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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1年淨增48萬，到2022年減少85萬，2022年中國人口形勢出現歷史性轉折，正負
切換，彈指之間，人口問題日益成為中國面臨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日前，四
川省衞健委印發《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對生育登記制度進行完善，其中關於
「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制」 、未婚生育者可進行生育登記的內容引發社會熱議，有人認為
這一舉措更加保障生育權和生育自由，有利於提振出生率，亦有人認為這有違傳統家庭倫
理道德，衍生社會問題。有網民反問： 「撤銷生育限制，人們就都想生孩子了嗎？」

四川生育撤限 民眾就想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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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生育自由
彰顯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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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
分割家庭責任
難避重重風險

觀點 1 生還是不生女性自己做主 父母生而不養孩子恐受害

此次四川省修
訂生育登記服務管理

辦法，取消了生育登記對象是否結婚這一
限制條件。所謂生育登記，又叫做生育登
記管理，包括對於人口的出生進行登記、統
計、管理、分析、報數據等。此前生育登記有
生育審批的功能，隨着 「全面三孩」 實行，生
育登記的主要作用是進行人口監測和提供服務。

四川省衞健委人口家庭處相關負責人表示，修
訂《辦法》並非鼓勵或宣導未婚先孕、非婚生子，
而是為了 「從優生優育角度讓更多孕產婦能享受應有
的服務。同時生育登記由當事人自願申請辦理，也不
能等同於 『上戶口』 。」

對於生育登記與結婚 「脫鈎」 ，目前已有多個省份
進行嘗試。如廣東省延續了未婚生育人群可以辦理生育
登記的規定，湖南省對雙方符合結婚登記條件非婚生育
的，可在辦理結婚證後進行補登。四川澤琿律師事務所主
任杜偉表示，這其實是對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
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提出的 「完善生
育登記制度」 的具體落實。

四川澤琿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海燕則認為，
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制對婦女權利的保護也具有重要意義。

不再將結婚作為限制性條件，從本質上體現了對婦女生育自由
意願的尊重，從而進一步營造建立生育友好的文化氛圍和社會

支持體系。
「隨着人口的下降，我國過去很多年所享受的人口紅利也

隨之減少，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 在四川省委省政府決諮委委
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盛毅看來，未來促進生育的政策力度或

許還會加大，主要是通過政策來推動生育觀念的轉變。
盛毅認為，從短期來看，該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效果不會很明

顯，從政策出台到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中間還需要有一個逐漸適
應的過程。但從長遠預期來看，這一政策對四川未來城市化、教育設

施、基礎設施建設等都有利好作用。

調整政策
推動生育觀念轉變

專家觀點

觀點 1

辦理生育登記
享免費生育服務
免費項目：

•婚前醫學檢查

•孕前優生健康檢查

•增補葉酸

•孕產婦健康管理

•預防愛滋病梅毒乙肝母嬰傳播服務

•新生兒疾病篩查

•6歲以下兒童健康管理

•基本計劃生育技術服務

資料來源：四川觀察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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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凡
生育子女的公
民均應辦理生
育登記」

•規定網上
辦理生育登記時
可通過相關信息系統
調取身份證或有效證
件電子證照的，不
再上傳身份證

明材料

• 如增加
了生育登記信
息共享、電子
證照共享等

內容

取消辦理生育登記時
生育數量限制

簡化生育登記要求

增加信息共享要求

公司職員：

•女性願意和你結婚或者和你生孩子，是愛的表達和體
現，而不是禮教和道德的綁架。傳統婚姻是把女性作為
一個弱勢群體來看待，但現在接受了教育、有獨立經濟
條件的女性可以有自由選擇生或不生的權利。

老師：

•生育是女人的天然權利，不需要通過結婚來獲得 「准生
證」 ，只有女性可以自主選擇生不生、和誰生的時候，
才算是實現了生育自由。

已婚未育者：

•現在的核心是要解決出生率下降問題，而不是結婚率下
降的問題。如果有未婚懷孕的，生育的權利應該取決於
女性，不需要為了給孩子辦個 「准生證」 ，而非要嫁個
連自己都感覺不靠譜的人。

觀點 2 非婚生子女同享生育福利
網友A：

•在這之前，很多在企業就職的女性未婚生子都很難享受
如生育假、生育險等福利，我有一個同事只能選擇用年
假病假累積起來的假期來生孩子，並且相關手續都要花
很多錢。我想現在的這個政策可能很大程度上能解決她
當年的問題。

專家：

•不少發達國家非婚生育的比例挺高的，與生育相關聯的
福利也不受婚姻因素影響，而中國之前在這方面還是比
較傳統，但在生育率下降的情況下，進行生育和管理的
探索，適應年輕人的觀念和需要，也是可以考慮的。

單親媽媽：

•未婚生子的女性在法律上應該享有同等的撫養權、繼承
權等，更多非婚生的孩子也能得到更多法律保護和福利
保障。

觀點 3 單身也想生願望得以實現
自由職業者A：

•現在有很多女性經歷的婚姻如同 「喪偶」 ，另一半能帶
給她們的滿足感很小。婚姻並不等同於幸福。很多女性
其實比男性更獨立，有良好經濟收入的獨立女性完全具
備撫養小孩的能力，放寬條件以後光明正大地當單親媽
媽也沒啥問題，這也充分說明我們社會進步了。

網友B：

•部分女性並不嚮往婚姻，但並不代表她們不喜歡孩子。
有的人會養貓養狗，有的人就想要有孩子的陪伴，政策
的調整可以讓她們的願望得以實現。

網友C：

•婚姻並不是生孩子的充分必要條件，比如我不想要婚姻
但想要小孩。以前行不通，但在新的政策下就順理成章
了。我身邊就有幾個女性朋友，沒結婚但和同居男友有
了小孩，分手後自己帶孩子也可以過得很好。

•將 「夫妻
應當在生育前進
行生育登記」 更改
為 「凡生育子女的
公民均應辦理生
育登記」

取消生育登記對象
是否結婚限制條件

▲

河
北
遷
安
市
光
彩
幼
兒
園
小
朋

友
在
園
內
玩
耍
。

新
華
社

▼

在
石
家
莊
市
婦
產
醫
院
孕
婦
學
校
，
教

練
員
指
導
孕
婦
進
行
球
操
訓
練
。
新
華
社

▲

上
海
市
江
寧
路
街
道
社
區
服
務
中
心
為

周
邊
家
庭
提
供
託
育
服
務
。

新
華
社

媒體從業者：

•如果非婚生子是生育私生子的話，不僅對正常家庭造成傷
害，對孩子也是一種極為不負責任的行為。和諧健康的家
庭是孩子健康成長的前提，如果沒有家庭作為單位、婚姻
作為契約，父母屆時各有家庭而不對孩子負責，受傷的還
是孩子。

自由職業者B：

•生養一個都夠嗆，不把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解
決，感覺放開了也沒有太多人願意生。

網友D：

•如果生育可以直接跳過婚姻，那社會上的孩子是多
了，可是家變少了；私生子合法了，婚姻更不是
港灣了。

公司職員：

•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制，不僅對受法律保
護的婚姻產生衝擊，而且還會出現低、幼
齡生育現象，由此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沒有法律約束的不負責任的生育，是對
合法婚姻裏的女性不尊重，更加是對婚
內女性生育意願的打擊，這也導致結婚
意願進一步降低。

保險公司管理者：

•這本是應對人口負增長的一個措施，但
卻深深傷害了受《婚姻法》保護的合法
權益，這一調整讓本就堪憂的結婚率更
加雪上加霜。更戲劇化的是沒有直系親
屬關係反而 「安全性」 還更高，如何合法
有效地保護婚內權益和財產，已經是一個
不可避免的話題。

律師B：

•記得很多年前，有人諮詢婚外情生子上戶的
問題，此政策一出台估計這類問題就不存在
了，是否引發更多的婚姻家事糾紛，同時對未
成年人的保護將也是問題。制定政策時還是應當
堅守某些尺度，比如最起碼生育還是要建立在正
常婚姻關係基礎上。

衝擊婚姻制度女性壓力增觀點 2

企業管理者：

•婚姻可以給女性帶來幸福感、歸屬感和安全
感，這個政策讓結婚證更加廉價，對於大多數
女性來說，會讓婚姻更沒有保障。

律師A：

•未婚生子有較多風
險，比如孩子的父親

法律上無法直接確認，
只有通過親子鑒定，如
果男方不願意做親子鑒
定，孩子身世難以說清；
因為不是夫妻，對於孩子
的撫養費，雙方容易起爭
執；未來的監護，養老，繼承等法律關係因為缺乏婚姻關
係做保障，女方和孩子將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

國企職員：

•相較於男性，現在的社會對女性有很多的不合理要
求，非婚生子減弱了婚姻對女性的保障，也加大了
一些女性的壓力。

挑戰社會良俗衍生新問題觀點 3

▶在江蘇省
連雲港市東
方醫院，醫
生在監護室
檢查新生兒
健康狀況。

新華社

▲醫生指導 「準爸媽」 學習新
生兒護理。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