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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在黄金育龄期的大学生的生育观念对我国未来的生育行为和人口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大学生

的家庭背景对其生育观念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重庆市为例，基于实证研究，调查大学生的家

庭背景对生育观念的影响，并且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生育观念与家庭背景存

在相关，具体而言，家庭环境因素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家庭观念中的父母期

望生育孩子数量与大学生生育偏好数量显著相关，其他因素则未体现显著性影响。因此，在生育政策研

究制定时，不仅要考虑大学生个体因素，还要切实考虑其家庭背景因素，对其父母的生育政策宣传可能

会对大学生生育意愿提高产生传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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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ertility concep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ir prime reproductive years have an important im-
pact on the future fertility behavior and population quality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ir fertility concept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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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takes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back-
ground on their fertility concepts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
chanism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fertility concepts are correlated with 
their family backgrounds. Specifically, the education level of parents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f-
fects college stu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expected by parents in the 
family concepts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fertility preferences, 
while the other factors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Therefore, when researching and formu-
lating fertility policie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
count, but also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factors should be effectively considered, and the propa-
ganda of fertility policies to their parents may have a transmission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college 
stu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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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我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动，我国根据国情制定的生育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

口质量，到现在倡导合理的人口结构，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受到生育政策变化的

巨大影响[1]。此外，由于国家教育部门招生政策的改变，高校扩招的同时，近年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

迅速扩大[2]，在校大学生思想独立，正处于或者即将处于婚育的黄金年龄段，其生育观念将对我国将来

的生育行为和出生人口质量产生显著影响[3]。现有学者对大学生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的研究[4]从经济、社

会、文化、家庭及个人等多方面影响做了分析[5]。其中，又将家庭结构、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成员

关系作为主要方向进行分析，可见，家庭背景作为个人价值形成及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也将对大学生

的生育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重庆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已跻身为新一线城市，2021 年 GDP 总量全国排

名第五，具有优越的区域优势和经济发展基础[6]。此外，据重庆统计局 2022 年 4 月最新数据表明，2010
年~2021 年，重庆常住人口持续波动下降，有 2010 年的 59.81%下降到 2021 年的 3.5%，人口出生率持续

下降[7]，育龄妇女人数递减，生育意愿下降，人口出生率为 6.49‰，老龄化率(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

人口的比重)为 17.8%，比 2020 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6 个百分点，人口与经济社会

呈现出不协调发展的倾向，对重庆市人口的研究存在必要性。此外，重庆市作为西南腹地唯一直辖市，

拥有多所著名高校和就业机会，是高学历大学生的聚集地，易于开展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调查。因此，

本文选择以重庆市高校为例，探索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影响，以期能够对重庆市人口政策的制

定和执行提供参考思路。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关于生育观念概念的研究 

生育观念是人们研究生育问题时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概念，人们对这一概念有大致相同的指向，

但对其所赋含义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西方对生育观念的直接研究较少，一些学者都是在生育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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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础上延伸出生育观念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生育观念[8]是指人们对生育行为做出理性经济决策

的理论体系；Nauck [9]则认为生育观念是人们对孩子的经济支出与提供的心理满足的认知评价。国内关

于生育观念的概念也有一定的研究，对生育观念的概念主要以下面几个学者的定义为准。彭希哲[10]认为

生育观念可以归结为生育态度、生育偏好、数量预期和质量预期，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生育观念的内

涵。潘贵玉[11]认为生育观念是人们对生育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是支配人们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也是变

革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学者张进辅[12]提出生育价值观是个体对生育各个方面重要性的看法或认识评价

的心理倾向性，是一个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此外，张进辅设计的生育价值观问卷在后续相关

研究也得到应用。学者周长洪[13]提出生育观念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生育现

象的认知，是关于生育的意愿、价值、知识、行为等观点、看法与认识的总和，内容包括生育的需求、

动机、意愿和偏好。当前对生育观念的研究多采用周长洪的定义，并将生育质量即家长对子女未来成长

的设想纳入到关于生育观念的研究。结合前面学者的研究，本文对生育观念的探讨将从生育意愿、生育

动机、生育偏好和生育质量四个方面进行。 

2.2. 关于家庭背景对生育观念的影响的研究 

关于家庭背景对生育观念的影响的研究既包括要生育孩子的夫妻的家庭因素对他们自身生育观念的

影响，又包括家庭中父母的相关因素对其孩子生育观念的影响，但多关注于前者，对后者的研究将在本

章的第三部分主要呈现。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可以发现，学者研究的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家庭

环境和父母观念三个方面。首先，家庭结构主要指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中

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与众不同的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闫婷婷[14]等人研究发现，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

在生育时间上存在差异，独生子女选择生育的时间要早于非独生子女。洪秀敏[15]在探讨独生父母家庭二

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时发现，北京市独生父母家庭在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上，期待儿女成双，且女孩

偏好在逐步增强。其次，家庭环境包括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夫妻的感情情况等。如陈颐[16]的研究发现，

家庭中夫妻关系越亲密，越不倾向于认可生育数量；家庭中亲子关系越紧密，越倾向于认同生育数量。

王晓宇[17]在对家庭生育决策与全面两孩政策的研究中发现，家庭收入、农村户籍性质对孩子数量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此外，王仁瑞[18]认为父母的生育观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大学生的生育观念从某种程

度上是父母生育观念的延续，其中包括了性别偏好、生育数量等。 

2.3. 关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影响的研究 

关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影响的研究文献相对其他研究来说数量较少，且缺乏最近三年的

研究。本文对现有相关研究总结如下。在家庭结构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影响方面，郑媛[19]在调查广州市

大学生生育观念时发现独生子女在选择生育数量时希望是多个孩子，因为他们觉得独生子女有点孤单，

希望多个孩子可以互相陪伴。但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朱洪翠[20]关于新时代大学生生育观的研究指

出独生子女更倾向于少生孩子，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享受和自己一样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待遇。

此外，朱安新、风笑天[21]在研究两岸女大学生家庭生育观念时关注到了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们认为家庭

社会层次越高的女大学生越倾向于认可生育的人生职责，认为生育是家庭生活的必要条件。在父母对子

女生育观念的影响方面，Nosaka 和 Chasiotis [22]在对土耳其裔德国女性进行调查时发现，当被调查者的

母亲与同龄女性相比倾向于生育更多孩子时，被调查者也倾向于更多的生育数量。王昭[23]等人在对大学

生生育观的调查中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性别喜好与子女对下一代的性别喜好有较强的相关性。 

2.4. 研究假设 

通过上述分析，现有研究关于家庭背景的研究可以被归纳为包括家庭结构、家庭环境和父母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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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三个方面，因此本文也将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设立指标来进行分析，并试图回答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的

生育观念产生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并构建以下假设模型(如图 1)：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图 1. 假设模型 

2.4.1. 关于家庭结构的假设 
家庭结构虽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又是实际存在的，它对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和行为有重要影

响，表现在生育方面就是对家庭成员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对家庭结构这一因素产生的影响

采用家庭人口数和是否为独生子女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并提出假设： 
H1：家庭人口数与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存在相关关系。 
H2：是否为独生子女与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存在相关关系。 

2.4.2. 关于家庭环境的假设 
家庭环境对人的一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包含有软环境、硬环境、内环境和外环境四部分。结

合家庭环境的内容，我们选择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感情、父母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四个因素来衡量

家庭环境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影响。首先，当家庭收入水平较好时，子女对生育成本的担忧更少，会更

倾向于生育。其次，当父母恩爱时，子女的家庭幸福感更强，并相信自己也会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生育。再次，当父母年龄较小时，他们帮助子女抚养孩子的精力会更充

沛，进而使得子女更倾向于选择生育。此外，当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高时，父母的教养方式更合适，可

以使子女和子女的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表现在生育方面即子女更乐意选择生育。因此，提出以下假

设： 
H3：家庭人均年收入与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动机、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存在相关关系 
H4：父母的感情状况与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动机、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存在相关关系。 
H5：父母的年龄与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动机、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存在相关关系。 
H6：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动机、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存在相关关系。 

2.4.3. 关于家庭观念的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的生育观念会对子女的生育观念产生影响，但具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未有定

论，考虑到父母生育观念对子女生育观念的影响表现，本文选择父母是否会帮助抚养子女和父母期望子

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两个指标来衡量父母观念对子女生育观念的影响。当父母愿意帮助抚养子女时，一定

程度上会减轻大学生生育孩子的养育负担，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生育。此外，父母希望子女生育孩子的

数量一定程度上也会被纳入到大学生生育选择的考虑之中，受父母期待的影响，大学生会更倾向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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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7：父母帮助抚养子女与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动机、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存在相关关系。 
H8：父母希望子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与大学生生育意愿、生育动机、生育数量、生育质量存在相关关系。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对新时代重庆市高校大学生的生育观进行调查。采用网络随机抽样发放问卷的方法进行调查，

使用 SPSS 26.0 对家庭背景与生育观念测量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问卷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接近 0.8，内部一致性良好。本研究共发放 170 份问卷，剔除填写无效、填写时间过短等无效样本之

后，共回收有效问卷 153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0%，被试年龄集中在 21~30 岁。 

3.2. 变量测量 

3.2.1. 被解释变量 
重庆市大学生生育观。自编的重庆市大学生生育观测量问卷，本问卷共有四个维度：生育意愿、生

育动机、生育偏好、生育质量，包括是否有生育意愿、生育目的、意向生育年龄、希望生育数量等内容，

共 8 个题项，其中将没有生育意愿的样本数据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分析。在分类变量中，将选择是的标记

为 1、选择否的标记为 0；在单选的题目中，将选项按照顺序进行标记，如第一个选项标记为 0、第二个

选项标记为 1、第三个选项标记为 2，以此类推；将没有具体要求等无意义选项标记为离散缺失值；多个

选项的题目中，被选择的题项标记为 1，没有被选择题项的则标记为 0，如在一个多选题中两个选项标记

为 1 则表示该选项被选择，其余选项标记为 0 表示未被选择。 

3.2.2. 解释变量 
家庭背景。自编的家庭背景测量问卷；综合研究家庭背景影响的文献，本文选择使用多个指标衡量

学生家庭背景，共设置三个维度：家庭结构、家庭环境、父母观念，包括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人口数、

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感情状况、父母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共 8 个题项。 

3.2.3. 控制变量 
依据前述文献回顾中的研究框架，本研究中将可能影响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其他因素，按照性别、年

龄、政治面貌、学历等几个方面的指标进行测量。 

3.3.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首先通过问卷星线上平台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

内容设计主要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家庭背景和生育观念三个部分。同时设置每个 IP 地址只可作答

一次，以保证所收集问卷的质量。人口学信息、描述性统计分析(平均数、标准差、百分比)旨在描述调查

对象的背景信息，信度检验旨在保证问卷的有效性，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等旨在了解调查对象在不同

题项上的选择差异。 

4. 实证分析 

4.1. 人口学信息统计分析 

通过表 1 可知，在性别上调研的女性占比接近 70%，多于男性，且相差较大；在样本来源中，来自

农村或城镇差别不大，分布比较均匀；在年龄上集中在 21~25 岁，且占比达到 78.4%；政治面貌以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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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为主，中共党员与预备党员占比也较多；在学历上，绝大多数样本文化程度都在本科及以上，表明

受教育程度较高，符合本研究初衷。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表 1. 人口统计学信息 

项目类别 值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0 = 男 46 30.1% 

1 = 女 107 69.9% 

来源 
0 = 城镇 69 45.1% 

1 = 农村 84 54.9% 

年龄 

0 = 20 岁以下 0 0% 

1 = 21~25 岁 120 78.4% 

2 = 25~30 岁 26 17% 

3 = 30 岁以上 7 4.6% 

政治面貌 

0 = 中共党员 51 33.3% 

1 = 预备党员 13 8.5% 

2 = 共青团员 73 47.7% 

3 = 群众 13 8.5% 

4 = 其他 3 2% 

在读学历 

0 = 大学专科 7 4.6% 

1 = 大学本科 60 39.2% 

2 = 研究生 86 56.2%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Family background)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家庭背景) 

项目类别 值 频数 百分比(%) 

家庭人均年均收入 

0 = 0~2 万 39 25.5% 

1 = 2~4 万 30 19.6% 

2 = 4~6 万 29 19.0% 

3 = 6~8 万 21 13.7% 

4 = 8 万以上 34 22.2% 

父母年龄 

0 = 42 岁以下 1 0.7% 

1 = 43~52 岁 108 70.6% 

2 = 53~62 岁 41 26.8% 

3 = 62 岁以上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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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父母感情 

0 = 恩爱 54 35.3% 

1 = 一般 72 47.1% 

2 = 比较不和 13 8.5% 

3 非常不和 14 9.2% 

父母教育程度 

0 = 初中及以下 89 58.2% 

1 = 高中/中专 44 28.8% 

2 = 大学专科 8 5.2% 

3 = 本科 10 6.5% 

4 = 研究生 2 1.3% 

是否独生子女 
1 = 是 51 33.3% 

0 = 否 102 66.7% 

父母是否帮助抚养孩子 
1 = 是 123 80.4% 

0 = 否 30 19.6% 

父母期望生育数量 

0 = 1 个 22 14.4% 

1 = 2 个 53 34.6% 

2 = 3 个 2 1.3% 

3 = 没有要求 76 49.7% 

 
由表 2 可知，在家庭人均年收入中，样本在各个层次的分布较为均匀，表明被试家庭经济状况不存

在绝对差距；70%的被试父母年龄属于 43~52 岁，比较集中；在父母感情状况上，父母关系一般的较多，

占比 47.1%；父母受教育程度上，集中在高中/中专及以下，表明大多数被试父母文化水平一般；在所有

调研对象中，属于独生子女的有 51 人，约三分之一，大约占非独生子女的一半；80%的被试父母都愿意

帮助子女抚养孩子；大约一半的父母对子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没有要求，其余大多希望子女生育 1~2 个孩

子。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Fertility ideas)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生育观念) 

项目类别 值 频数 百分比(%) 

生育意愿 
1 = 是 87 56.9% 

0 = 否 66 43.1% 

生育动机 

传统接代 35 40.2% 

养儿防老 22 25.3% 

增加劳动力 8 9% 

社会压力 8 9% 

巩固夫妻感情 38 43.7% 

喜欢小孩子 53 60.9% 

其他 1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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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意向生育年龄 

20~25 岁 4 4.6% 

26~30 岁 68 78.2% 

31~35 岁 14 16.1% 

35 岁以上 1 1.1% 

意向生育数量 

1 个 33 37.9% 

2 个 51 58.6% 

3 个及以上 3 3.4% 

意向生育间隔 

1 年 4 4.6% 

1-3 年 45 51.7% 

3 年以上 23 26.4% 

没考虑过第二个孩子 15 13.8% 

期望性别(单孩时) 

男孩 19 21.8% 

女孩 16 18.4% 

没有要求 52 59.8% 

期望性别(多孩时) 

都是男孩 2 2.3% 

都是女孩 1 1.1% 

男孩女孩都有 57 65.5% 

没有要求 27 31% 

期望子女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1 1.1% 

高中/中专 0 0% 

大学专科 2 2.3% 

本科 24 27.6% 

研究生 60 69.0% 

影响因素 

个体因素 108 70.6% 

政策因素 60 39.2% 

经济因素 133 86.9% 

社会因素 54 35.3% 

其他 14 9.2% 

 
由表 3 可知，在所有被试中，没有生育意愿的有 66 人，占所有样本的 43.1%。从所有样本中筛选出

有生育意愿的 87 份数据，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愿意生育的样本中，大多数调研对象的生育目的

集中在喜欢小孩子、巩固夫妻感情、传宗接代上，这表明大学生的生育目的在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上有

了一定转变，但是仍然存在生育是为了传宗接代这样的思想；在意向生育年龄上 26~30 岁占比偏高，表

明被试倾向在年轻时、毕业不久生育；在生育数量上，选择生育 2 个的数量最多，其次是 1 个，选择生

育 3 个及以上的占比偏低，这与当前实施的“三孩政策”的倡导相悖；在意向生育间隔上，接近 80%的

调查对象都希望间隔一年以上；当只有一个孩子时，超过一半的样本对孩子性别没有要求，希望是男孩

与希望是女孩的人数相差不大，表明调研对象对于孩子的性别不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必须有男孩；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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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孩子时，大部分都希望男孩女孩都有，其余样本大多没有特殊要求，也表明了调研对象不再简单的

追求孩子的性别为男孩；在期望子女教育水平上，绝大部分选项都集中在本科与研究生，表明被试多数

都希望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政策因素排进了前三，表明国家的生育政策还是会

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生育观念产生影响。 

4.3. 相关分析 

4.3.1. 是否独生子女与生育意愿 

Table 4. Whether only child or not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crosstabs 
表 4. 是否独生子女与生育意愿交叉表 

   生育意愿 

   是 否 总计 

是否独生子女 

是 
计数 30 21 51 

占 是否独生子女的百分比 58.8% 41.2% 100% 

否 
计数 57 45 102 

占 是否独生子女的百分比 55.9% 44.1%  

总计 
计数 87 66 153 

占 是否独生子女的百分比 56.9% 43.1% 100% 

 
由表 4 交叉表可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有生育意愿的人数略多于没有生育意愿的人数，但

总体差别不是很明显；另外由于是否独生子女与是否有生育意愿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因此，在本研究

中尚未找到充足的证据表明是否为独生子女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这也可能是因为样本数量过少。 

4.3.2. 家庭背景与生育意愿 

Table 5. Table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family background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5. 家庭背景与生育意愿相关分析表 

 家庭年

均收入 
家庭 
人口数 

是否独

生子女 
父母感

情状况 
父母 
年龄 

父母受教

育程度 

父母是否 
帮助抚养 
子女 

父母期

望生育

数量 

家庭年均收入 1.000        

家庭人口数 −0.152 1.000       

是否独生子女 −0.191* 0.381** 1.000      

父母感情状况 −0.076 0.185* 0.070 1.000     

父母年龄 −0.004 0.079 0.101 0.008 1.000    

父母受教育程度 0.401** −0.174* −0.322** −0.025 0.095 1.000   

父母是否帮助抚养子女 0.057 −0.041 0.105 0.088 0.112 0.036 1.000  

父母期望生育数量 −0.178* −0.076 0.072 0.048 0.033 −0.116 0.034 1.000 

生育意愿 0.018 −0.048 0.028 0.049 0.071 0.177* 0.068 0.058 

N 153 153 153 153 153 153 153 153 
*.相关性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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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153 份样本数据中家庭背景与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家庭背景的父母受教育程

度与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177，可以解释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

愿意生孩子，这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思想越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对子女的教育越科

学，其子女感受到的关爱更充足，越不容易对生育产生抵触心理，同时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对国

家政策表示支持态度。而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越多，其子女感受

到的关爱就越少，进而对生育孩子及养育孩子不抱期望，就越容易对生育产生抵触心理。 

4.3.3. 家庭背景与生育动机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reproductive motivation 
表 6. 家庭背景与生育动机相关分析表 

 家庭年均

收入 
家庭 
人口数 

是否独

生子女 
父母感情 
状况 

父母 
年龄 

父母受教

育程度 

父母是否 
帮助抚养 
子女 

父母期

望生育

数量 

传宗接代 −0.005 0.031 0.053 0.067 0.099 −0.162 −0.188 0.207 

养儿防老 0.256* −0.109 −0.079 −0.031 0.089 0.126 0.154 0.023 

增加劳动力 −0.061 −0.065 0.034 −0.108 0.111 −0.126 0.026 0.147 

社会压力 0.095 −0.104 −0.104 −0.025 0.102 0.132 0.171 −0.080 

巩固夫妻感情 0.016 −0.163 0.103 −0.303** −0.080 −0.019 0.089 −0.014 

喜欢小孩子 0.087 0.191 0.162 0.206 0.078 −0.095 0.241* 0.270* 

其他 −0.033 0.075 −0.035 0.035 −0.077 −0.060 −0.191 −0.153 

N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相关性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 6 可知，有生育意愿的 87 份样本数据中家庭背景与生育动机相关性分析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

与养儿防老的生育目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时子女越有可能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

生孩子。父母感情状况得分越高表明其关系越差，因此父母感情状况与巩固夫妻感情的生育目的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父母感情状况越好，其子女感受到的爱越多，作为爱情的结晶的感受更加强烈，所以更愿

意出于巩固夫妻感情的目的生孩子。父母是否帮助抚养子女与生育目的中喜欢小孩子呈显著正相关，父

母愿意帮助抚养子女时，表明父母在各方面条件上比较支持被试生育，同时父母对子女的孩子是期待、

喜爱的态度，可能会让自己的子女同样喜欢孩子进而生育。父母期望生育孩子数量与生育目的中喜欢小

孩子呈显著正相关，父母希望生育的数量更多表明对孩子的接受度越高，其子女也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

响，进而同样喜欢孩子。 

4.3.4. 家庭背景与生育数量 

由表 7 可知，父母是否帮助抚养子女与意向生育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由于研究对象是大学生，

还没有出身社会，比较稚嫩，还比较依赖父母，另外父母帮助抚养孩子可以减少负担，此时可能会倾向

生育更多孩子。父母期望生育孩子数量与意向生育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对象多数还没有完全脱

离家庭，所以父母的观点会对其产生较大影响，当父母希望生育更多孩子时，大学生倾向的生育数量也

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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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able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family background and number of births 
表 7. 家庭背景与生育数量相关分析表 

 家庭年

均收入 
家庭人

口数 
是否独

生子女 
父母感

情状况 
父母 
年龄 

父母受

教育 
程度 

父母是否

帮助抚养

子女 

父母期

望生育

数量 

家庭年均收入 1.000        

家庭人口数 −0.203 1.000       

是否独生子女 −0.092 0.425** 1.000      

父母感情状况 0.028 0.115 0.097 1.000     

父母年龄 0.030 0.098 −0.027 0.015 1.000    

父母受教育程度 0.211* −0.107 −0.316** 0.015 0.138 1.000   

父母是否帮助抚养子女 0.127 −0.023 0.011 0.055 0.090 −0.001 1.000  

父母期望生育数量 −0.001 0.153 0.087 0.255 0.337* −0.245 0.182 1.000 

意向生育数量 −0.056 0.064 −0.080 −0.055 0.198 −0.011 0.236* 0.818** 

N 87 87 87 87 87 87 87 45 
*.相关性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3.5. 家庭背景与生育质量 

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fertility quality 
表 8. 家庭背景与生育质量相关分析表 

 家庭年

均收入 
家庭人

口数 
是否独

生子女 
父母感

情状况 
父母 
年龄 

父母受

教育 
程度 

父母是否

帮助抚养

子女 

父母期

望生育

数量 

家庭年均收入 1.000        

家庭人口数 −0.203 1.000       

是否独生子女 −0.092 0.425** 1.000      

父母感情状况 0.028 0.115 0.097 1.000     

父母年龄 0.030 0.098 −0.027 0.015 1.000    

父母受教育程度 0.211* −0.107 −0.316** 0.015 0.138 1.000   

父母是否帮助抚养子女 0.127 −0.023 0.011 0.055 0.090 −0.001 1.000  

父母期望生育数量 −0.001 0.153 0.087 0.255 0.337* −0.245 0.182 1.000 

意向子女教育程度 −0.113 0.333** 0.016 −0.018 0.116 0.073 0.052 0.125 

N 87 87 87 87 87 87 87 45 
*.相关性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 8 可知，家庭人口数与意向子女受教育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家庭人口数越多时，会更加

希望子女受到更高的教育，这可能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家庭人口数越多产生的矛盾、互相之间的不理解

就越多，就可能产生一种“多读书就可以提升思想水平”的想法；另外也可能是家庭人口数越多，相对

来说家庭在自己身上的平均教育投入就会减少，此时会更加希望在子女身上得到弥补，所以对子女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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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有更高的期望。 

4.4.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由于数据变量类型均为分类变量，且线性回归无法处理非连续数据，故本研究在对变量进行处理时，

采用 logistic 回归，具体模型如下： 

( ) 0 1 2 3 4 5 6 7 8income person single rela age2 edu2 rear numberg x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ln
1

pg x
p

 
=  − 

 

由图 2 可知，人口学变量中，只有性别能够显著的预测生育意愿，女性生育孩子的意愿，是男性生

育孩子意愿的 0.463 倍(OR = 0.463, P = 0.040，置信区间不包括 1)。家庭背景变量中，只有父母受教育程

度会对生育意愿有影响，当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及以下时，对生育意愿预测不显著，当父母受教

育程度为大专时，能够显著预测被试样本的生育意愿，(OR = 0.084, P = 0.023，置信区间不包括 1)，且当

父母为研究生和本科学历时，相对大专学历父母，其子女生育意愿变化不显著。 
 

 
Figure 2. Forest map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图 2. 生育意愿森林图 

5. 总结与启示 

5.1. 总结 

本文聚焦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影响，运用问卷调查法对重庆市高校大学生生育观念进行

调查分析后得出了以下结论。在与家庭背景相关的众多因素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期望生育数量两

个变量对大学生生育观念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大学生生育观念没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当

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于大专时，对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当父母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或研究生

时，则会对其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我们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可能作为家庭

社会经济背景中的因素，对大学生的生育意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其他方面受影响较小，这可能和

大学生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受到的影响其生育观念的信息具有丰富性，对生育问题也有较为清晰的认知，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家庭背景对其生育观念的影响。 
回顾本文研究可以发现，本文选取家庭背景这一视角探讨其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可为重庆市实施促进大学生这一高教育程度群体的生育意愿的相关政策提供

思考方向，进而起到优化重庆市人口结构的作用。但同时本文也存在样本量较少，研究结果发现有限的

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扩大样本量进而更加准确的研究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影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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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针对性地提供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 

5.2. 启示 

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更加自主、理性；现行生育政策具有可行性，但根据“三孩政策”的推进情

况，政策调整的效应并不明显，青年群体生育意愿较低、人口出生率仍呈现出下降趋势，我国人口结构

的平衡与优化需要多措并举。现阶段，仅依靠政策调整无法有效实现刺激人口增长、优化人口结构的目

的，需要在政策之外建立新的人口均衡发展机制，如国家出台生育补贴措施，降低生育成本与养育孩子

的经济负担，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居家工作机会，以平衡家庭与职业的矛盾以及充分整合社区资源，开发

“社区育儿共同体”机制等，优化人口结构在我国将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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