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 2期

(总第 155期)

人 口 与经 济

POPULATION & ECONOMICS

No. 2, 2006

(Tot. No. 155)

德州市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调查报告

高建中, 陆永先
(山东省德州市人口计生委, 山东 德州  253012)

摘  要: 针对当前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问题, 在调查分析后认为, 由于现实的国情、政策和其他因素

的影响, 部分人难以履行征缴责任, 一些人无法履行征缴责任, 有的人有钱也不履行征缴责任。为解

决好征收难问题, 建议修改政策或出台新的司法解释, 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 特殊情况要区别对待、

以确保人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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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抚养费征收难是各地普遍重视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并且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不可

低估。为了研究和破解这个难点问题, 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们于去年 4月中

旬到 6月中旬在全市 12个县 (市区) 开展了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调研工作。调查结果表明, 我

市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到位的情况非常普遍, 征收到位率低。因此, 解决这个问题是当务之急。

一、调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 调查的主要内容。根据方案要求, 这次调查采取回顾性调查的方法, 主要方面包括:

2000~ 2004年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 征收的城乡分布; 征收不到位的原因; 计生、法院联合执法

情况;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原因 (包括网络调查) 等六个方面。

(二) 调查的组织实施情况。为确保调查工作质量, 我们成立了调查工作组, 由分管领导亲

自指挥, 市县两级共同配合。在调查的准备、实施和汇总分析各阶段, 严把质量关, 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二、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现状

(一) 现行的政策依据。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公民违反生育政策后对社会的一种补偿, 是应当

履行的责任。

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 第四十一条规定: 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

的公民, 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5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6 规定: ¹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
民, 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º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 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 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

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 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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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辖市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
项目, 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¼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

书面征收决定; 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 (镇) 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

书面征收决定。

5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6 规定: 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由县级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上一年度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

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 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

节, 按照男女双方各自的子女数分别计征社会抚养费。

(二) 现行的征收标准。5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6 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有明确规
定, 正确掌握这个标准是做好征收工作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见表1。

表 1  现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

条例条款 计外孩次 生育情形 征收标准 (按夫妻分别征收)

43条 二孩

符合生育政策, 够年龄, 未提出申请生育 015倍

符合生育政策, 不够年龄, 未经批准生育 2倍

不符合生育政策 3~ 4倍

44条

一孩

与他人生育

够年龄未登记而生育第一个子女, 生育后六十日
内补办结婚手续的

不征社会抚养费

够年龄未登记而生育第一个子女, 生育后六十日

内不补办结婚手续的
015倍

不到结婚年龄生育第一个子女的 1倍征收, 不再批准生育

有配偶与他人生育第一个子女 4倍

有配偶与他人生育第二个子女 5倍

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

与之结婚生育第一个子女
5倍

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

之结婚生育第二个子女
6倍

收入高于规定基数的,

按实际收入基数征收

45条 三孩 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的 6~ 10倍 同上

  注: 征收基数 (倍数) 标准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上一年度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

人均纯收入为基数。

(三) 与征收工作相关的规定

11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程序要求。5山东省行政执法规范6 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程序是: 调

查取证、告知权利、作出决定、送达决定书和执行决定书等五个步骤。调查取证要求执法不得少

于两人并出示证件。调查终结情况属实的, 征收前要向当事人告知作出征收决定的事实、理由和

依据, 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征收机关征收社会抚养费, 应当制作征收决定书。

21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限制措施。第一, 国家计生委于 1995年印发了 /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
中坚持 -七个不准. 的通知0。明确指出: /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
及其家属0、/不准不经法定程序将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产抵缴计划外生育费0。第二, 为

落实国家的 /七个不准0 规定, 省计生委下发了紧急通知, 要求在行政执法中做到 /十二个不
得0。其中规定: /不得对公民的财产或人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0、 /不得以办 -学习班. 、-培训

班. 的名义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或非法拘禁0、/不得超出法定幅度、违反法定程序、使用非法票
据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和二孩社会抚养费0。这些措施的实行, 减少了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随意性,

维护了群众的权益, 推动了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

(四) 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的数据分析

根据对全市 12个县 (市区) 2000~ 2004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情况调查, 结果表明, 五年应

征收社会抚养费 1244919万元, 已征收 7286116万元, 征收到位率 5815%。农村人口占应征人数
#18#



的86% , 城镇人口占 14%。调查数据反映了以下几个特点:

11征收到位率呈下降趋势。将被调查的 12个县 (市区) 按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的高低划

分, 征收到位率不足 60%的单位, 2000年为 5个, 2004年上升到 7个; 征收到位率在 80%以上

的单位, 到2004年仅有一个, 见表 2。

表 2  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趋势概况表
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低于 60%的单位 5 6 6 7 7

60% ~ 80%的单位 5 4 4 4 4

80%以上的单位 2 2 2 1 1

21征收不到位的群体类型集中。我们把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到位按不同地域即城乡进行调查。
在城镇调查的有国家机关 (企事业)、离下岗失业和其他人员; 农村调查的有双方在家务农、一

方或双方在外务工经商和其他三种人员。结果表明, 在农村, 欠款最多的是双方在家务农和一方

或双方在外务工经商两种人员。所占比例分别位于第一和第二位; 在城镇, 离下岗失业人员占的

比例最大, 在被调查的全部人员中排在第三位。上述三类人员欠款额占九成左右。见表 3。

表 3  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到位的城乡分布表

年

双方在家务农人员欠款额 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经商人员欠款额 离下岗人员欠款额

占不到位

总数 %

占农村不到位

总数 %

占不到位

总数 %

占农村不到位

总数 %

占不到位

总数 %

占城镇不到位

总数 %

2000 3714 4811 3519 4611 19 85139

2001 3713 4714 3613 4612 1813 8517

2002 3916 5018 3319 4315 1918 89187

2003 3918 4813 3712 45 1419 86

2004 7813 8611 1111 12 817 92127

31征收不到位的原因多样。为全面了解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到位的原因, 我们按城镇和农村

进行调查, 分别给出 8个相同的答案。其内容是: 全家在外找不到、全家外逃、有钱硬抗不交、

财产转移不交、家境贫困无交款能力、认罚并有还款计划、已部分征收移交法院、无法征收直接

移交法院。调查结果显示, 家境贫困无交款能力、认罚并有还款计划是城镇和农村的共性特点,

均占前两位。农村的已部分征收移交法院、城镇的在外找不到都处在第三位。见表 4。

表 4  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到位的原因调查表
三项比例
合计

家境贫困无
交款能力

认罚并有
还款计划

已部分征收
移交法院

在外找不到

城镇 83162 40186 32172 - 10

农村 84151 51111 2212 1112 -

三、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因素分析

(一) 国情因素

11受传统观念影响, 难以履行征缴责任。 ¹ 家庭贫困者居欠缴款者首位。调查结果表明,

农村征收不到位的原因, 以家庭贫困无能力缴款的最多, 占 51%, 居农村征收欠款的首位。 º
人口多、底子薄, 交不起应征款。受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 传统的婚育观念在短期内很难完

全改变,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旧的观念将长期影响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 尤其在经济不发达的

农村, 人多地少温饱还有问题的情况下, 孩子多了势必加重生活负担, 其中的一批人就可能交不

起社会抚养费。 »追求有儿子防老, 少考虑生育后的问题。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 农民想得

更多的依然是有儿子下地干活, 有儿子养老的问题。¼受农村习惯势力的影响, 人们追求现实情

感。基层的同志说, 在一些偏远农村, 无儿户、人少的家庭时常会受到一些歧视, 受其影响, 一

些人不可避免追求生儿子、追求人多, 寻找自我认可的情感快乐, 由此也助长了一些人比着生、

#19#



偷着生, 降低了家庭的经济收入, 要完成对这部分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难上加难。

21收入水平低, 无法履行征缴责任。总体上看, 收入水平低是当前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

现实情况。以德州市为例, 2004年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049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 3380元。

从表面上看, 上述人均收入指标不算低。但应该看到, 其中的高低收入差距很大。2004年, 市

统计局的城市人均收入百户调查结果是, 最高收入 20098131元、最低为 2671188元, 高低相差

117万多元。现实情况是, 城镇有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 经济条件很差, 生活非常清贫, 农村仍

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31相互攀比, 有钱却不履行征缴责任。由于攀比现象的存在, 一些人办喜事攀比, 置家业

攀比, 缴纳社会抚养费也常常是你看我、我看你, 群众看干部, 老实的看 /横0 的。你不交钱能
抗过去, 我也不交。一些人把不履行征缴责任当成了 /能事0、/乐事0, 扰乱了社会抚养费的征
缴秩序。

(二) 政策因素

11征收办法失灵。我们通过网络调查方式, 在计划生育网上为网民列出了关于社会抚养费

征收难, 难在什么地方的六个答案, 在规定时间内, 有 111人 (注: 绝大多数是计划生育干部职

工) 参加了调查。结果是: 认为征收办法软弱的占 5411% , 排在第一位; 认为征收额度过高的

占1612% , 处于第二位。见表 5。
表 5 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

参加调查人数 占%

有钱硬抗不缴 11 919

征收额度过高 18 1612

家境困难 12 1018

受说情风影响 6 514

财产转移 4 316

征收办法软弱 60 5411

合计 111 100

认为征收办法软弱是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重要因素, 从以下三点可以得到验证:

( 1) 违反政策罚款不缴。基层实际证明, 当事人违反了生育政策尽管可以处罚 (即征收社会

抚养费) , 但是一些人采取外出躲避或转移财产、硬抗不交罚款以后, 征收机关显得非常被动,

没有什么好办法。

( 2) 工作人员左右为难。一方面对违法生育者的处罚要按程序要求进行, 必须按部就班, 这

也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过去那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现在既不能用, 也不敢用; 如果采取过激

措施, 则有违国家 /七个不准0 规定, 考核被发现要被扣分; 一旦引发计划生育恶性案件, 有关

领导和责任人可能要被撤职, 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一些乡镇干部有过惨痛教训。另一方面, 在

计划生育年度考核内容中, 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情况纳入了考核范围, 很显然, 征收到位率上不

去不行, 否则对各方都无法交待, 由此引发征收问题上的弄虚作假行为。为此, 基层的同志时常

表现得很无奈。

( 3) 送达 5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6 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间隔时间过长。按程序规定, 当事

人应当在征收决定书送达后 30日内到征收决定书指定的金融机构, 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当事

人逾期不缴纳的, 计划生育行政机关可以在该行政行为复议或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 180日内, 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从下达征收决定书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间隔的时间比较长, 在这个

过程当中, 违法生育当事人可能已经外逃躲避或转移财产, 法院强制执行收不到应有的效果。而

法院的执行难本身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4) 征收政策与现实情况有差距。执行政策要一视同仁, 这是法律的基本要求, 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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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厚非。但是, 违反政策生育孩子的情况非常复杂, 如被征收对象双方长期在外的、主要劳动

力长期服刑或重病、残疾、离异、死亡的, 公认有财产不交并申请法院执行仍不缴纳的, 对于上

述特殊情况, 当前没有特定的应对办法。

21征收标准偏高。与 1996年 5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6 相比, 2002年 5条例6 规定的征收标
准明显偏高。以禹城市为例: 2004年农村人口违法生育二胎, 老 5条例6 规定的征收最低数额

为6000元, 新 5条例6 规定征收的最低数额为18852元; 征收数额上涨了 3倍。同期, 城镇居民

违法生育二胎, 老 5条例6 规定的最低数额也是 6000元, 新 5条例6 征收的最低额为 31500元,

上涨了5倍之多。一些人反映, 由于实际收入水平偏低, 对于农村困难家庭和城镇离下岗这样的

征收对象, 即使按新 5条例6 的征收比例下限, 对这部分人来讲也可谓天文数字, 难以达到征收

标准。

31异地征收受限。随着外出人员的逐年增多, 各地的管理措施、要求和相互配合都有差距,

不仅落实管理是个问题, 征收工作更成问题。一些人出去时单身一人, 回来时已成为人之父母,

不回来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尽管已经知道他们结婚生子, 甚至知道他们有超生问

题, 但却因为无法送达征收决定书或联系不上造成征收问题无法落实。

(三) 其他因素

除上述情况以外, 对征收工作具有一定影响的因素还有: 一是征收的积极性。按规定, 征缴

上来的钱要交到指定银行, 上缴财政, 而不能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现实的情况是, 计划生育

经费有较大缺口, 征收的钱又不能用于计划生育工作, 加上上述几方面的原因, 征收积极性可能

受到一些影响。二是由于征缴对象的情况复杂多样, 加上各级都在减员, 有时执法人员顾不过

来; 再就是经费不足、车辆不够等因素所限, 加大了征缴工作的难度。

四、解决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对策与建议

(一) 修改 5条例6 或出台司法解释, 确保政策到位

11完善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社会抚养费征收上存在的种种难题, 我们认为,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建议通过修改 5条例6、修改 5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
法6 或以省人大名义出台司法解释, 使征收的法律依据更加完善, 更加符合我们的省情, 不仅利

于实现征收, 又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另外, 建议在修改刑法时, 增加 /危及人口安全0 或 /扰
乱人口秩序罪0 条款, 并做出合适的司法解释, 以促进公民更好地履行计划生育责任。

21赋予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强制权。从现实情况看, 计划生育事业需要行政强制权。这是因

为: 第一, 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的事业,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计划生育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

要更好地发展这种势头。当前, 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 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的管理难、

落实避孕节育措施难、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等难点问题日渐突出, 赋予计生部门行政强制权, 这些

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二, 回顾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史, 在旧的管理模式下采取的强制措

施 (尽管没有法律依据) , 对控制人口增长, 推动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

认为, 赋予计划生育行政强制权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¹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 º 有利于提高齐
抓共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 »有利于促进计划生育依法行政; ¼有利于提高基层党政领导干部
落实国策的积极性; ½有利于保护基层干部。

(二) 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 促进社会抚养费征收责任的落实

11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建设, 提高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随着 5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 的实施,

计划生育依法行政有了法律保障, 过去旧的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作方式 (即, 人治)、方法 (即,

简单粗暴, 强征强敛) , 与现行的依法行政工作已经明显不相适应。因此, 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

作用, 以人口学校、人口文化大院为依托, 以协会会员和基层积极分子为骨干, 多种形式送法进

村, 送法入户, 促进公民学法、懂法, 落实公民的守法责任, 全面提高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水平。

21提高公民的守法和自律观念, 摒弃与法制社会建设不相适应的行为。在贫困落后的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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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谈薄, 一些人不学法、不了解法律, 不履行法律责任, 对违法生育和

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存在麻木心理, 对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当事人抱有同情心, 把不履行社

会抚养费征收责任不当回事。这些现象与我们建设法制社会的氛围很不和谐。因此, 要切实把计

划生育法制建设纳入全民普法发展规划, 做到同部署、同落实, 确保收到好的效果。

31营建遵纪守法的氛围, 促进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的落实。我们认为, 任何一项事业的发

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的问题上, 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整个

社会法制环境的影响。一般地讲, 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强, 部门的执行效果必然就好。因此, 提高

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 对促进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落实, 尤其是对解决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问题

具有重大意义。

(三) 特殊情况要区别对待, 确保人口安全

11以人为本, 实现双赢。在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上, 要做到以人为本, 应根据征缴对象的

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为此我们认为, 确属情况特殊 (如, 主要劳动力长期服刑或重病、残疾、离

异、死亡等) 一时难以征收的, 经批准和备案后, 可延长征缴的时间, 但不计算规定时间内的征

收到位率, 不列入调查考核。这样做, 群众易于接受, 干部好做工作, 是双赢的选择, 这是真正

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21特殊情况, 国策为重。对政策外生育不缴纳社会抚养费、政策外怀孕不落实补救措施的

行为必须严格制止。但是, 依法行政要求我们不能越过 /七个不准0 和 /十二个不得0 的界限。
有一些人只讲国家给他的权利, 而不讲国家对他们的要求, 专门研究哪个政策对他们有利, 哪个

政策有空可以去钻。他们把 /七个不准0 当作档箭牌, 不落实避孕节育措施, 不缴纳社会抚养

费, 认为政府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一旦对他们采取措施, 他们就会 /恶人先告状0。我们认为,

计划生育发展到今天不容易, 工作上既要讲依法行政, 也要讲点中国特色, 如果有人违反生育政

策在前, 又不履行法定的责任, 通过积极的思想工作又达不到效果, 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达成

一种共识, 打一打 /擦边球0, 但不能越过底线, 这就是不能出现计划生育恶性案件。

31认真把握, 区别对待。要促进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就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在征

收工作中, 要努力做到以下五点: 11强化宣传, 实现自觉缴纳; 21针对特困家庭落实还款计划,

促其定期上缴; 31针对有钱不缴的钉子户,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41 对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 与

当地配合实现征缴; 51参照相关的法律法规, 奖罚分明, 完成社会抚养费征收。

(四) 控制政策外生育, 从源头上解决征收难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 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原因比较复杂, 但无论是贫穷没钱、外出躲避、硬抗不

缴还是其他原因, 都是因政策外生育而引发的。因此, 解决这个问题既直接又有效的办法, 是堵

住政策外生育这个源头。一要搞好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 二要搞好定期的孕情查体随访。以

此实现以下两个目的: 一是确保育龄夫妇落实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二是确保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和人口安全。因此, 落实生育两个孩子以上当事人的结扎手术和把好育龄妇女进站查体关尤为重

要。

(五) 营建良好的工作氛围

社会抚养费征收难度大、任务重、政策性强, 要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必须上下一心, 协调

一致。第一, 各级领导要真正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看有没有解决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人、财、物问

题; 有没有调动起有关部门的积极性, 真抓真管, 配合到位; 有没有形成全社会关心、理解、支

持计划生育的氛围。第二, 相关部门有没有自觉、积极地履行计划生育职责, 有效地纠正计划生

育工作中的问题。第三, 人口计生部门有没有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提出

解决问题的建议。

[责任编辑  王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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