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宇：从深圳四胞胎父母困境谈起

深圳有一对夫妻近日产下了四胞胎女儿。由于早产婴儿们在保温箱内呆了不少时间，带来二十万元的天价医疗账单。示意

图：图为4胞胎的示意图，与本文无关。（Collier Quad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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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01月06日讯】据国内媒体报导，深圳有一对夫妻近日产下了四胞胎女儿。这

是他们的第三胎，由于早产婴儿们在保温箱内呆了不少时间，带来二十万元的天价医疗账单。

夫妻为外地打工人，月收入仅五千元人民币，无力支付每月近万元（含房租和照顾四胞胎费

用）的日常开销，更别提还医院账单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通过媒体向大众求助。这件事

情引来了许多网友讨论，包括对他们低收入还要生三胎的困惑和重男轻女嫌疑的质疑。但我想

指出的是在讨论中被忽视的另一面——政府救助的缺失。

人口坍塌的现状已经被中共政府承认了，计划生育政策也转向了对二胎和三胎的鼓励。在发达

国家，为了鼓励生育政府提供金钱福利是最基本的，包括延长产假、新生儿奖金和奶粉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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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方面一般也都会尽量补贴，甚至完全免费。虽然金钱刺激并不足以解决人口问题，但是通

过福利政策为有生育意愿的国民进行经济担保和兜底确实能够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至少他们

不用担心生不起和养不起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深圳四胞胎父母的困境恰恰反映出政府的

失职，也让人怀疑中共政府刺激生育政策的意愿和力度到底有多大？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看一看为什么中共政府觉得中国的人口出现了问题。中共从来就

不觉得人口越多越好，相反它们一贯主张人口过多会造成社会负担，理由是中国人均资源相对

贫瘠。这也是几十年来严格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它们一直在努力限制人口增长，

现在人口增长终于停滞甚至开始下降不正是它们所期望的吗？怎么就变成危机了呢？因为它们

猛然发现人没了，钱也就没了，而且钱比人消失地更快。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低廉人力成本制造的商品倾销全球，换回了大笔的钞票。近二十

年的高速发展让中共渐渐意识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并不是负担，而是为政府创汇制造收益的

资源，即所谓人口红利。凭借世界第一的人口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让世界依赖中国的廉价商

品，让中共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正当它们做着如此美梦之时，却突然被人口曲线的回落打了

一击闷棍，惊讶地发觉，原来中国人口是消耗性资源，且被长期激进的计划生育压抑成了不可

再生资源？！

别看现在中国人口总数似乎还稳定在高位，下降趋势才刚刚冒头。可怕的是人口老龄化以及随

之而来的适龄工作人口数量急降。老年人不再从事生产，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纯粹的社会负

担。对于政府来说，逐年增加退休金的发放已经愈发不可承受。中共设计的退休金制度实际上

是用现在年轻人的缴费给现在的老人发钱，这是一条捷径，但是有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一旦人

口比例失衡或经济危机导致缴费低于发放数额，整个体系就会因为入不敷出而崩溃。当前中国

恰恰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外贸枯竭双重危机，令退休金压力雪上加霜。其实何止是退休金？整

个中共政府的财政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西方市场对中国关上大门，失去了外贸收入的中共财政就只能依赖国内市场。钱只有两个来

源：个人和企业。而企业的收入最终也是源于个人消费，所以说白了政府的财源还是依靠个人

——有能力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个人。政府需要更多的人工作，从而缴纳养老基金和所得税；

政府需要更多的人消费，从而养活企业；政府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赡养自家的老人，分担政府的

养老压力；政府需要更多的年轻人买房，持续为地方土地财政输血；中共更需要年轻人为它们

老而不想死的权贵官员提供新鲜健康的器官……



中共需要人矿——这是它们改变人口政策的底层逻辑。既然是矿，那就有为所有者提供收益的

天然义务，万万没有花钱培育矿物的道理。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鼓励老百姓

生二胎三胎的呼声很高，但却极少看到配套的福利政策和金钱奖励。在为开放二胎和三胎政策

辩护时，很多官员和专家说这样有利于拉动经济，因为父母更加舍得在孩子的教育上花钱，并

且也更有动力为孩子买房。其贪婪的嘴脸可见一斑——让你生孩子就是看中你钱包里的余额，

又怎会主动往里面充钱呢？

中共希望大家多生是看中了新增人口能够带来的经济价值，很多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特别是

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上的缺口可以通过外资来填补，劳动力的不足也可以由移民来替代。他们

希望提高生育率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维持民族和文化的传承，比如日本和韩国都是如此。如果只

要给钱他们的国民就愿意多生，那他们是一万个愿意，绝不会让自己国内的四胞胎父母在经济

上承受如此大的压力。

从数据上看中国取消一胎生育限制之后是有过一小波二胎和三胎浪潮，但并未改变总体生育率

持续下降的趋势。为什么让生也不生呢？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国民富裕了，可以方便地购买各种

服务（包括养老），在自由自主的思想下更愿意追求个人享受，不愿为照顾孩子而付出。他们

并不缺钱，因此金钱奖励和福利补贴很难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但中国并非如此。很多中国人

选择少生或不生的原因就是生不起，因为养孩子太贵了。吃穿用不说，教育开销以及房子等都

是无底洞。而且照顾孩子需要人力，中国薪资低下的现状往往需要双亲一起工作才能维持家

庭，孩子多了也顾不过来。况且生孩子的前提是有对象，中国大量的年轻人在婚恋方面频频受

挫，生孩子就更加遥遥无期。为什么结不了婚？因为买不起房子，因为对方物质要求太高，说

白了还是因为穷。所以经济条件绝对是导致中国生育率低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若是政府能够

为每个新生儿提供十万元的奖励，肯定能够获得显着的效果。但中共政府会这样做吗？不会，

因为它就是缺钱花才鼓励生育的啊。

高速发展二十年，为什么中国人反而穷到不生孩子了？个人收入是有增长，但跟不上养孩成本

的提高，更远远追不上房价的飙升。所以相对来说，是更加生不起了。中国这种反常经济现象

的成因正是中共偏激的出口贸易政策。中共知道中国人没钱，所以就把目光盯在外国人的钱包

上，拚命用中国的低价商品出口换汇。中国货物低价是因为中国工人低价，这样的贸易形式持

续下去，中国个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总是低于社会财富（或者说社会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实

际上是加剧贫富分化，更多比例的金钱聚集在更少人手中。这些普通中国人无法掌握的财富在

国内市场四处投机，当然不会提高普通人的生活品质，相反却推高了房价。当海外对中国关闭



市场，掐断了中国货物的倾销途径后，国内市场就进入了百姓买不起产品卖不出的尴尬境地。

实际就是产能过剩，工厂停工则百姓收入更低，更加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经济危机导致了房

市跳水，地方政府债务濒临暴雷，社保基金濒临破产的社会危机和中共执政危机。这一切对于

中国的生育率都会产生更加负面的影响。

中共对于现今的经济困境仍然是采用货币宽松政策，期望投入市场更多的货币能够重启经济循

环。问题是这些超发的货币投入了市场的哪一方？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建议当局直接给全体国民

发钱或消费券，这样能在短期内拉动一把消费，或许还能让经济进入正循环。可是中共不知为

什么就是排斥这种方案，只会把钱给国企搞基建。可是中国基建早已过度，更多的设施对经济

发展并没有更多的用处，而且基建也还是照样使用低薪工人。无论多大的工程做完就完了，没

有培养起工人的消费能力，社会经济也还是哑火状态。之后怎么办？再修十座机场百条高铁，

或者再来一个三峡大坝？

要想让拖拉机干活还得人先用力转几把摇杆，要想让母猪多下崽还得先给喂精粮！在中共治下

连一次性贡献四个新生儿的“英雄父母”都无法获得政府补助，甚至因为这四胞胎要返贫破

产，还期待会有源源不断的人矿自动生育来供养贪得无厌的人民公仆？也难怪越来越多绝望的

中国人选择做最后一代，不让自己有后代来吃这种苦，这也是为人父母的良苦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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