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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少子化”这个词已经被人们

接受，它的起源地是日本，这足以说明日本“少子化”

问题非常的严重，因为日本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

步入了“少子化”时代，并且“少子化”在日本经历了

四十年的历程，虽然当时的日本为了应对“少子化”推

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目前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

以为了有效的避免我国出现“少子化”现象，为了使我

国人口科学的发展，本文将对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解决以

及对我国发展带来的启发进行探究，希望能够借助它的

一些经验和教训给到我国国参考和借鉴。1

一、日本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对策

日本面临着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针对人口问

题还有超低生育率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且借助立

法和政府扶持等方式希望能提升国家的生育水平。

（一）加强落实育儿相关立法工作

日本在一九九二年颁发了《育儿休假法》制定，希

望可以借助这个方案来实现职业女性和家庭责任的整合。

该法律法规中明确提出了女性在孕育期间可以居家休息

一整年的时间，并且该休假时间也可以有家人代替享受，

比如孕育女性的父母，配偶都可以代替享受这一待遇。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日本很多企业对《育儿休

假法》的实施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将近一半的女性可以

享受这一休假待遇。此外，在《育儿休假法》实施之后

当时的日本政府还制定了《雇佣保险法》等法律法规，

并且法律中要求从一九九五年四月份之后凡是从事劳动

的女性在孕育时可以获得约三十万的补助金，同时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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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休假的时间公司也需要按照报酬的百分之六十进行

工资的发放。不仅如此，在医疗方面当时的日本政府也

给予了较大的财政支持，比如减免医疗的费用和医疗保

险的金额，对返岗的孕妇给予岗位津贴。就像在二零零

一年日本孕妇的返岗津贴上涨了大约百分之四十，这有

效的环节了当时日本女性的生育压力和抚养压力，自此

之后日本也开始弹性化生育政策和抚养政策。在 2003 年

日本国会还出台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在文件中

指出了育儿休业法还有育儿支持方针等计划，都希望能

够让生育孩子的人真正的感到自豪。并且指出了企业应

该有责任和义务配合国家落实相关的育儿政策，企业必

须要保证女性的产假，要注意缩减劳动时间，同时可以

享受和其他人一样的受雇权利。另外就是需要进一步完

善保育政策，同时生育后女性的养老经应由政府代缴至

孩子三岁时，应该制定企业内的保育制度还有零岁起育

儿保育等相关的政策，并且在二零零四年的二月日本通

过召开会议还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盐城了女性的

在休假期间的养老金，这些政策的颁布其实都是希望能

够给到民众一个宽松的育儿环境，有效的落实了育儿休

假制度和产妇的护理制度，缩短了孕育女性的劳动时间，

都是要给到家庭育儿的宽松环境。

（二）增加育儿政策扶持力度

在 1989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面临着 1.57 的冲击，

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为了解决剩余压力在 2004 年制定了

《关于今后支援育儿政策的基本方向》的工作要领，这

也是日本为“少子化”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体现和引起

对“少子化”问题重视的体现。此外，政策中重点强调

了雇佣女性工作的内容和各种孕育的保障和措施，同时

还对母子保健以及生活的环境进行了明确，更重要的是

日本政府为了使这一政策的落实还提供了 60 亿的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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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 1999 年的 2 月，为了应对“少子化”问题在召开

内阁会议的时候还制定了专门应对“少子化”的工作方

针，并且结合该方针提出了“天使计划”，对于之前的内

容进行了补充和延续。希望能够给婴幼儿的成长提供更

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可以通过社会的力量来降低抚养子

女的经济压力和照顾子女的负担，能够让民众不要为了

养育子女的负担而吓到，从而出现不生或者少生的想法。

其次就是政府的影响人群包括了婴幼儿还有对婴幼儿父

母的支持。在之后的 2004 年年底日本为了解决“少子

化”问题又相继制定了儿童成长支援计划和育儿辅导计

划，在计划当中提出了四个重要的课题。希望人们能够

真正的感受到育儿的快乐，提升日本民众生育的主观意

愿。日本少子化对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另外日本

还落实了儿童津贴制度，同时随着剩余概率的降低不断

的扩大补助的力度和扶持的范围，比如最突出的就是日

本在 1971 年会对第三胎进行补助，并且对孩子的教育扶

持延续到初中毕业。但是这一补助方式并没有有效的提

高生育率，所以到 1992 年日本将补助门槛降低，比如第

一胎就可以得到补助，同时儿童享受补助的年龄也发生

了变化。再之后的几年了日本的生育率虽然得到了提升，

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在 2006 年日本在会议

上又制定了《新少子化应对政策》，同时在政策中明确强

调了全社会应对“少子化”问题引起重视，弘扬女性生

育的重要性和孩子的立场，这使得日本生育率得到了有

效的提升。通过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发展过程我们可

以看出当时日本为了应对“少子化”问题做出了极大的

努力。

（三）实施少子化重点战略

“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都是日本发展中需要面临

的重点问题，2007 年的时候日本问了应对“少子化”问

题制定了支援儿童和家庭的方案，并且对当时结婚生子

和工作的之间进行了协调，保障孕产妇可以更好的工作

和休息。并且在 2007 年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应对“少子

化”问题，自此之后当时日本“少子化”问题得到了环

节，并且这也为后期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少子化问题对中国的启发

（一）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启发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大国之一自改革开放时走

的及时劳动密集线路，并且经济发展的方式从最一开始

的全面性朝着集中化发展。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增长首先

需要充足的劳动力。然而我国“少子化”问题的到来对

今后的发展自然也面临着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年龄结构转

变等方面的问题。在 2003 年开始，我国南方地区已经

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在之后的 2005 年我国劳动力短

缺问题朝着西部发展。在这种劳动人口不足的形式中想

要促进经济发展首先要进行冷静的思考。而日本属于发

达国家，并且已经走上了依靠技术和知识发展经济的道

路，属于技术密集型国家，所以日本在劳动力短缺的时

候可以将工厂建立在其它国家，比如利用中国廉价的劳

动力为自己生产高科技产品，提升利润，推动经济的发

展。

（二）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启发

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发展的

脚步。到了二十年以后，老年人的数量将远超于儿童。

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到那个

时候我国会有三分之一的老人，这个庞大的老人数量超

过了美国人口的总数。通过我们对我国发达城市上海调

查发现上海是人口老龄化脚步最快的城市，通过数据调

查我们了解到在 2005 年到 2010 年，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口每年会出现一个成 10 万人左右净的趋势。这将导致年

轻人和老年人比例的严重失衡，那么就会出现人口老龄

化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这也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还有社

会结构冲击和养老危机等等方面的问题。

（三）加强落实各个制度建设

首先需要加强了落实教育方面的政策，通过提高教

育来了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力的效率，使养老面积得到拓

展，因为老年人的基数在不断地扩大和增长，出现了空

巢趋势等，所以一定要加强制度方面的建设，加强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方面的建设工作。其次就是为了确保中长

期经济不断地发展，一定要落实制度建设工作，保障年

轻人和女性以及残疾人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使他们也

可以步入劳动当中。此外，女性就业要保障和男性就业

的机会相同，在分享社会成果方面可以做到公平、合理，

以此来缩短女性的就业和生活压力。因为当前社会上存

在的问题就是女性就业难度较大，不公平待遇较多，所

以导致女性失业概率要高于男性，生育压力也因此增加。

所以为了解决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为了使女性育儿和工

作两不误，政府需要发挥好自身的引导作用，比如拓展

女性的就业渠道，既要保障女性的育儿和休假，同时也

要保障女性的待遇平等，在育儿经费上也要给予扶持，

比如建立专门的失业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制定出减少育

儿支出和医疗费用的相关制度，为孕产妇检查和手术减

免医疗费用，延长女性的育儿假期和缩短女性的工作时

间，通过这些政策的落实，保证经济的发展，满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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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实际需求，使我国“少子化”问题和

人口老龄化问题得到解决。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存在着少子高龄化的问题，这

些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应

该积极借鉴日本政府的相关措施，出台相关的政策，来

提升育儿相关的辅助，提高相关的福利政策，解决民众

育儿方面的压力，制定灵活的政策，并且获得企业的管

理和支持，本文针对日本少子化问题解决方案进行了分

析，并且提出了一些对我国的启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

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全龙杰 . 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 [D]. 吉林大学，

2020.

[2] 黄东贺 . 吉林省中部城市汉族的丧葬仪礼变迁研

究 [D]. 延边大学，2020.

[3] 刘强 . 日本人口“少子化”对学校教育影响的研

究 [D]. 吉林大学，2021.

[4] 王彦军，刘强 . 日本人口“少子化”对学校教育

经费影响的研究 [J]. 现代日本经济 .2020，（5）.

[5] 闫 东 . 二 孩 生 育 权 的 保 障 研 究 [D]. 东 南 大 学，

2017.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