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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求是》杂志上刊登

了一篇署名为“中共国家卫生健

康委党组”的文章，题为《谱写新

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文中提

到：“十四五”期间，我国总人口

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由于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近

年来总和生育率降到了 1.3 以

下，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

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2021

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

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

生育子女数为 1.64 个。经济负

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

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

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正在

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日前，国家卫健委等 17 个

部门联合制定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

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要求深入实施一对夫妻

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

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

教育一体考虑，完善和落实财

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

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其中，在强化住房、税收等

支持措施方面，《指导意见》要求

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向多子

女家庭精准实施购房租房倾斜

政策。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

在《指导意见》制定出台之前，今

年以来，长沙、杭州、济南、武汉、

东莞、南京、沈阳、无锡、苏州等

全国多个城市就已经对当地房

地产政策进行了完善优化，政策

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即向多子

女家庭倾斜和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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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委力促降生育成本 住房政策向多孩家庭倾斜

方晴（化名）是一位生活在上

海的职业女性，同时她也是一位两

岁孩子的妈妈。今年，在公婆的劝

说和鼓励下，方晴和丈夫开始慎重

考虑是否有条件迎接生命中的第

二个孩子。

“生二胎，在上海这样的城市，

对我们这样的青年人来说，需要很

大的决心和很好的经济基础，不是一

件轻松的事情。”方晴告诉记者，“但

公婆对生二胎的意愿比较强烈。”

方晴和丈夫都属于新上海人，

大学毕业以后来到上海打拼，凭借

自己的努力和父母的赞助支持，没

几年时间两个人就在上海扎根买

房、结婚生子。

方晴原本在一家大型企业的上

海分公司工作，有着不错的职位和

收入，但她的工作很琐碎、忙碌，有

时还要加班、出差。随着孩子的出

生，作为母亲的方晴，觉得陪伴孩子

的时间太少了，于是在2020年的时

候，她开始考虑换个工作，让自己陪

孩子的时间更充裕、规律。

“其实在一些快速发展的大公

司，工作模式对女性没那么友好，尤

其是处于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等阶

段。”方晴说，“当前的现实情况是，

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上无法兼顾。”

在今年初，辞职以后的方晴很

幸运地考进了上海一家机关事业

单位，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尽管收

入下降了一些，但工作占用她的精

力更少了，应付起来更轻松，她陪

孩子的时间也就更多了。

“我老公还在继续打拼，虽然

经常出差，但收入相对不错，能够

负担家庭的主要支出。”方晴说，

“我现在工作更稳定和规律了，有

时间多带带孩子。”

但对于是否有条件生二胎，方

晴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房

子。现在方晴的房子是一个面积

70多平方米的小两居室，迎接第二

个孩子就必须考虑置换到更大一

些的房子里。

“按照上海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我们置换到更大房子的贷款首付比

例需要七成。”方晴说，“公婆为了鼓

励和支持我们放心生二胎，答应给我

们赞助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再换房

子的话，可能买房预算就到了上千

万元。对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一次

性掏出700多万元依然很有压力。”

此次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

联合制定发布的《指导意见》，从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完善生

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强化住

房及税收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构建生育友好的就

业环境等八个方面，出台了 20 条

细项政策，基本覆盖了大多数像

方晴这样年轻夫妻对生育二孩、

三孩的顾虑和担忧。

比如，在提高家庭婴幼儿照护

能力方面，《指导意见》鼓励有条件

的托育机构与家政企业等合作，提

供上门居家婴幼儿照护服务；在降

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方面，《指导

意见》要求完善土地、住房、财政、

金融、人才等政策，鼓励地方对普

惠托育机构予以支持。

再比如，在鼓励实行灵活的工作

方式上，《指导意见》提出用人单位可

结合生产和工作实际，通过与职工协

商，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工

作方式，为有接送子女上下学、照顾

生病或居家子女等需求的职工提供

工作便利，帮助职工解决育儿困难。

现实考量

现在方晴的房子是一个面积70多平方米的小两居室，迎接第二个孩子就必须考虑置换到更大一些的房子里。

此次联合制定发布《指导意

见》的17个部门里，就包含了住建

部。因此，《指导意见》明确应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精准实施

购房租房倾斜政策就是其中的重

要内容。

在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

方面，《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完善住

房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

群体住房困难。

《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

公租房保障对促进积极生育的支持

措施，各地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

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

据其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

方面给予适当照顾；优化公租房轮

候与配租规则，将家庭人数及构成

等纳入轮候排序或综合评分的因

素，对符合条件且子女数量较多的

家庭可直接组织选房；完善公租房

调换政策，对因家庭人口增加、就

业、子女就学等原因需要调换公租

房的，根据房源情况及时调换。

同时，《指导意见》要求精准实

施购房租房倾斜政策。住房政策

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在缴存城市无

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多子女家

庭，可按照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

公积金；对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多

子女家庭，有条件的城市可给予适

当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相

关支持政策。

另外，《指导意见》还鼓励加快

发展长租房市场，多渠道增加长租

房供应，推进租购权利均等。《指导

意见》支持各地可结合实际，进一

步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

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

房屋的优惠政策。

“如果接下来我们决定生二胎

的话，那么就要置换一个更大的房

子，改善居住条件，其实也属于刚

需。”方晴告诉记者，“在住房政策

上，我们期待能够得到购房首付比

例、贷款利率、限购限售等政策上

的支持。”

记者获悉，今年以来，长沙、杭

州、济南、武汉、东莞、南京、沈阳、

无锡、苏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就已经

对当地房地产政策进行了完善优

化，政策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即向

多子女家庭倾斜和鼓励生育。

近期，长沙市印发了《关于优

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工作方案》，对于夫妻双方共

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

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

受一次性育儿补贴 1 万元；同时，

长沙市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

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

指标，并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

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在此之前，今年 7 月份，长沙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下发了

《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和

流程的通知》，在住房公积金贷款

政策上，长沙市将最高贷款额度提

高至 70 万元，生育三孩的职工家

庭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则提

高至80万元。

从8月份起，杭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委员会对该市三孩家庭购

买首套普通自住住房且首次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可按

家庭当期最高贷款限额上浮20%确

定；同时，杭州市三孩家庭无房租

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限

额按规定额度标准上浮50%确定。

5月份，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为了更好满

足三孩家庭购房需求，符合条件的

三孩家庭，在杭州市限购范围内限

购的住房套数增加1套；报名参加

新建商品住房公开摇号销售时，参

照“无房家庭”优先摇号。

“现阶段，除了工作压力，住房问

题肯定是我们在权衡是否有条件生

二胎时最大的顾虑。”方晴告诉《中国

经营报》记者，“像长沙、杭州一样，我

当然希望住房政策能够向多孩家庭

倾斜，减轻青年人的生育成本。”

住房保障是重中之重

《指导意见》要求精准实施购房租房倾斜政策。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多子女家庭，可按照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

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文，多措并举推进生育支持政策。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