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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年的
不懈呼吁，终于在
今天看到我这份

‘将辅助生殖医疗
项目纳入医保’的
人大建议，得到三
部门的支持采纳，
并将于6月1日起
在上海各大医院
施行，我心中
倍感激动。”
这是市人大
代表、上海
灵溪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
长、致公党
徐汇区委副
主委林夕爱
于2024年5
月22日发的朋友
圈的内容。

时隔半年多，
一谈及去年自己
的代表建议被采
纳的重磅消息，眼
前的林夕爱依旧
激动不已。“太不
容易了。”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经过这件事，

我感到自己能为社

会 一 部 分 女 性 群

体、弱势群体发声，

能真正做点有意义

的事，特别的荣幸，

特别的温暖，特别

的感激。

——市人大代表 林夕爱

“

”

持续为青年的痛点发声
市人大代表林夕爱：看到建议被采纳很欣慰很激动

为辅助生育治疗家庭代言
“6月1日起执行！做试管

婴儿可医保报销”这则新闻的背
后，是林夕爱多年四处奔走调研
的努力。

这一建议最初的调研始于
2020年，彼时还是徐汇区政协委
员、市工商联青创联副会长的她
意外发现不仅自己企业有很多
女员工在尝试辅助生殖，周围不
少女企业家们也在做这方面的
努力。

上海市民政局编制发布
《2023年上海市婚姻登记数据》，
2023年，上海全市共办理婚姻登
记139925对。全市初婚男性平
均年龄30.6岁，女性29.2岁。

“上海目前平均生育年龄
30.73岁，而女性最佳生育年龄
是22～29岁。这些年，女性结婚
越来越晚，相应的生孩子的年龄
也随之推迟，有的女性想要孩子
的时候往往错过了最佳生育年
龄。”随着调研的深入，林夕爱惊
讶地发现，上海一家具有辅助生
殖资质的三甲医院原本只有一
栋楼用于辅助生殖，但没过多久
就拿出整个院区用于该领域的
检查和治疗。“这些年，发现越来
越多的医院，把辅助生殖越做越
大，接诊量从一个楼层扩大到一
整栋辅助生殖就诊楼，求诊者数
量呈现几何式增长的趋势。”

那么辅助生殖医疗对女性
而言意味着什么？在遍访了几

十位求诊者后，她发现，女性在
治疗期间需要忍受巨大的肌体
上的痛苦。其间要花费常人难
以想象的时间、精力、金钱。“即
便吃足了苦头，她们仍愿意借助
辅助生殖医疗，可见这些家庭的
生育意愿是极强的。”

2023年上海地区新生儿总
数为18.8万人，其中试管婴儿占
比达到了44%，即8万余人，几乎
占到新生儿总量近一半。林夕
爱认为，期待采取辅助生殖的人
群逐年上升，适育的青年群体迫
于经济压力踌躇不前。这是具
有迫切生育意愿的庞大群体，于
政策鼓励的同时，如能医保托
底，就能较快实现该群体的人口
兑现。

打开手机计算器，林夕爱给
记者算了一笔粗略的账，“对女
性来说，治疗的过程是套环式
的，一次辅助生殖的医疗收费约
为4.57万元。通常受孕成功率
约为 31%～44%，一个家庭平均
要准备15万元来进行辅助生殖
医疗。这对未育家庭，尤其是青
年家庭无疑是沉重的经济负
担。”

辛苦撰写的建议被采纳
去年，林夕爱经过深思熟虑

提交了《关于将辅助生殖医疗项
目纳入医保范围》的代表建议。
其中就提到了，“盼望采取辅助
生殖的群体通常是本市常住人
口群体、是拥有稳定职业和收入

的群体、是普遍缴纳医保并纳税
的群体、是对科学生育有积极接
受度的群体，应当对这样的家
庭、女性群体采取社会性托底”

“有二、三胎孩子生育意愿的家
庭是年龄结构普遍较大的家庭、
是对科学生育有需求的家庭、是
抚养教育经济负担更重的家
庭。高昂的辅助生殖医疗费用
无疑是对这类家庭的巨大负担”

“要践行该项目，需要女性一年
半载频繁前往医院注射、抽血、B
超等，多数女性需要辞职践行，
加上高昂的医疗收费，无疑是对
想生育家庭的无情劝退”等。

为此，她给出了一系列建
议，比如将辅助生殖医疗项目纳
入医保，让准备采取、期待采取
辅助生殖医疗项目的家庭减轻
经济负担，使这部分有迫切生育
意愿的家庭及时地践行育儿计
划；给予适育但未育的职业女性
社会性托底，为采取辅助生殖医
疗项目的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给
予晚育、生育障碍的家庭医疗保
障的实质性关怀和鼓励；通过医
保普惠，让女性不再对生育困
难、科学生育难以启齿，不再遭
受社会歧视和家庭压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份沉甸
甸的代表建议很快就获得了多
个部门的答复。从2024年6月1
日起，除极个别项目外，做试管
婴儿可医保报销。

当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
后，林夕爱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

句话，“经过这件事，我感到自己
能为社会一部分女性群体、弱势
群体发声，能真正做点有意义的
事，特别的荣幸，特别的温暖，特
别的感激。”

那一天，林夕爱激动得哭
了。“这一政策的出炉对晚育、生
育障碍的家庭也是一种实质性
的鼓励。以前，辅助生育质量被
普遍认可是自费项目，生不出孩
子会遭受歧视。今后做辅助生
育治疗就像做心脏彩超一样，变
得稀松平常。”

“女代表应该站出来为女性
发声。”林夕爱表示，这些年，她
见过了太多因为采取辅助生育
治疗不得不辞职的女性，她们还
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

今年关注青年人口流失问题
这两天，林夕爱有些忙，她

忙着为参加上海两会做准备。
今年，她计划提交一份《关于优
化居转户政策，助力青年群体落
户的若干建议》的代表建议。

林夕爱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2023 年上海常住青年人口 722
万人，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9%，
常住青年人口中，非户籍青年约
471万人，占青年总人口比重的
三分之二。“结合人口和税收统
计数据我得知：上海的老龄化户
籍人口逐年上升，非户籍常住青
年人口逐年流失，人口流失的主
体是为城市造血的中、青年群
体，其中471万为城市造血的非
沪籍青年群体，鲜少获得政策倾
斜和政策扶持，致使近年青年人
口总数和占比呈现逐年下降的
态势。”

林夕爱认为，扩大中、青年
群体在城市中的人口占比，是近
年来各大城市之间的核心竞争
政策。将居转户落户年限与社
保缴纳、个人所得税汇缴年限相
匹配。在非户籍人员达到政策
要求的社保缴纳比例和个人所
得税汇缴倍数及年限的基础上，
应给予居转户落户的政策支持。

“留住这417万中、青年人
群，就是留下了他们的家庭和身
后的子女。这是城市创造力、消
费力和生命力的延伸。该政策
支持势必加快本市在青年人才
引入方面的成效，是对全国各大
城市不断深化人才户籍政策开
放力度的响
应，是上海
这 座 城 市
海纳百川、
开明睿智
城市精神
的具体体
现。”林夕
爱呼吁。

市人大代表林夕爱多年来持续为青年的痛点发声。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郭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