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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丽：改善民生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抓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胸怀全局，服务民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

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一、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改善民生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人口国情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基础。实现我国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的任何一

项工作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子孙后代，覆盖面广、影响时间长，是民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调控人口数量是改善民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前提。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的

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总的来看，近年来低生育水平总体稳定，但政策内生育水平有所上升，造成教育、就

业、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社会资源的阶段性短缺，影响改善民生的进程。再者，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保障。国家人口

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要求把总和生育率继续稳定在1.8左

右。因此，只有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确保在国家财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第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直接关系到个人和家庭幸福，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

高，特别是出生人口素质令人堪忧。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有关部门监测数据表明，近年来城乡出生缺陷发

生率均呈上升趋势。全国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发生，直接影响上百万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和长期发展。 

  第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

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目前，婚姻挤压现象开始显现，贫困地区青壮年男性择偶难，势必严重影响这部分群体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加大了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农

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第四，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以及做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2008年2月21日，《第二次

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已达1.32亿人。未来30年，我国农村还要转移出3亿人口。他

们流向何方，如何分布，直接影响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因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道路，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社会建设、

着力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二、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总体部署 

  改善民生不是一时一地、一事一议的过程，而是一个广泛的、持续的过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也不是孤立的、暂时

的应急反应过程，而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公共服务和管理过程。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总体部署，推动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民生工程，推动实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改善民

生的目标。 

  （一）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充分肯定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分析当前我

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进一步认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全面正确地认识把握当前

我国的人口形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准确掌握我国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的数据，继续深化人口发展

战略研究，为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提供令全社会信服的客观依据。加快机制体制创新，建立健全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

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健全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通过利益导向政策，解决广大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现实困难和

后顾之忧，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优先惠及广大计划生育家庭和群众，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落

脚点，也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项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已经探索实行了一系列计划生育惠民政策，包括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特别扶助制度、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制度、计划生育保险、“生育关

怀行动”、“幸福工程”等。这一系列惠民政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是转变群众传统生育观念、统筹解

决人口问题的治本之策，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要牢牢把握国家加强社会建设、关注民生、改善

民生、财政实力增强的有利时机，想方设法完善好、落实好现有政策，争取出台新政策，做好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优先

优惠政策之间的“加法”，在已有制度化的政策设计中寻找突破，努力解决普惠政策与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的衔接和

配套。探索建立优先覆盖计划生育家庭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当前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一个重点。 

  （三）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不仅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主阵地，也是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平台，尤其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

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要确保机构和队伍的稳定，在改善基础

设施和设备、提高服务能力、拓展服务功能、规范服务流程、坚持和彰显人口计生特色上下功夫，真正发挥人口和计划

生育服务体系在推进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队伍职业化建设。干部队伍是推进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坚实力量。要按照

建设公共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按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人口计生干部

队伍职业化建设，提高素质、增强能力、优化结构、改善作风，使这支队伍能够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服务民生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已载于2008年07月23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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