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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部分“奶粉钱”

“育儿补贴制度的背后需要
一套完善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
系，生育友好型社会呼唤政策合
力。”李月说。

李月介绍，目前各国鼓励生
育的措施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
支持，包括各类津贴以及税收减
免政策；二是服务支持，包括发展
托育服务、居家帮助、课后照顾
等；三是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
儿假、陪产假等假期制度。

对于育儿补贴制度的进一步
落实，王天宇建议不要“大水漫
灌”：“国务院前不久印发了《关于
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从维
护社会公平和节约财政资金的角
度，育儿补贴不妨也关注那些收

入在个税起征点以下的家庭和个
人。”

住房倾斜政策也是经济支持
的有力举措。据悉，北京、江苏、
安徽等多地已陆续提出，在配租
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
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
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
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
示，超过1/3的家庭存在托育服
务需求，但我国婴幼儿在各类托
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

“普惠性托育机构是重要的
生育支持力量，目前却发展缓
慢。”李月说。

根据现行政策，每新增一个
托位，普惠性托育机构可享受1

万元补贴。而一旦成为普惠性托
育机构，就要按照当地政府指导
价招生。

李月表示，在运营成本高昂
的情况下，托育机构收支不平
衡，缺乏申请动力。未来的一个
发力方向是，根据招生数量每月
提供运营补贴，并适当减免房
租、税费，真正把托育服务价格
降下来。

在各地对计生条例的修订
中，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是一大
亮点。李月认为，在调整假期制
度的同时，也要明确成本如何分
担，要探索国家、企业、家庭成本
共担机制，减轻就业歧视，解除育
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工人日报）

教育部：
“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
是误读

昨日，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教
育系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有关情况。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答问
环节中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后的不同阶段，
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
调发展”做了详细解释。

陈子季表示，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
公布以后，有媒体和专家把“普职协调发
展”解读为“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这其
实是一个误读。关于“普职分流”，教育部
已在今年2月的“教育新春”系列发布会上
作出了明确回复。此次的新法规定，在义
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它体现了
各级各类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理念，也是
为我国高质量的教育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法
律依据。

陈子季表示，此次新法规定有四个关
键词需要把握，第一个关键词是“义务教育
后”。义务教育后的意思是，初中教育以后
要实行普职分类教育。第二个关键词是

“不同阶段”。这是指高中教育阶段和高等
教育阶段，都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第
三个关键词是“因地制宜”。就是说不要搞

“一刀切”，要允许各地普职比例在一定范
围内存在差异，各地可以根据区域社会发
展的程度、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职
教体系建设的情况合理规划职业学校和普
通学校的招生规模。第四个关键词就是

“协调发展”。就是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同等重要，这两个类型的教育没有高低之
分，优劣之别，它只有办学模式的融合、育
人方式的异同，有相同、有不同。高质量的
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轮驱
动、双翼共进，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
观点，来促进教育结构规模和质量的有机
统一。

陈子季强调，义务教育后实行“普职协
调发展”，绝对不是取消中等职业教育，而
是要转变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思路，实现
中等职业教育办学的基础性转向，重点是
要放在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自身质量，拓宽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具体
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第一，提升办学条件。要加快经费的
投入力度，实施中等职业学校达标工程。
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性、引领作用
的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优质专业，只有自
强才能自立。

第二，畅通升学通道。高质量发展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扩大
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在职教高考中的招
生计划，满足中职学生接受高层次教育的
需求。

第三，优化办学定位。要突出中等职
业教育的教育功能，要注重为高等职业教
育输送合格的生源，为学生提供升学、就
业、职业发展多种多样的路径。

陈子季表示，要通过加大政策供给，畅
通发展通道，提高自身质量，提供多样化的
选择，吸引更多的学生理性选择职业教育，
形成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齐头
并进的良好局面，努力为每一个人创造人
生出彩的机会。

（据新华社）

多地为三孩政策提供配套支持

育儿补贴能提高生育意愿吗？
“每个月补贴1000元，你

愿意生育二孩/三孩吗？”为进
一步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浙江
省卫健委在部分育龄人群中
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
本调查》，问卷中一个有关育
儿补贴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去年8月，四川省攀枝花
市宣布为生育二、三孩的当地
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
元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记
者梳理发现，自去年下半年至
今，湖南、吉林、安徽等多个省
份已出台文件，明确提出建立
育儿补贴制度。

育儿补贴怎么发？对鼓
励生育效果几何？生育适龄
人群还需要哪些支持？

“每月500元虽然不多，但是
可以解决部分‘奶粉钱’。”四川省
攀枝花市副市长许军峰说。

我国多个省份出台育儿补
贴制度，为“三孩政策”提供配套
支持。去年11月，《广东省公共
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
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
助。今年1月，北京市印发《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逐步
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浙江省规定，县(市、区)人

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3
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
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黑龙江
省明确，市级和县级人民政府对
依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子女的
家庭应当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并
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
斜。吉林省提倡建立县级育儿
补贴制度，并由省级财政根据
各地制度实施情况给予适当补
助。

相较于省一级的原则性规
定，有的市县已对实施细节有所

规划。对于二、三孩家庭，攀枝花
市将补贴额度定为每月每孩500
元。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则以年
为单位发放补贴，二孩家庭每年
发放5000元，三孩家庭每年发放
1万元，直至孩子3岁。

刚刚生完二孩的北京宝妈乔
琳，盼望政策早日落地，“老二刚
满月，奶粉、辅食、尿不湿都要花
钱。”她说，从延长产假到发放育
儿补贴，从中可以看到国家为减
轻养育负担做出的努力，期待后
续出台更多配套措施。

育儿补贴激励效果如何

为多孩家庭“锦上添花”的育
儿补贴，能多大程度上提升生育
意愿？记者随机采访了数个育龄
家庭，有的表示“补贴虽好，但不
会因此决定生孩子”。一位白领
坦言，育儿不仅仅是笔经济账。

“育儿补贴政策的初衷是通
过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来提高生
育率，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会
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中国
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
系副教授王天宇分析，个体家庭
的生育决策非常复杂，生育成本
只是影响因素之一。调查显示，

从零孩到一孩的决策几乎无关生
育成本，是否要二孩也主要由生
育偏好决定。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李月表示，育儿补贴政策
提高的可能是短期生育率，而不
是终身生育水平。“那些本就打算
生两个孩子的一孩家庭，或许会
受政策鼓励将生育行为提前，但
不会因此决定生三孩。育儿补贴
无疑增进了家庭福利，但该项政
策的单独发力，对于提振生育率
的作用有限。”

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也要纳

入考虑。王天宇算了一笔账，全
国 2021 年出生人口为 1062 万
人，其中二孩数量大约为460万
人。如果只补贴二孩家庭，按去
年的出生规模来计算，假设按每
孩每月500元的补贴力度发放到
3岁，则每年的投入高达800亿
元。

在王天宇看来，政策最大的
意义，不是在短期内刺激生育，而
在于构建一种生育成本社会化和
关爱多子女家庭的文化。而文化
对生育决策的作用，也要经过一
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减轻生育负担需多点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