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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划生育政策对抑制我国人口膨胀产生了有效的作用，但同时也加重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的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人口比重越来越低。本文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数据，研

究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除民族、政治面貌等一些客观因素之外，家庭

资本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社保满意度对志愿服务

的意愿也存在显著影响，认为社保满意度越高的人比认为社保满意度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最

后，为提高我国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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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played an effective role in curbing China’s population expans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aggravated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leading to the gradual dis-
appeara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increasingly low proportion of the labor pop-
ul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2019)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and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n fertility willingn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some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outlook, family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m-
pact on fertility willingness. People with a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have higher fertility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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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People who think that the degree of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is higher have a stronger willing-
ness to procreate than those who think that the degree of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is lower. Fi-
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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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而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三低”现象日益突出[1]。“人口红

利”消失、生育意愿遇冷、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将构成巨大挑战[2]。为保持国家人力资源优势，政

府逐步开放生育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政策，但全国出生人口增加

率依旧不显著[3]。2013 年我国“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4 年人口出生率比 2013 年增加了 0.29 个千

分点，2015 年出生率又开始下降。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同年新出生人口比 2015 年增

加了 131 万人，是 2000 年以后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出生率比 2015 年增加了 0.88 个千分点，但此后每

年的出生人口数又不断下降。我国人口生育率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下降。近十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6 左右，远低于更替水平，且越年轻的生育群体生育意愿越低[4]。2014 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和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虽然出现了短暂的生育率回升，但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更重要的

是，中国目前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率的陷阱。[5]。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决定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6]。 
本文将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访问数据，通过 SPSS 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

型，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针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的一些建议，

用来更好地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公众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研究结

果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减缓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在于：一

是有利于了解社会公众最真实的生育意愿，二是对影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针对不同

的人群制定不同的生育方案，三是有利于制定符合社会实际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调整我国的人口结

构构成。 

2. 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的是外部政策

和社会环境，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参与主体的一些个体特征以及个人的内在追求等。 

2.1. 外部因素 

学者们对于生育意愿的外部影响因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外部因素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政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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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等因素。关于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历程，李建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经历了从鼓励

生育到节制生育、再到限制生育、最后向鼓励生育转变的四次重大调整[7]。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产生的后

果，有学者测算了生育政策调整中堆积夫妇的生育释放量[8]；有研究就生育政策调整后的人口学后果进

行分析[9]；有研究关注生育政策调整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10]；还有研究对生育政策调整

的效果进行评估，发现生育政策调整的初期效果是明显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低生育率状况[11]。 

2.2. 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有时候比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内部因素往往是个体作出生育决定的最后一步，主要包括家

庭因素、内在行为动机、价值追求等等。在微观层面，大多学者早已关注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12]。也有学者对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关系压力进行研究，认

为这三座大山是造成育龄人群生育率未达到国家预期生育效应的主要原因[13]。密集型教养方式在中国成

为了育儿新趋势，大幅度增加了家庭育儿成本[14]，但我国生育成本分担主要由家庭承担，进一步压制了

生育的自由度[15]。而对于大多育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为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降低生育机会成本，“少

生优育”的新思想弱化了传统生育价值观[16]。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于志愿服务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外部环境因素特别是社会的

政治以及政策环境，没有把更多焦点放在参与者的个人因素上。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是往往参与者自

身的条件才是作出决定的最重要因素。本文将立足于生育意愿的内部因素，从参与者自身因素出发，探

究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1：家庭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2：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3：社保满意度知在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定量分析的数据是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在 2005 年发起的一项抽样调查项目，主要涵盖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主要领域，其

目的在于获取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详细和科学的数据参考。其调

查结果可推论至全国年满 18 至 69 周岁的住户人口，具有较好的数据公信力与社会声誉。本文的研究问

题是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从 CSS2019 数据中选取相应的样本，并除去缺失值，得到最终的有效样本为

1017 个，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 

3.2. 模型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是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常用于数据挖掘，医

学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在公共管理与社会学中应用也十分广泛。该模型在实际的应用中较为广泛，

原因是其对数据的要求不高，也是与其具有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优势有关，但要求因变量取值非

0 即 1。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在因变量 Y 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 )
1

1| 1, 2, 1

1 e
 , n

i iXi
P Y X X Xn

α β=+∑
= =

+
�                           (1) 

式中：P 为生育意愿发生的条件概率；X 为生育意愿自变量因素；α 和 β分别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截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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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α+)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1
ln n

i
iXiα β

=
= +∑                                    (2)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P 与不发生的可能性 1 − P 之比，称为比值，比数(odds)，即 ( )odds 1P P= − 。 

3.3. 变量 

3.3.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 Y 是生育意愿。在 CSS2019 调查问卷中，将因变量 Y 生育意愿体现为“您还打算

要几个孩子？”。如果受访者选择问卷选项中的“再要一个、再要两个和再要三个及以上”，则意味着

有生育意愿，将其赋值为 1；如果受访者选择“可能不要了和肯定不要了”，则意味着没有生育意愿，

将其赋值为 0。 

3.3.2. 自变量 
1) 家庭资本。家庭资本概念源自社会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首度对资本概念进

行了系统界定，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藏资源的集合体，是一种体制化的持久关系网络。布迪厄在《资

本的形式》一书中将资本划分为 3 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后期又新添符号资本[17]。科

尔曼(Coleman)认为家庭资本属于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涵盖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水平等，凡是个

人占有的、镶嵌在人际关系中的并为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的内容都属于这一范畴[18]。本文将从家庭经济、

文化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资本中最重要的资本形

式，也是其他家庭资本的物质基础。家庭经济资本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与经济有关的资源总和[19]。将其

测量为问卷中的“去年您的家庭总体的收支情况”，并进行操作化，“收大于支”赋值为 1，说明家庭

经济资本高，“收小于等于支”赋值为 0，说明家庭经济资本低；家庭文化资本属于隐形资本，是家庭

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和文化背景的综合，家庭文化资本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自身所获得的学历和

文凭证书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及教育期望等方面[20]。将其测量为

“受教育程度”，并进行操作化，将回答“未上学到初中”赋值为“1”，将回答“高中到职高技校”赋

值为“2”，将回答“大学专科到研究生”赋值为“3”，赋值越高说明家庭文化资本越高；家庭社会资

本是借助于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而形成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与家族、同事、朋友等之间的网络频

率以及广度密切相关[21]。将其测量为“近两年来您参加了以下哪些社交圈？”，并进行操作化，如果受

访者有选择问卷选项中的一个或者某几个，则意味着参加社交圈，将其赋值为 1，说明家庭社会资本高；

如果受访者选择“以上都无”，则意味着没有参加过社交圈，将其赋值为 0，则说明其家庭社会资本低。 
2) 社会保障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指的是人们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否满意的一种个人认知和

判断。选自 CSS2019 调查问卷中“您认为政府在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方面做得好不好？”，并进行操作

化，将其操作化为分类变量，将选择“很不好”赋值为 1，社保满意度为“很不满意”；将选择“不太

好”赋值为 2，社保满意度为“不太满意”；将选择“比较好”赋值为 3，社保满意度为“比较满意”；

将选择“很好”赋值为 4，社保满意度为“很满意”。 

3.3.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一些变量提取作为本次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具体包括：1) 政

治面貌，选自 CSS2019 调查问卷中“您的政治面貌是？”，并对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非党员 = 0；党

员 = 1)；2) 民族，将民族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汉族 = 1；其它 = 0)；3) 户口，将户口重新编码为虚拟

变量(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0)；4) 宗教信仰，将宗教信仰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无神论者 = 0；
有宗教信仰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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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1017)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017) 

变量 频率 变量 频率 

家庭经济资本 
收大于支 21.13% 

家庭文化资本 

未上学到初中 63.90% 

收小于等于支 78.87% 高中到职高技校 18.03% 

家庭社会资本 
参加过社交圈 80.24% 大学专科到研究生 18.08% 

以上都无 19.76% 
户口 

农业 70.17% 

民族 
汉族 90.23% 非农业 29.83% 

其它 9.77% 
宗教 

有宗教信仰 13.46% 

政治面貌 
党员 9.38% 无神论者 86.54% 

非党员 90.62% 
生育意愿 

打算要孩子 7.84% 

社会保障满意度 

很好 18.99% 不打算要孩子 92.16% 

比较好 56.59%    

不太好 21.29%    

很不好 3.13%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控制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模型一显示了控制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表 2 所示)。1) 政治面貌，结果显示政治面貌对生育意

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所以不同政治面貌的人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党员比非党员的生育意愿更高；

2) 户口，结果显示户口对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3) 宗教信仰，结果显示宗教信仰对生育意

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4) 民族，结果显示民族对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 

4.2. 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家庭资本一起放入模型

得出结果，结果显示家庭资本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相比于收小于支的家庭来说，收

大于支的家庭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p < 0.05)，具有更好的家庭经济资本来抚养孩子；相比于没有参加社

交圈的人来说，参加过社交圈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p < 0.05)，可以为以后抚养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

社会资本；受教育程度 = 2(学历水平在高中–职高技校之间)的系数为 0.618，市场能力 = 3(学历水平在

大学专科到研究生之间)的系数为 1.052，假设 1 成立。分析结果可得，学历水平在高中至职高技校之间

的人的生育意愿相比于学历水平较低的(未上学到初中)人高，但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

意愿，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文化资本。 

4.3. 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模型三显示了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社保满意度一起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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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得出结果，结果显示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p < 0.05)，社保满意度 = 2、3、4 的系数明

显比社保满意度 = 1 的系数要高，因此假设 2 成立。分析结果可得，认为社保满意度越高的人比认为社

保满意度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controlling variables, family capital and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n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2. 控制变量、家庭资本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家庭经济资本         

收大于支   0.315 0.022   0.374 0.031 

政治面貌 0.467 0.009 0.523 0.781 0.209 0.349 −0.140 0.547 

家庭社会资本         

参加过社交圈   1.425 0.000   0.383 0.000 

民族 −0.106 0.574 −0.302 0.115 −0.126 0.572 −0.316 0.165 

户口 0.132 0.319 0.710 0.000 0.781 0.623 0.613 0.001 

宗教 0.281 0.077 0.267 0.099 0.283 0.304 0.302 0.124 

家庭文化资本         

高中–职高技校   0.618 0.000   0.598 0.002 

大学专科到研究生   1.052 0.000   0.998 0.000 

社保满意度         

很好     0.325 0.001 0.374 0.001 

比较好     0.278 0.001 0.293 0.004 

不太好     0.124 0.024 0.220 0.035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0.201 0.196 0.412 0.530 

注：家庭经济资本参照组为收小于等于支；政治面貌参照组为非党员；家庭社会资本参照组为未参加社交圈；民族

参照组为非汉族；户口参照组为非农业户口；宗教参照组为有宗教信仰；家庭文化资本参照组为初中及以下；社会

保障满意度参照组为很不满意。 

4.4. 家庭资本、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模型四显示了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将控制变量、家庭资本与社保

满意度三个变量一同放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依然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

影响(p < 0.05)。通过嵌套模型可以发现，社保满意度在模型四中系数显著，且在以社保满意度为因变量、

家庭资本为自变量的放入到模型中，家庭资本的 p 值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判断社保满意

度知在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效应的作用。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本文进行了 sobel
检验，Z = 1.954，p < 0.05，通过了检验。因此可以认定假设 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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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民族、户口、政治面貌等控制变量下，从居民自身因素出发，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

型，研究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相比于

收小于支的家庭来说，收大于支的家庭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相比于没有参加社交圈的人来说，参加过

社交圈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当前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前家庭生存成本太高，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匀，导致家庭生存和养育压力过大，如果再生育孩子会降低原有生活水平和增加生活

压力。尤其在疫情环境下，普遍就业压力过大，家庭经济来源不稳定。因此要完善生育福利制度，对有

积极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各方面的经济文化等补贴，完善产假和陪产假以及各种相关配套措施，对生育

三孩的家庭可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以鼓励生育。 
第二，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的人比社保满意度

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普通家庭由于因病致贫的现象仍然存在，家庭成员既要照顾老人，又要

兼顾子女和自己，显然会降低生育意愿。因此要多层次调整医疗保险的缴费档次，增加家庭生育成本的

预算空间；关注农村养老保险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反向调节作用，应优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并将补贴力

度与生孩多寡相联系；保障城乡教育均等化，适当减轻三孩教育成本。 
第三，户口、民族和宗教信仰对居民的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政治面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

响，党员的生育意愿比非党员的生育意愿高。因此要发扬党员模范的先锋作用，鼓励党员带头生育三孩，

从而带动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 
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人口数量对我国的长期发展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的人口红利

消失，不利于我国未来的长期发展规划。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来更好地促进我国人口

数量和结构的发展和改善。但本文的出发点主要从参与主体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出发，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外部环境对生育意愿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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