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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茂桥：对海南省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问题的思考

    

    我国自实行计生工作三十多年来，少生了三亿人，这对推动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和协调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

用。但是，过去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花费巨大的行政成本取得的。在新的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

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以人为本，利用科学的发展观做好人口计生工作，是值得广大人口计生工作者深思的。 

    一、 新形势下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必要性 

    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2000年，我国人口出生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人口计生委与时俱进，

提出了计生工作要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实行“政策推动”。可以说，政策推动，是计生工作内在发展的客观要求。所谓

“政策推动”,就是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计生工作形势的需要，制定出符合计划生育家庭利益的导向机制，给群众以更

多的经济实惠。这一政策的提出，既是人口计生战线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执政为民，为群

众办实事、好事的表现，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二、全省制定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基本情况 

    我省除了《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制定一系列奖励和优惠政策外，绝大多数市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也相

继出台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各市县结合本地实际，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加强计生利益导向，强化政策推动。在养

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扶贫开发、民房改造、沼气池建设、子女九年义务教育、退耕还林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

策。 

    据统计，到2003年3月止，全省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基本内容有： 

    （一）奖励政策。1、农村夫妇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芒证》的，每月发给奖励费30元；2、农村夫妻生育一个女孩

后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一次性奖励20000元；3、农村生育2个女孩（少数民族生育3个女孩）后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夫

妻，由县（市）人民政府一次性奖励4000元；4、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自愿不再生育且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由县

（市）人民政府给予3000元的奖励；5、农村育龄夫妇实晚育的，由县（市）人民政府一次性给予不低于200元的奖励。 

    （二）减免政策。1、农村独生子女上学，在九年义务教育期间，给予减免杂费；2、农村独生子女免费防疫接种至

七岁；3、为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少数民族三女户）免费建造一个沼气池；4、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户（少数民

族三户）在子女18周岁前，免收乡统筹和集体提留款。 

    （三）优待政策。1、农村独生子女在招工、招生、招干、入伍、入托、就医、拆迁安置、农转非等方面享受优惠

照顾；2、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在责任田、宅基地分配中给予多一人份的优惠照顾；3、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在

征地款及集体经济分配中，给予多一人份的优惠照顾；4、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子女在升学考试中给予加分照顾；

5、农村无子女户和独生子女户夫妻，60周岁后纳入社会低保范畴；6、为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夫妻办理生育手术保

险和养老保险；7、在农村扶贫、发放种苗、化肥、技术指导、资金发放等方面给予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户以倾斜；

8、在救济金发放、民房改造、发展生产方面给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户以照顾；9、“希望工程”资金优先扶持计划生

育困难户；10、鼓励男方结婚后到女方安家落户的优惠政策。 

    三、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存在的问题 

    虽然大多数市县、甚至个别乡镇都出台了一些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海南省人口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规定的有关奖励政策，如对城乡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对农村二女户

（含少数民族三女户）的奖励规定，有些市县、单位不落实或不完全落实，如何办？在省人口计生条例及其相关解释中

并未明确规定，这样很容易使法规定的东西沦为一纸空文，有损于法的权威和尊严。 

    2、优惠政策涉及面较小，更多的仅顾及独生子女户和农村二女（少数民族三女）户，而目前我省农村独生子女户

和二女户人数又特别少，因此，受惠人数自然也很少。 

    3、计划生育优惠政策虽然出台了，但由于没有广泛地向群众宣传，群众知道的不多，造成一些符合条件的群众享

受不到优惠政策。  

    4、没有建立起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省善始善终为符合条件的群众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等）的市县不多。 

    5、兑现各项优惠政策的资金得不到保证。有些市县对计划生育奖励资金、优惠政策的资金并没有列入财政预算，

而是采取多方筹措的方法，更多的是靠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办法筹措资金，资金得不到保障，优惠政策不法兑现。 



    四、对建立利益导向机制问题的几点建议  

    1、对计生户的奖励资金要实行分级负责制。当前，无论是国家的人口计生法或是省的人口计生条例，都把对计生

户的奖励授权给地方一级，奖励经费主要是由市县、乡镇一级负责承担。这样，中央和省一级财政对计生家庭的奖励费

几乎没有支出，这不合理。对计生家庭的奖励，财政支出应当分级负担，而高一级的政府财政，财力大，应多承担，这

样才能确保奖励经费的落实。 

    2、把制定和落实利益导向列入对市县人口计生年度工作考核范畴。要发挥年度考核的指挥捧作用，把落实利益导

向列入对市县人口计生年度工作考核中，以增强其责任感和重视程度，真正把工作落到实处。  

    3、建立健全群众最关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医疗、生育等保险，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激发群众积极参

与计划生育的热情。 

    4、加大利益导向政策的落实力度。市县出台的利益导向政策，要采取措施保证落实，对群众要言而有信，取信于

民，树立政府的威信。 

    5、计生的“奖”和“罚”必须同时抓，同时到位。就全国来讲，人口出生已进入低生育水平，但我省还处在向低

生育水平的过渡阶段，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在我省计生工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有重奖轻罚

思想的产生。我省的计生工作，既要重视一手抓“奖励”，又要重视一手抓“处罚”。“奖”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工作手

段和工作方法，是计生工作内在的必然要求；而“罚”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是计生管理有效制约的手段，两

者的作用是不同的，“奖”的作用是鼓励和引导；而“罚”的作用是惩戒、威慑和宣传，但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引导群

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6、立足于转变群众的生育观念。一直以来，我省的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水平较低。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过去的工作

思路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群众旧的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从这一点上说，建立计生利益导向机制，能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多生，但在计生工作水平较低，群众旧的生育观念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地方，其作用也是辅助的、有

限的。所以，从长远计，我们应从转变群众旧的生育观念入手，发挥宣传教育的先导作用，传播先进的生育文化，引导

群众树立起科学、文明、进步的新的婚育观。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促进计生工作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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