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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彡玉
”

时斯计划法貫象虞块垆倮瑋

御虞 聆拱战及软革思羚

■ 陆杰华 郭冉

“

十二五
”

以来 ， 我 国经济发展 实问题 ， 计生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 务院批准
，

２０ １ １年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会

已进人新常态 。 伴随着
“

单独二孩
”

生 面临的发展风险增加 。

一些不合理的政 同财政部建立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育政策的平稳运行以及新时期我 国人口策 、 办法也可能给
“

失独家庭
”

再生育 的
“

奖扶特扶
”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 同

发展总体形势 ， 我国计划生育家庭扶助 和子女收养造成
“

二次伤害
”

。 因此 ， 年 ，
将农村

“

半边户
”

纳入奖励扶助对

保障政策调整和转型也迎来重要机遇期 实现
“

奖励扶助
”

向
“

扶助保障
”

政策 象范围 。 ２０１ ２年开始 ， 将
“

奖扶标准
”

和窗 口调整期 。
由注重

“

奖励扶助
”

向 体系转变 ，
可以有效解决计划生育政策 由此前的每人每 月 ６ ０元提高到８０元

，

更加注重
“

扶助保障
”

转变
， 成为经济 历史遗留问题

，
同时化解计划生育家庭

“

特扶标准
”

分别提高到 １ １ ０元 （伤残

新常态背景下统筹开展卫生计生工作的 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矛盾 ，
提高计划 家庭

）
和 １ ３ ５元 （

死亡家庭 ） ； 同年 ，

新思路 。 因此 ， 我们需要准确把握生育 生育困难家庭的发展能力 。将三级以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
政策调整这

一

宏观背景 ， 领悟进
一

步完加快
“

奖励扶助
”

向
“

扶助保障
”

纳入
“

特殊扶助
”

范 围 。 自 ２０１４年起 ，

善生育政策对推进计划生育家庭扶助保 政策体系转变 ， 是遏制 出生人口性别 比 将女方年满４９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 、 死

障规划建设的重大意义 ， 把握计划生育 持续偏髙的有效途径 。 出生人口性别比 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

家庭扶助保障规划建设的重要机遇 ，
谋 是衡量一定时期出生人 口规模和结构的 到

：
城镇每人每月 ２７０元

、
３４０元 ， 农村

划
“

十三五
”

时期我国计划生育家庭扶 重要指标 。 当前我国 出生人 口性别比仍 每人每月 １ ５０元
、

１ ７０元
。 中央财政按照

助保障政策框架及重点任务 ， 以妥善应 在髙位徘徊 ，

“

十二五
”

期末要完成出 不同 比例对东 、 中 、 西部地区予以补

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风 生人 口性别比下降至 １ １ ５以下这
一

目标 助
，
各地在落实国家标准基础上 ， 还进

险和挑战 ，
做到未雨绸缪 ， 有备无患 。 难度较大 。 因此

，

“

十三五
”

时期 ， 加
一

步提高优先优惠标准 ，
扩大农村

“

奖

“
妝 ＦＥＨ± ｎ＋＞

，，

ｈ值＿ ，，＆
“

奖？＾助
＂

＠
“

扶？保障
”

政 扶
”

、

＊＊

特扶
－

标准和Ｓ盖范 围
， 并开

雜变
，
有利于引导群众 自體政策理 展了多獅式的工程扶助 。

制度转父具有重要思乂性生育 ， 也有助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 部门配合力度不断加大 ， 惠民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在人口发展的 別比持续偏高难题。与奖励扶助政策衔接逐步加强 。 原国家

特殊阶段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 ， 它对于加快
“

奖励扶助
”

向
“

扶助保障
’ ’

人口计生委积极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

控制人 口过快增长、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政策体系转变 ， 是积极推进民生计生 调 ， 与教育 、 民政等多个部门建立了会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与此同时 同行的重要抓手 。 党和政府高度历来高 商制度 ， 努力推进惠民利民政策与计划

也带来了
一

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

一

些计 度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 ， 把更加注 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相衔接 。 在实施异地

划生育家庭 ，
尤其是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扶贫搬迁、 产业扶贫 、 就业促进 、 危房

家庭 ， 在生活保障 、 养老照料 、 大病医 突出位置 。 但是
，
计划生育工作中

，

一 改造 、 定点扶贫 、 兴边富民行动等专项

疗 、 精神慰藉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 ， 逐 些民生政策没有充分考虑计生家庭的 扶贫项 目时
，
优先优待优惠计划生育扶

渐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

“

＋三五
”

时 特殊情况 ， 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 中 贫对象 ， 支持计划生育扶贫对象调整产

期
， 面对生育政策进

一

步调整与完善的 没有给予其必要 的政策倾斜 。 因 此 ，业结构 ， 发展种植 、 养殖 、 农产品加工

新形势 ， 进一步做好新常态背景下计划
“

十三五
”

时期加快
“

奖励扶助
”

向 等特色产业 ， 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

生育家庭各项工作 ， 加快
“

奖励扶助
”“

扶助保障
”

政策体系转变 ， 是适应民鼓励多方参与 ，
逐步开展计划生育

向
“

扶助保障
”

政策体系转变具有重要 生计生工作新形势 ，
促进民生计生工作 困难群体社会关怀活动 。 近年来

，
国家

意义 。统筹衔接的重要抓手 。 ．卫生计生委在开展计划生育家庭社会关

加快
“

奖励扶助
”

向
“

扶助保障
”

＿？？怀工作中 ， 积极发挥多种社会组织的作

政策体系转变 ，
是妥善解决计划生育

；
生育扶 用 ，

动员多方力量对计触細难群体

政策历史遗留问题的必然要求 ， 也是有 助保障制度的主要进展给予帮助和关怀 。 例如 ， 中国计生协会

效解决计划生育家庭实际困难的制度载
“

两项制度
”

动态调整机制基本建 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全国继续开展

体 。 由于面临独生子女伤残 、 死亡等现 立
， 奖励扶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 经国 生育关怀行动试点 ， 通过多种形式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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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 、 关怀女孩成长 ； 辽宁 、 内蒙 增长与各级政府财政 支付能力 不对称 ，分人分类实施
”

的发展思路 ， 推动计划

古 、 山东等 ８省 （
区

、 市
）
建立了 人 口部分

“

奖扶政策
”

面临资金保障难题 。生育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
提升计划生育

基金 、 公益金和生育关怀基金 ， 对计划
“

十二五
”

时期
，
国家卫生计生委建立 家庭发展能力 。

生育困难家庭提供帮助 。 这些政策都受了
“

两项制度
”

动态调整机制
， 有效保

一

是 转变价值观念 。 计划生育家

到社会的
一

致好评 。障了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基本生活 。 但 庭扶助保障规划建设首先要转 变价值

健全保障机制 ，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受到
“

分税制
”

改革对于地方财政的局 观念 。 坚持以 人 为本
，
尊重公 民生育

扶助政策执行更加有 力 。 其
一

， 强化领 限 ， 加上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区域和城 权 、 选 择权和 发 展权
，
顺应 当 前和未

导责任机制 ， 明确责任主体将责任落实乡差距
，

“

十三五
”

时期欠发达地区的 来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
，
转变计划生

到相关执行部门 ， 确保奖励扶助工作高 地方政府财政在落 实各项奖励扶助政策 育家 庭政策 制定理 念
， 逐步 实现从

效开展 。 其二 ， 落实经费投入保障及监 方面面临较大压力 。 单靠地方财政拨
“

补偿型奖励扶助政策
”

向
“

发 展 型

督制约机制 ， 拓宽资金支付渠道 ， 推动 付 ，
部分奖励扶助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扶助保障政策

”

转变 。 要更加注重提

奖励扶助政策法制化和体 系化 ， 保障资计划生 育老 年家庭快速 增加 ， 家庭 高计划生育家庭的持续发展能 力 ， 重

金合理使用 。 ２０１ １年 ， 原 国家人 口计生 发展 能力亟待提升 ， 奖励扶助 政策的养 点 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基本生 活 ， 给

委会 同财政部提出完善计划生育投入保 老功 能和服务体系面 临严峻考验 。 当前 予其更多政策实惠 。

障机制的意见 ， 将计划生 育经费纳人各 计划生育老年家庭快速增长 ， 有困难和二是 改 变政策取 向 。 在全面建成

级政府财政预算 ， 逐年增加投入 ？ 地方 特殊困难的家庭明显增加 ， 这些家庭养 小康社会和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 ， 要改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老保障能力 、 家庭发展能力明显不足 。变以往
“

重现金发放 ， 轻制度构建
”

的

进
一

步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奖励扶助政策 而现行奖励扶助政策在保障计划生育家 政策取向 ， 科学设计计划生育家庭扶助

资格确认 、 资金管理 、 资金发放 、 社会庭
，
尤其是困难和特殊困难家庭基本生 保障规划 。 从注重现金发放转向制度构

监督管理运行机制 ， 确保各项奖励扶助 活水平的政策效果仍不明显 ，
奖励扶助 建 ， 重点探索和统筹建立城乡统

一

的计

和优先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以及长期稳定 政策的养老功能和服务功能亟待提升 。划生育家庭扶助保障政策体系 ， 建立和

运行 。因此
，
建立一套保障计划生育家庭晚年 完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保障制

＿“

本 ； 口―甘 斗古吐ｍｕｄｇ 。

隨增强相关政策的扶助麟功能
，
是三 是注 重衔接 融合 。 当前

，
计划

早制 度改革面临的主要 “

十三五
’ ’

时臟
一

步加快计划生育家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与
“

普惠型
”

民

庭奖励扶助政策体系改革面临的重要考 生政策缺少统筹衔接 ， 甚至部分政策之

公民义务与国家奖励扶助 能力 之间 验 。间也存在冲突 。

“

十三五
”

时期 ， 要重

不匹配 ，

“

国策国保
”

面 临信任风险 。出生人 口性别 比高位徘徊 ， 现行奖 点加强计划生育家庭扶助保障政策与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 励扶助政策的导 向作用不 明显 ， 综合治 生政策相互衔接与深度融 合
，
进
一

步明

公民合理诉求的愿望不断增强 ， 计划生 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一个综合 确扶助保障经费投入在各级政府财政预

育家庭尤其是计划生育困难和特殊困难 性 、 复杂性较高长期工作 ， 现行奖励扶 算 中的比例 ， 明晰扶助保障政策在民生

家庭在享受国家奖励扶助政策上 ， 无法 助政策在出生人 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 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中的定

获得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增长的奖 中所发挥的政策效果有限 。

“

十二五
”

位
， 增进 两 大惠 民 利民政策 的统筹衔

励扶助待遇 ， 致使计划生育政策
“

国策 时期 ，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 ，接 。

国保
”

原则落实面临信任风险 ，

一

定程 但仍处于高位徘徊 。
因此

，

“

十三五
”

四是分人分类施策 。

“

十三五
”

时

度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时期 ， 要按照
“

新人新办法
，
老人老办 期 ， 扶助保障规划建设要按照

“

新人新

中 央事权与 地方事权协调难度较 法
”

的原则 ， 加快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办法 ， 老人老办法
”

的基本原则
， 坚持

大 ， 奖励扶助政策落实面临体制机制障 助政策体 系的改革步伐 ， 逐步实现计划
“

分人分类实施
”

的工作思路 ， 政策制

碍 ． 我国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事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向扶助保障政策 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弱化计划生育家庭少

权划分上类似
“

委托－代理
”

关 系 ， 中 过渡 。生奖励类政策
，
强化养老扶助保障类和

央在政策上给予优惠或指导 ， 由地方政，
＿？特别扶助保障类政策 ， 做好计划生育家

府负责具体落实 。

“

＋三五
”

时期 ， 实 划生育扶 雛先优麵策扶持工作 。 同时 ， 注重

现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向扶助保 助保Ｐ早制度改革思路 实地调研
，
尽最大努力统筹各方资源 ，

障政策转变 ， 仍需深化中央与地方事权
“

十三五
”

时期 ， 加快实现计划生 切实满足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合理

划分的体制机制改革 ， 冲破体制障碍 ，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体 系向扶助保障政 诉求 。 ？

使各项扶助保障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 使策体系转变 ， 是顺应我国生育政策进
一（作者单位 ： 陆杰华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人 民群众真正获得政策改革带 来的实步调整和完善的必然选择 。 计划生育家郭冉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

惠。庭扶助保障规划建设应遵循
“

转变价值【责任编辑 ： 戴鱼兵】

计划 生 育家庭奖 励扶助标准 动 态 观念
、
改变政策取向 、 注重衔接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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