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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的国外家庭政策分析


周 云


摘 要
:
利 用 联合 国 公开 发表的 资料以 及英 国

、
加拿 大和 日 本 相 关部 门 的 官 网 信 息

,
就低生 育 水平 对


不 同 国 家 家庭政策 的 影响 以 及有 关 国 家 对生 育 水平 具有 隐 性或显 性作 用 的 家庭政策进行 了 分析 。 研


究结 果表明
,
低生 育 水平是有关 国 家 态度转 变 的依据

,
态度的 转 变 也带 来 了 政 策上的 相 应 变化 。 三个


国 家的 家 庭政策具有 明 显 的 增强 家 庭养育 子女经济 实 力 、 提升 家 庭照料子女 能 力 以及促进家 庭 自 身


良 性发展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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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 甚至倡导家庭政策的联合 国还没有形成一个


—

0	普遍的共识。
? 笔者认为 , 家庭政策可被理解为针对


家庭存在 的历史悠久 , 我们已经无法精确地判 家庭的政策
, 其特点是政策涉及 的主要对象应是家


断家庭最早出现的时间 。 针对这样一个社会基层单 庭不同成员 , 政策的 内容有利于家庭的建立与稳固


位
, 联合国 1 9 8 9 年决定将 1 9 9 4 年定为

“

国 际家庭 发展 , 包括家庭规模 、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基本生


年
”

, 自 此每年 5 月 1 5 日 定为
“

国际家庭 曰
”

[

1

]

, 由世 活 。 不同国家家庭政策的 多寡和政策重点的偏倚反


界最高管理机构来提倡全球对家庭的重视 。 在国 际 映的是这些国家根据本国国情的不同考虑 。 本文重


家庭年十周年之际 , 联合国曾 强烈建议各 国政府建 点讨论不同 国家执行的能影响生育的家庭政策 。 具


立一

个特殊机构 , 如家庭部或现有部门 内的家庭政 体而言 , 笔者尤为关注当 今低生育水平 ( 总和生育


策协调中 心
, 将家庭作为各 国政策 的优先考虑事 率T F R 低于 2 .

1
) 国家的家庭政策 。 为在有限的时间


项 ;

p 】 家庭政策应为政府工作 的
一部分 , 政策对女 和空间 内 了解各国相关的家庭政策现状 , 主要收集


性 、 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 凸显 。	和分析了英 国 、 加拿大和 日 本的家庭政策 。 这三个


各个国家针对家庭大多会有一些不 同 类别的 国 家分别代表 了 当前生育水平相对低 ( T F R = 1 . 6
—


国家政策 。 至于什么是家庭政策 , 目 前在学界 、 政府 1 . 8 5 ) 、 次超低 ( T F R =
1 . 3 5

—

1 . 6 ) 和超低生育 (
T F R <


① 虽 就
“

家庭政策
”

还没 有 一 个 共识 的 定 义
,

但一 些 人的 思 考 对 我 们 有借鉴意 义 。 例如
,
B o g e n s c h n e i d e r 就 曾 分析过 美 国 2 0


世纪 9 0 年代对 家庭政 策的 各种研 究
。 她提 到

,
早在 1 9 7 8 年

,

K a m e r e m a n 和 K a h n 就 定 义
“ 家 庭政 策

”

为
“

政 府针 对 家 庭或 为 家 庭


所做 的任何事 情
”

;
后 又 有人认 为 家庭政策 可 以 分 为 显性政 策 和 隐 形政 策 。 显性的 家庭政 策是社会政策 的 一部分

,

侧 重与 家 庭功


能相 关 的 家庭 事 务 : 家庭的 形 成
、 经 济 支持 、

生 儿 育女和 家庭 照 料 。 参见 B o
g

e n s c h n e i d e r
, K a r e n .  H a s  F a m i l y  

P o
l

i c y  C o m e  o f  
A g e ?


A  d e c a d e  r e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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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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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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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5
) 的国家 。	轻父母生育的经济负担 , 增强家庭养儿育女的 能


本文研究资料来 自联合 国公开发表 的信息和	力 。 另一些家庭政策则可使家人合法地拿出 时间提


所选国家相关部门的 官网信息 。 根据家庭政策作用	供家庭照料 。 家庭政策中很多涉及经济补贴 , 部分


人群 ( 例如父母和 子女 ) 和作用方式 ( 单纯原则性政	则是指导性或原则性的政策 。 这类政策是我们分析


策 、优惠及资金补助政策 )
, 笔者利用 文献法和 内 容	总和 生育 率


分析法将所收集到的 资料进行归类和分析 。 通过对	
3

 m
方 英国 ■ 加拿 大 ■ 日 本


人 口 发展背景下家庭政策的系统分析 , 我们希望清	 2 . 5

 ■

晰展示 当前 国外部分国家家庭政策 的策 略以 及这


类政策对人 口 发展和家庭功能的 隐性或显性作用 。	
2

 ■ ■■


二
、 相关国 家的具体家庭政策	

‘ 5

 ^

1 1  i l l  | |  | | |  .
1


为利于分析与 归纳 ,
本文将侧重于对生育水平	 1 9 6 5

-

1 9 7 0  1 9 7 5
-

1 9 8 0  1 9 8 5
-

1 9 9 0  1 9 9 5
-

2 0 0 0  2 0 0 5 - 2 0
1
0


有直接影响的成家和抚养子女方面的家庭政策 。 其	图 1 英 国 、 加 拿大 、 曰 本总 和 生 育 率 的变化


中有关结婚年龄的政策或法律 、 法规影响人们结婚	资 料 来 源
:
U n i t e d  N a ti o n s  P o

p
u l a ti o n  D i v i s i o n . W o r l d


和生儿育女的 时间 。 与抚养子女相关的家庭政策直	P o
p

u l a ti o n  P r o s

p
e c t s : T h e  2 0 0 8  R e v i s i o n  (

h t t p
: / / d a t a . u n . o r

g /


接关系到个人生育负担的轻重 。

一些家庭政策可减	D a t a . a s
p x ? d

= P o
p
D i v & f

=

v a r i a b l e l
D % 3 a 5 4

) ,
2 0 0 9 .


表 1 英 国 、 加拿 大和 曰本对本国生育水平的看法和政 策 ( 1 9 7 6
—

2 0 0 9 年
)


英 国	加拿 大 曰 本


年份 生育水平 政策类型 生 育水平	政 策类型 生育 水平	政策类型


1 9 7 6 满意 不干预 满 意	不 干预 满 意	不 干预


1 9 8 6 满意 不 干预 满 意	不干预 满 意	不 干预


1 9 9 6 满意 不干预 满意	不 干预 太低	不干预


2 0 0 9 满意 不干预 太低	不 干预 太低	提高


注 : 根据联合 国 《2 0 0 9  年世界人  口  政 策》 内 容整理 参见
:
D e p a r tm e n t  o f  

E c o n o m i c  a n d  S o c i a l  A ff a i r s
,  P o

p
u l a t i o n  D i v i s i o n

,  2 0 1 0


W o r l d  P o
p

u l a ti o n  P o l i c i e s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T / E S A / S E R . A / 2 9 3

,  2 0 0 9 .


的 内容 。	享受这
一

带薪假的 资格与 在同
一个工作单位工作


(

一

) 英国	的 时长 ( 产前
一

周前的 1 5 周 时至少 已工作 了 2 6


英 国 2 0 0 5
—

2 0 1 0 年间 的 总和 生育 率是 1 . 8 4	周 ) 以及工资多少 ( 周均工资不低于 1 0 9 英镑 ) 有


( 见图 1 )
, 属 于

“

相对低
”

生育水平国家 。 然而在过去	关 。 有休孕产假资 格的孕产妇 , 前 6 周可以 拿到 原


的 3 0 多年里
, 英 国始终对本国生育水平感到满意

,	周 均工资 的 9 0 %
, 另 外 3 3 周 可拿周 标准收 人的


也没有特别的生育政策 。 其生育政策 属于
“

不干预
”

	 1 3 6 . 7 8 英镑 。 法定陪产假 ⑶ 适用于新生儿的生物父


类型 ( 见表 1 ) 。 在这样
一种背景下 ,

英 国仍有一些家	亲 、 收养父亲或其他类别 的准父亲 ( 母亲的 丈夫 、 伴


庭政策 , 在我们来看 , 或者对于其他 国家 , 这些政策	侣或 民事伴侣 ) 。 对这一陪产假资格 的认定与 孕产


能够并被用来影响 生育水平 。	妇假相似
;
带薪工资也与孕产妇假相似 ,

只是 时间


1
. 成家 。 在英国 的英格兰

、威尔士
、
苏格兰和北	上大大少于孕产假 。 陪产假的时长是

一

周或者连续


爱尔兰
, 最低结婚年龄要求是 1 6 岁 。 然而不到 1 8	两周 。


岁 男 女结婚时则根据登记所在地 区 的规定可能需	除有法定带薪假外 , 英国 还有法定不带薪的父


要父母的书 面同意书 。
1

3
1	母假 。

1
6

1 根据规定 , 每位父母都可以休不带薪的 父母


2 . 生儿育女 。 英国政府规定父亲和母亲都可以	假 , 照看 自 己不满 5 岁 的小孩 。 如果家有残疾子女 ,


休法定带薪产假。 法定带薪孕产假 1

4
1 适用于孕产妇 。	年龄放宽至 1 8 岁 。 可休父母假 的另一要求是 申请


国家规定雇主要支付孕产妇产前和产后的带薪假 。 人受雇于 他人且在这 份工作上 已 连续工作至少一


—

6 2  
—




年 。 父亲和母亲可因每个不到 5 岁 的孩子总共 ( 两	系列家庭友好型政策 。 这些政策从生育和养育方面


人之和 ) 休不超过 1 3 周 的父母假 。 尽管父母假是	给予家庭帮助 , 为家庭再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


法定的不支付薪水的假期
, 但低收人家庭的父母可 1 . 成家 。 加拿大没有全 国统

一

的法定结婚年


利用政府的
“

收人补助
”

政策得到一定数额 的资金	龄 , 具体年龄因地而异 。 例如在英属哥伦比亚
,

1 9 岁


补助 。	是法定结婚年龄 。 不足 1 9 岁 的青年男女若想结婚

“

收人补助
”

政策 m 面向 的是可休不带薪父母假	需要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 。
1

1 3
1 在魁北克 , 法定结婚


以及带薪或不带薪陪产假的低收人家庭的父母 。 若	年龄是 1 6 岁 , 但不到 1 8 岁 就想结婚的年轻人也需


想得到这
一资助

,
政府要求 申请者是其他一些政府	有各 自 父母的同意。

M


认定资助项 目 的受惠者 , 这
一

要求可简化审核手续	2 . 生儿育女 。 针对生产和 照料新生儿
,
加拿大


或确定资助 门檻 。 资助额度的计算相对复杂 , 个人	有
“

孕产妇及父母补贴
”

【

1 5
1

, 这是加拿大就业保险的


可以通过网上匿名 的存款 、 收人 、 开支等 问题的测	
一

部分 , 申 请资格受工作时长 、 工资水平的影响 , 过


试后得到相应的资助额度信息 。	去是否缴纳过一定水平的就业保险费也是能否领


不能享受法定带薪孕产假的孕产妇可以 申 请	取补贴的一个门檻 。 补贴水平不 固定 , 目 前最高的

“

孕期补贴
”

。

1
8

1 这种补贴的申 请人必须符合下列条	补贴每周可领 5 0 1 加元 。 关于补贴的时长 , 孕产妇


件 : 有工作但雇主不受法定带薪假规定的约束 、是	最多可领取 1 5 周的补贴 ; 父母补贴可 由 父亲或母


注册的个体户 、交过二类国 民保险税或拥有低收人	亲申 领 ,

二人相加领取补贴的时长不能超过 3 5 周 。


豁免证 、 新近没工作 的人 。

“

孕期补贴
”

也有对以往 
“

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
M 则是 加拿大税务局管


收入 的要求 , 每周平均工资超过 3 0 英镑就不能得	理的
一

项与养育子女相关的家庭政策 。 凡有 1 8 岁


到
“

孕期补贴
”

。 符合要求的低收入家庭的父母生第	以下子女的父母都可 以 申领 。 这项福利金免征税 ,


一个孩子时还可以 申 请
“

确保生育补助金
”

P I

,
获得	国家每月 支付 。 福利金的多少与子女数 、居住地 、家


计对生育的一次性 5 0 0 英镑的经济支持 。	庭净收入以及子女享受其他福利状况有关。 高胎次


在养育子女 的过程 中父母可 以得到其他
一些 ( 如三胎及 以上 ) 的子女可额外获得更多一些补助 。


政府家庭政策的支持 。 例如 ,
家有 1 6 周岁 以下或 2 0	凡有资格领取这一福利金的家庭都 自 动享受

“

联邦


岁 以下在 国家认定教育机构全职上学 子女 的父母	政府托儿补贴计划
”

。
_ 这

一

计划专门帮助有 6 岁


可以 申 请
“

儿童税款抵免
”

项 目
M

, 通过少交或免交	以下子女家庭支付养育子女的费用 。 相关家庭的每


税来增加育儿经济能力 。 另一项
“

子女补贴
”

政策 1
1 1

1	个子女每月 可领 1 0 0 加元的应税补助金 。 照料 1 8


对子女有年龄要求
, 但没有必须是同住的要求 。 这	岁 以下身心残障子女的 家庭还可额外得到免税的


一

政府补助的资金不用上税 , 申请资格不受个人收
“

残障儿童补助
”

;

1
1 7

1 这属于
“

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

里


人和存款多少的 限制 。 补助的 多少有胎次的差异 。	的一项特殊补助 , 因 此可领多少补助取决于家中有


第
一个子女或独生子女每周可得 2 0 . 3 0 英镑 , 其他	几个领取福利金 的孩子以及家庭经济收人

。 另外一


子女则
一

律每人每周获得 1 3 . 4 0 英镑的支持 。 父母	项特殊补 助是
“

国 家儿童 福利金补助
”

( N a t i o n a l


还可为其子女建立
"

儿童信托基金
”

账户 。

間 每个有	 C h i l d  B e n e f i t  S u p p l e m e n t ) , 补助家有 1 8 岁 以下儿童


资格的儿童新建账户 时政府提供最多 2 5 0 英镑的	的低收人家庭 。


鼓励资金 ,
之后家人甚至亲友每年可 向这

一

儿童信	养育子女的
一

大费用是子女的教育花销 。 加拿


托基金账户 中存入免税的 3 7 2 0 英镑。	大政府意识到这种家庭经济需求 , 制定了
一

系列针


( 二 ) 加拿大	X f 教育费用的家庭政策 , 帮 助父母有计划地为子女


加拿大 2 0 0 5
—

2 0 1 0 年间的总和生育率是 1 . 5 7	教育储蓄 。 这些包括用于子女大学教育费用的
“

注


( 见图 1
) , 属 于次超低生育水平的 国家 。 1 9 9 6 年之	册教育储蓄计划

”
u 8V

‘

加拿大教育储蓄补助
”

和
“

力口


前加拿大政府始终满意 自 己 的生育水平 , 其生育相	拿大教育基金
”

。 父母 、 祖父母和亲友可为小孩向


关的 政策是
“

不干预
”

( 见表 1 ) 。 但这
一

局面在
“

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

账号中存钱 。 在小孩上大学之


1 9 9 6
—

2 0 0 9 年间被打破 。 加拿大政府终于承认生育	前 , 每个孩子 的账号下最多可存 5 万加元 ;
存人的


水平
“

太低
”

, 但没有任何官方行动来改变这种状	这笔钱所获利息不必缴税 。 为鼓励家长为子女教育


态 。 然而
, 从家庭政策角 度来看 , 加拿大政府确有一

储蓄 , 政府还会通过
“

加拿大教育储蓄补助
”

项 目 补


—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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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加入
“

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

小孩的账户 。 尽管这种	育儿假和照料假的福祉相关法律
”

( 简称
“

育儿 、护


补贴会根据亲友存入的多少 以及家庭纯收入的多	理休假法
”

,
2 0 1 0 年 6 月 实施 ) , 要求雇主缩短照看


少有所差异 , 但 7 2 0 0 加元是每个小孩最多可得到	3 岁 以下子女雇员 的工作时间 , 雇员有需求时可不


的政府补助额 。

“

加拿大教育基金
”

专门针对获得	加班 。 凡有学前儿童的雇员每年有 5 天的照料子女

“

国家儿童福利金补助
”

的低收入家庭 。

一

旦这类家	假 ( 有两人以上子女的可休 1 0 天 ) 。 根据这一新法


庭在
“

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

下开户 , 加拿大政府就会	律 , 父母双方都休育儿假时 , 时长可延长至子女 1


打人 5 0 0 加元至其教育账户上
,
以示奖励 。 之后也	岁 2 个月 , 但父母每人可休的育儿假仍为 1 年 。 政


会每年打人同
一

账号 1 0 0 加元
, 直至小孩长到 1 5 岁 。 府特别鼓励男性参与养儿育女 。 如果子女 出生 8 周


( 三 ) 日 本	内 父亲休
“

产假
”

,
之后他还可再休

一次育儿假 ( 原


日 本 2 0 0 5
—

2 0 1 0 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1 .
2 7  ( 见	来的规定只允许休

一次育儿假 ) 。
1
2 2

]


图 1
) 。 1 9 9 6 年 ,

日 本政府就 已经意识到生育水平	与个人生儿育女冲突最大的是工作和 生活之

“

太低
”

, 但并没有任何干预生育的政策 ( 见表 1 ) ; 然	间 的矛盾 。 为缓解这一矛盾 , 日 本内 阁府于 2 0 0 7 年


而到 2 0 0 9 年就开始有
“

提高
”

生育水平的国 家政	牵头 , 由 政府 、 地方公共团体 、 经济界 、工商界协商


策 。 在制定家庭政策 的过程中 ,
各项政策不断得到	起草了

一

份
“

和谐工作和生活宪章
”

和
“

推进和谐工


修正和完善
, 很多政府部 门也都参与到实施家庭政	作与生活行动指南

”

。 所谓
“

和谐
”

的定义是 :

“

每位


策的活动中 。 例如 , 厚生劳动省就提 出让更多男性	国 民在认识到人生的价值 、充实地工作并负起工作


休产假 ,
促使新生儿父母共 同养育子女 ; 厚生劳动	责任的同 时 , 在家庭和 ( 或 ) 社区生活中能够选择和


省前大臣长妻昭 就曾在厚生劳动省 内大力号召男	实现育儿和 中老年人生各阶段多样性生活方式 。

”


性雇员 响应政府 的这一号召 。

?
日 本有关家庭 的很	具体的 目 标是 : ( 1 ) 建立

一

个通过就业实现经济 自


多政策出 自 政府行政部 门的最高决策机构 内阁府 。 立的社会 ; (
2

) 建立一

个能够确保有时间健康且丰


这一部门关注的政策领域之一就是
“

生活与社会
”

,	富生活的社会 ; ( 3 ) 建立一

个有机会选择多种工作


政策内容直接关系 到 日 本人的生育和照料 。	和生活方式的社会 。
1
2 4

1 为达到这一

目 标 ,
日 本政府制


1 . 成家 。 日 本民法规定男性 1 8 岁 、女性 1 6 岁	定了非常明确的具体实现 目 标值
; 努力方向包括 了


才可 以结婚 , 未成年的男 女若想结婚则要征得父母	就业率 、休带薪年假的 比例 、 女性生育头胎后继续


的 同意 ( 7 3 1 条和 7 3 7 条 ) 。
?	工作 的比例 、 男 女休育儿假的 比例等 。 2 0 0 8 年是这


2 . 生儿育女 。 低 出生率是 日 本政府担忧的重要
一

政府政策实施的第一年。 达到相关努力 目 标不
一


问题 , 政府认为一定水平 的生育率对 日 本经济的增	定要有政府的特殊政策 , 但需要雇主的大力配合与


长以及社会保障制 度的延续至关重要。 因此 , 政府	努力 。 政府所做的仅是提 出大政方针 , 雇主要调整


将提高生育率作为最优先考虑的 国家政策 , 期盼建	各 自 工作单位的具体政策来配合政府达到 目标 。


立一

个适合生儿育女的 日 本社会 。
M

 1 9 9 0 年遭遇总	儿童补贴制度是政府利用经济手段提高生育


和生育率 1 . 5 7 的低水平后 , 日 本政府开始积极着手	率的另外一项家庭政策 。 这
一

制度是补助所有初 中


提升生育率 。 2 0 0 6 年之前 日 本政府相关对策可参见	毕业 ( 1 5 岁之内 ) 小孩的政策 。 根据 2 0 1 0 年 3 月 3 1


其他研究 。
P

l

l 2 0 0 7 年 以来 , 日 本政府确立 了
“

建立支	日 通过 、
4 月 1 日 执行的

“

儿童补助法
”

(

“

子匕 心 手


援儿童和家庭的 日 本
”

重点战略 ( 2 0 0 7 年 ) 、

“

新等待	当法
”

, 第 1 9 号法律 ) , 政府每月 补助每个 1 5 岁 以


入托儿童 0 人作战
"

(
2 0 0 8 年 ) 、

“

2 0 1 0
—

2 0 1 4 年儿	内 儿童 1 . 3 万 日 元 ( 2 0 1 0 年的标准 ) 。 2 0 1 1 年 1 0 月


童 、 育儿 的愿景
"

(
2 0 1 0 年 ) 以及

“

儿童及育儿新体	开始 , 政府补助根据子女年龄资助力度有所变化 :


制
”

( 2 0 1 2 年 ) 。 这些政策的 目 标是减轻养育子女的	0
~

3 岁 的小孩每月
一

律 1 . 5 万 日 元
;
3 岁 至小学毕


日 常负担 。	业的小孩
,
家中老大老二每人每月 为 1 万 日 元 , 老


此外 ,
日 本政府还加强 了孕产妇假和育儿假这	三以上则每人每月 1

. 5 万 日 元 ;
中学生每月 补助 1


类影响生产前后 的家庭政策 。 如 2 0 0 9 年政府修改	万 日 元 。
1
2 5

1

日 本政府下大力气
,
通过不同类别的家庭


了 1 9 9 1 年制定的
“

与育儿和家庭照料相关的员工	政策 , 增强家庭育儿能力 , 期待间接影响生育水平 。


① 长妻昭 任 大 臣 时就 提 出 要提 高 厚 生 劳动 省 内 男 性职 员 休育 儿假的 比例
,

要将 2 0 0 8 年 度 2 .3 % 的 男 性休假 比例 在 2 0 1 0 年


提 高至  1 0 % 。 参见 h t t p
: / / w w w . 4 7 n e w s .

j p
/ C N / 2 0 1 0 0 5 / C N 2 0 1 0 0 5 0 1 0 1 0 0 0 4 8 9 . h tm

l
,

2 0 1 3
—

0 6
-

3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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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	完善的税收制度和体系 。 税收制度是这些国家家庭


政策落实的
一

个载体或平台 。 利用这
一

体系 , 政府


对联合国资料的分析可以 明显看出 , 低生育水	可以 直接通过免税和少收税来达到经济补偿相关


平是相关国家改变对生育水平的态度进而改变有	家庭的 目 的 。 税收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是
一

个长期的


关政策的根据 。 家庭政策承载着影响生育水平的任	过程 。 然而
一

旦有了这种体制 , 就可以服务于政府


务 。 从影响生育水平的角 度来看 , 代表三类生育水	的多项工作 。


平的英国 、 加拿大和 日 本的家庭政策各有特点却有	第四
,
几个 国家的 家庭政策也提示我们 ,

政府


共同的作用 : 减轻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负担 , 平衡	的家庭政策不单是
一

个临时性的补助家庭政策
,
在


和协调家人工作与家庭的发展 ,
增加家庭提供照料 一

些 国家其也有加强家庭功能 、 促使家庭 自 我 良性


的能力 , 以提高家庭保障功能 。 这些基本的政策 目	发展的作用 。 英国 的
“

儿童信托基金
”

和加拿大的


标或干预重点有通过促进生育和养育来扩大人 口	
“

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

等都有推动每个家庭 自 我规


增长的作用 。 我们从三个国家 的具体家庭保障政策	划家庭发展 的功 能 。 这种家庭政策是政府花小成


可总结出
一些特点 。	本 、 家庭负主要责任 、社会获最大收益的几方合算


首先 , 家庭政策 的工作方向是全方位的 , 但又	的家庭政策 。 这种长期执行且稳定的家庭政策也使


呈现出不同层次 。 针对同类人群 ( 如孕产妇 、学龄儿	家庭能感受到政策给家庭带来的实际益处 , 影响家


童家长 ) 有不同层次的经济补助和支援系 统 。 依据	中几代人的家庭规划和计划意识与行为 。


个人需求及经济承受能力 来确定 申请者可获得支	最后 , 有了 国 家家庭政策 , 宣传这些政策也非


持的家庭政策的种类和政策优惠程度 。 在有普适政	常重要 。 只有让更多民众了解 国家家庭政策 , 其政


策的同时 , 也有专 门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特殊政策 。	策才有可能得到正确和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 英 国 、


通过政府的调整和资金资源再分配 ,
尽可能地照顾	加拿大和 日 本都利用各种手段宣传和散发政府的


到更大范围 的民众 。	家庭政策信息 。 在教育水平普遍高 、物质生活好 、 网


第二
, 利用针对不 同胎次的家庭补助政策 , 达	络资源丰富且个人有 能力 利用这些资源的 国 家更


到左右人 口 发展的潜在 目 的 。 英国的
“

子女补贴
”

制	可通过网络发布大量相关信息 。 在英国和加拿大 ,


度对第一

个子女或独生子女的补助略多
, 后面的子	很多家庭政策相关的 申 请和测评项 目 都是通过网


女可得的补助略少 。 加拿大则相反 ,
对高胎次子女	络完成 。 在我国也已有这样的探索 , 例如北京市政


的补助高 。 而 日 本现在则将儿童经济补贴更为细	府就利用政府的网络
一

站式地提供政府各个领域


化 , 只有 3 岁 至小学毕业的子女的 补贴有胎次区	的各种政策和信息 。


分 , 但受益儿童 的年龄在不断提高 ( 目 前巳扩展至	家庭政策 已经成为世界各 国政府重视的一个


1 5 岁 ) 。 英国和加拿大针对胎次的家庭政策的含义	政策领域 。 虽然各国制定政策的背景和 目 的不 同 ,


与 日 本的略有不同 。 他们更多是从家庭保障的角度	但对人口 发展的影响方向 和力度却有相似的作用 。


制定政策 , 然而这种政策却有间接影 响或提升生育	生育既是未来家庭形成 的基础 ,
也是当今家庭的活


的作用 。 放在 日 本超低生育水平的人 口 因素背景	动 内容与 目 标之
一

。 家庭的和谐发展决定大社会的


下 ,
日 本的

“

胎次
”

家庭政策则有明显 的鼓励生育的	稳定 , 家庭政策则有促进家庭稳 固发展的重要作


含义 ; 政府期望通过这种政策缓解年轻夫妇对生育	用 。 每个社会有必要了解与借鉴其他国家的家庭政


的畏惧心理
,
也体现出 国家对个人生育行为的社会	策 , 中 国也在进行相关的各种 努力 , 包括对家庭政


关怀 。	策的研究 [气不断完善本 国的家庭政策 , 更好地服务


第三
,

一

些 国家家庭政策运行的基础是国 家有	于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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