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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尺度不一

每年“超生罚款”金额或超 200 亿元，去向成谜

神秘的“超生罚款”

心提示

核

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伴随而来的“超生罚款”

或许也是天下数一数二难算的账。

目前，全国在对超生一个子女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方面，大致可分

为四类标准：一是在征收基数确定的情况下，按固定的倍数征收，如

江西 3.5 倍，上海、河南、湖北均为 3 倍；二是设置一定的倍数区间，如

北京 3倍~10 倍、新疆 1倍~8 倍；三是固定数额区间，如黑龙江城镇居

民 3 万元~6 万元、农村居民 1万元~3 万元；四是设置下限，只规定征

收额的最低倍数或金额， 如河北不低于 2.5 倍、 山西不低于 7000 元

等。

近日，体育明星田亮在香港生二胎一事，引发舆论关注。 同时有

媒体爆出，全国每年“超生罚款”金额可能超 200 亿元，而且去向成谜。

越穷、越富，越难征收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 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

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 不是罚款，

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 因为，多出生人口侵

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

据统计，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有 1300 万人，大部分是

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 有人据此推算，即使按保守水平

人均 1 万元计算，应当依法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数就高达

1300 亿元。

记者连日来向国家计生委阳光热线 12356、 北京市计

生委相关部门咨询有关年度超生处罚人数和社会抚养费

征收统计数据，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公布。 记者仔

细查阅有关资料，从浙江省行政事业收费统计分析报告中

发现，2009 年浙江收取社会抚养费 8.94 亿元， 增幅约

13%，收费规模首次超过工商部门。 而在安徽省 2010 年度

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的报告中， 社会抚养费收入为

8.45 亿元，增幅达 61%。 考虑到作为征收基数的人均收入

年度增长，若以 9 亿元为 2011 年内地各省、市征收社会抚

养费的平均数， 全国 31 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 279

亿元。

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陈勋儒曾在云

南进行过一番调查，自 2002 年到 2007 年底，云南全省应

征社会抚养费人数 33.56 万人， 实际征收 26.66 万人，占

79%；应征社会抚养费 5.62 亿元，实际征收仅 1.68 亿元，仅

占 30%。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应当交高额社

会抚养费的那部分人，没有交或者少交了。

湖南省计生委的《湖南省生育多孩家庭调查报告》更

能说明问题。 调查对象中， 资产在 1000 万元以上的 9 人

中，有 55.56%的对象征收到位率为 0；资产在 1 万元以下的

287 人中，有 38.68%的对象征收到位率为 0。

越富的人和越穷的人，越难征收？

2007 年，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前副主委戴君惕在湖南

省两会期间提交议案，建议修改《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就是针对富人、名人超生问题的。 ”戴君惕当时对

媒体透露，“湖南每年超生 5 万多人，其中富人、名人、官员

就占近 2000 例。 ”他还建议借鉴个人所得税法对社会抚养

费的征收实行超额累进制，资产越多，征收率越高。

北京市也较早提出加大对名人、 富人超生的处罚力

度。 2008 年北京市两会上，时任北京市计生委主任的邓行

舟曾表示，将出台地方标准，准备对富人超生征收社会抚

养费时与普通超生户有所区别。 但据记者了解，在实践中，

富人、名人高倍征收，一直没有执行，因为，富人、名人的群

体界定仍有困难，而计生部门并不是可以对收入、资产等

进行排查的机关。

各地为了增强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执行力

度，实践出了五花八门的做法。 在被征收人员

看来，这似乎像“一张大网”，不缴社会抚养费，

会在其他很多方面遇到难题。

以“超生教授”杨支柱为例，他再找工作时

就遇到了障碍。“去当临时工肯定没问题，但要

再去大学当老师，或者进国企、政府机关，是不

可能了。这两年，我屡屡遭到拒绝。”杨支柱说。

据杨支柱介绍，2009 年以来，不缴社会抚

养费对大人的影响已经小很多了。 之前，根据

1999 年颁布的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

办法》，有关部门审批成年流动人口的暂住证、

营业执照、务工许可证等证件时，需要核查其

婚育证明。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2009

年被废除， 改为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

例》，以上限制现在好了很多。孩子上不了户口

是目前最大的影响，没有户口什么也干不了。”

杨支柱说。

但在有些地方，还是有“超生连坐 ”的现

象。 4 月 25 日，深圳提交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计生管理条例草案中还提出一条“租客超

生，房东连坐”的办法：出租屋业主不得把房屋

出租给拒不接受处理的超生人员，否则将由区

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处以 2000 元罚款。

为了躲避这张“大网”，一些人也想出了新

的办法，比如去低收入地区生二胎、缴社会抚

养费。

温州市鹿城区居民黄某在广东省大埔县

生了第二个孩子 ， 向该县缴纳社会抚养费

6.485 万元。但随后，鹿城区计生部门要求大埔

县计生部门撤销对黄某夫妇社会抚养费的征

收，并作出了自己的处罚决定 86 万元。在黄某

起诉后，鹿城区计生部门又作出了征收 109.58

万元的新决定。

但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当

事人在现居地超生的，由现居地县级计生部门

按照当地标准征收；如果超生时，现居地和户

籍所在地计生部门均未发现，则此后谁先发现

谁征收，“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

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

抚养费”。 温州此举，明显与《社会抚养费征收

管理办法》相悖。

既然异地超生有被重复征收的风险 ，那

么，赴境外生子呢？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是否

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一事尚无定论，但有此前国

家计生委对此问题的解释可资借鉴。

2010 年 3 月 15 日，国家计生委《对上海

市人口计生委关于中国内地居民不符合规定

在境外生育问题请示的复函》明确表示， 夫妻

双方均为我国内地居民， 在国外、 境外生育

的子女回我国内地居住， 办理了入户手续或

两年内累计居留满 18 个月的， 在适用各地人

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时， 应当计算该子女

数。

在某些地区，社会抚养费这张“大网”还越

收越紧。比如，安徽、贵州等省将社会抚养费的

征收从生育后提前到怀孕阶段来“预征”，违法

怀孕后逾期未终止妊娠的， 预征社会抚养费。

而上海规定， 生育第一个子女不符合规定的，

也要按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征收社会

抚养费。

父母、孩子、房东……谁也跑不了

对于社会抚养费另一个重大的质疑还在于它的

使用问题。

各地的相关法规都已明文规定， 社会抚养费要

实行“收支两条线”，“县级计划生育部门应当将征收

的社会抚养费及时、全部存入财政专户。 ”但纳入财

政之后怎么使用并不像计生部门号称的那么阳光。

“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规范一点儿，社会抚

养费全部上缴财政， 而计生委的工作经费与社会抚

养费完全脱钩。 在内地省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

都委托给了乡镇、街道，虽然是收支两条线，但 30%

到 40%返给了乡镇， 然后一部分补充县计生委的工

作经费，只是到财政局转一道手而已。 ”杨支柱告诉

记者，“一些地方 80%至 90%的收入都留在县级以下

计生部门，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激励上，要不然这种

得罪人的事没人干。 ”

据了解，《山东省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

办法》就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应当全部用于计划生

育事业。 省、市地、县 (市、区 )三级计划生育部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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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的比例分配使用。 也就是说社会抚养费

85%的使用权归县级计生委，只要求用于计划生育事

业，具体怎么花谁也不清楚。

记者注意到，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

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 村一级计

生专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

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

象，被媒体报道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公开信息显示，2009 年，四川内江市县 (区 )两级

审计机关对所辖 5 个区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情况

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 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

库的问题较突出，全市 4 个区 (县 )共有 11344.07 万

元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 直接在预算外财政

专户中使用。

杨支柱对记者表示，农业税取消以后，村镇的经

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 预算内的资金又远不能满

足基层的发展需要，只能靠征收社会抚养费来运转。

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

“这还是上缴财政的部分，至于村镇工作人员打

白条、关系户送礼收来的钱全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个

数目连计生委主任都搞不清有多少。 ”有学者表示，

许多地方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连 60%都达不到， 难道

剩下的那部分都是收不上来的钉子户吗？

社会抚养费，究竟应该用在哪儿？“实现对社会、

资源、环境的补偿，这种说法太空泛，社会抚养费，应

该用于整个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比如生育保险、计

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帮扶等等。 现在中国主要还是以

家庭养老为主，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需要

政府下很大工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湛中乐表示， 政府机关有义务公开社会抚养费的

征收、使用情况，满足公民知情权，“不能用来养活某

些队伍，要还社会抚养费制度设计的本来面目。 ”

湛中乐同时还提出， 社会抚养费制度只是一种

过渡性措施，从过去强硬的“一胎”政策过渡到自然

调节。 在实际执行中，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使用和监

督，乱象丛生。 从长远看，社会抚养费应当废止。

（综合《中国经济周刊》、《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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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