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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前 综 合 管 理 是 深 化 计 划 生 育
口〔 作 的 必 由 之 路

李 琼

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客观存在三种管理类型 ①孕前型
,

把工 作 重 点 放

在孕前
,

主要靠落实避孕措施来完成人 口生育控制计划 ②孕后型
,

主要靠落实补救措施来

完成人 口生育控制计划 ③产后型
,

因孕前
、

孕后工作未抓好
,

出现计划外超生
,

则主要靠

征收超生子女费来实施惩罚手段
。

纵观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
,

不难看出
,

无论是孕后型

管理方式
,

还是产后型管理方式
,

尽管在某一特定时期和历史条件下
,

确实对我国农村人 口 的

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但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

这两种管理方式已越来越明显地

暴露出其局限性
,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健康发展和深入进行
,

影响了计划生

育工作的质量
,

其结果是人 口仍然没有控制住 笔者认为
,

年代要大力提倡孕前综合管理
,

落

实
“

避孕为主
”

的方针
,

重视服务型管理方式
。

一

目前
,

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

控制人 口增长已经成为摆在全党
、

全国人民面前的极为迫切的任务
。

农村人 口是我国人 口的

主体部分
,

农村人 口基数大
,

增长速度快
,

是我国人 口危机的真正根源所在
。

农村庞大的人

口基数和高速增长的现实
,

说明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
、

长期性
。

多年来
,

由于种种

原因
,

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仍未摆脱被动局面
,

长期陷入孕后搞补救的困境中
。

这种消极性的
“

孕后型
”

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

其主要弊端在于

影响了妇女身休抽康
。

由于我国农村生育率长期居高不下
,

同时也因现行的各种避

孕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避孕失败的可能性
,

为了落实人口 计划
,

严格控制农 村 人 口 增

长
,

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

对计划外孕采取流产
、

引产措施无疑是必要的
,

但这只能作为一种

辅助手段
。

从生理角度看
,

流引产对妇女的身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

特别是有的妇女一年流产

两
、

三次
。

其结果势必使妇女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

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妇女劳动力的解放
。

增加了国家
、

集休和个人的经济负担
。

妇女每年流产
、

引产所需费用是一笔不小的经

费开支
,

这无疑给国家
、

集体财政带来困难
,

同时亦增加了个人的经济负担
,

造成人力
、

物

力
、

财力上的极大浪费
。

容易使群众产生抵触情绪
,

从而形晌党群
、

千群关系
。

天下第一难事莫过于计划生育

工作 此工作难就难在为了国家利益
,

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农村各乡村基层计划生育部门须借

助行政的
、

经济的
、

法律的手段
,

干预每一个家庭的生育职能
,

使每一对育龄夫妇的生育行

为和结果均纳入国家计划之 内
。

在我们这个经济尚不发达
,

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尚不健全
,

以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里
,

要使广大农民的生育行为的转变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是十



分困难的
。

国家要计划生育
,

农民要超计划生育
,

这种囚情与民意之间的矛盾极易使群众对

计划生育 政 策 产 生抵触情绪
。

在前几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
,

许多地方
,

计划生育工作者迫

于生育指标的压力
,

对群众缺乏做耐心的说服工作
,

不重视服务型管理
,

过多依靠
“

行政干

预
” ,

采用
“

经济惩罚
”

的简
一

单做法
,

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
,

以致许多乡镇干群冲突时有发

生
,

这种状况加重了计生干部与农民的心理负担
,

严重破坏了党群
、

干群关系
,

二
人 口控制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

涉及面宽
,

制约因素很多
。

农民较强烈的生

育愿望
,

更使得我国人 口控制政策在执行中困难重重
。

农民的生育欲望造成计划生育的巨大

阻力
。

在实际工作中
,

对那些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后
,

仍坚持超生的育龄夫妇
,

除批评教

育和行政处分外
,

征收适当的超生子女费
,

使其承担一定的社会经济责任
,

这已成为农村控

制人 口增长的有效经济措施
,

也符合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

它既对超生行为起了抑制和教

育作用
,

同时征收的超生子女费又可作为计划生育经费的补充
,

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长期

深入开展
。

但是
,

由于 目前农村各种政策不配套
,

单纯依靠经济惩罚政策来推行人 口控制计

划
,

在实际执行中难 以取得理想结果
。

这种主要依靠征收超生子女费来达到控制计划外出生

人 口 的所谓产后型管理方式
,

同样存在着许多弊端
。

主要表现为

容易挫伤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地 区的千部
、

群众的积极性
。

事实上
,

我国目前财政

经济还有一定的困难
,

国家分配的计划生育事业经费尚不能满足 日益广泛深入开展的计划生

育工作需要
,

在这种情况下
,

征收超生子女费已不仅仅作为控制人 口增长的一项重要经济措

施
,

而且在许多地方已成为补充计划生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

于是
,

一些计划生育 工 作 开 展

好
、

超生现象少的地方
,

人 口 增长虽然得到了控制
,

但由于无超生子女费征收
,

仅依靠国家

分配的计划生育经费来开展工作
,

计划生育经费缺口很大 而一些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差
,

超生现象多的地方
,

却能征收到较多的超生子女费
,

用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

这种工作成绩

与经济利益
,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明显相背的现象
,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基层计划生育组织

和干部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

不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

征收超生子女费在对计划外超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同时
,

又有较大 的 消 极 作

用
,

不能有效抑制超生
。

超生本是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
,

但事实上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湖

北地区的一些农村中
,

罚款反而使这种不合法的事情变得
“

合情
” 、 “

合 理
” 、 “

合 法
”

了
。

有钱人不怕罚
,

理直气壮地超生 而那些贫困户
,

无力交纳超生费者也罚不怕
,

同样理

直气壮地超生
。

这种状况使计划生育工作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

对超生者罚嗽
,

是全国各地乡村比较普追实行的盆要的处罚方式
。

通生严重程度与

罚款数额成正 比
,

似乎通过对超生者罚款
,

并不断增加罚款数额
,

就可 以有效地制止计划外

生育
。

然而
,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

计划外已经超生者
,

其生育目的已经达到
,

其生育愿望已

经减弱
,

尽管对他人的超生行为起到 以做效尤的作用
,

对其本人罚款的意义已不是很大
。

因

此
,

罚款对制止超生的作用十分有限
。

由于超生子女费在征收
、

管理
、

使用上的混乱
,

政策攀握和执行中的不一致
,

个别

千部只要对上能煎衍褥过去
,

不仅不积极采取措施制止计划外生育
,

反而对其采取姑息迁就乃

至暇许的态度
,

从而给超生者以可乘之机
,

以致造成人 口失控
,

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节翻

生育和控制人口 的初衷
。



三
长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告诉我们

,

行政手段和经济惩罚在某一特定时期
,

一定条件下
,

对人 口 的控制确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

但从管理角度而氰 孕后型
、

产后型管理都是被动的管

理方式
。

依靠流引产控制计划外孕
,

对超生者采取经济惩罚
,

都属头痛医头
、

脚 痛 医 脚 的
“

治标不治本
”

的办法
,

它牵制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部门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
,

使计划生育

工作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

事实说明
,

将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以孕后
、

产后管理为主
,

逐步

转变为以孕前综合服务型管理为主已势在必行
。

这对于更加有效地控制人 口增长
,

保护妇女

的身心健康
,

密切党群
、

干群关系
,

改善计划生育工作环境
,

提高管理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

不仅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

而且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

笔者认为 从控制人 口增长的目标出发
,

实行超前控制
,

把节制生育的一切工作尽量作

在育龄妇女怀孕之前
,

是扭转计划生育工作被动局面
,

提高总体管理水平不可缺少的过程
,

是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
。

根据对湖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多次考察
,

笔者认为

实现孕前管理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盆视宜传教育
。

大力宣传计划生育政策
、

避孕节育和优生优育知识
,

帮助农 民接受避

孕观念与措施
。

现在直至今后几年间
,

正处于建国以来第三次人 口 出生高峰
,

形势十分严峻
。

为此
,

要大力进行控制人 口增长的教育
,

增强人 口 意识
,

使群众明确一个事实
,

即人 口 问题

是制约国家
、

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

要利用各种渠道传播计划生育知识
。

据有关单

位调查的结果
,

一 岁人 口获得计划生育知识的最佳传播途径依次 为 电 视 肠
,

广

播 肠
,

阅读书籍
、

报刊 肠
。

①在农村利用电视举办讲座
、

广播宣传是大家比较 乐 于

接受的形式
。

此外
,

计生干部反映
,

由影也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教育形式
。

总之
,

我们可通

过多渠道
、

多途径
、

多种形式
,

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育龄夫妇和广大青年的实际需要
,

广泛

进行计划生育政策
、

人 口理论基础知识
、

避孕节育措施 包括避孕药具的选择
、

使用 以及

性知识教育
,

使其了解
、

掌握各种避孕措施的使用及利弊
,

消除顾虑
。

长期以来
,

在农村
,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

优生优育往往流于形式
,

不宜生育的人群

的计划生育管理一直是一个
“

死角
” 。

人 口质量也是人口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

在这方面决

不能掉以轻心
,

优生优育知识的宣传
,

绝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头上
,

一定要落到实处
,

要大力

宣传
,

使广大农民真正明白 自己的生育行为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家庭范围
,

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
,

使他们真正了解
、

掌握优生知识
。

在这方面孕

前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

对于那些痴
、

呆
、

傻和不宜生育的人群要坚决制止其生育
,

以便尽快

跳出
“

越生越傻
。

越傻越生
”

的恶性循环
。

对不同年赞
、

不同婚育状况人群的趁孕节育
,

应分别予以 , 理和指导
。

从以往计划

生育工作的实践看
,

在政策稳定的前提下
,

冲击人 口计划的决定因素是避孕措施的不落实
。

落实可靠的避孕
、

节育措施是孕前管理的核心
。

在实际工作中
,

往往只片面强调避孕率
,

而

忽略了有效避孕率
,

没有加强对不同婚育状况的人群在避孕措施的选择上的分类 管 理 与 指

导
,

这是造成避孕措施不落实的主要原因
。

根据我们对称归农村的调查 , 育龄妇女中愿意上环者所 占比例较高
。

但由于农村医疗条

件差
,

工作量大
,

医务人员工作技术水平低等因素
,

致使上环后产生副作用较大
,

有少数甚

至丧失劳动能力
。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妇女要从事较强的农业劳动
,

脱环发生率较高
,

这些都



给育龄妇女带来很大的压力和抵触情绪
。

从而增加计划外孕的潜在危险性
。

众所周知
,

采取

女性输卵管结扎和男性输精管结扎术
,

可以达到永久性避孕 目的 使用宫 内节育器可达到长期

避孕的 目的 而 口 服避孕药
、

避孕针
、

避孕套
、

外用药和采取其它临时避孕措施则可达到短

期避孕的 目的
。

不管选择哪种避孕措施
,

只要方法掌握得当
,

同样能达到避孕效果
。

因而必须

对不同年龄和不同婚育状况的人群实行分类管理和指导
,

帮助育龄妇女掌握各种避孕措施
,

以提高避孕成功率
,

大量减少超怀乃至流 引产
,

使人口 的 出生沿着计划的轨道运行
。

这是孕

前综合管理核心之所在
。

加 强队伍建设
,

提商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寮质
,

是全面推行孕前管理的保证
。

建立

健全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 网络
,

是落实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组织保证
。

全面推行孕前管理
,

需

要一支有经验
、

懂政策
、

事业心强
、

技术过硬
、

能按照计划生育规律做好工作的对伍
。

在农村计

划生育管理中
,

要尽量避免使用那些容易导致干群关系恶化的强制手段和简单粗暴的做法
,

计

划生育管理人员应该注意 自身观念的更新
,

摒弃传统观念
,

在工作中注意克服官僚主义的行为

模式
,

放下架子
,

把机械地传达命令的模式变成讲究人际关系的模式
,

建设 良好的人际沟通
,

注

重被管理者意见
、

要求及情感的反馈
,

以最大限度地求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一致性
,

保证群

众正确地理解和接受计划生育政策
,

使群众真正做到心悦诚服
,

保证计划生育工作落到实处
。

除了有一支过硬的管理对伍外
,

还要有一批技术素质高
,

责任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
。

计

划生育专业技术人员既是国家计划生育干部
,

又是人民的医生
。

因此
,

既要保证党的政策的

执行
,

更要对人民的健康负责
,

二者不能有失偏颇
。

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既要有较强的政

策性
,

又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
,

同时还要有极大的责任心和同情心
。

因为做计划生育手术与

医学上的其它手术不 同
,

接受计划生育手术者均为正常人
,

加之思想上大多带有一定顾虑
,

这

样势必影响手术效果
。

因此
,

这就要求术前充分做好受术者的思想工作
,

严格掌握手术适应

症
,

做到术前精心检查
,

术中精心操作
,

术后精心护理
,

使手术并发症
、

后遗症尽可能控制

在最小限度内
,

使广大群众真正有安全感
。

最后
,

在经济能够承受的情况下
,

应加强和改善计划生育手术所必需的医疗设备及条件
,

没有这一点
,

医务人员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在很多情况下
,

计划生育手术后所 出现的并发症
、

后遗症都是由于医疗设备极其简陋
,

无菌消毒极不严格所致
。

由此而造成的医疗事故
,

其影

响远不在于事故本身

从我国 目前实际情况看
,

广大农民传统的生育现仍根深蒂固
,

依韶计划生 育 宜 传 工

作
,

在短期内还难以使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

仍不可能出现使出生率自

发下降的社会经济条件
,

因此
,

开展孕前综合管理
,

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加强行 政 管 理 手

段
。

在大力开展宣传教育的同时
,

政策的强制作用仍不可避免
。

应健全行政管理网络
,

强化

自上而下的控制能力
。

根据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多次考察
,

笔者认为
,

在农村尤其应加强

乡傲一级的计划生育队伍建设
,

将管理工作 , 心由县下放至乡傲一级
,

强化乡傲计划生 , 部

门控制能力
。

此外
,

还要肺全群众组织网络
,

, 点放到签层 , 理
,

做到管理工作公开化
,

提

高通明应
,

强化群众监份作用
。

开展孕前服务
。

要做好广大农民计划生育工作
,

除了要靠宣传教育
、

必要的行政措

施外
,

同时也要开展各种服务
。

这是孕前型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

建立和完善综 合 服 务 网

络
,

既让群众落实措施
, 又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

使他们懂得
“

孩子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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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究竟归谁所有 法权关系是模糊的
,

不

少土地被一些干部和农民用于建住房
,

建乡

镇企业
。

在城市
。

土地是国有的
,

土地没有价

格
,

实际上是单位所有
,

哪个单位 占有了土

地
,

就可以无偿地使用土地
,

甚至可以用多

余的土地与别的单位
“

合作
”

建住宅
,

无偿

地分得一半左右的住房
。

再拿技 术 引 进 来

说
,

重复引进的发生也与经济体制有关
。

彩

色胶卷生产线引进多条
,

一则是因为有的属

化工系统
,

有的属轻工系统 二则是这个厂

是这个地区的
,

那个厂是那个地区的
。

而国

内新开发的技术之所以难以应用于生产也有

经济体制问题
,

例如技术市场没有发展
,

技

术难以商品化
,

就是经济体制问题
。

前面谈

到的
,

由于
“

大锅饭
”

还在吃
,

企业与政府

间还连着一条脐带
,

企业缺乏技术改造的动

力
,

这些也是经济体制间题
。

原有的经济体制妨碍了中国 经 济 的 发

展
,

迫切需要改革
,

不如此
,

中国的经济难

以步入现代化的行列
,

这 已是大家的共识
。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将取决经济体制如何改

革以及改革的实效
。

这个题目很大
,

不是这

里所能展开谈 的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

不会平坦
,

为改革甚至得付出一些代价
。

但

改革正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
。

《大陆
、

香港
、

台湾学者论中国经济发

展 》一书即将出版
,

作者嘱我作 序
。

我 在

这篇序中草略议谈了一些间题
,

远非深入研

究
、

深思熟虑的结果
,

只是提出若于想法
。

读

者自然应该去读本书而非我的序
。

我相信
,

本书有助于海内外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

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
。

注释

《大陆
、

香港
、

台湾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 》一

书
,

即将由湖南出版社作为《中国经济大趋势丛书 》

第一部出版
。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的国世平
、

杨再平

等参加了本书的主编和撰写工作
。

贵任编辑 徐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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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
。

各地农村基层组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
,

开展一些具体的服务工作
。

诸如帮助独生

子女家庭致富 帮助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及家庭解决具体困难
,

协助其料理家务
,

术后随访

开展妇女
、

儿童的保健服务
,

提高其健康水平等等
。

配合其它经济政策
,

采用利益价导机制
,

抑制农民的生育动机
。

农民的生育行为容

易受到短期利益的驱动
,

在现实经济利益条件下
,

要完全扭转这一局面是不切实际的
,

但可

因势利导
,

在政策制定
· 、

实施等方面将经济利益与计划生育有机结合起来
,

如在 责 任 田 划

分
、

农用物资供应
、

乡镇企业招工
、

农转非等方面优先安排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户
,

对超

怀
、

超生的农户取消各种优惠待遇
,

使农民有权衡利害的标准
,

自觉消除多育的愿望
。

计划生育工作单靠哪一种管理方式是无法深入开展
、

取得预期成果的
,

还必需有赖于全

社会的共同关心
,

共同努力
,

以使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繁荣富强
,

人民生活幸福旦

注释

①刘兆云 《对农村巧一 岁人口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效果的调查与思 考 》
,

《人口学 刊 》
,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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