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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事关亿万家庭的幸福

安康，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适应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现就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两孩

政策），进一步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作出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

理的重大意义 

（一）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改善和医疗卫生

保障水平的提高，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5.4 亿人迅速

增加到 1970 年的 8.3 亿人，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为

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

1980 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 年，

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40 多年来，我国实施人口与发展综

合决策，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统筹解决

人口问题的道路。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资源、环

境压力有效缓解，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极大改善，人口素质明显提



 - 2 - 

高，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

实行计划生育也为世界人口发展和减贫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

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在此过程中，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

和国家号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广大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者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符

合我国国情，是正确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

强国富民安天下的伟大事业。 

（二）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问题始终

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的趋

势性变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进

入 21 世纪特别是“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

和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

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群众生育

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家庭

规模趋向小型化，养老抚幼功能弱化；人口红利减弱，以人力资

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优势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变化对人口安全

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到本世纪

中叶，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在 13 亿以上，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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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

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

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

充分认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立足国情，

遵循规律，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资源环境

的关系，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最大

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三）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新

形势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重

大决策。单独两孩政策稳妥扎实有序实施，为进一步调整完善生

育政策积累了经验，当前启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条件具备、时机

成熟。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

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

分认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重要性，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用法治的思维、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作风，



 - 4 - 

不断探索新形势下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

使计划生育成为惠及亿万家庭的甜蜜事业。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增进家庭和谐

幸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主线，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统筹推进生育政策、服务管理制度、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和治理机

制综合改革，努力实现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结构优化、分布合

理的人口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

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

力。 

（五）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尊重家庭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权

利与义务对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

生育。 



 - 5 - 

——创新发展。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由控制人口数量为

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转变，由管理为主向更

加注重服务家庭转变，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社会和公民

多元共治转变。 

——法治引领。充分发挥立法对完善生育政策和服务管理改

革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法治水平。 

——统筹推进。注重改革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与服务管理改革同步推进、配套政策措施

同步制定。 

（六）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较

为完善，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社会广泛参与、群众诚信自律的多

元共治格局基本形成，计划生育治理能力全面提高；覆盖城乡、

布局合理、功能完备、便捷高效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更

加完善，基本实现人人享有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人口总量控制在

规划目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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