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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新机制建设的思考

潘银苗
(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室，北京100053)

摘要：为进一步推动综合改革，完善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本文在回顾北京市深化综合改革推进新

机制建设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机制建设的工作成效，提出了北京市深化综合改革推进新机制建设的具

体内容，分析了该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深化综合改革推进新机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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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北京市人口计生系统按照分类指

导、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注重实效、整体推

动的原则，首先推动城市功能核心区的综合改

革和新机制建设，然后扩大到功能拓展区，最

后拓展到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

2005年底，经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

评估验收，全市18个区县均完成市委常委会

确定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建立起“依法管理、

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

合治理”的工作运行机制¨1。

一、开展综合改革加强新机制建设工作

(一)具体做法

一是加强对综合改革和新机制建设的组织

和协调。1998年4月，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

了《北京市基本实现计划生育“两个转变”

的要求》这一推进综合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明确了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

民群众需求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工作机制”

的任务，提出了北京市跨世纪人口计生工作奋

斗目标。2006年，为贯彻国家人口计生委

《全面落实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

指导意见》，研究制定了《全面深化“两个转

变”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

体系实施纲要》等文件，提出了建立三大机

制体系的工作安排。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要求，坚持把综合改革和

新机制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并建立了以实

现“两个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和新

机制建设评估办法，推动了综合改革和新机制

建设的持续开展。

二是把依法行政作为综合改革和新机制建

设的准则。改革和创新必须符合《宪法》精

神和相关法律的要求。为此，制定了《北京

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出台了《关于加强计

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通知》、《关于扶持农

村计划生育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意见》、

《关于印发(北京市创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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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社区、示范村活动方案)的通知》、<关

于印发(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现居住地为

主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进城市

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改革的意见》、《关

于印发全程办事代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等一

系列法规、政策，建立健全了地方人口和计划

生育法规政策体系。

三是把探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综合改

革和新机制建设的重要目标。面对首都人口问

题错综复杂的局面，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

部署，在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制

定了《关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强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出了

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的总体要求；并把综合改革和新机制建设纳入

(It京市“十一五”时期人口全面发展规划》

和《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

事业发展规划》之中，丰富了综合改革和新

机制建设的内涵，探索了统筹解决首都人口问

题的新途径。

(二)工作内容

1．构建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人口宏观调

控机制体系。

首长负责机制。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把人

口问题摆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

置，各级政府成立了行政一把手任组长的人口

计生领导小组，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统筹决策机制。市委常委会听取人口计生

工作汇报，研究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利

用市政府常务会和市长办公会等平台协调人口

政策、研究人口问题。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纳

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

及市政府年度工作计划，把人口计生工作的重

要内容列入市政府折子工程。

经济调节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

产业结构，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降低发展对人口数量的依赖度，缓解了人

口对资源环境压力。

2．建立符合群众需求的人口计生工作机

制体系。

综合治理机制。市委、市政府每年听取人

口计生工作汇报，研究解决难点问题。市长与

区(县)长连续19年签订人口和计划生育目

标管理责任书。各级人口计生单位认真履行职

责，联合开展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出生缺陷

干预、治理出生性别比等专项行动。

政策推动机制。修订的《北京市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调整了计划生育奖励标准，

增加了一次性奖励和经济扶助的有关规定。建

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等一系

列计划生育家庭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探索建立

农村计生家庭养老保障办法。

依法管理机制。人口与计划生育地方性法

规、规章体系已经形成。政务公开制度、行政

执法责任制度、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依法行政

制度相继建立。规范行政执法，杜绝违反

“七个不准”的行为。

村(居)民自治机制。绝大多数村(居)

落实“四个民主”，计划生育自治能力和服务

能力提高。从2005年开始，全市每年评出计

划生育“示范社区”、“示范村”各100个，

树立了800个先进典型。

优质服务机制。开展创建国家优质服务先

进区(县)活动，已有66．7％的区县获得国

家级优质服务先进区(县)称号。全市建立

710个社区计划生育服务站。深入开展婚育新

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互动式

“青春期教育”项目走进学校、社区、军营和

工地，受益人数达300多万人次。

3．建立人口计生工作支持保障机制体系

政府督查机制。各级政府从严治政，把人

口计生工作纳入重大事项督查，严格奖罚。坚

持“一票否决”制，对在人口计生方面存在

问题的单位和个人，均取消综合评选资格。

战略研究机制。人口计生部门已将工作重

点转向研究战略、制定规则、创造环境、依法

管理。市、区县分别成立了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领导机构。“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初步形成

品牌，建立专家、学者研究首都人口问题的平

台，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公共投入机制。人口计生事业费增长幅度

高于财政收入同期增长幅度。市长与区县长签

订的责任书中，把经费投入列为主要内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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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额度，落实责任。

队伍建设机制。坚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选拔录用了局、处级干部。坚

持全系统多层次干部培训，使聘请有关领导和

专家授课形成制度。

二、开展综合改革加强新机制建设工作存

在的问题与思考

尽管开展综合改革推进新机制建设取得了

积极成效，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实际工作

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综合改革应当由综合部门牵头，在政

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进行，依靠人口

部门单兵突进相当艰难拉3。在目前形势下，

人口计生委仍然是一个专业部门，由专业部门

转变为综合部门任重道远。

2．什么是新机制?怎样建立新机制?没

有成型的理论指导。新机制建设是自上而下地

推进，还是自下而上地推进，还是上下结合共

同推进目前还不好把握。尽管国家人口计生委

提出“三个层面、五个维度”的要求，但在

实际工作中还是过于笼统，具体工作内容和目

标难以界定，基层在实践上难以把握。

3．各地区面临的人口问题各不相同，推

进方法千差万别，理论层面建立的新机制难免

存在局限性，如何处理好综合改革和新机制建

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值得研究，尤其是如何

建立分类指导的模式也是一大难题。

4．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有待破解。在当前

体制下，人口服务与管理是相关部门各管一

段，存在着管理与服务缺位和错位等问题。特

别是人口治理不综合、人口政策不协调、管理

和服务手段不适应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5．政策推动的力度相对减弱，不能适应

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的客观要求。改革

开放初期制定的计划生育奖扶政策对基本国策

的执行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以及对民生的高度重视，各个部门都在

出台普惠政策，客观上削弱了计划生育政策的

惠民力度。因此，计划生育奖扶政策不论是在

广度，还是在力度上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加

大政策推动的力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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