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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明治维新。新政府太政官布告中规定禁止接生婆进行药物售卖和堕胎。

1872 进口商品“roedezak”（避孕套），作为预防性病的用品进行售卖。

1874 颁布医制，规定接生婆的资格・执照制度。

1880 颁布刑务，制定堕胎罪（实施是1882）。同时也废除了妾制度。

1899 颁布接生婆规则，统一全国的接生婆法制。

1909 国产避孕套第一号“红心美人”售卖。

1914
颁布卖药法。禁止在广告・发行文件中刊载淫秽的记事图画和暗示避孕・堕胎的文章。鸭田脩治《产儿制限论
一项著名的避孕研究》出版、这是“产儿制限”一词的滥觞吧。玛格丽特・希金斯・桑格（Margaret Higgins
Sanger）开始了计划生育运动。

1922
桑格来日本。山本宣治《山峨女史家族制限法批判》出版。石本夫妻・安部矶雄等人成立了日本产儿调节（生育
调节）研究会。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出版。

1924 荻野久作在《日本妇人科学会杂志》发表了荻野学说。

1926 《主妇之友》，《妇人世界》等介绍了利用周期避孕法的荻野学说。

1937 颁布母子保护法・保健所法。中日战争爆发。石本静枝因人民战线事件被逮捕，生育调节咨询所被迫关闭。

1939 厚生省中设置了人口问题研究所。谷口弥三郎对熊本县的已婚女性进行了“人力资源调查”。

1941
人口政策确立纲要，目标是每对夫妇生育5个孩子。在厚生省人口局设置了母子科。制定公共卫生护士条例。太
平洋战争爆发。

1946

极东委员会对日本人口问题表示担忧。GHQ公共卫生福利局局长萨姆斯，提出生育控制的必要性。加藤静枝在战
后初次总选举中当选。马岛僴恢复子宫托制造。筱崎信男实施了节制受孕的实际情况的调查。人口问题研究会向
政府提出了“关于新人口政策基本方针的建议”，对节制受孕持消极态度。在撤离港对撤离归国的女性实施了堕
胎手术（～1947）。

1949

GHQ顾问汤姆逊在视察了日本之后，主张生育调节的必要性。吉田茂首相认为在人口问题解决中生育调节是有必
要的，并设置了人口问题审议会（～1950）。改定优生保护法，加入了经济上的理由。天主教势力致信麦克阿瑟
批评了日本人口政策。厚生省向公共卫生所分发《受胎调节便览》。新药事法批准了避孕药的售卖。杂志《夫妇
生活》创刊。筱崎信男《产儿调节与夫妇性生活的实态》出版。

1952
改定优生保护法，废除事先审查制度，实现了事实上的堕胎自由化。受孕调节普及事业首次获得国家预算的支
持。受孕调节实地指导员的培训开始了。日本恢复主权。桑格来日，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洛克菲勒三世成立人
口理事会。国际家族计划联盟（IPPF）成立。

1957 厚生省确定了把受孕调节普及事业移交给市町村的方针。

1958 参加新生活运动的企业达到82家。上一年度出生率是17.2，与1949年相比几乎减半。

1964 对于厚生省批准复方口服避孕药的意向，家族计划生育相关者发起反对运动。

1966
日本总人口突破1亿大关。剑持加津夫《99/100 与逐渐消失胎儿的对话》出版。在兵库县开始了“不生不幸孩子
的运动”。桑格去世。

1967
佐藤荣作首相做出了劳动力不足与“堕胎过度”相关联的发言。成长之家与天主教团结成优生保护法改废期成同
盟。厚生省因其副作用不认可复方口服避孕药。

1971 在秩父，专门进行水子供养的紫云山地藏寺开山。

1972
厚生省指定复方口服避孕药为处方药。国会提出优生保护法改正提案（删除经济条款、新设新生儿条款等）。日
本家族计划联盟发出反对改定提案的声明。由青草会和女性解放运动发起了针对优生保护法修改恶化的反对运动
（～1974）。

1974
优生保护法改正提案。因审议未完而废案。在日本人口会议上，通过了“孩子不超过2个”的宣言。厚生省批准
了太田环等的IUD（宫内节育器）。

1980 成立了成长之家政治联合国会议员联盟。改正优生保护法运动再度全面化。

1990 上一年的出生率创下了史上最低记录，“1.57冲击”。

1994 在开罗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中，安积游步谴责了优生保护法。

1996 改定优生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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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复方口服避孕药被批准为避孕药。

2011 紧急避孕药被批准为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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