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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调查显示，国人不会特地为了前年推出的“结婚与生育配套 ”中的额外婴儿花红及产假

而去生孩子。 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说，额外婴儿花红对夫妇是否 考虑生育所起的

影响力，比五年前滑落19%。 研究员也建议，妻子可与丈夫可分享八周的产假，让丈夫最多可 

有九周的有薪假期照顾新生儿，从而鼓励夫妇多生育。 

  研究员认为，有关方面最重要得是针对25岁至39岁女性的需要， 尤其是需要更有灵活性

和便利的托儿/育婴服务。 

  另外，夫妻平均分担育儿角色能帮助女性能够更快回到职场，改 变社会对男性传统角色

的观点也有助于鼓励夫妇早点生儿育女。 而且，产假对夫妇是否要生育孩子的影响力也减少

了，比2009年 的调查结果少11%；这也就是说，在2009年有66%的受访者认为，产假 是他们决

定生育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可是到了去年，只有55%的受 访者这么认为。 新加坡政策研究

所研究员（人口与家庭）是针对2013年的结婚与 生育配套，在抽样访问2000人之后，发表最

新调查报告。 当中，男性占46.8%，女性占53.2%。受访者主要是来自30至39 岁（42.5%）和

40至49岁（48.8%）的年龄层。 配套对较低收入夫妇有吸引力 

  调查报告也指出，2013年推出的“结婚与生育配套”对平均月入 在5000元或以下的夫妇

较具吸引力；因为跟较高收入的夫妇比较，这 个配套对较低收入的夫妇较有帮助。  受访者

表示，配套中印象最深刻鼓励生育项目分别是产假、更 多婴儿现金花红、儿童培育户头(延长

保留期限）、增加育儿事假、有 薪陪产假、房屋计划及津贴以及家长缴税回扣。 值得一提的

是，跟五年前相比，有更多受访者对“结婚与生育配 套”中的各项鼓励生育措施有所认识。 

其中, 对在职母亲子女估税回、儿童和残疾儿童税务回扣以及夫 妇能动用保健储蓄支付人工

受孕等措施的认识，也显著增加。 30至39岁生子 最‘旺’年龄层 

  30至39岁是生育孩子的最“旺”年龄层。 报告指出，目前有越来越多妇女是在30至39岁的

时候生育孩子， 因此这是生育最“旺”的年龄层。 对妇女来说，由于教育程度一般较高，她

们较关心自己的事业， 以及为托儿／育婴服务烦恼是延缓生育的几个主要原因。 研究发现，

夫妻平均分担育儿角色能帮助女性能够更快回到职场 ，改变社会对男性传统角色的观点也有

助于鼓励夫妇早点生儿育女。 报告指出，未来10年本地生育率有望上升，因为我国婴儿潮的

下 一代，已经进入适婚年龄。 报告也认为，以后需要采用年轻人最常用的传播媒介如社交媒

体 ，来传达鼓励年轻夫妇早生育的讯息。 有夫妇想生育 面对受孕问题 

  与五年前相比，夫妇能动用保健储蓄支付人工受孕、政府加强为 不孕夫妇提供辅助生殖

技术津贴以及祖父母估税回扣，对夫妇生育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 

  报告指出，这是个新的趋势，说明可能有的夫妇的确非常希望生 育儿女，但却面对一些

受孕的问题。 

  此外，调查结果也说明，可能有越来越多年幼的孩子是由祖父母 帮忙照顾。  

额外婴儿花红对夫妇是否考虑生育所起的影响力，比五年前滑落19% 。（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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