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韓

國政府最新統計數據顯
示，韓國去年因養育子女而

選擇不工作的男性人口為1.6萬
人，同比增加4000人，增幅高達

37.4%，創下自1999年6月開始相關
統計以來歷史新高。

按年齡來
看，全職育兒
的男性中40多
歲群體佔比最
高為53.3%，
有約8400人；
緊隨其後的是

30多歲群體佔28.8%，有約4600人。
韓國全職爸爸人數自2013年起呈

現逐年遞增趨勢，近10年增加近3
倍。分析認為，在低生育率導致育兒
人口減少的情況下，全職爸爸數量卻
在增加，主要是因為男性育兒假制度
的普及，以及社會對全職爸爸角色的
認識提升等因素。韓國一直被視為保
守的父權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傳
統價值觀根深蒂固，不過隨着時代變
遷，這種情況正逐漸轉變。

與此同時，韓國全職媽媽的人數
共84萬人，同比減少14.5萬人，減幅
達14.7%。全職媽媽數量自2013年起
逐年下降，但去年仍有50倍於男性的

女性全職帶娃，顯示出韓國女性須承
擔更大的育兒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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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衛隊放寬髮型標準吸新兵

韓國、日本及新加坡
本周分別公布最新

人口數據，顯示少子化
危機進一步加劇。韓國
總和生育率從2022年的
0.78 跌 至 2023 年 的
0.72，新加坡總和生育
率首次跌破1.0，降至
0.97，均創歷史新低。
日本去年新生兒數量為
758631人，較首次跌破
80 萬 的 2022 年 減 少
5.1%，連續8年下跌。
分析指，儘管上述亞洲
國家已採取多項措施鼓
勵國民生育，希望遏制
少子化加劇，但收效甚
微。

韓日星生育率齊創歷史新低
住房及教育成本高 撒錢催生收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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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州一名不支持拜登的民主黨選
民27日在票站外高舉 「選擇不表態」 的
紙牌。 法新社

韓國全職爸爸增至1.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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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土交通部上月推出 「新生兒特別貸
款」 ，只要是去年1月1日之後有出生或領養
小孩的家庭都可申請，限定用在房貸或租屋
貸款上，利率最低只有1.1%。

•韓國政府計劃每
年增加500所國立
及公立託兒所，並
提供補貼金鼓勵幼
兒園開設嬰兒託管
班。

•今年1月起，
有兩個及兩個
以上子女的韓
國基層公務員
在晉升時可獲
得額外加分，
獲得優先晉升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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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尹錫悅去年3月宣布，1歲以
下兒童父母每月領取的補助金額從30萬
韓圜（約1800港元）增加至70萬韓圜
（約4100港元），今年有望上漲至100
萬韓圜（約5900港元）。

鼓勵生育措施

▼住房成本高令韓國年輕人
不敢生育。圖為一名韓國男
子住在首爾一間71呎的劏房
中。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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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婦女推着嬰兒車穿過正在進行反
恐演習的首爾地鐵站。

路透社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在27日舉行的總統選舉密歇
根州民主黨初選中勝出，前總統特朗普則
贏下該州共和黨初選。分析指，這場初選
暴露出拜登面臨的 「嚴重隱患」 。

拜登政府縱容以色列進攻加沙的立場
激怒大批年輕選民和阿拉伯裔選民。在已
經清點完的民主黨選票中，拜登獲得了
81%的支持率，約13%的選民選擇 「不表

態」 ，即超過10萬選民對拜登不滿。
密歇根州是初選中首個主要搖擺州

份，該州是美國阿拉伯裔最集中的地方，
超過31萬居民是中東或北非後裔。他們對
拜登政府處理巴以衝突的不滿，成為拜登
目前面臨的最主要挑戰之一。2016年大選
中，特朗普以1.1萬票的微弱優勢拿下密歇
根州；2020年，拜登以15.4萬張選票贏得
該州。

美媒稱，發起密歇根州
「不表態」 投票行動的組織
「傾聽密歇根」 ，正號召下周舉行
初選的明尼蘇達州和3月12日舉行初選
的華盛頓州，也通過類似行動抗議。前密
歇根州眾議員萊文認為，選民已經向拜登
「有效傳達」 了信息，如果拜登拒絕改變
立場，他可能在11月的大選中輸掉密歇根
州。

拜登贏密歇根州初選
逾10萬選民投抗議票

韓國生育率持續走低
每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數目

▲韓國一名父親在首爾一家託兒所為
孩子穿鞋。 法新社

▲日本自衛隊長期徵兵難。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共同社、BBC報
道：為吸引更多年輕人入伍，日本防衛省
計劃自2024年4月起放寬新人自衛官髮型
標準，不再要求女性短髮，也不要求男性
剃光頭。

防衛省稱，每個
自衛隊分支機構都各
有規定，但通常建議
女性留短髮，男性剃
光頭或運動短髮。而
根據新規，女性頭髮
可以留長，只要綁起
來時不妨礙戴頭盔或
帽子，且穿制服時不
碰肩膀。而男性頭髮
也僅要求腦後和兩側
剃短，頭頂可以較
長。日本防衛大臣木
原稔表示，創造每個
隊員都能舒適工作的
環境是自己的使命。

為解決徵兵難問題，防衛省甚至考慮
允許自衛隊招募有紋身人士入伍。前自衛
隊幹部、自民黨議員佐藤正久去年稱，如
今有許多年輕人紋身只是為了追求時尚，
大多紋身圖案只是一些名字之類的內容，
和幫派人士並無關聯。

自衛隊定員約為24.7萬人，但截至
2023年末實際人數在22.7萬人左右，缺
口近2萬人。有媒體指出，造成徵兵難的
原因並不僅是少子化加劇，自衛隊工資
低、性騷擾頻發等問題也讓人望而卻步。

【大公報訊】韓國政府統計部門
28日發布數據顯示，韓國去年新生兒
人數同比減少7.7%，為23萬人，總
和生育率為0.72，雙雙創下歷史最低
紀錄。韓國總和生育率從2015年達到
1.24的頂峰後連續8年呈下降趨勢，
其降幅也在不斷擴大。去年第四季度
的總和生育率為0.65，首次跌破
0.7。據當局預測，今年韓國生育率
恐將跌至0.68。

韓157小學新生人數為零
根據測算，韓國生育率需達到

2.1，才能維持韓國現有5100萬人口
的狀態。如果按照目前發展趨勢，到
2100年，韓國人口將會減半。

韓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自
2018年起，韓國就是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成員中，生育率唯一
低於1的國家。而韓國女性生育年齡
又是OECD各國中最年長的，平均為
33.6歲。同時，韓國也是OECD各國
中男女薪酬差距最大的國家，韓國女
性的收入約為男性的三分之二。

34歲的郭泰熙（音）是韓國一家
乳製品生產商的經理，結婚已有3
年。去年她曾考慮接受試管受精，希
望生個孩子，但由於巨大的職場壓
力，還是決定延後生育計劃。

少子化趨勢衝擊下，韓國教育部
26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共有157所
小學一年級新生人數為零。3月開學
時，已確認369325名學童將進入小
學一年級就讀，為政府1970年有紀錄
以來新低，也是首次人數低於40萬。
與2022年相比，到2028年，韓國將
有30%託兒所及幼稚園被迫關閉。

近20年來，韓國歷屆政府投入了
379.8萬億韓圜（約2.2萬億港元），
試圖鼓勵民眾生育更多子女，包括提
供現金津貼、保姆服務和治療不孕不
育症，但專家指出，韓國高昂的住
房、教育成本使越來越多的家庭不敢
生育。

韓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首
爾及其周邊地區，首爾是韓國住房成
本最高的地方，也是全韓生育率最低
的城市，去年僅為0.55。首爾市政府
早前宣布，多孩家庭可優先租賃政府
運營的長租公寓。尹錫悅政府矢言提
供更多的公共住房和更便利的貸款，
以鼓勵生育，但民眾依然顧慮重重。

日本適婚人口驟降
日本厚生勞動省27日發

布的人口動態統計數據顯

示，去年日本新生兒數量為75.8萬，
較2022年減少5.1%，再創新低。新
生兒數量減少到如今的程度，比政府
此前預測早了12年。日本國家人口與
社會安全研究所估計，到2070年，日
本人口可能會減少約30%，每10個人
中就有4個人年齡在65歲或以上。

去年日本共有大約49萬對新人結
婚，是二戰以來首次低於50萬對。在
非婚生子女較少的日本，婚姻人數直
接關係到出生人口的變化趨勢。日經
新聞指出，日本在2030年後適婚年齡
的人口將急劇減少，被稱為 「2030年
懸崖」 。

新加坡去年總和生育率首次跌破
1.0，總理公署部長英蘭妮．拉傑周
三在國會表示，造成這一現象的有些
原因是暫時的，例如，一些夫婦的結
婚及生育計劃被疫情打亂，還有一些
人可能擔心養育子女經濟成本過高，
或者難以兼顧工作和家庭。拉傑稱，
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增加帶薪育兒假，
並計劃加強託兒服務， 「需要全社會
一起努力來打造育兒友好型公共場所
文化」 。
（韓聯社、路透社、《海峽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