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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论坛结束后，上海社科院城市与
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接受
了青年报记者的专访，并透露了一组
数据，预测户籍人口出生将在2017
年达到顶峰，之后再创新高较难。“去
年户籍出生人口数是10.38万，2014
年是12.41万。也许有人会说，去年
是农历羊年，出生人口下降不足为
奇，但今年10月24日获得的不完整
数据显示，今年的户籍人口出生数仅
为 8 万多，按照每个月的平均数计
算，今年预计户籍出生人口数为10
万左右，这说明上海夫妇的生育意愿
没那么强。”

周海旺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
夫妇不愿意生二孩，无非是因为经
济压力、没人带孩子（祖辈不愿意带
二孩）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

候，有大量的托儿所能为双职工家
庭减负，但现在 0-2 岁的托幼机构
缺乏。再加上现在用人单位对女性
的就业歧视，甚至有的单位规定女
员工按计划生孩子。女性不能自由
地想生就生。”

周海旺同时认为，在二孩时代的
福利补贴甚至比独生子女还少了，只
是多了配偶的陪产假等无需补贴的
内容。反观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政
府，都对生育子女的父母予以现金奖
励。譬如法国、芬兰、比利时、意大
利、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于新生
儿家庭会给予相当于人民币2000-
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其中法
国、比利时和英国的奖励政策对于领
养的孩子也同样有效。在东亚地区，
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高达

每人6000美元，如果是第三胎或以
上，该奖励金额将上升到约8000美
元。法国生育头胎的家庭每月可获
得约177欧元的补贴，如果在三年之
内生育第二胎，则额度会上升到约
600欧元，补贴将持续到孩子年满6
岁，如果再生育第三胎，则补贴会增
加到900多欧元，且持续支付到孩子
满18岁。

周海旺表示，在芬兰，3岁以下幼
儿未使用公立育儿中心者每月可获
约人民币560元至1600元的育儿贴
补；3至6岁幼童未使用公立托儿设
施者，每月可获约人民币 350 元至
1100元的托儿贴补；而对于3至6岁
幼童受托于私立托儿机构者，则由政
府直接贴补私立幼儿中心，每位幼童
每月约人民币785元至900元。

上海夫妇生育意愿没那么强 社科院专家预测：

户籍人口出生或在明年达到顶峰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上海的生育率不升反降；尽管今年年初全面二孩放开，但也没有

激发更多的夫妻生二孩的意愿。在昨天由市人口学会和市老年学会举办的“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
育儿公共政策支持跨学会”论坛上，有专家透露，今年的“猴宝宝”兴许还没去年的“羊宝宝”多，预计将
低于前年的上海出生人口数量。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2016“世界城市日”
系列活动即将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10月31
日是“世界城市日”，今年主题为“共
建城市、共建发展”。记者在昨天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作为“世界
城市日”的发起城市，上海今年将继
续举办一系列活动。

同时，今年城市日活动期间还将
发布《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
持续发展指南·2016》。该手册由联
合国、国际展览局、住房城乡建设部
与上海市共同修编，以城市可持续发
展为主线，以社会融合与包容性城
市、经济发展与创新城市、绿色增长
与弹性城市、文化传承与创意城市、
公共服务与宜居城市等内容为基础，
强调共享、平等、参与、多样性等关键
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实践具有普
遍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本市小微企业亟需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昨天，国
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发布了本市
小微企业发展现状与需求调查报
告。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本市小
微企业用工总体保持平稳，最急需各
类专业技术人才。企业采取多措施
改善员工福利待遇，但用工成本高、
结构性人才短缺和创业企业招聘难
等问题依然存在。

调查显示，2015年537家被调查
企业户均用工15.1人。用工数量总
体保持平稳，除7家当年新成立企业
外，比 2014 年微增 0.2%。其中，
67.6%企业的员工数与上年基本持
平；14.5%比上年增加，平均增加
30.1%；17.9%比上年减少，平均减少
23.7%。

被调查企业员工的年龄在20-
40岁之间的占58.5%。其中，30-40
岁（不含 40 岁）占 31.2%，20-30 岁
（不含30岁）占27.3%；40-50岁（不含
50岁）、50岁及以上分别占20.3%和
20.1%；20岁以下占1.1%。

调查显示，大学专科、大学本
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分别占被调
查企业员工总数的 21.2%、19.3%、
2.1%；另有30.3%为高中（或中专）学
历，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不及三成
（27.1%）。从人员分布看，研究生学
历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两个行业，占比高达 79.6%；大
学本科学历中也有 40.8%在这两个
行业，另有24.7%分布在工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

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一般员工和其他人员在被调
查企业员工总数中分别占 19.6%、
10.2%、18.5%、47.1%和4.6%）。从企
业对人才的需求类型看（可多选），
急需专业技术人才企业最多，在有
需求企业中占71.2%。主要集中在
工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
业。另有 61.9%需要营销类人才，
46.7%需要管理类人才，38.1%需要
其他人员。

在论坛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
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孙莉莉公布了一
份调查。她认为，随着“单独二孩”和

“双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上海育龄女
性低生育率的现状并未得到明显改
善。2015年上半年上海社会调查研
究中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分中心在
上海16个区县的两孩家庭，以及符
合“单独二孩”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
的家庭中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深度
分析当前两孩家庭的生存压力状
况。调查显示，上海两孩家庭普遍存
在生存压力，且生存压力与上海目前
生育保障制度和支持家庭养育的政
策体系有直接关系，亟待通过政策调
整缓解两孩家庭生存压力。

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感
受到了生育二孩的经济压力。受访
者的平均经济压力值是3.474（5为最
大值）。54.7%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
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47.5%的受访
者认为存在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同
时存在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经济压

力的受访者占43.8%。家庭年收入的
不同是造成他们感受到不同经济压
力的最重要原因，较之高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在考虑生育二孩时面临
更大的经济压力。

孙莉莉分析说，两孩家庭生存压
力的成因分析有很多，包括传统生育
福利制度的保健与激励功能弱化，相
对于高收入家庭，生育津贴、增加多
子女家庭补助等措施对于低收入家
庭有更加明显的吸引力。适度延长
或设置弹性产假、哺乳假对于缓解在
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女性生育二孩的
压力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

其次是托幼服务体系社会化、
专业化程度低。相对于工勤岗的职
工，管理岗、技术岗位的人员更加倾
向于通过社会提供优质的托管服
务、在工作单位设置看护机构来缓
解生育二孩的压力；再则是再生育
女性职业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低
收入家庭的生育女性比高收入家庭
生育女性重返职场的难度更大，低

收入家庭对完善再生育女性职业权
益保障机制的政策诉求明显高于高
收入家庭。

孙莉莉举例说，家庭关系压力来
自于“生活品质降低（闲暇时间、交流
夫妻感情时间变少）”、“头胎孩子不
接纳”和“性别选择的压力”三项。受
访者的平均家庭关系压力值是3.3（5
为最大值）。44.1%的受访者感受到
了“生活品质降低（闲暇时间、交流夫
妻感情时间变少）”所带来的压力，
16.8%的受访者感受到了“头胎孩子
不接纳”所带来的压力，18%的受访
者感受到了“性别选择的压力”所带
来的压力。7.5%的受访者感受到了
上述各项压力。

据统计，“担心生活品质降低”比
“头胎孩子不接纳”和“性别选择”带来
的家庭关系压力要大。这是因为，作
为生育二孩主力的“80后”是中国第一
代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备受关爱，追求
生活质量，他们更担心生育和养育二
孩挤压个人闲暇时间、降低生活品质。

预计今年户籍出生人口为10万 出生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顶峰

生育抚养与家庭生存 八成家庭关系因二孩感到压力

按照每个月的平均数计算，今年预计户籍出生人口数为10万左右。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