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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 1993-2014 年间开展的 50 项关于中国人

生育意愿的全国性和地方性调查结果，对生育意愿主要四个维度

—数量、性别、时间和目的进行研究，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

化趋势和区域性个性特征。研究发现，1993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

的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各地区城乡居民普遍的生育意愿是生

育两个孩子。同时，生育意愿在诸多因素，例如经济、文化、政

策、地区、教育、职业、年龄、迁移等，的制约下引起我国居民

的生育意愿难以满足，导致生育水平往往低于生育意愿，即人们

实际生育的孩子数小于理想子女数。这为认识我国城乡居民生育

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历史性趋势和现实状况提供了实证依据。 

根据本文以上发现，结合 2001、2006、2010、2013 年卫计委

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的官方数据来看，城乡居民平均理想子女数

平均为 1.8 个，意味着即使在我国城市及沿海地区实施“全面二孩”

政策，实际的生育水平也很难维持在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底线（人

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为 2.1），也不太可能出现严重的

出生堆积现象。因此，本研究建议今年或明年尽快实施“全面二

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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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一、前言 

生育意愿研究一直是我国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尤其

是在政府希望提高或降低生育水平的时候，它更是国家制定公共政策

的重要依据之一。1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可以对国家人口发展和人口

政策的调整、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尤其是我国目前处于人口政

策调整的关键期。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育意愿进行了研究。国内研究虽然没有

对生育意愿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对生育意愿的理解，相对来说是比

较一致的，学界普遍认同生育意愿主要包括数量、性别、时间和目的

四个维度，而其操作化定义则分别为理想子女数、理想的性别结构、

性别偏好和理想的生育时间（理想婚育年龄和生育间隔）。 

生育意愿由于概念界定相对比较清楚，操作化定义比较明确，在

许多全国性调查和地方性调查中都设计了有关生育意愿的问题，因而

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实证研究占了大多数。研究对象和地区比

较广泛，从研究地区上看，有全国范围的大样本研究，更多的是各省

市或地区的小样本研究，甚至是低生育水平等特殊地区的小样本研

究；有关于城市的研究，更多的是关于农村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生育

意愿高的西部农村的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关于妇女、青年、独

生子女、白领阶层、低收入阶层、少数民族等特征人群的研究，也有

关于广泛意义上的居民的生育意愿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生育意愿

的研究维度和影响因素是两个主要内容。部分研究从理想生育子女数

量、性别偏好两个维度进行研究，部分研究增加了理想生育时间，还

有部分研究包括了生育目的的研究。有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大部分研究都涵盖了被调查对象的经济状况、城乡、文化程度、年龄、

性别、职业、婚姻状况等，还有文献考虑了生育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

响，甚至有些文献考虑到了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互动，生育意愿和

生育行为的关系以及生育意愿和人口发展关系等各个方面。 

                                                        
1 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 年第 5 期，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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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意愿动态研究 

我国 1997 年首次在人口与生殖健康全国性调查中对育龄妇女的

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城市和乡村均有不同程度性别偏好，

但生育意愿为一孩的妇女对性别的偏好较弱，城市中有较多人希望要

一男一女。风笑天和张青松对 20 世纪后 20 年城乡生育意愿的变迁

做了详细的梳理，发现各地区理想子女数量发生了较大变化，多数地

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理想子女数在 3 个以上的比例已经降到

很低的水平，农村地区育龄群众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以 2 个为主，城

市地区则以 1 个为主。2000 年以后，全国范围内有几次大型调查，

分别为“2001 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2002 年全国城乡居

民生育意愿调查”、“2006 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与“2007 

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社情民情调查”。2
2000 年以后的生育意愿调查表

明，尽管农村地区育龄群众的理想子女数仍以 2 个为主，但是理想

子女数为 1 个的比例也有所增加，“2001 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

康调查”中农村地区有 30%的被调查者理想子女数为 1 个。“2006 年

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理

想子女数分别为 1.78 个和 1.60 个，城乡之间在意愿子女数量方面

的差异有所缩小。另一方面，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仍然存在一

定的性别偏好，“2002 年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村地

区意愿生育 1 个孩子的人群中，偏男系数为 72.16%，偏女系数为 

27.84%；在意愿生育 2 个孩子的人群中，无偏系数为 94.79%，说明

在只能生育 1 个孩子的前提下，农民地区育龄群众表现出一定的男

孩偏好（莫丽霞，2005）。3从不同时期的调查结果来看，我国总体意

愿生育水平呈下降趋势。 

从生育意愿的区域差异来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意愿生育水平

的差异日趋减小，农村地区育龄群众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以 2 个为主，

城市地区则以 1 个为主，在理想子女数方面，有研究表明，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农村虽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但也基本以 1 个

                                                        
2 李玉柱，低生育水平地区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分析 ——来自江苏五县的调查[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北京，2011。 
3 李玉柱，低生育水平地区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分析 ——来自江苏五县的调查[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北京，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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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 个为主，与东部地区的相差并不悬殊（郑真真，2004）。另一方

面，育龄群众理想的性别结构变化相对较小，多数农村地区仍然存在

显著的男孩偏好。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

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非常接近；在生育意愿

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不到 13%的妇女有多子女的偏好，但欠

发达地区农村依然想要两个孩子甚至更多。特定区域生育意愿研究。

宗占红、尹勤在《低生育水平下重庆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透视》利用

调查数据，对重庆市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进行构成分析，

并从城乡、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育状况等方面对其生育

意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

为 1.54 个，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强，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挑战。郭有宁、Dalai 等所著《上海市夫妇生育

意愿动态及影响因素分析》一文明确指出上海市育龄夫妇婚龄长短对

理想生育子女个数有较深刻的影响，婚龄六年的与新婚三个月的夫妇

相比生育二孩的愿望提高了 50%，未生育的夫妇理想子女个数最低；

经济因素、是否采取节育推迟一胎生育等因素使丈夫多育意愿超过妻

子，而与公婆同住的夫妇生育二孩的愿望较多。 

居民生育意愿研究。姚从容、吴帆、李建民在《我国城乡居民生

育愿望调查研究综述 2000-2008》一文中指出：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

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

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

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

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

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黄廷权

《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与人口发展关系研究》随机抽取了涵盖重庆市

主城区、渝西、三峡库区三大经济圈的渝中区、巴南区、合川县、璧

山县、垫江县、彭水县六区（县）12 个村民组或楼栋（农村地区以村

民组、城市地区以楼栋为单位）开展了 700 份问卷调查，发现重庆市

居民理想生育子女数平均值 1.43 个，低于全国更替水平 2.1 个。理想

生育子女数目主要是 1 个或 2 个的选择，理想生育 3 孩及以上的已经

很少。不同特征人群普遍表现出对子女为 1 男 l 女的偏好，男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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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人群中依然存在。理想结婚年龄非正态分布，呈 U 型表现。传

统思想和现代生育文化共同作用，生育目的多样性。经济因素对生育

意愿的影响没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但它仍是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因

素。 

特定人群生育愿望研究。谢永飞、刘衍军在《外出对流动人口生

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中指出，外出在

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转变，但外出的各种原因对生

育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外出距离、居住状况、从业性质是

引起这一差异的重要变量。首次离家外出年龄、外出务工时间长短和

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出现，从而提出外

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质上主要取决于他们融入城市文明

的广度和深度；李彩霞在《女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环境影响因素》一

文，通过个案访谈了解女农民工的生育意愿并与农村育龄妇女作比

较，认为女农民工的生育意愿在长期计生政策下由诱导性向自发性转

变，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减少，性别偏好不很明显，比较重视孩子的质

量，在生育目的上倾向于认为生孩子是夫妻感情的结晶，生育意愿考

虑生育抚养子女成本，更趋于经济理性化，职业与打工时间长短也影

响着生育意愿，提出家庭中老人地位的丧失、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

色地位的变化、工作环境与社会舆论等四个方面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

要因素。 

风笑天《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对包括南京在内

的全国 12 个城市 1786 名 28 周岁以下在职青年做了调查，否定了

文化程度越高的越不想生，而越穷的则拼命生的观点，青年文化程度

与他们的生育意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负相关，而是呈现一种 U 字形

的相关状态。这说明文化程度最低者与文化程度最高者的意愿生育数

量都明显高于中等文化程度者。当然，他的调查也发现文化高的人当

中，倾向于不生的也明显更多，而且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强，婚姻

状况是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是否独生子女的影响并不大。 

陈卫红《白领阶层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武汉市 203 名

白领人士的调查》，白领阶层认可生育观念，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从

诱导性进入到自发性阶段，白领阶层生育孩子主要是为了满足亲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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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巩固夫妻感情，家庭感情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同时受到白领阶

层的重视，对于子女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 

叶雯《我国城市 80 后子女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的实证研究——

以 Q 市为例 》研究表明城市 80 后理想子女数总体上倾向于生育一个

或两个孩子且以一个孩子为主；已婚者明确的二胎生育意愿并不强

烈，且双独家庭二胎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单独家庭；是男性偏好并未完

全转变，但已明显减弱，追求“儿女双全”；理想婚育间隔以 1 至 2 年

为主，胎次间隔以 3 至 4 年为主；现行政策条件下的实际生育数量大

部分也为一个或者两个孩子。城市 80 后独生子女该生育意愿和生育

数量的特征是社会、经济、文化及个体或家庭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李高原《上海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阂行区的调查》表明独生子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38 个，多孩生

育意愿被生一孩、生二孩的意愿数量取代；独生子女对孩子的性别没

有明显的偏好，重男轻女观念己经淡化，但在二胎生育中仍存在一定

程度的男孩倾向；当代年轻人虽然实际生育年龄较期望生育年龄提

前，但晚婚晚育趋势已很明显，且生育目的呈多样化趋势。在影响第

一代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中：(1)性别、年龄、户口、教育程度等

不同特征要素对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有重要影响，二孩生育意愿随学历

变化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态势,但总体来看，独生子女的二孩

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2)囿于生育观念的影响，父母生育意愿的代

际传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独生子女的生育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特别是进入“婚”、“育”阶段后，独生子女夫妇实际生育二孩的数量将

会明显的增加；(3)不同特征人群的“男孩偏好”观念己经淡化，但低收

入群体出于改变贫困现状的考虑，男孩偏好较为明显；(4)出于不同性

别亲子体验的感受，不同特征人群生育“儿女双全”的意愿较为强烈,

并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期望值增加。 

刘大莲《苗族不同年龄段妇女生育意愿比较研究——以贵州省龙

岗镇 z 村为个案》发现苗族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而且

年龄越大，生育意愿的传统型越显著，反之则现代型越显著。这种差

异性背后存在两大影响因素，即制度层面的硬性力量和村落文化的软

性环境。生育是结婚之后必然要完成的事情，结婚生子除了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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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延续后代、养老送终，生育男孩成为苗族妇女

一生中所必须完成的使命，Z 村苗族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逐渐下降,

从传统的“多子多福”到现在的“儿女双全”，以“一儿一女”居多；生男

偏好明显。早婚早育现象凸显，但大部分调查对象对初育时间没有进

行理性的规划，都是釆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有的认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生育第二胎的时间间隔不尽相同，但一般集中在 3-5 年之间；结束生

育也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但总是以生了男孩为前提。 

李春妹《壮族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研究——以广西武鸣县桥东村为

例》研究发现调查对象极大多数都将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家庭幸福

需要以及增进夫妻感情作为家庭生育的主要目的，数量方面已不再倾

向于多生多育，而是集中于以 1-2 个子女为宜，仍然存在有比较强烈

的男孩偏好现象。主要从调查对象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经

历以及传统生育文化这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不同年

龄阶段人们的生育意愿不同，但在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其生育意愿

是一致的，人们的生育意愿存在阶段性的趋同压力。受教育程度对生

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都有男性偏好。外出与否似乎对理想子

女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调查对象中有外出打工经历与从未外出的在

理想子女数方面的期望差不多是一样，都是以生育 1-2 个孩子为理想

数目。外出打工时间越长，调查对象的意愿结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也相

对偏高，男孩偏好的程度也相对较低。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表“半传

统”、“半现代”的特点，亦即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 

沈红《城市低收入群体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互动关系研究

——以呼和浩特市钢铁路办事处为例》，研究发现，城市低收入群体

的生育意愿普遍不高，生育三个孩子的为零，生育数量仅体现为一孩

和二孩的差别，主要原因是孩子成本的增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但与

计划生育政策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一儿一女”是普遍理想，子女性

别偏好与子女数量有关：在只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存在男孩偏好，

在生两个孩子的前提下，又表现为女孩偏好，这与“生男继嗣”的文化

传统和城市中男孩养育成本高有关；以养老为代表的功利性需求仍然

大于情感性需求，这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市区域间经济社会发

展不平衡有关。综上，城市低收入群体生育意愿高于政策范围且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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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或有稳定收入的人群，这是因为他们消费档次差、妇女文化

水平和就业程度低、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不高有关。因此，这

一人群是城市生育率返弹的高危人群，易发生计划外生育，并且由于

其经济能力低，社会抚养费征收根本无法到位，这也是城市执行计划

生育政策的难点。 

三、生育意愿研究维度分析 

理想子女数的研究：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有差异，

90 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一孩为主，农村居民的理想子

女数以二孩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要少于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

数（风笑天、张青松，2002）；经济富裕地区农民的理想子女数一般

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理想子女数（刘国霞，1990；周长洪，1996；

曹景椿，1990）；在相同的年龄、文化程度等条件下，外出妇女的理

想子女数要少于未外出妇女（尤丹珍、郑真真，2002；王平权，1996：

扬子慧，1991；周祖根，1993）；有两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孩子是绝大

部分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风笑天，1991）；受到较好教育的夫

妇其理想子女数较少，家庭收入与村人均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不

明显（张晓辉、戴维 w·休斯等，1995）；女性的理想子女数一般略

低于男性（冯立天，1996）。 

性别偏好的研究，农民在思想深处对生育男孩有强烈的愿望，一

般都是用生育男孩来划句号（朱楚珠、张友干，1996）；对传统的中

国农民而言，其生育文化的边界比较明晰，那就是“生一个男孩”的生

育需求（葛小寒，2000）；中国城市居民的男孩偏好要弱于中国农民，

部分城市甚至出现女孩偏好（王树新，1994）；男人比女人更多注重

子女的性别（风笑天，2004）；丈夫的性别偏好更强烈（冯立天、马

瀛通，1996）；教育程度对性别偏好没有很大的影响，高收入的人对

男孩的偏好较弱（风笑天、张青松，2002）；妇女地位低的地区儿子

偏好就会强烈，相反，妇女地位高的地区，儿子偏好较缓和（风笑天，

1991）；在子女的性别偏好上，外出和从未外出妇女没有明显差别（尤

丹珍、郑真真，2002）。云石榴《平原农业县生育意愿研究——以河

南省通许县为例》意愿生育性别方面，性别偏好已经相对弱化，儿女

双全仍是大多数育龄妇女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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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愿初育年龄的研究。张媚璘《临城县工地农民工生育意

愿研究》，现有子女数（尤其是女孩数）决定意愿子女数、制约儿女

双全的性别偏好和意愿初育年龄；年龄是抑制农民工生育意愿实现的

关键因素，尤其对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初育年龄有较大影响。 

（4）生育目的的研究：叶文振通过对厦门市近千户家庭进行问

卷调查，认为中国人的生育目的按主次之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

是为了增加家庭乐趣；二是为了家庭生活结构的完整和夫妻横向关系

的稳定；三是孩子养老的效用下降，但是伴老的功能仍然不减，虽然

4 成以上的调查人 12 愿意自我积累养老资源，但是 7 成以上的厦门人

认为生育的目的是可以在子女的照顾下欢度晚年（叶文振，1998）；

彭希哲、戴星翼通过对凤阳农村的调查，认为中国农民的生育目的主

要是：老年保障，提高社会和家庭地位，抵消社会秩序的风险（彭希

哲、戴星翼，1993）。张媚璘《临城县工地农民工生育意愿研究》发

现以传宗接代和养老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生育目的以及偏好男孩的生

育观念正逐步发生转变，但偏好男孩的愿望依然强烈。云石榴《平原

农业县生育意愿研究——以河南省通许县为例》生育目的越来越多元

化，顺其自然占主要地位，养儿防老在生育目的中依然占较大的比重。 

四、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从影响因素分析上看，对生育意愿的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及微

观三个方面来探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社区因素。社区水平影响个人对家庭规模或子女数的选择，

农村的生育率仍高于城市，对男性后代的偏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影

响，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家庭缺少社会养老保障（张晓辉等，1995）；

社区公共活动通过推动社区发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提

高妇女地位等环节，从而会影响到妇女的生育意愿（梁鸿，2000）。 

（2）经济因素。1996 年，解振明通过对苏南和皖北农村的调查，

发现皖北农村之所以重男轻女，其经济基础是，男劳动力为家庭收入

的主要来源，儿子可以养老，其文化基础则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

即光宗耀祖和面子的需要：周连福等认为当人们的经济状况从低向高

上升时，父母理想生育子女数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与家庭收入的增

加呈反相关关系（周连福等，2005）；1986 年曹景椿通过对辽宁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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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金州区的调查研究得出，当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达到 1000-1500 元时，

其生育观念则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生育意愿将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

（曹景椿，1990；陆杰华等，1995）。曹博《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影

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 L 乡的调查》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人

们的生育意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方，靠体力劳

动的生产越多，人们会更多的倾向于生男孩来承担体力活。当经济发

展迅速时，随着人们对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小，父母在生育行为上则选

择生育较少数量而质量较高的孩子，并且父母对孩子的性别要求也比

较低。黄廷权《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与人口发展关系研究》发现经济

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没在显著统计学意义，但它仍是生育意愿的重

要影响因素。 

（3）文化因素。曹博《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陕西省 L 乡的调查》研究表明悠久的传统文化长久以来给人们灌

输的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的思想影响着生育意愿中最核心的，即性别

偏好，进而影响生育数量，生不下男孩就继续生，最终导致生育数量

增加。目前的社会现状是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就业

市场中，很多工作只招收男性拒绝女性，很多女孩子长大找不到工作，

这也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越深的人越偏好男

孩，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但是随着经济生产基础的变更、

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广泛宣传，育龄群众初步从

早生、多生、生男的传统生育观念向少生、优育、男女一样的现代生

育观念逐步转化。陆益龙通过对皖东 T 村的考察，得出结论：农民的

生男兴趣，反映的不完全为了物质上的收益，而是乡土文化情景所赋

予的价值和心理体验，这种价值和心理体验包括：胜利感、荣誉感和

幸福感（陆益龙，2001）；黄廷权《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与人口发展

关系研究》认为传统思想和现代生育文化共同作用，生育目的多样性。 

（4）地区因素。中国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总体上比农村居民

低，中国城市居民的男孩偏好弱于中国农民（风笑天、张青松，2002；

王树新，1994）；周长洪，陶勃通过对东北的松原市和苏南的常熟市

作对比，得出结论，即在对子女的性别期望方面，南方无明显的偏好，

北方夫妇，特别是北方丈夫对特定性别子女的期望强烈，对男孩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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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强烈（周长洪、陶勃，1995）。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意愿生育水平

的差异日趋减小，农村地区育龄群众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以 2 个为主，

城市地区则以 1 个为主，在理想子女数方面，有研究表明，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农村虽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但也基本以 1 个

和 2 个为主，与东部地区的相差并不悬殊（郑真真，2004）。 

（5）迁移流动因素。西方学者提出了四种理论模式，即选择模

式、适应模式、干扰模式和中断模式，认为迁移流动有利于降低生育

率。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些模式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流动人口，且几种模

式同时并存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和行为（王平权，1996）。国内自

70 年代以来有不少对生育意愿的研究，但尚缺乏以流动人 13 为特定

对象的研究。80 年代后期开始有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的研究，如

1987 年的“中国 74 城镇人 13 迁移调查”在我国第一次取得了迁移流动

人 121 生育状况的资料，这项调查的研究表明，在各个年龄组中迁移

妇女的生育水平低于其迁出地的非迁移者。对 1988 年千分之二人 1：

2 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扬予慧，1991）。周

祖根的研究表明，流入上海的流动妇女的生育率低于其原住地（主要

是浙江、江苏和安徽）妇女的生育率（周祖根，1993）。有学者分析

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资料的结果显示，流动妇女的理想子

女数和曾生子女数均低于农村未外出妇女（黄润龙，2000）。 一些研

究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和受教程度的条件下，外出流动的育龄妇女的

理想子女数少于未外出流动的妇女，但外出流动对被调查者理想的性

别结构没有显著影响（尤丹珍、郑真真，2002；陈彩霞、张纯元，2003）。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外出流动时间与意愿生育水平之间存在一种

两头高，中间低的“U 型”关系（伍海霞等，2006）。  

（6）性别因素。女性的理想子女数一般略低于男性（冯立天，

1996）；男人比女人更多注重子女的性别（冯立天，2002）；丈夫的性

别偏好更强烈（冯立天、马瀛通，1996）。 

（7）年龄：曹博《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陕西省 L 乡的调查》研究表明年长者更倾向于多生多育孩子并具有强

烈的生男偏好，年轻人则更倾向于只生育一个孩子，对生育孩子的性

别偏好也较低，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逐渐淡化对多子多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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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观。从不同年龄组的生育意愿来看，几次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似乎

表明被调查者年龄与理想子女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002 年农

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中，50 岁以上被调查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

均在更替水平以上，低年龄组的被调查者平均理想子女数较少，20-24

岁被调查者平均理想子女数仅 1.35 个（周福林，2005）。当然，由于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婚育状况都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年龄与理

想子女数之间表现出的正相关关系可能并不是年龄本身的差异造成

的。风笑天利用 14 个城市在职青年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在控制了

婚姻生育状况以后，年龄因素并不对理想子女数产生影响（风笑天，

2009）。 

（8）教育程度。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

量（周福林，2005；宗占红、尹勤，2007），文化程度与期望孩子数

及期望男孩数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风笑天，2002）。但近来也有研

究发现，在城市被调查者中，受教育程度与意愿生育数量之间呈现出

一种 U 形关系，高受教育程度和低受教育程度被调查者的意愿生育

数量相对较高，注意到这一分析结果是在总体意愿生育水平较低的城

市地区调查所得到的，调查地区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 1.32 个（风笑

天，2009）。曹博《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

省 L 乡的调查》研究表明文化水平越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及性别偏好

要求越低。在希望生育三个以上孩子及生育男孩中，小学以下文化水

平所占人数最多。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大部分人更倾向于少的孩子

数量和高的孩子质量。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大部分人选择只

生育一个孩子，并且无所谓生育男孩还是女孩。受教育多的人，对国

家的政策和思想接受能力更强理解更深刻，对国家的计生政策和法规

更易接受和理解，对节育避孕知识更了解，会主动配合国家的政策。

文化水平低的人，则只知道要少生孩子，但对国家限制生育的政策并

不理解。同时，加上对科学知识和育儿常识的匮乏，文化水平低者更

倾向于多生孩子以防孩子意外伤害和死亡。 

（9）婚姻状况。婚姻状况与理想子女数之间的相关性也在一些

研究中得到证实。尹文耀等人于 1999 年对浙江省已婚育龄妇女的生

育意愿做了调研，结果发现平均期望孩子数为 1.86 个，而未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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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意愿子女数只有 1.31 个，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抚养孩子

的成本上升以及子女养老保障需求的减弱（尹文耀等，2004）。 

（10）职业状况。叶雯《我国城市 80 后子女生育意愿和生育数

量的实证研究——以 Q 市为例 》研究表明在现今男女平等的环境中，

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是由夫妻双方的就业、职业状况所决定的，配偶

的就业、职业状况成为家庭生育决策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影

响着家庭对生育一个孩子成本的大小及供给能力的大小。 

（11）目前已生育孩子的情况。叶雯《我国城市 80 后子女生育

意愿和生育数量的实证研究——以 Q 市为例 》研究表明从处于各个

阶段双独家庭在双独政策许可范围内的二胎生育意愿的情况看来，无

论是未生育的、正怀孕还是已生育的，其二胎生育意愿都不强烈。总

体看来，已婚已育者的二胎生育意愿高于已婚未育者，而处于怀孕阶

段的二胎生育意愿最低。 

另外，孙奎立《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借用莱宾斯

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因素、性别偏好、抵御

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是影响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情

感因素不足以影响生育意愿。 

五、总结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的多样性也将引起了生育行为的多样性，以

二孩为主要生育意愿的人群在各项调查中占据主体，这也就决定了当

放开全面二孩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预测新增人口的数

量，通过消峰和错峰，解决人口扎堆问题。鉴于以上文献回顾和整理，

本研究坚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撰写《中国发展报告 2011/2012：人

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对于生育政策的四步调整（以下来

源于此报告）： 

1、分放二孩（2015 年前）。具体做法为：首先在城市地区和严格

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放开二胎；2015 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

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2、提倡节制生育，完善服务体系（现在~2020 年）。服务包括：

恢复强制婚前检查制度，全面推行孕前免费检查，加强孕期指导和服

务，提高祝愿分娩的服务水平。 

QTT2015
线条

QTT2015
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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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生育自主（2020 年前后）。 

4、鼓励生育（2026 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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