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Fuzziology 运筹与模糊学, 2022, 12(3), 934-946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2.123099     

文章引用: 崔萌萌. “悦己”还是“悦亲” [J]. 运筹与模糊学, 2022, 12(3): 934-946.  
DOI: 10.12677/orf.2022.123099 

 
 

“悦己”还是“悦亲” 
——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崔萌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7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8月7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15日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和少子老龄化特征日趋加深，本文将研究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同时通过子女

自我诉求和满足父母要求不同层面进行分析。本文主要运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对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GSS)数据进行分析。在子女自我诉求或是满足父母要求上，本文根据相关研究结果认为两者兼具，

自我选择层面例如认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以及婚姻的幸福程度等会影响子女生育意

愿，同时传统孝道层面例如子女生育意愿会受到“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的影响，因此本文初

步认为子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既有自我诉求，又遵从传统孝道。然后对子女生育意愿进行一系列控制变

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子女户口等均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新

一代子女生育意愿的弱化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三股分力形成为子女搭把手的合力来改善，减轻其照顾

老年人及养育子女的双重负担，同时尊重子女生育意愿的选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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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ing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aging of fewer children increasingly deepening, thi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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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will study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analyze it from different aspects of 
children’s self-appeal and parental satisfaction. In this paper, a multiple Logit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the 2017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terms of 
children’s self-appeal or meeting their parents’ demands, this paper holds that both are com-
bined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In terms of self-selection, for example, “Men put 
career first, women put family first” and marital happiness affect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level, such as children’s fertility willingness, will be af-
fected by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family line, a son should be bor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itially 
believe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fertility willingness are both self-appeal and tra-
ditional filial piety. Then, a series of control variables were analyz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optim-
ism about the future and children’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ould affect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
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weakening of the reproductive will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ldren needs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family to form a joint force to help the 
children, reduce the double burden of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raising children, and respect the 
right of choice of children’s reproductiv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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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6736 万，占全国人口的 14.2%，这表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而从出生人口仅 1062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34%的数据，表明“少子老龄化”的特征日趋明显，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

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11 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但生育率的变迁是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缺乏系统化的配套政策支撑，使目前二孩及三孩政策的作用发挥受到了一定限制，因此，研究子女

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能为生育政策配套支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因此本文利用 2017 年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调查数据对育龄期的子女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 资料与方法 

2.1. 文献综述 

大量研究表明，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从城镇化角度出发，伴随城镇化程度的加深，

二孩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1]。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

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2]。从子女数量角度

出发，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倾向于保持低生育模式

[3]。而各类家庭生育支持均有助于显著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大于行为的可能性，尤其是有利于生育趋

近完成态的育龄女性完成其未满足的生育意愿[4]。三类青年夫妇的理想生育数量与打算生育数量在结构

上较为相似，“双非”夫妇的多孩生意愿更强；性别偏好均以“无偏好”为主，但“双非”夫妇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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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较弱[5]；从性别偏好角度出发，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抑制了生育意愿并减少了生育数量，但在未

能达到满意的子女性别构成而倾向继续生育的情况下，男孩偏好起到了增强生育意愿和增加生育数量的

作用[6]。从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人群比较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户籍人口生育意愿越强，流动人口

的生育意愿随文化程度的提高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高收入人

群的生育意愿均相对较高；但是无论哪个人群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均已低于 2 个孩子[7]。此外，性别偏好是

否得到满足、家庭是否拥有孩子以及从事何种行业对理想与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差异具有显著影响[8]。 

2.2.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学者从子女数量、性别偏好、城镇化、家庭支持等方面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进行研究分析，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只有部分学者会同时从子女自身和家庭结构两方面展开研究，然而并

没有学者将子女生育意愿通过对子女自我诉求和满足父母要求两方面进行分类比较，将二者进行比对分

析，来研究隔代照料的动机究竟更偏向于传统上的“无后为大”还是自我选择的“自由至上”。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1：自我选择层面例如认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以及婚姻的幸福程度等

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假设 2：传统孝道层面例如子女生育意愿会受到“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

“对父母养育之恩心存感激”的影响。 

3. 实证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始于 2003 年，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

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本文选取的为该调查的 2017 年数据，调查内容涉及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收入水平、

学历程度、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类型以及家庭关系和养老照料等详细信息，本文剔除了部分缺失变量

和不相关变量后，最终选取了 1752 个 19~49 岁区间的育龄子女样本。 

3.1.1. 变量选取与整体描述 
本文选取主要解释变量为自我层面及考虑父母层面两个维度，被解释变量为理想生育孩子个数，并

将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教育程度、子女户口作为控制变量，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表 1. 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赋值情况及相关说明 

被解释变量 理想生育孩子个数 多元赋值变量，0 个为 0；1 个为 1；2 个为 2；3 个为 3；
3 个以上为 4 

主要解释变量 
(自我层面)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多元赋值变量，完全不同意为 1；比较不同意为 2；无所

谓同意不同意为 3；比较同意为 4；完全同意为 5 

婚姻状况 多元赋值变量，未婚为 1；同居为 2；初婚有配偶为 3；
再婚有配偶为 4；分居未离婚为 5；离婚为 6；丧偶为 7 

婚姻再不好，也比离婚强 
多元赋值变量，非常同意为 1；相当同意为 2；有些同意

为 3；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为 4；有些不同意为 5；相当不

同意为 6；非常不同意为 7 

结婚后不一定要有孩子 
多元赋值变量，非常同意为 1；相当同意为 2；有些同意

为 3；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为 4；有些不同意为 5；相当不

同意为 6；非常不同意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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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主要解释变量 
(考虑父母层面) 

为了传宗接代， 
应该生个儿子 

多元赋值变量，非常不同意为 1；相当不同意为 2；有些

不同意为 3；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为 4；有些同意为 5；相

当同意为 6；非常同意为 7 

对父母的养育之 
恩心存感激 

多元赋值变量，非常同意为 1；相当同意为 2；有些同意

为 3；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为 4；有些不同意为 5；相当不

同意为 6；非常不同意为 7 

控制变量 

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多元赋值变量，非常同意为 1；同意为 2；无所谓同意不

同意为 3；不同意为 4；非常不同意为 5 

教育程度 

多元赋值变量，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为 1；私塾、扫盲班为

2；小学为 3；初中为 4；职业高中为 5；普通高中为 6；
中专为 7；技校为 8；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为 9；大学

专科(正规高等教育)为 10；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为 11；
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为 12；研究生及以上为 13；博

士以上为 14 

子女户口 多元赋值变量，农业户口为 1；非农业户口为 2；居民户

口 3；其他为 7 

3.1.2. 因变量与自变量的描述 
对 19~49 岁育龄子女理想生育孩子个数进行统计分析，其中，愿意生育二孩的比重达到 66.12%，其

次为一孩比重则为 22.86%。仅有 6.08%占比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自变量中的婚姻状况里，初婚有配

偶的比重最高为 73.30%，其次是未婚人群为 18.92%；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传宗接代的认同度中，比重最高

为 20.83%的有些同意，此外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的满意度占比最高，达到 68.66%，见表 2。 
 

Table 2. Objective fact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客观性事实统计 

Variable 筛选后变量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理想生育孩子个数 5464 1.834 0.677 0 4 

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5464 0.370 0.483 0 1 

婚姻状况 5464 0.499 0.500 0 1 

婚姻再不好，也比离婚强 1752 0.381 0.486 0 1 

结婚后不一定要有孩子 1752 4.279 0.697 3 5 

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 1752 1.915 0.633 1 3 

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 1752 0.500 0.500 0 1 

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1752 3.157 0.791 1 4 

教育程度 5464 4.640 0.694 1 5 

子女户口 5464 6.520 1.56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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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数据分析的因变量是理想生育孩子个数，属于多分类变量(0 = 0 个孩子，1 = 1 个孩子；2 = 2 个孩子；

3 = 3 个孩子；4 = 3 孩以上)。从自我层面出发设置模型 1 进行回归分析，解释变量为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婚姻状况、婚姻再不好，也比离婚强、结婚后不一定要有孩子，发现固有角色分工地

认可度会正向促进子女生育意愿，而婚姻状况的成熟度则会影响子女一孩或三孩的生育意愿，同时我们

进一步发现，对维持婚姻的认可度会显著影响子女生育意愿，这可能是因为子女认为完整的家庭环境更

加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且无论子女生育意愿的个数多少，都会受到其结婚后不一定需要孩子的否定

度的显著影响。 
从考虑父母层面角度出发设置模型 2 进行回归分析，核心自变量是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以

及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表 3 的结果表明“子女生育意愿与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不具有显

著相关”、“子女生育意愿与传宗接代观念具有显著相关”，这说明子女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

家庭内部如父母传统观念地制约和影响，一些老年人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子女为尽孝道，满足父

母的心愿。 
将自我层面、父母层面双重角度出发设置模型 3 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结果与模

型 1、模型 2 较为一致，因此进一步从控制变量展开分析，发现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会显著促进子女生育

意愿，同时农村户口的育龄子女对生育三孩的意愿更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初步验证自我选择层面例如认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以及婚

姻的幸福程度等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的假设，同时传统孝道层面例如子女生育意愿会受到“为了传宗接

代，应该生个儿子”的影响，因此本文初步认为子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既有自我诉求，又遵从传统孝道。 
 

Table 3.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男人以事业为

重，女人以家 
庭为重 

0.305* 0.154   0.269** 0.157 

0.439** 0.151   0.362* 0.154 

0.624*** 0.169   0.508** 0.173 

0.955*** 0.227   0.784** 0.229 

婚姻状况 

0.375* 0.170   0.374* 0.169 

0.232 0.167   0.247 0.166 

0.470* 0.189   0.497** 0.189 

0.405 0.249   0.452* 0.255 

婚姻再不好， 
也比离婚强 

−0.288* 0.121   −0.254** 0.129 

−0.320** 0.119   −0.248*** 0.127 

−0.311* 0.133   −0.227* 0.140 

−0.191 0.162   −0.078 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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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结婚后不一定 
要有孩子 

0.551*** 0.115   0.542*** 0.117 

0.678*** 0.113   0.661*** 0.116 

0.691*** 0.128   0.656*** 0.130 

0.827*** 0.166   0.788*** 0.165 

为了传宗接代，

应该生个儿子 

  0.274* 0.114 0.112 0.123 

  0.463*** 0.112 0.274* 0.121 

  0.591*** 0.124 0.393*** 0.133 

  0.811*** 0.158 0.589*** 0.166 

对父母的养育 
之恩心存感激 

  −0.002 0.179 −0.064 0.178 

  −0.042 0.175 −0.075 0.174 

  −0.282 0.217 −0.296 0.218 

  −0.368 0.333 −0.311 0.344 

对未来持乐观 
态度 

−0.729*** 0.203 −0.645** 0.203 −0.749 0.205 

−0.798*** 0.197 −0.751*** 0.197 −0.853 0.200 

−0.858*** 0.241 −0.787*** 0.241 −0.885 0.244 

−1.445*** 0.376 −1.392*** 0.377 −1.480* 0.382 

教育程度 

0.082 0.057 −0.010 0.051 0.090 0.058 

0.040 0.056 −0.042 0.049 0.057 0.057 

0.071 0.065 −0.039 0.058 0.098 0.066 

0.149 0.088 0.038 0.079 0.191 0.089 

子女户口 

−0.068 0.149 −0.082 0.147 −0.060 0.151 

−0.209 0.146 −0.233 0.144 −0.193 0.148 

−0.802 0.322 −0.201 0.173 −0.188 0.179 

−0.784* 0.315 −0.761* 0.315 −0.807* 0.334 

(常量) 

1.099 1.181 3.092*** 0.753 0.787* 1.306 

2.381* 1.156 4.198*** 0.735 1.412 1.283 

−1.407*** 1.343 1.706 0.876 −2.500*** 1.497 

−3.351** 1.857 1.023 1.282 −5.376*** 2.093 

Pseudo R2 0.055  0.039  0.065  

1) ***p < 0.001; 2) **p < 0.01; 3)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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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异质性分析  

3.3.1. 不同户口子女生育意愿的异质性比较  
前文有关的结果是基于城乡的混合样本，下文将样本划分为农村与城镇进行分组回归，对前文的结

论进行进一步检验，见表 4。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4. 不同户口子女生育意愿影响的情况 

变量 
农村 城镇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0.447 0.242 −0.046 0.334 

0.596* 0.237 0.100 0.329 

0.699** 0.258 0.185 0.379 

1.088*** 0.325 0.273 0.473 

婚姻状况 

0.347 0.282 0.714* 0.347 

0.282 0.275 0.539 0.343 

0.279 0.312 1.188** 0.388 

0.646 0.355 0.480 0.519 

婚姻再不好， 
也比离婚强 

−0.179 0.189 −0.322 0.290 

−0.272 0.185 −0.225 0.287 

−0.188 0.200 −0.201 0.324 

−0.193 0.228 −0.009 0.372 

结婚后不一定 
要有孩子 

0.314 0.163 0.773** 0.291 

0.459** 0.159 0.797** 0.289 

0.414* 0.175 1.109*** 0.330 

0.622** 0.216 1.041** 0.372 

为了传宗接代， 
应该生个儿子 

0.015 0.167 0.179 0.280 

0.131 0.163 0.446 0.277 

0.241 0.178 0.428 0.309 

0.434* 0.216 0.785* 0.381 

对父母的养育之 
恩心存感激 

0.130 0.287 −0.557 0.344 

0.156 0.278 −0.535 0.340 

−0.200 0.332 −0.682 0.458 

−0.005 0.441 −0.702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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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0.884** 0.310 −0.589 0.467 

−0.956*** 0.298 −0.685 0.459 

−1.082** 0.351 −0.767 0.590 

−1.364** 0.474 −2.811** 0.989 

教育程度 

0.072 0.100 0.186 0.113 

0.068 0.097 0.131 0.111 

0.016 0.114 0.248 0.135 

0.216 0.138 0.328 0.182 

(常量) 

1.121 1.978 0.026 2.717 

1.583 1.926 −0.046 2.685 

−0.630 2.185 −6.914* 3.360 

−6.950* 2.866 −5.875 4.354 

Pseudo R2 0.054  0.109  

1) ***p < 0.001; 2) **p < 0.01; 3) *p < 0.05. 
 
无论是农村户口的子女，还是非农村户口的子女，结婚后一定要有孩子的认可度、为了父辈传宗接

代、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都显著地影响着子女生育意愿，且传宗接代的观念越深，越影响愿意要三孩以上

的子女，而其他理想生育个数并不会受到这一传统观念影响。 
在城镇样本中，婚姻状况会显著影响子女生育二孩意愿，这说明婚姻成熟度即夫妻双方的沟通会影

响生育数量。在农村样本中，“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的角色分配会显著影响子女生育一

孩以上意愿，这说明在农村中，女性仍然承担着更多“家庭照料”的角色，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

于丈夫，而明确的角色分工决定了其生育一孩以上的意愿。 

3.3.2. 不同年龄段子女生育意愿影响的异质性比较 
前文有关的结果是基于 19~49 岁所有育龄阶段子女的混合样本，但是在年龄代际、成长环境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 70 后、80 后、90 后、00 后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5 得

出相关结果。 
相较于 80 后和 80 后对于传统角色分工的高认可度，与之相反，在 70 后中，越不认为固式的家庭角

色分配，越具有生育子女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 70 后大多拥有“铁饭碗”即体制内的稳定工作，无论男

女，均可以双重兼顾家庭和工作，而 80 后、90 后很多选择了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等具有一定风险的工

作类别，此时生育多孩的意愿便受到工作时间的制约，因此认为女性重心更多在家庭的子女会显著影响

其生育意愿。 
而在传统观念上，70 后同 90 后生育意愿则更偏向于受到满足父母“传宗接代”的要求，反之 80 后

和 00 后则不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 80 后子女为“计划生育”的第一批子女，其父母的生育观更为打破

传统思想，更加尊重子女的意见，而 00 后由于年龄尚小，处于未婚阶段的人群占大多数，虽然不认可婚

后不需要有孩子的占比居多，然而对尚未涉世的 00 后而言，生育意愿更取决于他们自我的诉求，例如对

小孩的喜爱等，90 后之所以会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可能是出于其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作为的回馈反

应，在四个育龄代际中，只有 90 后的生育意愿会受到他们对父母养育之恩感激程度地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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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on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5. 不同年龄段子女生育意愿影响的情况 

变量 
70 后 80 后 90 后 00 后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男人以事业

为重，女人 
以家庭为重 

−0.334 0.259 1.092* 0.466 1.075* 0.465 0.100 0.661 

−0.118 0.252 1.085* 0.462 1.061* 0.463 0.398 0.648 

−0.078 0.280 1.343** 0.479 1.131* 0.501 0.934 0.829 

0.216 0.379 1.464** 0.530 1.853*** 0.629   

婚姻状况 

0.171 0.294 1.580*** 0.493 0.072 0.361 2.161 1.203 

−0.098 0.289 1.251** 0.482 −0.014 0.358 1.924 1.187 

−0.203 0.362 1.529** 0.520 0.539 0.419 2.852 1.520 

−0.444 0.604 1.195 0.667 0.644 0.572   

婚姻再不好，

也比离婚强 

−0.385 0.238 0.096 0.263 0.037 0.272 −0.792 0.421 

−0.320 0.119 0.045 0.258 −0.248 0.127 −0.731 0.418 

−0.368 0.250 −0.044 0.276 0.177 0.313 −0.108 0.585 

−0.221 0.295 0.169 0.315 0.546 0.439   

结婚后不一

定要有孩子 

0.488* 0.200 0.477 0.253 0.636* 0.299 1.533** 0.550 

0.607** 0.194 0.497* 0.249 0.846** 0.299 1.574** 0.545 

0.511* 0.212 0.451 0.268 1.043** 0.335 1.513** 0.653 

0.608* 0.266 1.191** 0.394 0.588 0.376   

为了传宗接

代，应该生 
个儿子 

0.314 0.212 0.092 0.274 0.455 0.317 −0.287 0.330 

0.460* 0.207 0.256 0.270 0.645* 0.315 −0.115 0.290 

0.495* 0.223 0.342 0.285 0.970** 0.347 0.500 0.502 

0.629* 0.275 0.646 0.337 1.165** 0.414   

对父母的养

育之恩心存

感激 

0.050 0.366 −0.057 0.422 −0.761* 0.328 0.865 0.741 

−0.122 0.359 −0.003 0.413 −0.075* 0.174 1.073 0.715 

−0.660 0.442 0.016 0.449 −0.964* 0.452 −1.353 1.544 

−0.030 0.567 0.006 0.656 −1.547 0.860   

对未来持乐

观态度 

−0.793* 0.397 −0.250** 0.581 −0.915 0.473 −2.407*** 0.721 

−0.780* 0.379 −0.483*** 0.573 −1.097* 0.470 −0.289** 0.680 

−0.779 0.435 −0.514*** 0.616 −0.925 0.571 −3.458** 1.252 

−1.563* 0.667 −0.962*** 0.763 −1.686 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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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0.123 0.142 0.087 0.130 −0.065 0.131 0.152 0.191 

0.149 0.139 0.015 0.128 −0.069 0.130 0.220 0.187 

0.180 0.154 0.063 0.138 0.003 0.150 0.429 0.323 

0.178 0.219 0.345* 0.173 0.285 0.221   

子女户口 

−0.425 0.292 0.846 0.510 −0.212 0.329 −0.243 0.380 

−0.575* 0.283 0.691 0.506 −0.418 0.327 −0.248 0.367 

−0.581 0.329 −0.816 0.531 −0.472 0.405 −1.219 1.008 

−1.275* 0.646 −0.978 0.934 −0.443 0.546   

(常量) 

3.396 2.441 −8.358** 2.919 1.948 2.991 2.317 4.033 

4.387 2.390 −5.625* 2.842 1.571 2.979 0.044 3.963 

3.032 2.715 −9.672** 3.136 −6.220 3.606 −6.243 6.924 

1.331 3.746 −15.111*** 4.497 −11.004 5.741   

Pseudo R2 0.082  0.093  0.105  0.202  

1) ***p < 0.001; 2) **p < 0.01; 3) *p < 0.05. 

3.4. 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用 Probit 回归代替 Logit 回归，研究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对子女生育意

愿的影响，利用带固定效应的 Probit 模型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除教育程度同生三孩以上意愿较

为显著以及对未来满意度对子女不同生育意愿均显著外，其他关键变量在显著性、正负向上与主模型几

乎不存在差异，由此得出本研究的结果基本稳健。 
 

Table 6. Influence of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Pr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系数 标准误差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0.147 0.089 

0.217* 0.087 

0.299** 0.096 

0.437*** 0.121 

婚姻状况 

0.220* 0.095 

0.114 0.094 

0.290** 0.106 

0.268*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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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再不好， 
也比离婚强 

−0.141 0.076 

−0.142 0.075 

−0.127 0.081 

−0.033 0.094 

结婚后不一定 
要有孩子 

0.280*** 0.066 

0.376*** 0.065 

0.357*** 0.072 

0.421*** 0.088 

为了传宗接代， 
应该生个儿子 

0.044 0.070 

0.165* 0.069 

0.224** 0.075 

0.318*** 0.090 

对父母的养育之 
恩心存感激 

−0.055 0.106 

−0.057 0.103 

−0.197 0.123 

−0.215 0.181 

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0.446*** 0.128 

−0.517*** 0.125 

−0.518*** 0.146 

−0.834*** 0.211 

教育程度 

0.058 0.034 

0.031 0.034 

0.059 0.038 

0.106* 0.049 

子女户口 

0.002 0.092 

−0.105 0.090 

−0.086 0.105 

−0.377* 0.167 

(常量) 

0.619 0.765 

1.192 0.751 

−1.481 0.856 

−2.981** 1.145 

1) ***p < 0.001; 2) **p < 0.01; 3)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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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运用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对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分析，在子女自我诉

求或是满足父母要求上，本文根据相关研究结果认为两者兼具，自我选择层面例如认为“男人以事业为

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以及婚姻的幸福程度等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同时传统孝道层面例如子女生育意

愿会受到“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的影响，因此本文初步认为子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既有自我

诉求，又遵从传统孝道。然后对子女生育意愿进行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对未来的乐观

态度、子女户口等均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新一代子女生育意愿的弱化需要政府、社

会和家庭三股分力形成为子女搭把手的合力来改善，减轻其照顾老年人及养育子女的双重负担，同时尊

重子女生育意愿的选择权利。 

4.1. 政府层面 

政府需要进一步统筹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来调整劳动就业市场，特别是要为育龄女性参与各

种社会经济活动构建出友好的社会环境，并在政策设计、项目运行、制度保障等各个环节和领域，应该

鼓励育龄女性在兼顾家庭的同时更加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公平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提升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努力满足育龄女性在医疗、生育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各方面减轻育龄女性

生育照料的负担。同时政府应加强对托育服务行业的监管力度，稳定托育服务市场的价格，尽快制定规

范和促进托育服务相关产业良性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消除子女对于托育行业的安全顾虑，减轻子女在儿

童照料方面的经济压力。 

4.2. 社会层面 

将育儿假纳入机关日常管理，通过机关带头执行育儿假，促进全社会形成男女共担育儿责任的新型

生育文化。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民营企业迎头跟上育儿假的落实步伐。同时走进社区开展相

关宣传活动，在村居委会、社区、居民小区门口的海报、电子屏、微信群等进行宣传，逐步转变居民“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在基层形成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的婚育新风。同时让子女不仅在观念上

能够认识到敬老爱老的重要性，还能够在行为上积极地赡养老人。亲情是传统家庭养老赖以生存的纽带，

在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亲情逐渐被人淡化的今天，政府的激励机制能够修复家庭关系的裂痕，使得子代

对父代的代际支持不仅是出于父母提供隔代照料的补偿，更是基于维系家庭亲情纽带的一种行为。 

4.3. 家庭层面 

夫妻双方要通过真诚的沟通，在生育意愿上达成一致，尊重彼此的生育权，正确行使生育权利，共

同承担家庭责任。将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精力及成本纳入进家庭小课堂等宣传活动，促进新晋爸爸及有年

幼子女的男性积极承担育儿责任，通过树立为人父母和性别平等的意识，破除对两性的刻板印象，消除

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尽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女为父

母提供能力范围内的经济支持、起居照料和沟通互动，是子女报答养育之恩应尽的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

将赡养父母同养育子女结成良性纽带，真正达到家庭代际双向互动，创造更加和谐的家庭代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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