职，只好选择推迟生育或者不生育。

（七）住房、教育、就业压力大

上述调研报告还认为，不少女性表示，“多生一个小孩，

就多一份压力，多一份负担”。在不打算生（再生）孩子的原

因中，养育成本（吃穿用）、教育成本、房价是最主要的三大

原因，这导致育龄妇女被迫推迟生育或者放弃（减少）生育。

另外，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报销费用总额远低于育龄

妇女实际生育所花费用。

（八）养儿防老观念逐步淡化

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旧有的养

儿防老落后观念正在消解，但新型婚育文化和婚育氛围并

没有有效建立起来，反而造成了生育观念上的真空期。

（九）三年疫情影响

2021年出生人口呈现断崖式下降的原因，除上述 8个原

因影响外，其断崖式下降的成因则是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

造成育龄群众面对疫情产生恐惧而不敢怀孕。

2023年上半年，全市出生人口较去年同期减少175人，减

少了1.91%；但下半年开始，同比减少幅度陡然攀升；到12月，

全市出生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2110人，减少了 10.63%。这

一生育时段，对应孕期起点，恰逢 2022年 11月开始株洲市暴

发的又一轮疫情防控时段，进一步说明了断崖式下降和全国

乃至地方的疫情防控周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关爱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