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韩国流行引发争议

禁止进入是否涉嫌歧视

这些年，“儿童禁入区”在韩国愈发
流行。2021年首尔的一项调查发现，高
达73%的韩国民众表示，设立“儿童禁入
区”可以接受，只有18%的被调查者明确
表示反对。

而“儿童禁入区”也不只出现在韩
国。餐馆和咖啡馆出台“儿童禁入区”的
政策同样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
地引发争论。日本航空、马来西亚航空、
印度靛蓝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还为乘客
提供了远离婴幼儿的座位选择。一些图
书馆和博物馆还对游客设置了最低年龄
限制。

“儿童禁入区”成为一种现象逐渐引
起人们的关注，争议也随之而来。

支持者认为，监护人如果对孩子监
管不力，孩子的一些行为或许会对公共
场所里的设施和他人带来麻烦或伤害，
企业主有权维护自己的经营环境。

爱尔兰一家禁止儿童入内的咖啡馆
在官网上表示，他们希望为成年人提供

“自我时间”，让他们可以安静地“花点时
间思考”。

美国西雅图一家餐厅的老板蒂姆·
普塔克称，在他的早午餐店设置儿童禁
止入内的规定后，收到了顾客积极的反
馈。但普塔克表示自己并不排斥儿童，
他还经营着另一家专门为亲子家庭设定
的餐厅。“这样安排的优点在于，它为每
个人提供了空间。”

新泽西州一家意大利餐厅今年2月
也决定禁止10岁以下儿童进入，这样的
规定还引来了一些家长点赞。一名母亲
表示，她喜欢这项规定，“这就像是一个

‘逃跑计划’”。
但反对者认为，这种做法涉嫌歧视

儿童，甚至剥夺了孩子在公共场所的基
本权利。

罗格斯大学儿童研究教授约翰·沃
尔说：“公共场所可以禁止大声喧哗和令
人不安的行为。但一个醉酒的成年人在
餐馆里对伴侣大喊大叫比一个哭泣的小
孩更令人不安，儿童不该成为特别被针
对的目标。”

沃尔和其他一些专家指出，这样的
规定违反了国际人权法，这项法律禁止
基于包括年龄在内的歧视行为。“他们不
保护儿童的基本权利，而是保护成年人
不必与儿童打交道的所谓权利。”沃
尔说。

悉尼大学儿童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
艾米·康利·赖特表示，“儿童禁入区”的
设立打破了一项基本的代际协议，即我
们应该给予儿童和老年人更多的关爱。
赖特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短视。

低生育率困扰韩国社会

这场争论，还延伸至一些更广泛的
议题。例如，在韩国正经历一场前所未
有的人口危机面前，在加强公共空间管
理和创造一个更包容的社会之间，人们
究竟该如何权衡。

“过去70年来，全球出生率持续下
跌，重塑了人口结构和公共生活。”新西
兰奥克兰理工大学酒店和旅游学教授海
克·尚泽尔称，如今，育儿被视为“一种生
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健康社会所
必需的一部分。

这样的现象在出生率全球最低的韩
国，表现更为突出。《华盛顿邮报》报道
称，由于韩国的年轻人面临着高昂的生
活成本以及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等，他们
在选择组建家庭时往往会三思而后行。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
季度，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1，刷新
了有相关记录以来一季度生育率的最低
纪录，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0.06。韩
国的总和生育率自2019年第一季度降至
1.02后，已经连续16个季度低于1。

和低生育率同时存在于韩国社会
的，还有老龄化问题。现在，韩国政府不
得不面对如何利用逐渐减少的工作群体
产生的税收收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退
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需求。

考虑到人口问题日益严峻，有分析
人士认为，“儿童禁入区”的出现，对于迫
切想要提高生育率的韩国而言是个阻
碍，允许更多“儿童禁入区”的出现只会
进一步减少决定要孩子的家庭数量。

波特兰州立大学社会学家玄永宇表
示，“儿童禁入区”的设立进一步凸显了
养育子女可能面临的困难，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打消年轻人生养孩子的念头。
而一个缺少不断成长的劳动力的国家，
若想向前迈进、发展，往往也会举步
维艰。

面对困境，韩国政府也在积极鼓励
生育。近年来，韩国政府推出了育儿补
贴，将1岁以内婴儿家庭补助标准从每月
70万韩元提高到100万韩元，12个月到
24个月的幼儿也会获得一定金额的
津贴。

呼吁改变看待儿童心态

另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政府
在投入更多资金的同时，还应该努力改
变社会对儿童的心态。尽管大多数韩国
民众支持设立“儿童禁入区”，但也出现
了呼吁建立更包容社会的声音。

“20至30多岁的韩国年轻人，有着
强烈的个人空间观念，他们比较不能容
忍身边有吵闹的小孩。”专门研究韩国文
化的大学讲师邦妮·蒂兰称，“如果一个
国家想要应对人口问题，就需要重新审
视这种心态，因为这些心态的背后或许
反映出，一些人对在公共场所中存在的、
与自己处于不同代际的人的不宽容。”蒂
兰认为，养育儿童不仅是父母或监护人
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这是应对
人口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

今年5月，容惠仁带着自己蹒跚学
步的孩子来到国民议会，呼吁韩国政府
重新考虑允许设立“儿童禁入区”是否有
必要。“有孩子的生活并不容易。我们应
该有一个更乐意接受儿童、对儿童更宽
容的社会，这才有助于应对低生育率的
问题。”

还有人在思考更合理的公共空间管
理方法。咖啡师安熙烈建议，公共场所
可以考虑规定儿童禁入的时间，而非划
定儿童禁入的区域。“说到底，他们只是
孩子，这是我想到的可能最为折中的立
场。” 据《新民晚报》

对于一个出生率全球垫底，且花费了巨额资金鼓励生孩子的国家而言，禁止儿童进
入咖啡馆、餐馆等公共场所的想法听上去似乎有些背道而驰。

但在韩国，“儿童禁入区”近年来越来越流行。据统计，韩国全国各地拥有数百个禁
止儿童进入的空间和公共场所，主要目的是确保成年人有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

然而，出于对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的担忧，舆论开始质疑，设立如此之多的“儿童禁
入区”是否是明智之举。

一些专家也开始思考和探讨，在管理公共空间和创造一个更包容的社会之间，是否
可以有一个更合理的尺度。

烫伤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两年前，33岁的韩国议员容惠仁
生下一个男孩后，正与产后抑郁作斗
争。丈夫想拉着她和刚出生的儿子
一起出门散心。

可走出家门的一些经历让容惠
仁更感困惑和伤心。当容惠仁一家
试图走入一间咖啡馆时，他们被拒之
门外。原来，这间咖啡馆被经营者设
立为“儿童禁入区”。被拒绝进入后，
容惠仁崩溃大哭。“感觉社会正在排
斥像我这样的人。”

容惠仁的遭遇在韩国并非孤例。
据智库济州研究院估计，韩国目前约
有500个“儿童禁入区”，光热门旅游
目的地济州岛就有80多个此类区域。

韩国设立“儿童禁入区”最早可
以追溯至2012年发生的一起被社会
广泛关注的烫伤事件。当时，一名母
亲带着孩子去书店的餐厅用餐，孩子
撞到了一名女性手中的热汤，导致该
女性的手部和孩子的脸部被烫伤。

这名孩子的母亲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系列抨击这家餐厅的帖子，
起初公众对这对母子表示同情。但
随后被曝光的监控录像显示，真实情
况是当时孩子在餐厅四处乱窜，撞到
了这名手上端着热汤的女性，才导致
两人都被烫伤。

于是，公众的情绪开始发生变
化，很多人开始责怪这名母亲没有好
好约束孩子的行为。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许多关于儿
童父母或监护人在公共场所和私营
企业中的权利与责任的讨论。此后，
设立“儿童禁入区”在韩国成为一种
常见现象。

事实上，根据年龄划定区域的情
况在韩国并不罕见。除了“儿童禁入
区”，韩国多地还设有“青少年禁入
区”“中年人禁入区”和“老年人禁入
区”。2018年，一家韩国咖啡馆的经
营者还宣布自己的门店是“无说唱歌
手、无Youtuber和无教授区”。

韩国不少公共场所禁止儿童进入。

韩国议员容惠仁抱着孩子到国会发言。

韩国妇幼团体举行集会，要求取消“儿童禁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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