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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全面兩孩」的進展情況 
 
 
相關概念 / 名詞 
 

 計劃生育（《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 → 基本概念） 

 家庭觀念與家庭功能（《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 → 基本概念） 

 親屬與宗族（《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 → 基本概念） 

 習俗（《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 → 基本概念） 

 儒家思想（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 教師 → 單元三：今日中國 → 基本概念） 

 

建議探究重點 
 

 甚麼是「全面兩孩」政策？並說明該項政策於 2016 年初全面推行的原因。（提

示：人口老齡化趨勢、性別比例失衡、經濟發展需要……） 

 就現時中國的情況而言，你認為還需要甚麼相關政策及設施予以配合，才會更

利於推行「全面兩孩」政策？，試加以說明。 

 有調查發現內地年青夫婦普遍對生育第二名孩子的意願不高，為甚麼？ 

 綜合而言，你認為「全面兩孩」政策是否足以紓緩中國現時在人口問題上所面

對的挑戰？如否，全面放寬人民的生育限制又是否利多於弊？為甚麼？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44-45 頁） 

 
 引導學生探究三人戶家庭數目增加的原因，以及對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帶來的

衝撃，例如家庭成員關係、家庭生活方式、生育意願、贍養老人等方面的議題。 

 利用新聞或人物個案，引導學生探究內地獨生子女家庭的議題，藉以反映中國

傳統家庭的倫理關係、家庭對子女的培育、子女供養父母等方面的轉變及衝擊。 

 
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人口「雪崩」杞人憂天？ 中國如何破局成關鍵〉（《香港商報》，2018 年 2 月 6 日。） 

 〈二胎化救不了出生率〉（《工商時報》，2018 年 2 月 4 日。） 

 〈「二孩時代」人口增長乏力，政策供給必須加快步伐〉（《南方都市報（全國版）》，

2018 年 1 月 20 日。） 

 〈「全面二孩」放開第 2 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減少 63 萬人〉（CCTV 新聞，2018 年

1 月 19 日。） 

 〈經濟因素成生二胎的首要因素〉（新民晚報社區版家庭周刊，201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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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料明年生育全面撤限〉（《明報》，2017 年 10 月 18 日。） 

 〈千餘萬「二寶」降生 深刻影響國與家的未來〉（中國新聞社，2017 年 10 月 12 日。） 

 〈中國尚未到全面放開生育的時候〉（《明報》，2017 年 3 月 7 日。） 

 〈人口出生率未見「二孩效應」 地方統計局建議進一步鼓勵生育〉（《廿一世紀

經濟報道》，2017 年 2 月 24 日。） 

 〈「全面兩孩」實施一年 生育水平升至 1.7 但仍在正常更替水平線下〉（《經濟

日報》，2017 年 2 月 14 日。） 

 〈從強迫墮胎到強迫生育〉（《信報財經新聞》，2017 年 2 月 11 日。） 

 〈中國將開啓「嬰兒潮時代」〉（《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 年 2 月 6 日。） 

 〈迷你嬰兒潮〉（《信報財經新聞》，2017 年 1 月 24 日。） 

 〈經濟負擔太重 七成人不願再生娃 高房價等因素影響生育，中央 40 部門推

進「全面二孩」〉（《西部商報》，2017 年 1 月 24 日。） 

 〈「全面兩孩」帶來的喜與憂〉（《中國經濟時報》，2017 年 1 月 5 日。） 

 〈「全面二孩」已一年 產科醫護缺口何時能填？〉（《南方都市報（廣州版）》，2017

年 1 月 4 日。） 

 〈「全面兩孩」實施滿一年 哪些問題你 關心？〉（中國新聞社，2017 年 1 月 1 日。） 

 〈「全面二孩」時代的鼓勵生育命題〉（《第一財經日報》，2016 年 4 月 1 日。） 

 〈「二孩」時代，生還是不生？〉（《渤海早報》，2016 年 3 月 31 日。） 

 〈全面放開二孩 政策開始轉彎〉（《信報財經新聞》，2016 年 3 月 12 日。） 

 〈全國人大代表熱議「二孩」配套政策：個稅、學前教育等或為焦點〉（《21 世

紀經濟報道》，2016 年 3 月 9 日。） 

 〈結束 35 年一胎制 內地開放二孩政策〉（《大公報》，2016 年 2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全面兩孩政策 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

定〉（新華網 2016 年 1 月 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05/c_1117678260.htm）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中國人口老化與養老問題 

 從春運看中國的地區發展差異與中國人的家庭觀念 

 獨生子女有問題是刻板印象 

 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家庭模式 

 養兒防老 

 
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計劃生育政策（CD10） 

 代母產子（CD19） 

 單獨二胎（CD46） 

 中國家庭人口（C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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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套（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衝擊與轉變：當代中國家庭的探究〉（《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 

 
 
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同鈺瑩教授〈中國人口：趨勢、問題與挑戰〉（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

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1/12 學年） 

 張國剛教授〈當代我國家庭結構的演變〉（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程

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6/07 學年） 

 

與本課題接近或可供互相比較的探究例子 
 
  日本現正面對人口減少及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按其人口統計數據，2016 年是 1.27

億人，估計 2053 年跌破一億人，2065 年更下降至 8,808 萬人，從而帶來勞動力不足、

社會福利開支增加等不利國家未來發展的挑戰。日本政府為此而積極尋找對策，以紓緩

「少子化」趨勢。以下為參考資料舉隅： 

 〈人口推計〉，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網頁 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new.htm 

 〈日本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體系及啓示〉（《中國經濟時報》，2017 年 8 月 25 日。） 

 “ Japan battles population decline with robots”. （ CBS News, 2017-07-28. 

https://www.cbsnews.com/news/japan-battles-population-decline-with-robots/） 

 “ Japan suffers record decline in population”. （ Financial Times, 2017-07-05. 

https://www.ft.com/content/62f066cc-615c-11e7-91a7-502f7ee26895） 

 〈日本人口連續十年減少 少子化趨勢或加劇〉（中國新聞社，2017 年 6 月 5 日。） 

 〈日本如何應對「少子化」〉（《報刊文摘》，2017 年 5 月 5 日。） 

 〈日本青年低慾望 不婚不生不買樓〉（《信報財經新聞》，2017 年 5 月 1 日。） 

 〈日本人口大幅減少勞動力不足將影響經濟發展〉（《金融時報》，2017 年 4 月 25 日。） 

 〈老齡化加劇 日本如何轉危為機〉（《北京商報》，2017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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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Call Number: 301.3295 HUD）中譯本可參考邱彰譯（2016）《光棍危機─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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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fpc.gov.cn/zhuz/index.shtml 

 田雪原（2009）《中國人口政策 60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香

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542.1092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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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542.1092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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