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中国的人口政策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人力资源、社会发展问题,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组文

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以展示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关注点和研究方法的丰富性。郑真真的

文章简要回顾了生育意愿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及其在不同人口发展阶段的实用意义, 以江苏的调查个案讨论

了在低生育率地区符合二孩政策夫妇的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及其向生育行为的转化,认为理想子女数、生育意

愿和生育计划是逐步接近现实的三个层次。与理想子女数相比, 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更具有政策相关性和实

用价值。杨菊华的文章探讨了教育与纵向社会流动的关系, 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数据, 分析因地域流动等原

因引起的父母构成变化与 17- 18岁青少年高中教育机会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人口流动并不一定总是带

来积极的教育后果。父亲流动而与留守母亲同住的孩子具有最大的教育优势, 母亲流动而与留守父亲同住的

孩子的高中教育机会较差。陈友华等的文章则对社会上出现的 剩女 问题进行质疑, 以实证的资料证明目前

中国女性过剩实属伪命题,认为女性在各年龄组及受教育程度下都基本处于短缺状态, 而剩女概念本身不过

体现社会对女性单身生活方式的排斥而已。王同存的文章则从中国避孕节育政策、避孕节育技术的进展以及

避孕节育使用等方面,对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的避孕节育历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丰富我国避孕节育及计

划生育历史体系的考察。

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兼以江苏调查为例

郑真真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生育意愿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及其在不同人口发展阶段的实用意义, 介绍了

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决策过程,并以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结果为例, 讨论了在低生育率地

区符合二孩政策夫妇的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及其向生育行为的转化。作者认为,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和生育

计划是逐步接近现实的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在数量上逐级递减, 具有明确的数量和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能

转化为生育行为。而这三个指标随时间变动的稳定性也是逐级递减的, 理想子女数最为稳定, 生育计划短期

改变的可能性更大。与理想子女数相比,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更具有政策相关性和实用价值。

关 键 词 理想子女数量 生育意愿 生育计划 生育行为

生育意愿研究回顾:人口转变后的研究需求

由于生育意愿与人们的生育行为相关联,对

生育意愿的研究由来已久。不过, 不同国家或地

区在不同的人口发展阶段对生育意愿的关注视角

和研究动机并不相同。在第一次人口转变阶段,

由于主要矛盾是存在未满足的避孕需求, 关注的

焦点是避孕节育的社会接受程度和服务的普遍可

10



得,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研究重点和项目的目标在

于提高避孕使用率, 减少非意愿的妊娠, 降低生育

率。邦戈茨的生育模型 以人类自然生殖力作为

参照基础, 总结归纳了婚姻、避孕、人工流产和产

后不孕期对总和自然生殖率 TF(假定为 15. 3)的

抑制作用( TFR= Cm Cc Ca Ci TF)。当时, 婚配年

龄和避孕行为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 倡导晚

婚和推动避孕节育, 成为降低生育率的工作重点。

此外,人工流产的合法性和服务可及性不仅影响

妇女健康,也会直接影响非意愿生育。由于存在

大量非意愿妊娠导致的出生, 这个阶段的普遍现

象是生育意愿低于生育率。

更多的研究发现, 仅靠避孕服务还不足以有

效降低生育率。在避孕服务普遍可及的情况下,

生育观念及其主导的生育决策是影响避孕使用的

重要因素, 而夫妇的生育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妇女受

教育程度、妇幼保健、妇女就业等因素也对生育决

策有决定性的作用。有学者分析了 20世纪 70-

80年代近 70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 发现生

育意愿的下降强化了避孕动机, 提高了避孕使用

率,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生育率下降 。该研究结

果证明,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 在避

孕服务普及之后,降低生育率的难点在于降低生

育意愿, 而不是减少 不想要 的生育; 或者说,生

育意愿的转变和避孕服务的普及对生育率下降的

作用都很重要,不应当轻视生育意愿的作用。因

此, 这个阶段很多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重点是降

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最终目的在于降低生育

率。

20世纪 60 年代以后, 一部分发达国家的生

育率从战后婴儿潮快速回落, 人口生育水平不断

下滑, 甚至低于更替水平,婚育模式从传统型向更

为自由多样化的现代型转变,婚育年龄推迟, 婚姻

不再成为生育的必要条件。在这个被称为第二次

人口转变的阶段,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已经发

生变化,自然生育率已经失去了参照意义。面对

多种选择, 人们的生育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

理性决策主导。邦戈茨 总结了人口转变后的社

会中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提出了在这一阶段

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论框架, 此后 Morgan 将这个

理论框架构造为低生育模型, 即:

TFR= Fu Fr Fg Ft Fi Fc IP

该模型不再以自然生育力为参照, 而是以意

愿生育数量( IP)为参照, 平均意愿生育数量与总

和生育率之间的差距取决于提升因素和抑制因素

的作用。其中, 提升因素为 Fu (非意愿生育)、Fr

(替补效应)、Fg (性别偏好) ,抑制因素为 Ft (进度

效应)、Fi(不孕效应)和F c(竞争效应)。作为估计

生育水平的主要参照, 对生育意愿的调查和研究

引起了更多行为与社会科学、尤其是从事与人口

相关研究学者的重视, 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

间关系的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

研究发现,生育意愿随时期变动, 虽然与生育

率相关但不相同。Lee 观察并总结了美国 18- 39

岁白人妇女的对生育数量期望的变化。通过不同

跟踪调查得到的理想子女数或期望子女数在二战

后迅速上升,从 3左右升至 1960- 1965年间的峰

值 3. 5, 随后快速下降, 并于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

稳定在2. 3左右 。Lee还根据已有的不同时期

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数据, 发现一对夫妇所期望

的子女数受到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状况预期的影

响, 生育计划也会随着生活经历不断改变, 因此他

提出了移动目标理论, 定量地阐述了生育意愿变

化与时期生育率变化的关系。此外, Lee 还进一

步讨论了收集和使用生育意愿数据时需要注意的

问题,首先是测量本身的问题,其次是生育意愿随

时间变化、不宜用于预测生育率, 并提出需要长期

跟踪同一队列以得到更为完整可靠的实证数据。

例如,美国全国青年跟踪调查(NLSY79)从 1979年

开始至 2006 年连续询问了同一队列的生育意愿

(对 您想要或再要几个孩子? 的 16次回答) , 使

研究者得以观察和分析近 30 年的变化过程。研

究结果发现, 仅有 43%的妇女实现了她们 24岁时

的生育意愿,而其他 脱靶 的人多数没有达到意

愿的生育数量 ;而且随着年代的推移, 平均意愿

生育子女数缓慢下滑,逐渐接近至 40岁的实际生

育数量( 1. 97)。

低生育率国家的共同特点, 是生育水平长期

低于生育意愿 ,不过理想子女数量则相对稳定。

日本结婚 10年以内的 50岁以下妇女报告的理想

子女数在 1982年为 2. 56, 2002年为 2. 39, 20年间

的变化只有 0. 17, 较为稳定; 但同期的总和生育

率却从 1985年的 1. 76 下降到 2003年的 1.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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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数量上远远低于理想子女数,而且下降速

度更快、下降幅度更大。长期的低生育率引起了

不少国家政府的担忧, 这些低生育地区的社会政

策关注点, 已经转移到通过各种努力帮助人们实

现自己的生育意愿。因此不少研究应用低生育模

型,注重分析生育抑制因素的作用, 旨在弱化或改

变阻碍实现生育意愿的因素, 提高生育率。

在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中, 常常用理想子女

数代表生育意愿, 这是个相对简单易得的指标。

不过研究者们普遍认为, 理想子女数反映的是个

人价值和生育观念, 而不是预测生育率的有效指

标。可以认为理想子女数是生育数量的上限,调

查得到的生育意愿往往低于理想子女数, 而最后

的实际生育结果往往低于生育意愿。Miller 等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专门研

究和讨论了生育期望、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并

提出了从意愿到行为的序列决策和作用过程 ,

即

生育动机 生育意愿 生育打算 生育行为

生育率。

Miller 认为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是具有时间

和数量维度的测量, 并提出了具体的测量工具 。

这些多维度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通过共同的作

用影响生育行为,逐步转化为现实, 其影响路径如

图1所示。其中,生育动机是在先天因素( biologi

cal)和生活经历中获得的经验因素( experiential)共

同作用下形成的。此后诸多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

行为关系的微观定量分析,多少都沿用了这一分

析路径和多维度的测量工具。

图 1 从生育动机到生育行为的影响路径

资料来源:Miller, W. andPasta, D. Behavioral Intentions: Which

Ones Predict Fert ility Behavior in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Applied So

cial Psychology, 1995, 25( 6) : 530- 555

图1其实是一个比较简洁的示意图, 其实生

育行为最终能够成功并影响生育率,还受到避孕

和生育力等因素影响(Miller在其文章中用另一张

图表达了这种影响) ,而期望和打算也会受到内部

和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随时间调整改变。图 1对

研究生育意愿的重要启示是, 人的生育行为是从

观念形成到决策并诉诸行动的一个复杂序列过

程, 受到各个环节不同因素的影响,如果仅用任何

单一指标来表达或研究, 难免会因过于简化而推

演出错误结论。

中国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

条件限制与决策需求

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有关生育意愿

的调查却起步较晚, 历史资料尤其缺乏。改革开

放之后,中国开展了一系列人口和生育方面的全

国性调查,一些地区性调查中开始包括群众生育

意愿的内容。尽管只是通过一两个问题简单了解

群众的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 不过仍可以看出不

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生育意愿随时代的变化 。

在 20世纪的最后 20年间, 大部分地区群众的理

想子女数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随着年代的推

移,城乡居民都向 儿女双全 的理想子女数量和

性别结构靠近。在 1997 年、2001 年和 2006 年实

施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中,都设计了有关

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的问题。尽管三次调查的问

题或答案设计有差别, 不过调查样本具有全国代

表性,仍可大致作个比较:三次调查得到的平均理

想子女数分别为 1. 74, 1. 70 和 1. 73;如果只包括

已婚妇女, 则 1997 年和 2001 年的调查结果为

1 77和 1. 75 。从这三次调查结果, 可以看出群

众的理想子女数量相当稳定, 而且最高也没有达

到 1. 8。这个水平处于目前全世界生育意愿调查

中的最低行列。当然, 国内相关研究都指出在关

于理想子女数的观念上, 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和

地区差距,且与妇女本人现有子女数量高度相关。

而且,这些调查或多或少会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

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普及全国的计划生育工

作推动下,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以及

80年代以后制订实施的生育政策,又在不同阶段

从各方面影响到群众的生育行为。面对如此快速

和原因复杂的变化,在中国开展生育意愿的研究

受到极大挑战: ( 1)对于 1970年代的生育意愿只

有回顾性的调查,因此无法全面了解中国人口生

育意愿的变化过程,例如难以判断当时是否因为

生育意愿的下降促进了避孕使用的推广; ( 2)在已

经有明确政策规定一对夫妇可以生育的子女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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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再询问他们希望生几个孩子, 似乎已经不合

乎逻辑; ( 3)在调查中使用 理想子女数 的时候,

无法摆脱生育政策的限制,即在生育政策已经被

广大群众了解且在多数人当中实施的情况下,很

难判断群众的回答究竟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还

是对政策的服从; ( 4)由于生育政策详细规定了数

量和两孩间隔,致使一个地区的生育行为具有较

强的同质性,深入的生育意愿研究受到很大局限。

由于诸多局限,对于生育意愿调查是否反映

了真实情况, 难免存在各种质疑。例如, 由于 只

生一个好 有可能成为调查员对调查对象的引导,

使人担心调查得到的生育意愿会系统性的偏低。

而这种质疑已不仅针对科学探索, 而是隐含着对

一旦发生政策变化、生育水平将很快上扬的担忧。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生育水平总的呈现

下降趋势, 目前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更替水平以

下。不过仍有观点认为,这种低生育水平主要是

计划生育强有力的政策推行所致, 而并非由于生

育观念的真正转变, 因此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

性。尽管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受到种种局

限,但 理想子女数 被作为了解群众生育观念的

重要指标,一直受到决策者和学者的重视。从这

个角度上来说, 简单的 理想子女数 已经被赋予

了政策重负。例如有些地区在调查获得的理想子

女数高于政策允许的平均生育水平后,认为这是

超生风险的警示,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加强生育

控制的行政力度。

进入 21世纪以后, 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

婚育年龄, 为生育意愿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部分以一孩生育政策为主的地区,生育政策规

定如果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申请生育第

二个孩子, 有些农村地区还规定夫妇一方是独生

子女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还有一部分省市

在计划生育条例中放宽或取消了对生育间隔的明

确规定。于是在城市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比较

早、生育政策执行较好的农村地区, 越来越多的夫

妇在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

同时由于中国的避孕节育服务和人工流产普遍可

获得, 妇女可以及时终止非意愿妊娠,夫妇的生育

决策就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

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条件和意义, 出现不

少在城市中开展的有关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调查

研究。这些调查结果显示, 尽管政策允许生两个

孩子,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显

著差别,城市独生子女并非都认为有两个孩子最

理想,认为理想子女数为一个的比例接近一半或

更高,同时他们对子女的性别偏好较弱 。最近

在一些城市中开展的调查除了与以上调查有相似

的发现之外, 更揭示了独生子女青年的实际生育

数量和生育计划低于生育意愿的现象 。

由于适用于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不同, 他们

的生育意愿具有了更为现实的含义。独生子比例

较高的地区, 每年新生婴儿都是以一孩出生为主。

独生子女夫妇有九成还是三成生两个孩子, 将会

得到极其不同的人口预测结果。例如对 四二一

模式家庭的讨论,就是基于独生子女夫妇仍然只

生一个孩子的假设,相关的讨论主要关注这类家

庭模式可能具有的相对劣势。不过, 在对未来人

口趋势进行预测或模拟时, 基于独生子女夫妇可

以生两个孩子,一些人口预测假设 90%的独生子

夫妇都会生两个孩子, 所以认为 四二一 模式不

会是普遍现象。

独生子女夫妇会有多大可能生两个孩子, 会

有多大比例生两个孩子? 如果他们认为两个孩子

最理想, 自己是否会生两个孩子? 如果生二孩, 要

等多久再生? 虽然诸多在独生子女中开展的调查

发现,打算生两个孩子的独生子女不是主流,而且

实际上只有极低比例的独生子女夫妇生了两个孩

子。不过,由于这些独生子女较为年轻,大部分刚

刚进入婚育年龄, 在有了一个孩子之后,他们还有

将近 20年的时间选择再生一个孩子,因此具有极

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在某些省市这些独生子女群

体数量庞大, 占 30 岁以下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一

半 ,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影响未来人口变动趋

势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并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经

济后果。因而,无论对于制定政策还是研究或人

口预测, 寻找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都很重要。

所有打算建立家庭的人, 心中可能都会有一

个理想的家庭结构。在具体分析生育意愿, 并把

这种意愿和实际行为相联系时,应当根据图 1所

示的影响路径考虑: ( 1)理想状况:反映了一种社

会倡导或普遍认可的观念, 一般认为理想状况是

实际生育水平的上限; ( 2)生育意愿:年轻夫妇对

自己小家庭的想象和憧憬, 但是这种意愿会随着

13

2011. 2



人生经历和条件的改变而不断调整; ( 3)生育计划

/打算:夫妇或妇女本人对自己下一步生育的明确

计划, 如要几个孩子、什么时候要、间隔多长、甚至

要男孩还是女孩等; ( 4)生育结果: 即使有了生育

打算, 仍需要落实, 才会真正对生育数量作出贡

献。这四个层次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已经

通过不同规模的问卷调查对理想状况有比较多的

了解, 一对夫妇两个孩子且儿女双全 是最为普

遍的理想家庭模式。对生育意愿的了解则在较大

程度上受到当地生育政策的局限, 不过越来越多

的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 也有越来越多

的调查了解他们的生育意愿, 结果发现并不是所

有的独生子女都希望要两个孩子。而对于生育计

划或打算, 已经有调查显示很多青年即使认为最

理想的是有两个孩子, 自己也没有再生第二个孩

子的打算 。可以说在现有的生育意愿研究中,

我们还缺少对于最后一个环节的了解,而这也是

所有理想、愿望、计划、尝试最终转化为婴儿的出

生、从而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环节。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联:

来自江苏的实证研究

2006年至 2010年,由江苏人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

合组成的 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

课题组,在苏南、苏中、苏北六个县/市开展了生育

意愿和生育行为基线调查和跟踪调查,调查方式

包括问卷调查、组织座谈会和深入访谈, 了解符合

不同生育政策群众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计

划以及生育行为,了解社会、经济、家庭以及政策

等因素对生育的影响。课题组尤其关注符合生育

二孩政策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 希望

了解在生育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有多少夫妇会选

择并确实生第二个孩子。

江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长期稳

定在较低水平,属于已经完成第一次人口转变的

地区。江苏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全省城乡基本实行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30多年来累积了大量独

生子女家庭, 部分地区的一孩率已高达 90%以

上。这些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已

陆续进入婚育年龄。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除规定

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 同时

还规定农业人口或女方为农村居民夫妇一方为独

生子女的可生二孩,越来越多的夫妇符合生育二

孩的政策规定。在生育率较低、长期以一孩出生

为主的情况下, 他们生育二孩的行为将对未来人

口变动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调查, 课题组摸清了

与当前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现状,尤其是符合

生育二孩政策妇女的生育现状, 对生育意愿- 生

育计划- 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解,

对影响城乡妇女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有了较为明

确的认识 。2010年的跟踪调查则为我们提供了

生育计划向生育行为转化的实证。

课题组于 2006- 2007年在张家港、太仓、海

安、如东、东台、大丰六县/市开展了基线问卷调查

和深入访谈。问卷调查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分别抽取了 24个居委会和 25个村委会, 在抽中

的社区调查所有 18- 40岁有本地户籍的育龄妇

女, 调查时点为 2007年 1月 1日。最终有效调查

样本为 18638人。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 1)个人和

家庭的基本情况; ( 2)丈夫及其家人的基本情况;

( 3)孕产史和避孕现状; ( 4)生育意愿、有关生育的

观点、生育计划及再要孩子时主要考虑因素等。

课题组还于 2007年 6- 7 月在六县/市开展了收

集定性资料的实地调查,共访问了 15个村委会和

12个居委会,与约 200名育龄群众和社区干部、计

生干部等进行了深入访谈, 并与省、地市、县计生

部门开展了座谈。

调查发现,这些县/市在控制人口自然增长、

稳定低生育水平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自觉按

照政策生育已经成为育龄群众的普遍做法。群众

的生育决策是理性的。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符合政

策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夫妇, 但他们生育子女的数

量没有出现与生育政策相应的增加。只有 10%

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妇女已经生了两个孩

子, 即便在 35- 39岁的妇女中, 生两个孩子的也

只有不到 30%。当育龄夫妇在生育数量和生育

时间上有更多的选择时, 他们的生育行为表现出

个性化和多样化, 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模式。

基线调查结果说明在生育数量方面,政策、意

愿、计划与现实的行为之间存在差距, 不应当把它

们简单地等同对待。按照当地生育政策, 平均每

对夫妇可以生育 1. 28个孩子,但是调查得到的已

婚妇女实际曾生子女数平均为 0. 99个, 低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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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数,更远远低于群众所认为的理想子女数(平

均1. 45个孩子)。虽然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

妇女中有 45%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最理想,

但她们当中 75%只有一个孩子, 其中 58%都表示

自己不打算再要孩子了。

调查结果显示, 在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中,精

神需求成为生育的重要理由; 子女的作用和价值

已经发生变化, 多子多福 的观念不复存在, 养

儿防老 也已经不是主流。人们的生育决策受到

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和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

从妇女及其家庭的角度分析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

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

的生育理由, 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

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

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 生育的经

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

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 生育政策已经不是生育

决策的唯一决定因素, 在生育政策已经允许一部

分夫妇生二孩的情况下, 这些夫妇的生二孩愿望

并没有随之上升。青年夫妇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

重视、对于子女成长环境的重视、对于子女受教育

的预期等在生育决策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在妇女普遍就业、同时正规就业机会较多的

地区,青年夫妇普遍生二孩的可能性将会很小。

经济社会发展和妇女地位以及个人发展将会对群

众生育决策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尽管 2007年的基线调查获得了丰富的信息,

但是仍然不能直接回答生育计划向生育行为转化

的问题。课题组于 2010年进行了跟踪调查, 获得

有效样本 20827 人, 其中接受过两次调查的育龄

妇女 15837人,跟踪率为 85. 5%。跟踪调查发现,

二孩生育计划与生育行为之间虽然相关, 但仍然

存在差距, 主要是由于约半数打算再生二孩的妇

女在 3年中仍未生育,还有一部分妇女改变了生

育计划。相比而言, 较为明确的生育计划更有可

能落实为生育行动。

根据 2007年的调查结果,相当一部分认为理

想子女数是两个的妇女, 尽管生育政策允许, 却不

打算生第二个孩子, 只有不到 4%的妇女有明确

的生二孩打算。对于符合政策并有生育二孩意向

的妇女,我们还进一步询问了她们打算什么时候

要第二个孩子, 当时约有 25%说打算很快就要,

40%打算等 1- 4年, 其他人则说等待 4年以上或

没有明确计划。对跟踪调查的结果分析后发现,

在2007年接受基线调查、已有一孩、可生二孩并

回答了生育计划问题的妇女当中, 有 6%在这 3

年中生了第二个孩子。对照她们的生育计划, 有

44%在 2007年表示自己肯定会再要一个孩子的

妇女在这 3年间确实生了第二个孩子, 而说自己

肯定不要却生了二孩的妇女则极少, 只有 2%。

生育计划不确定的妇女在 3年中生育的比例也很

低(约7% )。这一方面显示了生育计划与行为的

明显相关,另一方面则显示, 不生 的计划基本落

实, 而 要生 的计划离真正落实还有不小差距。

进一步分析这些生二孩的妇女, 发现她们中

的大多数(接近 90% )在 2007年都有比较明确的

生育时间打算(即 很快就要 或 再等 1- 2年 或

再等 3- 4年 ) ;且生育时间越接近, 在 3年中生

了二孩的比例越高,说明有了比较确定的生育意

向再加上较为明确的生育时间打算,真正落实的

可能性更大。而那些虽然在 2007 年打算再要一

个孩子、但是在生育时间上还 没想好 的妇女, 绝

大部分都还没有生第二个孩子。对生二孩妇女的

多变量分析发现, 除了生育计划之外, 现有子女的

性别对预测二孩生育有显著的作用,现有女孩的

妇女更有可能生育二孩。课题组在访谈中还发

现,家庭中有长辈帮忙照料婴儿是生二孩妇女的

共同特点。此外, 二孩生育极少是意料之外或因

避孕失败的怀孕,这与美国的研究中发现高于生

育意愿的生育多是由于非意愿妊娠不同。

尽管二孩生育计划与近期生育行为有较好的

相关性, 但是计划并非一成不变。对照 2007年的

基线调查和 2010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一

部分妇女的生育计划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大多

数改变都是从打算再要孩子转向不再要孩子或不

确定。在 2007年回答肯定会再要一个孩子的妇

女中,除去一部分在这 3年中已经生了二孩,跟踪

调查时仅有 26%还维持自己原来的想法,其余的

则改变了主意,有近 30%回答自己不打算再要孩

子了。反之, 2007年肯定自己不再要孩子的妇女

当中,有 75%仍然维持 3年前的打算,而完全改变

主意的只有 1%。看来, 生育计划基本是向减少

而不是向增加改变,也就是说,生育计划是近期可

能生育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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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跟踪调查

结果, 表1用平均值描述了从生育政策到生育行

为的子女数量逐级递减的情况: 妇女自己希望生

育的子女数低于理想子女数 0. 2个, 现有子女数

低于生育意愿 0. 4个; 假设所有妇女都落实生育

计划, 也仅有 30%生两个孩子, 依然达不到意愿

生育的子女数。

表 1 从理想到实际的子女数量逐级递减

(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

生育政策a 理想子女数b 生育意愿c 现有子女数
现有+ 计划

生育子女数d

2 1. 7 1. 5 1. 1 1. 3

a.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夫妇占已婚妇女总样本的 34% ,共有

5705人,其中 6%尚未生育。

b.问卷中的问题为: 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和其他条件,您认

为一般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

c.问卷中的问题为: 您自己希望生几个孩子?

d.妇女现有子女数加计划生育的子女数;计划生育子女数根

据妇女回答估计,对已婚未育的妇女问: 您是否打算要孩子? 如

果回答 打算要 ,再进一步问: 您打算要几个孩子? 对已有 1孩

妇女的问题为: 您是否打算再要一个孩子?

资料来源: 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跟踪调查,

2010年。

江苏跟踪调查结果, 显示了该地区当前育龄

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实际生

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逐层递减的, 虽然已经有不

少育龄夫妇满足生二孩的政策条件,但他们的生

育依然稳定在极低的水平。江苏调查结果不仅与

其他国内有关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相

似, 而且也说明在江苏这类已经完成第一次人口

转变的地区, 在生育意愿方面存在与同类国际调

查发现的相同现象。至于这种现象会持续多长时

间、是否可能有所转变, 还需要更长期的跟踪调

查。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的变化及影响因

素,还需要开展更多的深入研究。

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比较系

统全面地考察了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生育计划

和生育行为的现状以及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应用

定量和定性混合方法研究分析了影响这些现状和

相关关系的因素, 跟踪了生育计划在 3 年中向行

为转化的状况。调查说明,不能简单地将理想子

女数等同于实际生育行为,生育计划虽然与行为

相关但也不会全部转化成行为; 而生育政策仅仅

是生育数量的法律上限, 与实际行为相去甚远,不

宜直接用于出生预测。江苏六县/市的调查结果

对具有相同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发展历程、计划

生育工作起步较早的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两次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低生育率和低生

育意愿都相当稳定,这种现象需要引起另一个角

度的思考。政策允许独生子女生两个孩子, 具有

补偿上一代贡献和调整下一代结构的双重意义,

如果 只生一个好 在这类地区已经成为群众普遍

接受的观念, 大部分独生子女夫妇仍然只生一个

孩子,这种政策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而且当地将

会有相当大比重的 四二一 模式家庭出现(这不

可能靠年轻人口迁入来改变) ,这类家庭的增多将

会带来的家庭、社会和经济后果应当得到充分重

视。这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关注由于各种

外部原因而未能实现二孩生育计划的夫妇, 尽量

创造良好条件,帮助他们实现家庭的生育计划。

对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的重新思考

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相关调查研究, 我们有必

要重新思考生育意愿的研究及其现实意义。以下

分别就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几个变

量的收集、分析和解释做初步讨论。

1.理想子女数

理想子女数是生育观念的内容之一, 是相当

稳定而且简单的测量指标, 反映了普遍接受的价

值观念。所谓理想, 是不受条件限制的想法, 条

件 不仅指生育政策,还包括个人和家庭的种种条

件。因此在调查时, 需要特别突出 一般家庭 的

意思,提醒调查对象不必局限于自己当前的条件。

我国近年来大部分相关调查都注意到这一点, 力

求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

理想子女数可以被理解为该时期生育水平可

能到达的上限。理想子女数与传统、文化和制度

密切相关。此外, 对欧洲生育意愿调查的分析, 发

现与上一代的生育水平相关, 而且理想子女数的

下降滞后于时期生育率的下降 。根据中国各种

不同调查结果,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理想子女数都

低于更替水平。与欧洲部分国家相比, 中国调查

得到的理想子女数可能是在最低的水平上, 大约

只有德国的理想子女数与中国相近,其他国家的

都在 2以上。

从现实意义上讲,首先, 理想子女数是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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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变化缓慢的观念,我们不应指望它会发生急

剧的改变, 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 其次, 理想子女

数除了对可能生育的最高水平有参考价值, 其政

策意义其实并不大; 最后,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假

设通过调查得到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低于 2, 则没

有理由认为当地多数夫妇会生 3 个孩子, 而如果

理想子女数在 1左右,可能真的需要担忧了。

2.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不同于理想子女数, 是一个受到条

件限制的更接近实际的表达。通过询问 您自己

希望生几个孩子? 这样的问题, 我们期望了解的

是调查对象个人或家庭的期望, 因此生育意愿往

往低于理想子女数。

与相对稳定的理想子女数相比, 生育意愿更

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的影响,有可能根

据本人或家庭的经历和条件调整, 或产生短期波

动。与理想子女数相比,生育意愿更接近现有子

女数量,但是与实际生育子女数仍存在差距。迄

今为止,在低生育率的人口中观察到的现象, 都是

实际生育子女数低于意愿生育数量。

从实用意义上来说, 生育意愿与邦戈茨低生

育模型中的 IP( intended parity)最为接近, 可以作

为估计生育率的参照。与相对稳定不变的理想子

女数相比, 了解生育意愿的变化和影响其变化的

各种因素,更具有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3. 生育计划

生育计划包括不同方面和层次。首先, 是否

有生育/再生育的打算;其次,如果有,预期等待多

长时间;还有,生这个孩子对妇女本人及其家庭来

说是否重要。对每个问题的回答越肯定越明确,

计划落实的可能性越大。

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结果显

示,二孩生育计划与 3年生育行为之间显著相关。

妇女确定性的生育意向加上明确的生育时间计

划,更有可能落实为行动,因此在预测近期生育行

为方面会比生育意愿更有效。不过, 虽然二孩生

育计划与行为相关, 但调查发现由于一部分有二

孩计划的妇女并未生育, 所以计划与行为之间仍

然有差距。这个差距绝大部分是单向的, 也就是

说,生育的计划更有可能未落实。此外, 计划也会

随人生经历、家庭和其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因此, 及时跟踪了解生育计划及其改变的原

因, 有助于估计近期出生趋势。

综上所述,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

是逐步接近现实的三个层次, 生育意愿比理想子

女数更接近现实,而生育计划则比生育意愿更接

近现实,具有明确的数量和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

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最终对生育数量产生影响。

同时,这三个指标随时间变动的稳定性是逐级递

减的,理想子女数最为稳定,生育意愿会变化, 而

生育计划短期改变的可能性更大。因此, 与理想

子女数相比, 意愿和计划更具有实用价值, 也更需

要及时观察、长期跟踪。

此外,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应不仅关注

数量,同时还关注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的影响因

素, 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因素对生

育意愿和生育计划及其变化的影响,包括作用强

度和影响路径。同时也不应忽视定量和定性研究

方法各自的独特作用。正确的理论框架和各种研

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避免因片面简单推理

而产生的误差或错误, 为相关决策提供正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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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Desire and Its Significance

Zheng Zhenzhen

Abstract: Briefly reviewing studies of fertility desi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in differen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hase, the Paper introduce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from

fert ility desire to reproduct ive behavior, discussed the change of fertility desire, family planning and re

productive behavior of the couple fitted to the two- child policy in the low fertility region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fertility desire and family planning will gradually close to the

reality of the three levels. Compared with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fert ility desire and family plan

ning will be more policy relevance and of more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fertility desire; family planning; fertility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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