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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 

管“生”也管“育”，放开三孩作用有多大？ 
事件：5 月 31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

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放开三孩。 

核心观点：二孩政策后人口变动已经证明，单纯的松绑生育限制并不能提升生育意愿和生

育能力。会议提出 “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和 “要将婚嫁、生育、

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意味着本次放开三孩，并非简单“一放了之”,而是实质转变了

我国生育政策理念，即：由“松绑生育”转向“促进生育”、管“生”也管“育”，后续

可关注“结得起、生得起、养得起”等配套政策的落地情况。当然，关键看执行。 

1、如何理解本次政治局会议？核心是通过促进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本次会议分为

“一老一小”两大部分：1）老年人口方面，要求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稳

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完善养老保障，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发展

老龄产业等；2）出生人口方面：以“放开三孩”为抓手，提高了人口在顶层设计中的地

位，并部署了配套政策，从“松绑生育”到“促进生育”、管“生”也管“育”。会议明

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方面，提出“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

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意味着中央将加强顶层设计，今后推出的各类重大政策都要考虑

对人口的影响;另一方面，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意味着一系

列配套支持政策有望陆续出台。 

2、如何理解放开三孩的政策背景？一方面，我国老龄化趋势继续加速、加深。全国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加速提升至 18.7%，其中 65岁及以

上人口比重较 2010 年明显提升 4.6个百分点，老龄化趋势明显加速（具体请参考《第七

次人口普查的七大信号》）。另一方面，少子化趋势亟待扭转。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

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经明显低于 2.1左右的世代更替水平，少

子化已成为老龄化之外我国人口面临的更长期更严峻挑战。相对于老龄化问题更多是已有

人口结构所决定，难以改变，少子化至少还可以通过当期政策调整进行影响，进而改善我

国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3、放开三孩配套政策的三大重点发力方向—“结得起、生得起、养得起”。当前我国生

育率持续偏低，最本质的还是经济问题，即：在工作压力、房价高企、子女养育教育的时

间和经济成本不断提升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面临结不起婚、生不起更养不起娃

的困境。面对这种现实，在“促进生育”政策理念下，本次会议明确了“要将婚嫁、生育、

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明晰了配套政策的三大重点发力方向： 

>“结得起”：生育的一般前提是结婚，我国结婚登记人数由 2013年高点的 1327万对持

续下滑至 2020年的 813 万对，同期离婚人数持续攀升，造成净结婚数量持续走低，直接

造成一孩出生人数持续下降。为此，在婚嫁方面，本次会议提出“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

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背后的实质是降低

结婚成本，解决“结不起”问题。 

>“生得起”：我国实际生育率明显低于生育意愿，想生但生不起的矛盾突出。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 1200 万人，当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明显低于 1.8

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子女数和 2.1左右的世代更替水平。为此，在生育方面，本次会议提

出一方面要完善生育休假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进而降低生育对女性工作机会的

影响；另一方面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直接加强对生育家庭

的经济支持，两方面共同发力降低生育成本，解决“生不起”问题。 

>“养得起”：养育好孩子、教育好孩子是每个父母的天性，然而教育贵、教育难、住房

贵问题凸显。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新东方、好未来的学生人数年均增速均在 30%以上，

这背后是我国居民教育支出的大幅提升。为此，在养育和教育方面，本次会议提出一方面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婴幼儿抚育成本；另一方面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

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降低子女教育成本，两方面共同发力解决“养不起”问题。此外，

430政治局会议首提“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可紧盯细化政策部署，比如调整

学区房政策、提高薄弱学校的中小学师资水平、甚至老师轮换教学等。 

4、综合看，本次放开三孩，实质反映了政策理念从“松绑生育”到“促进生育”、管“生”

也管“育”的正式转变，而“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和 “要将婚嫁、

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也预示国家后续会逐步解决房价、医疗、教育、养老等制

约因素。当然，最终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执行，关键在于提高各方积极性。 

风险提示：政策变化超预期，疫情演化超预期，人口变动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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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二孩政策放开后出生率短暂回升，随后再度回落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2：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速、加深  图表 3：我国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4：净结婚数量与一孩出生人数同步下降  图表 5：近年来教培机构发展迅速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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