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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雇主为孕产妇提供灵活的工作
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

《规划》明确，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引导家庭负责任、有
计划地安排生育，为群众提供安全、适宜、可及的妇幼健康（避孕节
育、优生优育、计划免疫、母婴保健等）优质服务。“十三五”期间，重
点落实好“全面两孩”政策，统筹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构建
配套政策体系。

加强人口变动预测，合理规划配置妇幼健康、儿童托育/照料、
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引
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
幼儿园等服务机构。鼓励和推广社区或邻里开展幼儿照顾的志愿
服务。在大型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旅游景区景点等设置母婴
室或婴儿护理台，保障母婴权益。

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
赡养、病残照料、善后服务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减轻生养子女
家庭负担。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丈夫陪产假制度。鼓励雇
主为孕产妇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

支持哺乳期、育儿期妇女能够选择在家更长时间照料幼儿。
支持妇女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增强社区幼儿照料、托老日间照
料和居家养老等服务功能。完善殡葬基本公共服务。

2030年常住人口达1248万

2015年

115万
(其中常住型候鸟人口 48.32
万，流动型候鸟人口66.68万)

本报讯 省政府日前印发《海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根
据《规划》，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预计“十三五”时期我省生育水平将有所提升，
出生人口将有所增多，2020年常住人口为996万左右，2030年为1248万左右。

为减轻生养子女家庭负担，我省将加快建立和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如完善计划生育
奖励假制度和丈夫陪产假制度；支持哺乳期、育儿期妇女能够选择在家更长时间照料幼
儿等。此外，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省还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挖掘开发老
年人力资源；鼓励专业技术领域人才延长工作年限，积极发挥其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和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记者 刘泽飞

根据《规划》，到2020
年，我省“全面两孩”政策
效应充分发挥，生育水平
保持稳定，人口素质不断
改善，结构逐步优化，分布
更加合理。到2030年，人
口自身均衡发展的态势基
本形成，人口与经济社会、
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进一
步提高，公共服务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民生保障体系更加
健全，老年人、妇女、儿
童、残疾人、贫困人口以
及少数民族等群体的
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
障，生活水平持续提
高，共建共享能力
明显增强。

我省将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丈夫陪产假制度
支持哺乳期、育儿期妇女在家更长时间照料幼儿

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十二五”期间
年均自然增长率保
持在8.7‰左右

人口总规模
继续增长

“十二五”时期

◎解决了140万农村人

口的农村安全饮水问题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35.2万人

2015年末 2020年 2030年

910.82
万人

996
万人
左右

1248
万人
左右

人口结构BB 根据《规划》，伴随经济
社会发展以及生育政策调整
完善等，出生人口性别比将
从目前的116.12逐渐下降。

家庭呈现多样化趋势，
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是主要
的家庭形式，单人家庭、单亲
家庭以及丁克家庭的比例将
逐步提高。

劳动年龄人口
呈上升趋势

2015年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6.12左右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8.13%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

2015年 619万人
2021年 超696万人
2030年 793万人左右

老龄化CC 老龄化不断加深

2015年 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到77.01岁

65岁及以上老
年人为74万人

80岁及以上高龄
老人为16万人2020年

65岁及以上老
年人为99万

2030年 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为161万人

人口分布DD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不断提高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49.81% 55.12% 60% 超70%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30年

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以上

候鸟人口EE

政策配套

积极推进海南行政区划改革创新和
户籍制度改革

《规划》强调，要持续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人口适度集聚。加快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积极推进海南行政区划改革创新，优化
行政区划设置和行政区划结构体系。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
步形成东西南北中五大片区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推动农业转移
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发展旅游观光和全域旅游，形成
一批特色小城镇，拓展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空间，避免形成特
大城市。

同时，以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等人口聚集能力强的城
市为主体，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引导区域内人口就
近集聚，提升城镇人口总量占比。根据人口聚集趋势，加大对海口
市、三亚市等中心城市人口公共服务投入。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省还将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科学
确定我省不同主体功能区可承载的人口数量，实行差别化人口调
节政策。对人居环境不适宜人类生活和居住的地区，实施限制人
口迁入政策，有序推进生态移民。对人居环境临界适宜的地区，基
本稳定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重点市县收缩集聚。

优化布局

实施职业年金制度，扩大企业年金
覆盖面

根据《规划》，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我省将建立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
覆盖，增强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调剂力度，确保基金
安全可持续运行。实施职业年金制度，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鼓励
发展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等。探索长期护理保险。

在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儿童优先发展方面，我省将深入开展
关爱女孩行动，改善女孩生存环境。探索符合实际的儿童早期综
合发展指导模式，推进儿童早期智力开发和教育，推动儿童福利由
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的转变。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和农业转移人口
随迁子女关爱服务水平，加大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完善儿
童收养制度。

在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方面，将增强残疾人制度化保障服务
能力，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对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给予补
贴。为贫困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健全残疾人教
育体系，对残疾儿童普惠性学前教育予以资助，对有劳动能力和就
业意愿的残疾人按规定提供就业创业服务，政府给予适当补贴。

公共服务

民生保障FF

越来越多候鸟在琼常住

2020年

预计常住型
候鸟人口为

64万

2030年

预计常住型
候鸟人口为

93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