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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危机和低生育率的双重压力，随即出台了“三孩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并推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但是持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效应很难在短期

内消失，在新时期如何提升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了新旧养老观念

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理，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育龄女性的养老观念对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

响，在新旧养老观念的碰撞下，保持传统养老观念的育龄女性相较于持有现代养老观念的育龄女性生育

意愿更高。第二，不同地区的育龄女性对于养老责任的认知和观念不同，所以育龄女性的养老观念对其

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地区上存在差异，影响最为显著的主要是在西部地区。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证

分析，对于如何有效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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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China is faced with the dual pressure of 
population aging crisis and low fertility rate. The “three-child policy”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are introduced immediatel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ertility-friendly society is promoted. How-
ever, the effect of the “only child” policy that has lasted for many years is difficult to disappear in 
the short term. How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childbearing-age population and pro-
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new perio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societ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8, this paper uses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old and new 
pension concepts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the childbearing age population, and draws the fol-
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concept of pension for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 Under the collision of the old and new pension concepts,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ho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pension concep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ho hold the modern pension concept. Secon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and concepts of pension respon-
sibility, so the influence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on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most obvious influence is in the western region. Based on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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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从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出发，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时代的到来，我国人口红利持续弱化，

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为了保证我国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提高人口出生率成为我国生育政策改革

的主攻方向。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人口战略决策，再到现在“三

孩政策”的实施，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生育政策朝着更加包容性、多样性的方向发展，也从侧面折射出我

国人口结构出现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两大症结正在持续发酵。中国在 2020 年生育率仅 1.3，全年只出

生 1200 万人，生育率再创新低，这一数据预示着我国将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时代[1]。因此，要跳出低生育

率陷阱，提高个体的生育意愿对于长期的人口发展态势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育龄人口的生育行为是造成当前生育率断崖式下降的决定因素，而对生育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

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纵观世界范围内，低生育率往往伴随着一个国家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

提高。当前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保障全民覆盖目标逐步实现，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水平也

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进程中，不同的思想理念也孕育而生，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养

老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新旧养老观念的碰撞下，秉持着不同养老观念的育龄女性将有着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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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育观念和意愿？本文探究分析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为进一步提升生育意愿、把握我国未来

人口形势变化提供经验启示和参考依据。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随着生育政策的不断演变，关于生育意愿的探讨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从微观方面来看，

赵梦晗(2019)基于性别公平的理论视角，从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婚配模式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对女性二孩生

育意愿的影响[2]。何秀玲和林丽梅(2021)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出现了先

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3]。赵鹏娟(2019)从年龄的角度，对“90”后这一新生代的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进行了分析研究[4]。其中，王晓娟和石智雷(2022)还关注到社区收入和资产差异对城市居民家庭生育意

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给微观层面的研究分析提供新的路径[5]。从宏观方面来看，由于女性权利和

社会地位的不断演变，许多学者都从这一角度入手，分析如何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原新、金牛和刘志

晓(2020)聚焦少数民族省区的育龄女性，得出她们的经济地位与其生育意愿表现为负相关，认为需要进一

步加强政策保障，来保持少数民族地区育龄女性的适度生育意愿[6]。此外，卞晶晶还从生育文化的独特

视角，阐述了文化环境对人们生育观念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7]。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比例不断增大，

诸萍(2018)以 2015 年流动人口动态检测数据为基础，详细分析了造成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过低的影响因素

[8]。 

2.1. 养老观念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 

养老观念内核主要包含人们对待老人及养老的看法，比如对养老责任的认知和养老方式的选择。近

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质的改变，许多区别于传统的新理

念在新时代的催生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吸收和接受。受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养儿防老”的观念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深蒂固在人们的思想中，这是典型的传统养老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保

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大众传媒带来的信息开放性和普及性使得我国育龄女性的养老观念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养老责任认知从“子代”向“政府”和“个人”倾斜，养老观念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这一观

念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生育意愿和行为的转变。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模式受到个

人行为态度、主观性规范和行为控制认知这三种内在因素的影响[9]。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人们对养老

责任的认知反映了自身的养老观念和态度，由此形成的养老观念透过人的动机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卢

秋佳、徐龙顺和卢海洋等(2018)从这一理论视角入手，认为心理因素对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起着重要的作

用[10]。对于当前所面临的低生育意愿的现象，王国军和高立飞(2021)在研究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众从依

靠“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进而转向商业保险养老，养老模式逐渐多样化，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对于育龄

人口生育意愿方面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11]。吴寒和曾珂(2021)在研究中发现，城镇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

巨变，不断冲刷着人们固有的养老观念，为人们重塑养老观念提供新的动机，受这些新观念的影响，人

们的生育意愿不断下降[12]。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养老观念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传统养老观念越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越高。 

2.2. 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地域差别 

在低生育率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正在逐渐完善，

朝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现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程度、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执行程度、思想观

念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是造成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存在地域差别的关键因素。庄亚儿、姜玉和李伯华(2021)
对 31 个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生率偏低，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相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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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条件更加优越，但是在东部地区育龄女性的就业机会更多、生育成本

更高，这些条件导致她们的生育意愿更低。姜玉和庄亚儿(2017)认为在生育政策的前期，政策范围具有多

样性的特点，导致政策执行效果存在地域间的差异，从而处在不同地域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也不同[14]。
从另一角度看，东部地区发达的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人们去吸收和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子女养

老的传统观念已经逐渐被代替。相反，西部地区思想观念的开放程度不高，大部分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和行为仍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并发挥着主导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不同地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差异性，西部地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比东部地区更高。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的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是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该调查是中国第一

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旨在聚焦社会变迁的趋势。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育

龄女性，所以选取 15~49 岁女性样本，对缺失值和极端值进行处理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2472 个。 

3.2. 变量的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育意愿，尽管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与实际的生育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差

异，但其对育龄女性未来的生育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并能有效地预测未来的生育水平。选取了调查问卷

中“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来表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其中回答“2”及“2”
以上的数量的赋值为“2”，表明生育意愿较为强烈；将有意愿生育一个孩子和没有生育意愿分别赋值为

“1”和“0”。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养老观念，养老观念反映了人们对养老责任的认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变

化，养老理念逐步形成了子女养老、政府养老、个人养老等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本文选取了 CGSS2018
调查问卷中“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来表示育龄女性的养老观念。将选择其

他观念赋值为“0”，认为其具备一定程度的现代养老观念；将选择主要由子女负责的赋值为“1”，认

为其秉持着传统养老观念。 
基于已有理论和文献，控制变量选取年龄、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一些人

口学的常量，以及家庭年收入、户籍性质、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等一些与生育意愿有关并

被广泛认同的变量加入。在婚姻状况中，将“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的三种

不同婚姻状态，定义为已婚并赋值为“1”，其他的几种情况赋值为“0”。在健康状况中，“一般”、

“比较健康”、“很健康”则认为身体处在健康状态下并赋值为“1”，“很不健康”和“比较不健康”

认为身体处在不健康的状态下并赋值为“0”。在户籍性质中，将受访者选择非农业户口和居民户口定义

为城市户口并设置为“0”，把农业户口赋值为“1”。 

3.3. 描述性分析 

如表 1 所示，生育意愿的平均值约为 1.68，表明有相当数量的育龄女性有着较积极的生育理念。在

养老观念上，56%的受访者秉持由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这说明传统文化的影响仍对当代人的思想理念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秉持不同养老观念的受访者数量较均匀，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的养老观念随

着时代的发展正在逐渐发生改变。育龄女性的年龄跨度较大，有 89%的女性都无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

大部分都处于大学以下，82%的女性都是已婚状态，身体素质良好。在户籍性质上，有 58%的育龄女性

是农村户口，在家庭年收入取对数后可以看出，受访者的家庭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大。在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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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参与程度上，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与率分别为 91%和 66%，可以看出人们参保的积

极性较高，这不仅反映了我国民众自我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的高

覆盖率和普惠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设置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生育意愿 birth 
没有生育意愿 = 0； 
有意愿生育 1 个 = 1； 

有意愿生育 2 个及 2 个以上 = 2 
1.69 0.55 

解释变量 养老观念 concept 现代养老观念 = 0； 
传统养老观念 = 1 

0.56 0.50 

控制变量 年龄 age 常量 36.69 8.42 

 宗教 religion 信仰宗教 = 0； 
不信仰宗教 = 1 

0.89 0.31 

 教育程度 education 
小学及以下 = 0； 

初中 = 1；高中 = 2； 
大学及以上 = 3 

1.55 1.14 

 婚姻状况 marriage 已婚 = 1；其他 = 0 0.82 0.39 

 健康状况 health 不健康 = 0；健康 = 1 0.90 0.30 

 户籍性质 residence 城市户口 = 0； 
农村户口 = 1 

0.58 0.49 

 家庭年收入 income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10.92 1.56 

 基本医疗保险 medical 没有参加 = 0；参加 = 1 0.91 0.28 

 基本养老保险 pension 没有参加 = 0；参加 = 1 0.66 0.48 

 地区 area 
东部地区 = 1； 
中部地区 = 2； 
西部地区 = 3 

- -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构建 

由于育龄女性的理想子女数是一个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择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用于结

果估计，其基本模型为： 

( ) ( )
1

1 e ii xp y j x
α β− +

= = =
+

 

( )ip y j x≤ 表示分类 j 及以下类别的累积概率： 

( )
( )

( )
e

1 e

i

i

x

i xp y j x
α β

α β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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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j 表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j = 0, 1, 2。y 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育龄女性的生

育意愿。Xi表示影响生育意愿的第 i 个因素 ( )1,2,i = � 。 iβ 为变量的回归系数。 

4.2.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关注的是新旧养老观念碰撞下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根据构建的模型，采用 stata16.0 分析软件，

运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估计。在分析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时，要进一步确保模型的稳健性，因此采用

了逐步回归的方法。首先选取了解释变量养老观念放入模型 1，再将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2 进行回归，最

后，在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基础上，将解释变量养老观念和所选取的控制变量放在一起，形成模型 3。从

表 2 可知，随着变量的逐步放入，PR2值也在不断增加，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 
表 2. 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 

养老观念 0.489***  0.314*** 

 (5.409)  (3.298) 

年龄  0.011 0.012* 

  (1.531) (1.764) 

宗教  −0.235 −0.213 

  (−1.471) (−1.330) 

教育程度  −0.213*** −0.190*** 

  (−3.869) (−3.424) 

婚姻状况  0.462*** 0.453*** 

  (3.712) (3.634) 

健康状况  0.099 0.095 

  (0.592) (0.568) 

户籍性质  0.486*** 0.451*** 

  (4.433) (4.094) 

家庭年收入  0.009 0.014 

  (0.273) (0.434) 

基本医疗保险  0.302* 0.301* 

  (1.830) (1.821) 

基本养老保险  0.146 0.138 

  (1.338) (1.263) 

N 2472 2472 2472 

LR chi2 29.33 134.90 145.75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PR2 0.0085 0.0389 0.0420 

注：*、**、***分别表示各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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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养老观念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可知，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对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在 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

影响，说明相比于持有现代养老观念的育龄女性，秉持着传统养老观念的育龄女性有着更加强烈的生育

意愿。此外，传统养老观念每提升一个等级，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会增加 1.63 (e0.489)倍。这一结果表明，

育龄女性对养老责任的认知反映了自身的养老观念和态度，由此形成的养老观念通过动机对意愿产生作

用的传导原则来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持有传统养老观念的育龄人口认为子女数的增加可以为以后

的老年生活提供更为全面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可以老有所依，所以生育意愿更加强烈。但当今社会，随

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换代，养老观念也在潜移默化的发生改变，传统养老观念不断弱化导致了育龄人

口的生育意愿降低，这也为我国进入低生育时代提供了一种解释。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4.2.2. 控制变量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的状态等都对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了较为显

著的影响。从年龄上看，育龄女性的年龄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可知年龄愈大，生

育意愿就愈强，这是由于人们看到身边的朋友或同龄女性都在养育孩子而产生一种从众的心理，更深层

次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生理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身体的各种机制和反应在催促她们去生育孩子。从教

育程度上看，育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系数为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学历层次每提升

一个等级，生育意愿会减少 0.83 (e−0.19)倍，这是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接触的国内外多元文化越多，

思想也更加独立，更倾向于“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所以女性的生育意愿会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

不断降低。婚姻状况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具有 1%的显著影响，处在已婚状态的女性生育意愿也更强烈。

从户籍性质上看，育龄女性的户口登记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于城

市户口的育龄女性，持有农村户口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是 1.57 (e0.451)倍，在农村的许多地方还延续着以

前“儿女双全”、“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而在城市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

观念也受到冲击，传统的养老观念不断弱化，所以农村户口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会更加强烈。基本医疗

保险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是

没有参加的 1.35 (e0.301)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4.3. 异质性检验 

不同地区的育龄女性对于养老责任的认知和观念不同，所以其生育意愿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程度、

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执行程度、思想观念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是造成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存在地域差别

的关键因素。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样本中，育龄人口养老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控制了地区样本

进行异质性分析，将模型 1 设置为东部地区、模型 2 设置为中部地区、模型 3 设置为西部地区，进行分

样本回归分析。 
如表 3 所示，在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西部地区育龄女性的养老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最强烈。其次，东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养老观念的系数大于中部地区，说明中部地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又高于东部

地区。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西部的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达到较高的层次，女性的经济压力和就

业压力相对较低，与北京、上海等区域养育孩子的高昂成本相比，育儿负担没有那么重，同时也会有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教养孩子；而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相应的育儿成本也更高，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

压力更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导向等因素导致西部地区思想观念的开放程度不高，许

多育龄人口仍秉持着传统的养老观念；而东部地区发达的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人们去吸收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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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的思想观念，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已经逐渐被代替，因此西部地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更高。因此，

假设 2 得到验证。 
 

Table 3. Heterogeneity test 
表 3. 异质性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养老观念 0.041 0.050 0.132*** 

 (1.191) (1.355) (2.91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N 1161 793 518 

注：① 东部地区：上海、北京、江苏、天津、浙江、河北、辽宁、福建、海南、

广西、广东、山东；② 中部地区：安徽、山西、江西、河南、内蒙古、黑龙江、

湖北、湖南、吉林；③ 西部地区：云南、西藏、重庆、贵州、四川、陕西、宁

夏、甘肃、青海、新疆。 
 

Table 4. Comparison of oprobit regression with OLS regression and ologit regression 
表 4. Oprobit 回归与 OLS 回归和 ologit 回归的结果对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ologit 模型 oprobit 模型 OLS 模型 

养老观念 0.314*** 0.174*** 0.069*** 

 (3.298) (3.184) (3.121) 

年龄 0.012* 0.008* 0.003** 

 (1.764) (1.927) (2.112) 

宗教 −0.213 −0.131 −0.046 

 (−1.330) (−1.436) (−1.310) 

教育程度 −0.190*** −0.109*** −0.041*** 

 (−3.424) (−3.438) (−3.198) 

婚姻状况 0.453*** 0.309*** 0.163*** 

 (3.634) (4.238) (5.268) 

健康状况 0.095 0.049 0.023 

 (0.568) (0.515) (0.636) 

户籍性质 0.451*** 0.269*** 0.112*** 

 (4.094) (4.215) (4.302) 

家庭年收入 0.014 0.014 0.008 

 (0.434) (0.815) (1.072) 

基本医疗保险 0.301* 0.160* 0.055 

 (1.821) (1.660) (1.361) 

基本养老保险 0.138 0.072 0.027 

 (1.263) (1.158) (1.097) 

N 2472 2472 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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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稳健性检验 

在研究新旧养老观念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时，如果某些关键变量被忽略或遗漏，则可能

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内生性偏误。本文采取更换模型的方法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因为被解释变量为

有序多分类变量，所以用 oprobit 模型和 ols 模型代替原来的 o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如表 4 所示，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分别为原模型、oprobit 模型、OLS 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通

过对模型 2 和模型 3 与原模型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解释变量养老观念的系数都为正且对于育龄女性的生

育意愿在 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影响，回归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同时，不同模型控制变量的系数正负、

显著程度也都与原 olog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原 ologit 模型的研究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稳

健性。 

5. 结论与建议 

在新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危机和低生育率的双重压力，基于此我国制定

了相应的“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并推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在新时期如何提升育龄人口的生

育意愿，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时期，

但是人口红利却在逐步消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全年出生人口 1062 万人，出生

率仅 7.52‰，出现断崖式下降[15]。因此，如何实现政策效能，提高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成为一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究了新旧养老观念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

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1) 育龄女性的养老观念对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在新旧养老观念的碰撞

下，保持传统养老观念的育龄女性相较于持有现代养老观念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更高。2) 不同地区育龄

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差异性，影响最为显著的主要是在西部地区。 
综合上述结论，对于提高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1) 政府在不断推进包容性生育

政策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对孝道文化的宣传，两者相辅相成，进一步加强个人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感，

接续形成新时代下老有所养、孝敬父母的社会氛围，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力，这对于改善

目前人口低生育率现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要利用好社会网络的力量，通过大众传媒等

便捷的信息化渠道，将多子女家庭幸福快乐的情景投置于社会宣传和公益广告中，让人们感受到在多子

女家庭环境中，兄弟姐妹不仅在长大后可以互相帮助和扶持，也更容易来分担对父母的赡养责任，由此

形成浓郁的舆论氛围，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为。除此之外，也要关注现代社会婚

嫁观念的转变，引导育龄人群树立正确的婚嫁观，为家庭养育子女、提高生育率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中华民族传统的婚姻观念是“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相互敬爱”、“风雨同舟”等，即使在当

今时代，也没有被淘汰，仍然保持着时代的色彩，彰显着传统婚嫁文化的生命力。因此，在弘扬孝道文

化的同时，也要大力宣传优秀的传统婚嫁文化，引导适婚人群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有助于缓解他们

对婚姻生活的心理和经济负担，对于结婚率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进而为育龄人口生儿育女创造稳定的

家庭基础。2) 不同地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环境的情况不同，在“三孩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以国家制

定的战略政策导向为主线，各地区政府也应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订相应的生育政策和扶持措施，

对政策进行优化改善，使生育政策富有弹性，更好地为我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动力。对于东部地区

等生育率较低的地区，需要缓解经济压力、育儿投入等给育龄女性带来的生育焦虑问题，相应的支持配

套措施要切实符合育龄人群的实际利益，真正落到实地。对于中西部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应加大生育

扶持的力度，给多子女家庭提供专项补贴，为育龄女性打造更好的生育环境，提供更优质的生育服务，

推动全社会生育率的提高。同时，支持生育并不是鼓励盲目地去生育孩子，对于生男孩偏好较强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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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仍然要加强监测，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去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生育观。3) 在低生育时代，儿童福利

既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也是一种社会投资方式，它能够发挥出鼓励或刺激生育的重要作用。因此，

政府应不断引导适龄儿童的养育和托幼服务朝着普惠性的方向发展。在托育服务方面，政府应积极推进

与社区、社会企业的合作，加快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式多样的托育服务体系。地方政府要结合

本地实际，致力于社区托幼服务的建立健全，加大对社区托幼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为减轻婴幼儿的照

护负担和缓解家庭育儿压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而促进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提升[16]。4) 保障育龄女

性权益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要素。一方面，应该实行全国统一的产假，国家财政来负担女性产期前后

的休假待遇，并参照发达国家的“母亲养老金”制度，让整个社会共同分担母亲生育子女期间的责任[17]。
另一方面，针对于女性职业发展道路上因生育而造成就业歧视的现象，政府应当出台更为精准的法律条

例和细则，为女性的就业和再就业提供较为系统的法制化保障，避免女性在就业市场内因为某些单位和

企业的一些潜在规则而失去工作机会，真正缓解女性的就业焦虑，进一步保障育龄女性的合法权益。在

兼顾公平的前提下，致力于推动普惠性生育保险制度的发展，在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补齐

生育保险制度的短板，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赋能。总之，持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效应很难在短

期内消失，面对当前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改善我国低生育率现象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女性生育友好

型社会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会舆论环境中的表层，更要着力于对女性生育津贴、育儿产假、就业及再就业

等许多深层次的保障，只有全方位保障体系的完善才能够真正缓解育龄人群生育多孩的顾虑和压力，才

能促进全社会生育潜能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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