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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1 年全年出生人口 1062 万
人，人口出生率为 7.52‰；死亡
人口 1014 万人，人口死亡率为
7.18‰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为
0.34‰。2021年全国净增人口48
万人，“零增长”或提前到来。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2011年至2015年，中国的年
出生人口数都在 1600 万之上。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当
年的出生人口达到 1786 万人。
2017年的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
人。2018年之后，随着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后的生育势能基本释
放，出生人口出现下行趋势。
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降至 1523
万人。2019 年我国的出生人口
下降到 1465万人。2020年则出
现较大幅度下降，当年的出生人
口为 1200万人。2021年出生人
口又较2020年下降了138万。

为什么我国 2021年及近几
年出生人口会出现大幅度下降？
低生育率对我国来说到底意味
着什么？记者采访了中国人口学
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

影响中国出生人口
数量下行的三方面原因

记者：为什么这几年的出生
人数持续大幅度下降？

翟振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是育龄妇女的人数这几年在大
规模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假定
生育率不变，出生人口也会大量
减少。

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年轻人
婚龄、育龄的不断推迟。之前，年
轻人差不多 23岁就结婚，在二
十四五岁生育第一个孩子，但目
前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是 26岁
多，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
在 27岁左右。我们的社会仍然
处在婚育年龄的不断推迟的进
程中，出生人口会较之前下降。

第三个原因是现代化发展
带来的生育意愿降低。这种下降
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变化过
程。而且，这几年，很多影响生育
行为的重要经济社会因素还在
进一步强化，这也推动了生育率
走低。

针对最近这两年的特殊情
况，我想还要加上一个特别的影
响因素——新冠疫情大流行，一
些人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也推
迟了生育计划。

记者：育龄妇女的人口数量
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

翟振武：我国育龄妇女的规
模未来几年还是会继续下降，但
是下降了几年之后，会处于一个
平台期，不会继续大幅度下降，
可能还会有所回升。

我国生育率水平
仍有回升空间和潜力

记者：在之前的生育政策调
整时，学界认为我国的生育率水
平存在较大的回升空间和潜力，
这种空间和潜力现在还有吗？

翟振武：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大概在
1.8-1.9 左右的水平上。这意味

着，很多人是想生两个孩子的，
有人只想生 1个孩子，还有人想
生 3 个孩子，但是最后结果是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
现，当年的总合生育率只有1.3。
所以各类生育配套政策还是有

一定的作用空间。各类生育支持
政策还应该以更大力度实施，包
括出台新的政策，加强现有政策
的落地。虽然有空间，但我们也
要看到，生育率提升的幅度可能
很有限。

低生育率
可能会带来的冲击

记者：现在生育率持续下降
是不是一种突降，这种状况会有
什么冲击？

翟振武：出生人数下降比
较快，这意味着总体上老龄化
的速度会提高，会加重老龄化
的各种对社会、对家庭的挑战。
比如，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空
巢老人、独居老人，家庭养老的
问题会更突出。另一方面，出生
人数下降较快，意味着未来 15
年后，进入社会的劳动力规模
也会缩减，这对经济发展会产
生影响。我们需要通过发展技
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更少的
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技
术水平的提升需要过程。

记者：未来的生育支持政策
应该更多考虑生一孩的情况？

翟振武：从终身生育率数
据看，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到的
结果，如果观察我国 40岁的妇
女 ，没 有 生 育 过 的 比 例 不 到
5%。这些妇女过去 15年基本上
是在育龄期，绝大部分的人生
了至少一个孩子。这就是说，一
孩生育在我国还是比较普遍
的。现在大家发现一孩生育数
量下降，和婚育推迟有密切关
系。很多人只是受各方面因素
影响推迟了生育，但不是不打
算生育，至少从终身生育率的
数据看，终身不生育的比例不
是很高。

据《南方都市报》

2021年全国人口仅增加48万人，“零增长”或提前到来

中国出生人口为何大幅下降

冬季是鼻炎高发期。不少饱
受鼻炎困扰的患者，被宣传广告
吸引，到街边的鼻炎馆就诊或求
助线上问诊。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不少鼻
炎馆无行医资质，有些患者为花
样百出的诊疗手段花费上万元，
但实际疗效甚微。一些所谓“神
药”实为消毒品或普通食品，还
有不法分子借鼻炎药实施电信
诈骗。

一个疗程动辄上千元
工作人员无行医资质

在重庆主城区打开一款导
航软件，输入“鼻炎馆”三字便能
看到周边分布着数家店面，其中
不少是连锁店。记者来到其中一
家进行体验。

该店面积约 20 平方米，店
内张贴着“鼻炎不再犯”“专治各
种急慢性鼻炎”“传承 600年”等
字样的宣传广告。3名中老年患
者坐在椅子上，鼻腔内插着棉
签，正在接受治疗。

记者向店内一位穿白大褂
的工作人员咨询。这名工作人员
用鼻镜查看记者鼻腔后表示，基
本判断有鼻炎，可以免费体验一
次治疗。

据其介绍，治疗过程是将专
用“药膏”涂抹在棉签上插入鼻
腔，中途会更换两次，全程持续
约一个半小时。药膏是由中草药
构成的特效药，一个疗程收费

1988元，根据个体差异，想要根
治鼻炎一般需经过多个疗程。

诊疗中，这名工作人员用棉
签从一个白色塑料瓶中取出药
膏，给患者上药，全程未佩戴口
罩与手套。当记者询问其是否有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医师执
业证书时，对方表示没有。

在重庆市主城区另一家连
锁鼻炎馆内，身着白大褂的工作
人员正在给患者诊疗。其方式是
将一种粉末状“药物”喷进鼻腔
中，刺激患者打喷嚏排出异物。

“我们用的是中药材配的秘方，
纯天然绿色安全，一般 1瓶至 2
瓶 就 能 根 治 ，价 格 每 瓶 3000
元。”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其介绍，该款药物还具备
诊断功能。记者尝试喷过后，工
作人员根据打喷嚏的数量和肉

眼观察鼻腔即“诊断”记者患有
慢性鼻炎。这家鼻炎馆除营业执
照外，并未悬挂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和医师执业证书。

高价药竟是消毒产品
“老中医”实为诈骗团伙

重庆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第一次在鼻炎馆免费体验后，
感觉鼻子通畅不少，经店员多次
推荐，他买了产品，可几个疗程
下来，症状非但没有好转，反而
加剧了。

一些鼻炎馆所谓的高价“特
效药”竟是普通消毒品。

去年 6月，重庆市渝北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干警经过摸排发
现，当地某连锁品牌鼻炎馆以多
种方式宣称具有医疗功效的“抑

菌膏”实为消毒产品。
渝北区检察院检察官沙宁

远告诉记者，接到群众举报后，
他们走访了辖区内多家鼻炎馆，
发现号称特效药的“抑菌膏”每
疗程近 2000元。然而，产品的批
准文号却显示，该“抑菌膏”只是
消毒产品，仅有杀菌作用。

“该连锁品牌鼻炎馆违反消
毒管理办法第 31条‘消毒产品
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
必须真实，不得出现或暗示对疾
病的治疗效果’的规定，其行为
易造成误诊、延误病情、引起疾
病传染，损害了患者权益。”沙宁
远说。

更有甚者，还有不法分子打
着专治鼻炎的旗号冒充“老中
医”实施诈骗、牟取暴利。

今年 1月，重庆市万州区法
院公开宣判一起线上销售假冒
鼻炎药电信诈骗案。2018 年底
至 2020年 6月期间，7名主犯利
用网络通讯工具，开设 4家公司
组织人员冒充“老中医”销售鼻
炎药，累计诈骗金额 2865 万余
元，受骗人数达1.1万余人，涉及
全国多个省份。

该案审判长、万州区法院法
官宋驰说，此案中售价达数百元
一瓶的“特效药”实为成本 16元
一瓶的普通膏状食品。犯罪分子
首先组织人员搭建中医馆场景，
聘请人员冒充“老中医”拍摄宣
传照片，制作虚假锦旗，并在一
些社交平台大量投放宣传广告。

然后以“老中医”开展线上一对
一诊疗为名，运用事先设置的诈
骗话术模板，向被害人销售“一
人一方”单独配制的“鼻炎药”。

多地曾大力查处
为何屡禁不绝

鼻炎是生活中的常见病、多
发病，是由细菌、病毒、过敏原、
各类理化因子以及某些全身性
疾病引起的鼻腔黏膜炎症。重庆
市中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吴俊慧
说，由于有些类型的鼻炎治疗周
期较长，难以完全根治，一些患
者在正规医院短期治疗效果不
佳，遂选择鼻炎馆或其他就诊途
径治疗。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针对
鼻炎诊疗中的无行医资质、虚假
宣传等问题，多地曾开展查处。
据了解，整治鼻炎馆违规诊疗、
诈骗犯罪等问题涉及卫健、市场
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存在信
息沟通不畅、缺乏合力等情况。
有些鼻炎馆被查处后改头换面，
躲过风头换地方营业。

宋驰介绍，鼻炎诊疗类型电
信诈骗频发，打击难度大，与受
害群众报警意愿不高、线上交易
金额难以确定、广告精准投放等
有关。“案件多位受害人反映，此
前曾在网上浏览有关鼻炎的内
容，随后便收到推送广告，点开
链接后就上了套。”

据新华社

一些街边鼻炎馆无行医资质

高价药竟是消毒品“老中医”其实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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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嘉超市福利卡，一卡惠全城，
精 品 年 货 ，一 站 式 购 齐 ，
这个春节来上嘉超市就对了！

春节团购选上嘉
团购电话：0317-5693760、18303283520

鼻炎馆内的诊疗设备鼻炎馆内的诊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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