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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什么效果

政策实施带来的直接效果是减轻了育儿家庭的经济负
担。

“老三出生时，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提醒申领生育
补贴，每月200元准时到账，我们常开玩笑说孩子出生便‘自
带工资’。”宁夏银川市的三孩妈妈王蕾说。

“我在 2024 年 6 月刚生完第三孩，累计可领取 1.12 万
元。虽然不能覆盖全部育儿成本，但可以负担奶粉、尿不湿
等部分刚性支出，切实减轻了育儿负担。”宁夏固原市原州区
市民马莹算了一笔账。

家住攀枝花市东区东华街道、今年34岁的彭月是两个孩
子的妈妈，“二宝1岁多了，每月都能领取500块钱的育儿补
贴金，可以用来买奶粉和尿不湿。”在彭月身边，不少朋友都
生了二孩、三孩。“除了育儿补贴金，还有托育补贴券呢。3岁
以下小孩入托，每人每月能有200元，全年不超过2000元，也
能减轻不少负担。”彭月说。

政策实施两年间，宁夏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2亿元，惠及
3.3 万个家庭。2023 年全区人口出生 7.3 万人，出生率达
10.02‰；2024年出生人口回升至8万人，同比增幅约10%，其
中二孩及以上占比稳中有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育儿补贴及其配套措施的确起到
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效果。但是生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是
一个需要综合考量的命题，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都要考虑
进去。”孙中锋说。

政策如何进一步优化

关于政策优化，宁夏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和社会学系副
教授雷安琪建议，可考虑提高补贴金额，适度增加三孩补贴，
并探索覆盖一孩家庭的可能性，增强政策激励效应。扩大适
用范围，逐步放宽补贴申请条件，适度纳入长期在一地工作
的非户籍人口，提高政策包容性。

育儿补贴政策要兼顾公平性和地域性。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认为，我国生育率区域差异显著，整体
呈“东低西高”。相比于大城市，同样的育儿补贴支持，更有
利于提升县域和农村的生育水平，但这类地区往往又面临财
政压力。因此，应建立国家生育支持基金，探索建立由财政
支持、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育儿补贴制度，并向重点区域和重
点人群倾斜。在一线城市和财政宽裕、生育率低的地区率先
试点一孩生育补贴。

“育儿补贴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取决于补贴来源、补贴对
象、补贴金额、补贴方式、补贴类型等。政策制定时，要考虑
地方财政压力和群众实际需求，才能提升育儿补贴政策的可
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范文婷说。

在完善配套政策上，雷安琪建议，应完善托育支持，加快
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提高生育意愿。
建立长期保障机制，推动“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联合出资，确
保补贴政策的稳定性，并探索税收减免、住房支持、职场友好
等综合措施，形成长效生育激励体系。

孙中锋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支持积极生育的政策措施
落地，“人口问题是长期性、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问题，
社会各界要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要加大对托育机构
的支持力度，增加专业普惠的托位供给；同时健全相关的
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对育儿父母的社保进行补贴、对招聘
育龄女性的企业进行补贴、提高未成年人的医疗报销比例
等。最后，也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帮助广大民众理
解和支持国家及地方的生育、人口结构优化等相关政策。
总之，提高生育意愿，要以需求导向制定政策，减轻大家的
后顾之忧。”

转自《人民日报》2025年3月17日第12版

已有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相关政策

育儿补贴谁能领、领多少

除发放现金外，还有培训补贴、
购房补贴、托育补贴等

育儿补贴是政府部门为缓解家庭育儿经济压力、优
化生育环境实施的经济支持政策。“也就是官方直接发放
的育儿补助金。”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孙中锋介绍。

目前，育儿补贴发放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一次性
发放现金，如安徽省合肥市对符合认定资格的夫妇，生
育第二个子女，给予2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生育第三个
子女，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补贴；二是定期发放补贴，如
山东省济南市对符合相关生育政策规定的济南市户籍
家庭中新出生的二孩或三孩，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
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四川省攀枝花市在2021年7月就出台了育儿补贴政
策。相关政策明确，对夫妻双方户籍均在攀枝花且参加当地
社会保险，按政策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并落户攀枝花的家
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周岁。截至
目前，全市财政已累计兑现育儿补贴2897.95万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处负责人
吴林介绍，宁夏户籍夫妻，自 2023 年 1 月 1 日零时以后
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并落户宁夏的，可分别获得
2000 元、4000 元的一次性补贴，同时每孩每月发放 200
元育儿补贴金，持续至孩子 3 周岁。一次性补贴所需
资金由自治区承担 60%，县（市、区）承担 40%；按月发
放的育儿补贴金由县（市、区）全额负担。

从记者的采访看，育儿补贴范围大多涵盖二孩和三
孩家庭，一孩家庭并没有纳入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目前各地实施的育儿补贴政策
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托育补贴、税收减免、购房补贴
等。”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人口学会婚
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范文婷介绍，生育津贴是针对孕
产妇的经济补贴，育儿补贴则由政府出资，根据家庭生育
的孩次发放现金补贴，“部分城市已经开始试行购房补贴
政策，多子女的家庭根据生育数量，可在购买新建商品住
房时一次性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补贴。”

除了直接发放现金，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在陆续出
台，持续减轻家庭育儿的经济成本。

安徽省去年1月下发通知，提出对因生育中断就业
的女性，在其生育2年内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按规定给
予每人500 元—2400 元培训补贴，符合条件的，培训期
间给予每人每天50元生活补助。合肥市在去年5月发
布通知，二孩及以上的本市户籍家庭新购买新建商品
住房时，给予总房价1.5%的购房补贴。在攀枝花，共有
77 家机构自愿参与普惠托育补贴券活动，已累计发放
托育补贴券5099张。

宁夏增加60天产假，规定男方享受25天护理假，参
加婚检者婚假由10天调整为13天，0—3岁婴幼儿父母每
年还可享受10天育儿假等。不断加大对普惠托育服务的
投入力度，截至2024年底，全区共有托育机构513家、托位
数2.97万个。

人民日报记者 姜泓冰 游仪 罗阳奇 焦思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
发放育儿补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雷海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
起草育儿补贴的操作方案。一时间，育儿补贴相关话题
引起热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去年10月的数据显示，已有23个省
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在各地的实践中，
育儿补贴包括哪些种类？如何领取？实施以来起到了什
么作用？如何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记者进行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