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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一个国家的生育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经济、

国民消费以及国民生产力的水平趋势，国民人口作为国

家发展的内驱动力是重要的竞争资源。过去 20 年间，韩

国的生育率呈现出逐年快速降低的趋势，同时晚婚晚育

现象凸显，生育年龄不断拉高，韩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

率的状况，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韩国国民度高且较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自韩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以来，先后不断出台相应的生育鼓励政策和家庭福利政

策，持续加大对解决生育问题的支出。从 2006 年开始，

到 2020 年，韩国政府为了应对低生育社会问题投入了

152 兆韩元的财政支出支出 [1]，但依旧无法缓解当前国家

低生育率迅速降低的状况。因此，探究低生育率背景下

韩国家庭福利政策的变迁尤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韩国低生育率背景

人口增长率是衡量人口变动的标志性指标，包括阶

段内自然增长率和社会增长率，是国家制定中长期发展

规划和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自 1996 开始，韩国人口增

长率持续保持在 1% 以下的水平，在 2000 年左右持续快

速下降，到 2017 年，韩国人口增长率仅为 0.28%。

韩国人口增长长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是韩国

生育率持续走低，自 2000 年以来，韩国总和生育率逐年

快速降低，只有在 2007 年和 2012 年迎来短暂的回暖，但

是总和生育率依旧不断降低，低生育率问题十分突出。

截至 2021 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创造了历史最低的

0.81 的记录，排名全球垫底。良性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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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左右，1.5 的生育率已经是很低的总和生育率，即使是

回暖的 2007 年和 2012 年，总和生育率也仅为 1.25 和 1.3，

总体而言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常年处于 1 以下。从韩

国的育龄女性生育数来看，韩国产妇育龄年龄从 2000 年

左右的 25-29 岁逐渐迁移上升至 30-34 岁。总体呈现明显

的上升趋势。

二、韩国低生育率背景形成原因

（一）早期韩国实行生育控制政策

韩国历史上也出现了实行生育控制的时期，并且依

然对今天韩国低生育情况产生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韩国每年的新生婴儿数量有七八十万人，随

着生育控制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十年间新生儿人数不断

减少，迎来了断崖式下降，在这之后持续影响韩国的生

育率走低。在这一政策影响下诞生的婴儿现如今正进入

婚育年龄，但受到生育控制的影响，婚育年龄中的年轻

人既要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还要面临职场事业挑战，

生育的负担增加，同时结婚登记总量不断减少，未婚独

居化、少子化的现象不断增加，导致新生儿数均持续下

降。

（二）文化价值和生育理念改变

随着韩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多样的社会文化价值

观不断碰撞，对国内适龄婚育男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韩国，女性婚育是一个涉及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的重

要事件，女性的家庭角色价值观也迎来的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生育控制政策下诞生的一代人，兄弟姐妹较少，

大家庭变成了核心家庭，父母相对会关照得更多，新成

长背景下的女性更不愿意进入照顾家庭、照顾小孩的角

色中，而很多男性在家庭育儿之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韩国的男本位思想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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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不断增长，女性在社会活动和职场中逐渐成为

重要力量，女性的价值体现已经不只限于在家庭之中，

而是在多个领域中，这也导致了女性将自身投入到了她

们认为的更重要的环境之中。再者，即使适龄男性、女

性进入婚姻，也需要面临来自社会规范、家庭环境、两

性关系、生活压力等多样化的压力之中，在生育会带来

困扰的情况下，婚姻中的男女也更不愿意生育。最后，

韩国男女要承担同等家庭责任的基础上，男女的理想子

女个数在不断减少。

（三）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影响

韩国社会经济在持续发展，但是国民贫富差距也在

不断增长，经济发展因素成为制约生育的重要因素。首

先，随着韩国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国民希望收入增

长能够更好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生育要舍弃或

者降低自身期望的生活质感，那么适龄人口会选择晚婚

晚育或者不婚不育。其次，生育成本成为适龄人口的负

担，结婚和生育所具备的生活开支是一项长期的投入，

和过去相比，生育成本大幅提高，养育子女的难度不断

上升。再者，孩子出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家长需要投

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质，而这样的强投入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为了子女更好的生长条件，部分已婚人士也

会选择晚育优生。

三、韩国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福利政策变迁

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韩国政府不断通过阶段性

规划出台相应的家庭福利政策，以阶段性生育政策为基

础计划，制定了家庭、生育、老龄化等方面的相关计划

（见表 2）[2]。本文将针对《健康家庭基本计划与低生育

率和高龄社会基本计划》和《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开

展讨论。

3.1 健康家庭基本计划与低生育率和高龄社会基本

计划

3.1.1 第一次《基本计划》（2005）

随着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总和生育率常年低下，

同时多元的社会环境、变化的家庭形态、改变的社会文

化价值观更削弱了韩国传统家庭功能。在这个时期的韩

国社会发生了以下变化：首先，韩国的社会家庭结构产

生了变化，一人家庭以及双职工家庭的家庭结构不断增

加。其次，韩国的婚姻观也产生变化，传统稳固的、整

体的大家庭观被核心家庭观所取代。再者，韩国的离婚

家庭和再婚家庭比例也不断增加。还有，韩国的社会开

始流行以个人为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人们更注重自己

的生活质量，婚姻也成为了一种年轻人的选择，而不是

必须完成的人生命题。

因此面对亟待解决的养育成本、婚龄变化、婚育难

题、价值观变化等多种问题，2005 年，韩国制定了第一

次《基本计划》，针对健康家庭、低生育率以及高龄社会

问题展开政策支持。第一次《基本计划》的目标是希望

能够回复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环境，从社会整体上建

立家庭价值观并鼓励生育，因此该次《基本计划》政策

制定和实施的重点是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和养育社会体系。

第一次《基本计划》为父母提供个性化支持，加强对工

作女性的支持，为育儿公共性提供了经济支持。

3.1.2 第二次《基本计划》（2012）

第一次《基本计划》之后，韩国的生育呈现缓慢上

升，但是整体生育率还是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问题依

旧严峻，同时计划中构建的家庭支持体系依旧没能改变

家庭功能弱化的现实，同时男性大男子主义的社会价值

观亟待改善，男性在家庭中的育儿参与率严重不足。

因此韩国政府扩大了《基本计划》的实施范围，并

根据第一次《基本计划》实施的效果，在 2012 年制定了

第二次《基本计划》。第二次《基本计划》为构建家庭支

持体系、生育友好型社会、两性平等文化做了更大范围

的计划。首先，第二次《基本计划》将家庭支持体系的

中心扩大到所有家庭的特点，并支持定制差异化养育支

持方案。其次，通过促进两性平等和工作家庭平衡来为

父母赋能。再者，通过孕妇关怀、育儿保障来加强人文

关怀和创建友好的社会和环境。

3.1.3 第三次《基本计划》（2016）

然而前两次《基本计划》的实施并没能改善韩国低

生育率危机，韩国的社会生产力人口减少，同时韩国进

入了老龄化社会。面临着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整体趋势，

韩国政府决定从更广泛的范围以及更长远的建设上寻求

解决低生育问题的路径。2016 年，韩国政府制定了第三

次《基本计划》，集中举国上下的力量，在原有的政策

覆盖面基础上，将就业、教育、居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囊括进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家庭支持体系上，进一

步考虑到不同家庭形态和需求周期，将家庭、单位、社

区组合成一个社会支持体系的整体系统之中，并提供更

广泛的服务支持和生育关怀。第三次《低生育率基本计

划》已开始从个人责任角度制定相关政策，加强了晚婚

和非婚人口的社会责任，从实际压力上刺激适龄人口结

婚生育。

3.2 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

3.2.1 第一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20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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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韩国政府根据《婴幼儿保育法》的相关内

容，立足于双职工家庭的现实和婴儿保育的需求，着手

制定了第一次的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确立了本次五年

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保育的公共性和整体

的服务质量。

2008 年，韩国政府针对韩国国内家庭组织结构越发

多元的情况，还有实际韩国家庭的保育情况，进一步制

定了《关爱儿童计划》，并且和第一次的中长期保育基本

计划中的保育公共化相适配，针对不同类型的保育服务

需求家庭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方案。

3.2.2 第二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2013-2017）

在 2012 年，韩国政府开展了第二次《中长期保育基

本计划》的制定工作，并针对一下方面开展实施工作：

首先，第二次《长期保育基本计划》扩大了保育费用和

养育津贴的适用范围，加大了对保育的经济支持，并且

强调保育的公共责任。其次，建立在第一次计划对保育

服务的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保育服务质量和个

性化方案定制，并且积极开阔渠道促进养育家庭参与到

保育服务中来。

3.2.3 第三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2018-2022）

然而，两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并没能够挽救当前韩国持续加深的低生育率危机，同时

政府大力推行的保育服务质量并没有获得公众的认可。

因此韩国制定了第三次的计划，本次计划的主要目标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优质保育服务，幼儿园公共性建设，

养育能力，保育和养育的社会责任，构建幸福社会。

四、结束语

截至 2021 年，从多项公开数据可以看出，韩国总

和生育率连续两年全球垫底，韩国当前的低生育率问题

形势严重，而且呈现出显著的越来越低的趋势。综上所

述，韩国低生育率产生的原因主要受到早期限制生育政

策、社会文化价值变迁、社会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通过对《健康家庭基本计划与低生育率和高龄社会基本

计划》和《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的变迁探究，可以明

显看出当前韩国政策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生育率上，同时

生育问题和家庭问题、社会文化、雇佣关系、两性关系

等多个方面息息相关，需要更长期、综合、全面的规划。

比如进一步为生育期女性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增强男

性角色在保育中的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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