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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正确
处理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的关系，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相
适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人口和
民生相互关联、密不可分，民生改善的效果要通过各种人口指标得以体现，而测度人口变化的指标也
是测度民生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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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
报告》（〔71〕国发文51号），文件指出：“计划生育，是毛主席提倡多年的一件重要事情，各级领
导同志必须认真对待。
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
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做出显著成绩。
”　　这份文件文字不多，但是字斟句酌，很有分量。
解读这份文件，应该注意到几点：第一，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第二，除了特殊地区，要在全国普
遍开展计划生育；第三，各级领导要重视；第四，以宣传教育为主；第五，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有显著成绩。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明确号召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昭示着中国政府大力推行有
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开端。
　　1973年，国务院正式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把计划生育办公室从卫生部门单列出来，这一变
化标志着中国节制生育运动真正地摆到了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人口控制指标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程度。
地方也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机构，加强了领导。
这些举措说明，当时的政府在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上已达成了统一的认识。
　　1973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开始提出了“晚、稀、少”的概念。
1974年年末，在中共中央转发的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肯定了按
“晚、稀、少”的方针要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这说明，“晚、稀、少”的方针已经成为全国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具体提出了一对夫妇最好生
育一个子女，最多两个且生育间隔在3年以上的要求。
这些政策上的措施，加之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的“赤脚医生”队伍在避孕、节育方面的宣传及服务，
使中国妇女生育水平从70年代初开始大幅度下降。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人口生育率过高不仅为中国政府所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孩子多对家庭特别
是对妇女，也存在压力。
随着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的改善，职业妇女人数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夫妇不希望要过多的子女。
“晚、稀、少”的生育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一开始就为多数群众所接受。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和严密的网络体系，但“晚、稀、少”的生育准则却
在70年代的生育人群中，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人口变迁看民生发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