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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人口发展

支持和服务体系的明确要求，为深化人口服务

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发展看，人口服务体系是现代社会

人口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对家庭养老抚幼功

能的有力支持。以人口服务、家庭保障为主体

的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在

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衣、食、行等服务逐步社

会化，家庭养老抚幼功能弱化，迫切需要相关

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根据专家估计，中国家

庭照料劳动的价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这既体现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也为服务行

业的发展打开了空间。

从经济发展看，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是新的

历史条件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国际

经验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 1.2 万至

2.4 万美元区间时，各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明显提高，用在社会保护、社会共

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逐渐增加。我国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越过 1.2 万美元的门槛，

同时也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性矛

盾，需要构建高水平的人口服务和社会保障体

系，释放内需潜能、促进双循环，推动经济社

会长期健康发展。

从人口发展本身看，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了

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应当按照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的原则，从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入手，着力补短板、建机制，不断丰富人

口基本服务内容、培育和发展社会服务，逐步

建成与国力财力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服务体系。

二、我国人口服务体系已有良好基础，
但“一老一小”服务短板突出

我国已初步建成包括“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七个方面内容，覆盖城乡、世界规

模最大的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涵盖 9

个服务领域、22 类服务事项、81 个服务项目，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成效显著。但是随着高

龄少子化的不断演进，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服务

的需求日益增长，“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日益

凸显。

支撑发展“一老一小”服务的体制机制亟

待完善，保障服务的基本制度尚未成型。生育、

养育等“一小”服务，生活照料、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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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等“一老”服务，是人民群众感受负

担较重、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也是保障制度

相对薄弱的领域，“有服务”但“难负担”的

问题还未解决。长护险尚未在全国普及，难以

全面减轻失能老人照护经济负担；安宁疗护保

障范围局限于重症肿瘤患者，缺少纠纷处置的

法律规范，发展后劲不足；生育保险基金规模

较小，生育补贴制度尚未建立，难以满足全体

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障需求；生殖健康保障不充

分，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负担较重；普惠托育生

均补贴制度尚未建立，以民办为主的托育行业

发展艰难。

三、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完善“一老一小”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一是将积极应对少子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低生育率和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

也是解决老龄化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环节。

应编制人口服务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强化与

社保、卫生、教育、养老等专项规划的衔接，

统筹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确立家

庭支持政策导向，通过人口服务支撑巩固家庭

养老育幼功能。借鉴欧洲家庭政策审查制度，

建立人口服务政策前置审查制度，对各类公共

服务体系制定前和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合规性、

宏观一致性和服务可及性进行审查，确保各类

政策发挥支持家庭发展的协同作用。建立人口

高质量发展领导机制，有力推进人口工作的综

合协调、督促指导、监测评估，引导全社会将

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二是完善人口服务投入保障机制。优化财

政投入结构，重视人员经费保障、运行机制建

设的支撑作用。建立由中央财政支持的、全国

统一的生育补贴制度，将托育、学前教育、安

宁疗护等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建立辅助生殖支

持专项基金，将辅助生殖检查、治疗和手术费

用全面纳入医保。参照学前教育补贴标准向普

惠托育机构发放生均补贴。加快急需紧缺职业

人才培养，编制人口服务职业需求目录。支持

幼儿园教师转型提供托育服务，规范建立幼儿

园教师与保育员的职业资格转换标准、职称接

续规范和岗位技能再培训的内容与流程。完善

养老护理员等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拓宽养老护理员职业成长通道。

三是优化人口服务体系建设路径。推广“出

生一件事”联办，启动“育幼一件事”行动，

细化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整合各部门为老服务

政策。逐步建立“服务一件事”标准，推行由

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立

国家人口信息共享协调机制，构建“一站式”

人口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智能化服务，汇聚生

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服务信息，满足少儿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等不同人群的政策咨

询、服务查询、待遇享受等需求。建立国家人

口数据监测预警机制，开展人口统计分析和政

策模拟实验工作，提升人口形势分析、动态监

测和预测预警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