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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更愿意生娃？一组数据解开年轻人的生育密码
人口问题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自 2023 年 9 月起，全国范围内的鼓励

生育政策开始陆续出台。今年 1 月 11 日至 12 日，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2024 年将坚定不移推进深化医改各项任务，
以基层为重点推进服务能力建设，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人口工作的组织领导，深化人口监测预警和形势分析。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措施，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口工作，推出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强化生育支持制度建设，优化生育服务体系，取得了实际成效。
湖南生育现状如何？有哪些有趣的规律？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来鼓励生育？近日，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云凡通过一组数据，为
你解开湖南生育意愿背后的密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实习生 杨婷婷

在产科病房，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产一科护士长黄利敏看到过形形色色

跟生育相关的故事。

在黄利敏的印象中，2011 年，来

医院分娩的以年轻孕产妇为主，大龄

女性很少见。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

后，生育需求有过一段快速上涨的时

期。生育最高峰出现在 2016 至 2019

这几年，当时医院每月的分娩量在

1500 人左右。

黄利敏还在产科病房见证了不同

的人生。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来

了一名 40 多岁的妇女，第一胎是男

孩，二胎只想生女孩。二胎如愿生下

女儿后，全家人将女儿宠得像公主一

样，“她带女孩和带男孩的心情完全

不一样，感觉女孩跟自己更亲近还更

贴心。”黄利敏说。

然而，正当医院准备迎接一拨生

育小高峰时，又被“不愿生娃”的年

轻人泼了冷水。

2020 年，省妇幼保健院每月的分

娩量从 1500 多人下降到 1300 多人，

黄利敏说：“我们是三甲医院，受冲

击不大，但湖南一些县级医院，直接

取消了产科门诊。”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

均年龄也在提高。“现在很少见到 25

岁左右的初产妇，30 多岁、40 多岁

甚至 50 多岁的产妇大大增多。”黄利

敏说，从医学的角度分析，35 岁以上

属于高龄产妇。不少人在生第一胎时

就接近高龄，恢复两年后，如果再想

生二胎，怀孕的困难会增大，妊娠风

险也会增加。而且这些妈妈透露，更

多人会考虑经济问题以及小孩照护问

题。

故事     产科护士长眼里的分娩现象

近年来，“年轻人不愿意生娃”的

话题频上热搜。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陈云凡也对此现象进行

了深入调研。

为什么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下降？陈

云凡认为，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压力是

主要原因。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 版》

估算，2020 年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

到18 岁的平均成本为 48.5 万元，平均

生育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仅

次于韩国，居世界第二。

陈云凡认为，很多年轻人面对高

房价、高消费及不稳定就业市场等经

济因素，难以承担孩子教育和生活费

用，因此不想生娃。其次，许多年轻

女性希望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和实现个

人抱负。为了追求事业目标，她们可

能推迟生育或将生育视为干扰职业发

展的因素。另外，传统的家庭观念和

角色分工正在逐渐改变，年轻女性更

加强调平等和个人自主性，这也影响

着她们对生育的态度和意愿。

不过，虽然全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

愿有所下降，但湖南育龄妇女的生育

意愿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研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21)》，陈云凡发现，2021年，全国

生育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年龄越大的

人群生育意愿越强，越年轻的人越不

愿意生孩子。全国的平均生育意愿为

1.74 个，其中湖南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为

1.97个，高于全国水平。

湖南人为何更愿意生娃？“从我

们团队的调研中得出了多方面的结

论。”陈云凡分析，第一，系列政策

出台支持生育。近年来，省委、省政

府围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

式现代化”，推出了系列生育支持政

策、文件、措施，强化生育支持制度

建设，优化生育服务体系，切实减轻

家庭养育压力，认真落实生育扶助政

策，取得了实际成效。

第二，湖南倡导新时代婚恋风尚，

支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近年来，

湖南省妇联牵头、多部门参与，举办

了各类婚恋活动。以前不久长沙举办

的“湘亲湘爱”交友联谊活动为例，

活动为男女青年牵线搭桥，宣传了正

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倡导

了健康向上、简约文明的新型婚育文

化。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也推动了生

育意愿的提高。湖南的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2022 年湖南 GDP 超 4.8 万亿元，

全国排名第九，有了经济基础，生育

就不再是难题。

观点     湖南人生育意愿为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从

源头上系统开展政策体系建设。”陈云

凡表示，要加强协同联动，推动建立

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的生育友好

环境。

养育责任的平衡，是陈云凡关注

的重点。他认为，政策关注的养育责

任不能局限于家庭，而要拓展到国家、

家庭与性别之间平衡。国家层面，应

逐步扩大到对儿童抚育上的经济支持；

家庭层面，要保障家庭成员间责任的

公平性；性别层面，要实现工作与家

庭间的平衡，鼓励增加公共服务机构

中女性就业比例，倡导和推进男性的

照顾责任，营造性别平等的积极氛围。

另外，陈云凡认为，降低子女养育

与教育成本是提高生育意愿的重要做

法。一方面要运用政府补贴、税收优

惠等方式，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

社区提供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另

一方面，通过个人所得税减免与扣除

和现金补贴等方式，弱化经济因素对

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提升生育意愿。

陈云凡呼吁，可采取给予多子女

家庭购房贷款利率折扣、优先保障多

子女家庭能就近入学等措施，支持大

型家庭降低子女养育与教育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生育宣传与

引导，引导青年人克服恐育思想，帮助

生育教育更多从个体和家庭立场出发，

给育龄人口更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生育可以

带来经济保障、精神传承”等观念，“助

推”生育意愿的有效提升。

支招     呼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化解生育难题

公众理想子女数的主流选择是 2 个
愿意生一个孩子的中青年群体为 39.30%

愿意生两个孩子的中青年群体为 44.26%

愿意生三个孩子的中青年群体为 6.95%

数据背后的生育意愿
数 据

（数据来源：中国公众生育观念调查报告（2023））

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都一样 希望要男孩 男女双全

少生优生 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 无后为大

受益者是个人 受益者是家族 受益者是国家

生育性别无差别成主流
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为 47.85%

希望要男孩的传统生育观念为 34.16%

男女双全的生育观念为 31.45%

生育动机
从社会化责任转向个体化动机

生育的直 接 受 益 者是 个人 的 认同者为

54.96%

生育的直接受益者是 家族的认同者为

32.44%

生育的直接受 益者是国家的认同者为

12.60%

传统生育观念淡化
“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占 44.26%

“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占 24.11%

“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占 22.91%

“ 不 孝 有 三， 无 后 为 大 ” 的 生育 观 占

36.1%

陈云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