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出生人口佔世界比例不到7%，但
老年人口佔世界比例超過25%。嚴重少子化

會加重人口老齡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對於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不斷減少，將導
致整個社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增加，工作人口面臨着越來越沉重的稅負。

國家統計局周五（17日）公布2024年人口數據如下：年末全國人口
14.0828億人，比上年末減少139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54萬人，相比上年增加
5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

經濟觀察家

減工時增補貼 提高生育率
按目前

的生育率，
出生人口將

以每代人（三十年）減少一半的速度
萎縮。這個趨勢對所有行業造成嚴重
負面影響，先是奶粉、兒童用品和託
育服務，然後是教育、食品、服裝，
再後是房屋、傢具、家電、電子消費
品、汽車、旅遊、娛樂，最後是醫
療、養老、殯葬等。上述影響不只是
實際需求的萎縮，還有預期需求的下
降，導致國內投資意願低迷。把產能
轉移到國外利用外循環，短期可以維
持投資收益率和企業競爭力，但如果
中國本土市場不斷萎縮，這些外移的
產能很容易被所在國本地化為他國資
產。

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埃伯斯塔特去
年5月8日發表在《外交事務》的文章
提到，人口銳減將使東亞國家的發展
受到極大限制。這些國家將更難實現
經濟增長、積累投資和財富創造，更
難為社會安全網提供資金，也更難動
員軍隊，而且人口減少將使工人更難
提高國家的人均產出。

增加養育家庭收入
為了應對老齡化問題，中國在

2024年9月出台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
年齡的政策。按照這項新政，從2025
年1月1日起，用十五年時間，逐步將
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60周歲延
遲到63周歲，將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
齡從原50周歲、55周歲，分別延遲到
55周歲、58周歲。延遲退休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緩解養老金壓力，但無法從
根本上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萎縮給
經濟、社會、科技各個方面造成的負
面影響。因此，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根
本出路在於提高生育率。

中央政府已經認識到長期低生育
率的負面影響，並在着力解決這個問
題。2024年10月，國務院印發的《關
於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
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這
份文件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等
方面綜合考慮，形成一系列綜合性的
生育支持政策，提出了降低生育成
本、提高生育率的一攬子切實可行的
措施。

低生育率的癥結是激勵機制錯
位；為養育付出代價的是家庭和個
人，但受益的卻是全社會。在工業化
之前，小孩長大後可直接給父母帶來
經濟收益。到工業化之後，特別是在
社會化養老制度下，年輕人在經濟上
回報老年人主要是在社會範圍，而非
家庭內部實現。

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來的全
社會，因此鼓勵生育就應該在全社會
層面進行，而且需從長計議。可以肯
定的是，人對社會的經濟價值，整體
上是正面的。過去幾百年來，人類數
量越來越多，但人類社會整體上卻越
來越富裕，意味着人對社會的貢獻，
在平均意義上大於其帶來的負擔。

多次生育意願調查結果顯示，生
育、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重，是影
響生育意願的最重要原因。例如，
2024年8月初，《四川省情》雜誌刊發
了綿陽市統計局撰寫的《綿陽適齡人
口生育意願調查報告》提到，當調查

問及影響生育意願的原因時，受訪者
表示 「生育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
重」 的比例最為突出，為86.4%；其
次是「生育津貼、假期、就業保障落
實不到位」，為40.4%；表示「無人幫
助帶孩子」的排第三位，為37.1%。

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關鍵，是讓
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並確保養育
家庭獲得的收入是穩定和可預期的。
近幾年，許多地方政府陸續推出生育
補貼政策，但力度太小而且有的措施
難以奏效。地方政府鼓勵生育也沒有
動機更缺乏財力，因為小孩長大需要
二十年，而且屆時可能去赴外地做貢
獻。

設立人口發展基金
鑒於上述原因，筆者建議在國家

層面成立高級別機構、專門協調各方
面的生育支持工作。人口是一個國家
最基礎性的要素，也是所有公共部門
和公共政策賴以存在的前提。有效提
升生育率要求整個社會在思想觀念、
法律制度、機構組織、激勵機制和硬
件設施等各個方面進行結構性改變，
需要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

在筆者看來，提升生育率的關鍵
是設立國家層面的 「人口發展基
金」 ，系統性和常態性地向全國養育
家庭發放養育金。我們使用 「養育
金」 ，而非 「生育補貼」 來表示發放
金額，以強調該項收入對養育家庭的
意義是基礎性，而非輔助性的。

需要強調的是，由人口基金向養
育家庭發放養育金的目標，不是短期
的經濟激勵，而是人口和經濟的長期
可持續發展，整個人口基金應該以國
家的長遠經濟增長為目標進行單獨核
算，而不應該與其他財政和貨幣政策
項目爭奪資金。

國家級的人口基金應該由國家統
一管理並直接向養育家庭發放，而有
條件的地方也可以設立地方性基金做
額外的補充和加碼。發放金額可以從
零開始逐步提升，直到生育率恢復到
更替水平，遠期目標應該是把逐步預
期人口從2023年的2.55億逐步提升並
穩定在10至15億的水平，以確保中華
民族擁有能夠取得並維持在全球的主
導地位的人口基數。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要真正緩
解低生育率問題，支持生育的投入至
少要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3%以上。為此，筆者建議：每個一孩
每月補貼1000元（人民幣，下同），
給每個二孩每月補貼2000元，加上社
保和所得稅減半，給每個三孩及以上
的孩子每月補貼3000元，加上社保和
所得稅全免，同時還需考慮到不同地

區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間的差異。當前
中國經濟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低迷，幾
萬億元發給了家庭也同時提升了消
費，孩子的相關消費可以帶動房地
產，耐用消費品等相關產業。

此外，縮短工作時間，推廣靈活
辦公模式，也有利於提高生育率。根
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數據，中國就
業人員平均工作時間不僅遠高於發達
國家，也顯著高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國
家，僅低於南亞和部分中東國家。鑒
於目前的發展情況，筆者認為有必要
嚴格執行國務院規定的每周40小時工
作制。長遠來說，隨着人工智能的發
展，勞動生產率會進一步提升，人們
根本不需要工作這麼長時間，因此可
以把工作時間進一步縮短，從每周五
天工作制縮短到四天工作制。

與中國同屬東亞國家的韓國，
2023年生育率只有0.72，全球最低。
為了鼓勵生育，韓國保健福祉部2024
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對兩歲以
下嬰幼兒父母的補貼。按照新政策，
家中有1歲以下嬰兒的父母每月可以
獲得100萬韓圜補貼（約合5000元人
民幣）；撫育1至2歲幼兒的父母，每
月可得到50萬韓圜補貼。韓國政府部
門2025年1月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4年新生兒人數為24.2萬，比前一
年增長3.1%，九年來首次正增長。此
外，韓國結婚數據大幅增加，預示
2025年韓國出生人口還有可能繼續增
長。

數據顯示，湖北省天門市2024年
出生人口同比增幅達17%。這個增幅
比全國的6%要高出不少，大致相當於
生育率提升0.1。與其他地區鼓勵政策
相比，天門補貼生育的力度更大。疊
加各類補貼（包括一次性生育獎勵、
育兒補貼、購房獎補等），天門對每
個二孩發放9.63萬元，三孩發放
16.51萬元。

警惕人口萎縮自我強化
上述案例也印證了發錢補貼生育

確實是有效果的。當然，即使天門這
個力度離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
水平還非常遙遠。也就是說要提升生
育率，生育補貼需要不斷加碼，一直
到達到社會機制乃至觀念全面逆轉才
可持續。

總之，要確保中華民族的延續，
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是遲早必須
要做的，而且越早越好。這不僅是因
為何時實現這一目標對未來的影響有
着天壤之別，更是因為人口萎縮具有
自我強化的慣性，越到後面逆轉的難
度越大。

（作者為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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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債務上限再度逼近
違約風險或引發全球風暴

美國債務
上限問題近期
又成為全球金
融市場的關注

焦點。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近日致函國
會，拋出 「重磅炸彈」 ，表示根據目前
財政部預計，美國將在2025年1月14日
至1月23日之間觸及新的債務上限，屆
時財政部將採取 「非常規措施」 以避免
發生債務違約，維護美國的金融信譽。
美國國會在2023年達成的上一次債務
上限暫停協議已於2025年1月1日正式
到期，因此，自1月2日起，美國債務
上限就將恢復協議結束時所有法定未償
還債務的限制效力。1月8日，美國當
選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正在推動提
高債務上限以避免違約。

美債觸及上限是常態性問題
對於即將面臨的違約風險，耶倫

在任期內一定會採取技術性非常規操作
來維持支出，確保美國政府繼續運轉，
但她的任期可能也會隨着拜登總統的任
期走向結束，這對於即將上任的特朗普
來說，無疑是一個燙手山芋。即便非常
規措施可以讓債務違約推遲幾個月，提
高債務上限也是勢在必行，否則，巨額
債務將影響特朗普之前作出的關於邊境
安全和減稅承諾。事實上，美債面臨觸
及上限已經成為常態性問題。自1939
年設定450億美元債務上限以來，已經
歷經103次調整。根據美國憲法，政府
的財政支出和債務發行必須經過國會
批准，國會設定聯邦政府負債的最大
規模，旨在防止政府債務過度膨脹。
從債務上限調整的頻率可見，美國政
府長期存在收支不平衡問題。據最新
數據統計，美國國債規模總額已突破
36萬億美元，約是美國2023年GDP的
130%，創下歷史新高。回顧歷史，美
國債務上限的設定並未有效控制債務的
擴張，反而成為兩黨博弈的角鬥場。其
最主要的分歧在於提高債務上限的同
時，通過何種方式削減財政赤字。因
此，兩黨對於提高債務上限的附帶條件
各持所見，導致陷入僵局。此次美債觸
及新的債務上限的時間節點比較敏感，
正處於總統權力交接時期。鑒於共和黨
控制國會兩院，特朗普政府會想盡辦法
解決債務危機，但兩黨政治博弈不可避
免，必定會不停試探對方底線，為黨派

利益甚至不惜賭上國家信用，很可能會
重現2011年奧巴馬時期，兩黨最後一
刻才達成一致的焦灼情形，出現政府停
擺、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股市大跌，引
發全球金融市場恐慌。

美國政府應負責任地看待和解決
債務問題，而不是繼續滾雪球。雖然從
理論上講，債務雪球並無上限，只要美
聯儲和全球投資者能夠持續購買美債，
聯邦政府就可以通過發行新債來還清舊
債和維持政府運行。但是，越滾越大的
債務雪球也意味着風險的累積。一方
面，債務的增加會導致利息支出上升，
從而擠壓政府支出，影響美國的財政可
持續性。另一方面，過度負債和違約風
險也可能導致國際投資者對美債的需求
下降，從而影響融資成本和經濟穩定
性。而美國經濟又與美債違約密不可
分，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債務雪球無法
繼續滾動，違約危機將成為可預見的
「灰犀牛」 事件，全球面臨災難性的金
融風暴。

全球信貸市場受牽連
耶倫稱美國歷史上並非沒有違

約，但事實上，曾出現四次違約：
1862年內戰即期票據違約、1933年黃
金債券違約、1968年銀元兌換違約和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黃金兌換違
約。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的信
用危機直接關係到全球金融市場的血液
─美元的信譽。一旦信用崩塌，美
元將面臨貶值壓力。同時，美債是全球
信貸市場的基石，任何關於美債違約的
消息都可能導致全球信貸市場的緊張。
債務上限危機通常會導致美債市場的波
動，尤其是短期國債的收益率上升，因
為投資者擔心違約風險。如果違約風險
持續，影響主權信用評級，美債將面臨
大規模拋售。同時，美股等風險資產也
會遭遇大規模拋售，造成市場恐慌，導
致全球資本市場出現 「踩踏效應」 。由
於金融風險具有很強的外溢性，屆時，
不僅是美國境內，國際金融市場都將受
到劇烈衝擊，波及各國，使世界陷入經
濟危機。因此，美國債務違約風險並非
美國境內的經濟危機，短期的解決也不
過是埋下一顆影響全球的「定時炸彈」。

（作者為國際金融論壇（IFF）學
術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學院
教授）

（www.iff.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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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力逐步積聚 或助樓市回暖

踏入新一
年，樓市出現
一個與往年有

別的現象。通常而言，隨着農曆新年將
至，發展商普遍選擇放慢推盤步伐，在
年後才伺機出擊。但今年一眾發展商並
未明顯 「放慢手腳」 ，多個新盤群推力
爭市場，無論上車盤及豪宅均各適其
適，實行 「百貨應百客」 。

值得注意的是，礙於目前一手供
應及庫存量仍然高企，發展商面對去存
貨壓力，故不少沿用 「求量價」 推盤。
觀乎近情，新盤市場無論收票量及銷情
均頗為理想。可以預期的是，隨着農曆
新年後節日因素淡化，料一二手交投將
會回升，樓市小陽春有望重臨。

事實上，即使近期樓市整體交投
維持整固局面，而且市場淡風不斷，其
實利好因素正持續出現，為穩定樓市
「造勢」 。例如在息口高企及新盤庫存
高企等因素影響下，發展商正放緩建屋
步伐以去庫存。

中細價樓交投活躍 打穩升浪基礎
據屋宇署數據顯示，去年11月錄

「零動工」 ，為去年內第二次，總計去
年首11個月動工量累計共5030伙，較
去年同期約9031伙減少約44%，創
2014年同期新低，施工進度放緩，對
減少樓市供應及穩定樓價有一定作用。

供應層面以外，中細價樓交投亦
保持活躍，有助為未來樓市再展升浪打

好基礎。以作為 「樓市入門」 之一的公
屋及居屋交投為例，據美聯物業研究中
心綜合房屋委員會最新數據，2024年
居屋及公屋第二市場（未補價）的成交
宗數合共錄4296宗，較2023年大增約
31%，打破2021年3690宗的高位之
餘，亦創自2013年推出 「白居二」 計
劃後的新高。

個人相信，日前房委會通過三項
優化資助出售單位的安排，例如當中由
今年首季推出的 「白居二2024」 起，
為青年增設1500個配額，連同4500個
一般配額，合共6000個。此消息連同
「全撤辣」 、 「減息」 等利好效應持續
發酵，估計今年相關成交量有望再創高
位。

不得不提的是，美聯 「租金走勢
圖」 去年12月份以實用面積計算的私
人住宅平均呎租報約37.67元，雖然連
跌三個月，惟去年全年計仍升近
5.2%。租金高企，有助刺激投資者買
樓收租，以及租客 「租轉買」 的步伐。
現時多個屋苑 「供平過租」 已經重臨，
預料有助吸引「租轉買」，以及長線投資
者入市，進一步為樓市帶來正面作用。

總括而言，目前多項利好因素正
「多管齊下」 撐樓市，而樓市購買力正
在積聚，只要美國聯儲局減息步伐持
續，配合利好因素持續發酵，屆時近期
積壓的上車及換樓購買力，均可望慢慢
爆發，助樓市邁向小陽春。
（作者為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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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出生人口954萬人，
比較2023年增加5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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