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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
发后，保持着较高人口出生率的贵州，
不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
生育友好型社会。

修改后的《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明确，省政府采取财政、保险、教
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
育、养育、教育负担。女方增加产假 60
天，男方享受护理假 15 天，3 周岁以下
婴幼儿的父母双方每年享受育儿假各
10 天 。 在 享 受 规 定 假 期 间 的 工 资 照
发，福利待遇不变，不影响考勤、考核和
晋级、晋职、提薪。

在增强妇幼健康保障能力方面，
贵 州 增 加 妇 幼 健 康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供
给 ，加 大 妇 幼 健 康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力
度，推进危重孕产妇、新生儿、儿童救
治能力建设，开展妇幼保健特色专科
和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标 准 化 妇 幼 健
康 门 诊 建 设 。 启 动 高 危 人 群 出 生 缺
陷补助项目，包含高危孕妇无创胎儿

游 离 DNA 产 前 筛 查 补 助 、高 危 孕 妇
地 中 海 贫 血 基 因 检 测 及 产 前 诊 断 补
助，数以万计的家庭受益。

同时，贵州还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
的托育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将婴幼儿照
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工
作报告、市县高质量发展考核，强化政
府主导，协同推进。出台了房租减免、
税费减免、社会保险支持、金融支持等
优惠政策，指导推动各地出台支持婴幼
儿照护发展的一揽子政策，着力降低托
育机构运营成本。截至 2024 年 3 月，贵
州省共有托育机构 2422 家，每千人口
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3.79 个。

贵州各地计生协主动适应人口发
展新形势，紧紧围绕支持生育、服务生
育和保障生育，积极创新宣传理念、宣
传方式和宣传载体，通过形式多样的
宣传服务活动，提倡尊重生育的社会
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有力营
造了倡树婚育新风、促进生育友好的
社会氛围。

5 月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榕江县的贵州“村超”足球场，巴
西足坛名宿卡卡的进球，将现场近 3 万
名球迷和游客的热情彻底引燃，欢呼声
山呼海啸。

而 在球场外，“夜经济”火爆程度
不亚于场内。受益于“村超”的巨大流
量，当地的旅游、餐饮等行业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留在家乡就业
创业。

从“村超”爆火，乡亲回乡，可以管
窥贵州“人财两旺”的一面。作为劳务
输出大省，贵州跨省务工农村劳动力
常年动态保持在 600 万人左右。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前提下，贵州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经济总量迈上了 2
万亿元新台阶。

如今，越来越多在外的贵州人选择
回到家乡就业。数据显示，近年来，贵
州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 60万人。

李国和表示，受益于国家对贵州发
展的大力支持，以及贵州的“强省会”战
略，近年来贵州的经济发展快速，经济

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
改善，加上人口迁移流动政策相对宽
松，吸引了大量省外、境外人员来贵州
投资、旅游、求学、创业、定居等，这也是
贵州常住人口近年来快速增长的重要
原因。“2023 年，贵州全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 4.9%，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工作。”王树表示。

在吸引人口方面，省会城市贵阳也
发挥了龙头作用。截至 2023 年末，贵
阳市常住人口 640.29 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 18.25 万人，在省会城市中增量仅
次于安徽省合肥市的 21.9 万人，位居
全国第二。同时，贵阳人口增量连续 3
年超过 10 万人，从人口增量和增速上，
都表现出极大活力。

除经济加快发展、产业加速集聚、
发展机会增多外，优渥的引才政策，也
是人口汇聚贵阳的重要原因。以“人才
兴市”的贵阳，出台涵盖青年重点关注
的落户、就业、创业、住房、教育、医疗等
27 项具体措施，推出“最宽松、最方便、
最快捷”的“三最”落户政策；实施青年

常住人口连续正增长，贵州凭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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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牛煜辉

“从 2010 年到 2020 年，贵州常住人
口连续保持正增长，2023年贵州人口总
数又创新高，这在全国来说是不多见
的。”贵州财经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
李国和长期从事人口社会学、社会工作
领域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他看来，在全
国大部分省份常住人口减少的趋势下，
贵州省仍能保持常住人口正增长，与长
期以来贵州人口出生率相对较高，人口
的自然增长态势较强密不可分。

“2023 年 贵 州 人 口 出 生 率 达
10.65‰，位居全国第二，这是贵州常住
人口保持较高增长的基础。”李国和说。

分析数据发现，贵州可谓“生机勃
勃”。2023 年，贵州省出生人口 41.1 万
人，其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2.74%，出
生人口却占到全国出生人口的4.56%。

“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
增长。”李国和指出，2023 年贵州死亡
率 7.77‰，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出
生 率 高 、死 亡 率 低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就 高 。 2023 年 ，贵 州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11.1 万 人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为
2.88‰ 。“ 这 个 数 据 可 以 排 到 全 国 第
三。”李国和说。

从全国范围来看，贵州人口出生
率、自然增长率呈较高水平。李国和分
析，这与贵州特定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
济条件，以及近年来人口流动加剧和生
育政策调整完善等因素有关。

与全国相比，贵州人口年龄结构仍
相对年轻。2023 年末，贵州 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为 660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为 17.08%，与全国的 21.1%相比，低了
4.02 个百分点。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
结构，意味着相对较多的育龄人口。

贵 州 财 经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副 教 授
王树表示，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生育观
念 同 样 促 进 了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的 提
升。一项调查显示，贵州常住居民的
生 育 意 愿 较 高 ，总 和 生 育 率 可 达 1.7
左右，大量被调查对象有积极的二孩
及三孩生育意愿。

“ 在 贵 州 部 分 农 村 地 区 ，多 生 子
女 以 延 续 家 族 血 脉 等 传 统 家 庭 观 念
与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家庭生育意愿
较为强烈。”李国和表示，传统的家庭
观念、生育观念对贵州人口出生率和
自然增长率的作用虽说不是主要的，
但也不可忽视。

目前，31个省份 2023年的人口数据均已公布。贵州省 2023年末常住人口为 3865万人，较 2022年末增加 9万人，

常住人口增量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七。其省会城市贵阳常住人口更是连续44年保持正增长。

31个省份中，有 29个省份发布了出生人口相关数据。其中，贵州 2023年人口出生率为 10.65‰，在 29个省份中位

居第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88‰，位居第三。在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常住人口能够连续正增长，“地无三里平”的贵州

凭的是啥？

■■聚焦人口增长的地方

住房“免费住、廉价租、低价买”的“三
部曲”；持续加大普惠托育、便民服务、
医疗卫生等服务供给，打造“15 分钟生
活圈”。

2023 年，贵阳人口人才加速集聚，

留在贵阳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创新高，达
12 万人。其中，省外高校毕业生来筑
人数较 2022 年翻一番。近 3 年青年人
才占新增人口数的比例超 60%，成为名
副其实的“青春之城”。

人口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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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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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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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 我 国 人 口 发 展 呈 现 少 子
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
势性特征，贵州省人口发展趋势与全
国一致。为实现贵州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贵州省委、省政府已于 2021 年 12
月出台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了相
应目标与措施。

“实施方案有了，关键是要细化
与落地落实。”李国和表示，要从长
计议、顶层规划，加强各级相关政府
部门统筹协调，提高生育支持政策的
协同性和关联性，为减轻家庭生育、
养育和教育负担提供坚强后盾。

王树认为，在现阶段贵州居民拥
有较强生育意愿和较高人口出生率前
提下，可进一步在政策实施等方面发
力，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完善生
育支持政策，建立全方位、多层次、
能落实的制度保障，完善抚幼育幼配
套政策设施，规范相关产业发展。大
力实施生育补贴政策，降低生育、养

育、教育成本，从战略规划、政策体
系、专项措施、制度保障等方面将生
育支持政策融入各项工作。

李国和建议，建立健全政府、社
会、家庭共同担责的生育支持责任体
系。既要明确政府的责任，也要积极发
挥单位 （企业） 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
的支持作用，还要充分落实家庭的责任。

“既然人口增长 （生育） 是一个
‘相对优势’，那就要把养育和教育当
作重中之重来谋划。”李国和表示，可
以 探 索 试 点 建 立 “ 家 庭 儿 童 发 展 账
户”，在遵循家庭意愿前提下，鼓励家
庭通过定期定额储蓄享受国家与社会
补助配额，实现家庭生育、养育、教
育资产积累，缓解家庭生育的“长效
之痛”与“后顾之忧”。

此外，李国和认为，应积极建设
友好的生育文化环境。发挥媒体、社
区的宣传教育作用，在全省积极倡导
新的生育观，营造政策友好、福利友
好、文化友好的生育友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