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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灵活就业作为一种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方式，对女性生育意愿产生何种影响，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者

的生意意愿有何不同。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CGSS数据运用多项逻辑回归探讨了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正规就业与无工作的女性，其理

想子女数量明显提升。将幸福感作为区分不同灵活就业类型的变量，发现主动型灵活就业相比被动型灵

活就业生育意愿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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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impact does flexible employment have on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as a way to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and how do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lexible employees differ? 
Using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2018 Chinese CGSS dat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flexible employmen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lexible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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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y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for flexible employe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women in regular employment or those 
without a job. By using happiness as a variable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types of flexible employ-
ment, it was found that proactive flexible employment has higher fertility intentions than passive 
flexible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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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女性在生育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长期以来，她们必须平衡工作和育儿之间的矛盾。灵活就

业为女性提供了突破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机会，实现在家工作或弹性工作。在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灵

活就业越来越被强调，人们试图通过增加就业的灵活性来缓解就业压力，同时稳定就业市场。灵活就业

已成为缓解就业压力、减少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的重要手段和稳定器，对于保持就业、保障民生和维持

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因此研究灵活就业是否能促进女性生育意愿有着理论和现

实意义。 
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不同，其劳动属性相对灵活，工作时间更具自主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工作和家

庭之间的平衡。但是，当前的灵活就业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高风险性、就业质量不稳定、收益不确

定、缺乏保障和劳动规制等[1]。这些问题对女性生育意愿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灵活就业可以降低生

育机会成本，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低收入则使灵活就业者难以承担养育较多子女的经济负担。 
本文利用 2018 年 CGSS 数据，旨在探讨两个问题，其一，灵活就业是否对女性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其二，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如何影响女性生育意愿？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回顾 

大部分文献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缺少聚焦到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视角。李月等

(2020)发现女性劳动参与虽然提高了家庭收入但减少女性对家庭照护的时间，从而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负

向影响[2]。李红阳(2022)利用 1997~2011 年 CHNS 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已婚女性个体

生育意愿的影响。非正规就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研究发现收入效应会降低生育意

愿，替代效应会提高生育意愿[3]。有研究发现，个体选择灵活就业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具有较高的家

庭责任意识。许多研究也证实了女性因为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而主动选择从事灵活就业[4]。计迎春和郑

真真的研究揭示，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5]。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也能发现灵活就业对生育影响的双重性。在不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上被迫从事非

自愿自营职业可能会导致女性推迟生育[6]。自营职业在工作时间和地点方面提供的灵活性可能是妇女选

择这种经济活动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能将有偿工作与儿童保育结合起来[7]。在美国进行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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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至少有一个孩子，特别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会增加妇女自营职业而不是从事正规就业的可能

性[8]。 

2.2.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生育成本理论将孩子视为耐用消耗品，收入效应刻画了随着收入增加，父母倾向于生育更多孩子。

孩子的出生不仅需要承担直接成本，如抚养费用等，还包括间接成本，如女性从劳动力市场退出所带来

的成本。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需要投入到家庭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从而减少了自我增值的时间。替

代效应刻画了父母养育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上升，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3]。 
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角色要求可能会相互冲突，导致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

质量受到影响。这种冲突可以分为时间冲突、压力冲突和行为冲突三种类型。时间冲突指的是工作和家

庭之间的时间需求冲突，例如需要在同一时间完成工作和照顾家庭。压力冲突指的是工作和家庭的要求

和压力之间的冲突，例如工作的压力会影响到家庭生活。行为冲突则是指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差异，

例如母亲角色与劳动者角色的冲突[9]。因此灵活就业者会综合考虑家庭收入和家庭支持情况，根据时间

价值分配市场活动时间以及家庭内部生产活动的时间。 
根据上述理论，提出假设一：灵活就业者相较于正规就业者能够自主掌控闲暇和工作的时间，生育

更多孩子的相关机会成本较低，从而增加其生育意愿。 
假设二：灵活就业通过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使得母亲和劳动者角色的兼容性更高，愿意生育的

孩子数量会大于正规就业的女性。 
假设三：由于灵活就业具有双重性，包含了正向效应及负向效应，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

的影响不同，其本质原因是不同的灵活就业动机不同，可能会对生育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主动型灵

活就业促进生育意愿；被动型灵活就业抑制生育意愿。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 

本文的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简称 CGSS)数据，结合灵活

就业趋势，选择 2018 年的 CGSS 数据进行研究，处理前有效样本 12787 份。研究对象被限定在 20 至 49
岁女性，剔除了“拒绝回答”、“不适用”、“无所谓”等回答，并将生育意愿进行了 99%分位的缩尾

处理，最终得到样本 2266 个。 

3.2. 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生育意愿，用问卷中“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这一题项

体现。经过缩尾处理后，生育意愿在 0~4 之间分布。大部分女性的生育意愿集中在 2 个孩子，占比 63.84%；

有 23.36%的女性想要 1 个孩子，4.16%的女性不想要孩子。 
问卷中“您的工作经历及状况是?”可以区分无工作和就业，“哪一种更符合您最近那份非农工作的

状况？”可以区分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老板、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家庭帮工等)。本文将工作状态

分为正规就业、灵活就业和无工作(分别赋值为 1、2、3)，图 1 直观地展示了三种工作状态下，不同年龄

段的女性生育意愿均值。在不同年龄段中从事灵活就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均值都大于无工作或是正规就业

者，除了 40 至 44 岁阶段，无工作女性的生育意愿均值大于灵活就业者 0.1 个孩子。特别是 20 至 24 岁

阶段的女性，从事灵活就业女性的生育意愿远高于无工作和正规就业者，年轻一代可能认为数字经济下

的灵活就业可以作为兼顾事业与家庭的一种方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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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ean value of fertility desires among women in three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work statuses 
图 1. 不同年龄段三种工作状态女性的生育意愿均值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对模型估计的影响，本文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健康状况、财

务资源[10]。对个体特征的处理如下：将 20 至 49 岁的女性按组距 4 岁，分为 6 组。按照教育年限将文盲、

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和硕士及以上依次赋值 0、6、9、12、15、16 和 19。健康状态取值 0~3，
数值越大表示越健康。加入了幸福感这一变量，1~5 数值越大，幸福感越强。其余变量为虚拟变量。有

研究表示父母是否自雇会影响子女是否自雇，因此将 14 岁时父亲是否自雇作为家庭背景的体现[11]。表

1 列出了本文选择的具体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research variables 
表 1.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正规就业 灵活就业 无工作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生育意愿 2266 1.794 0.703 0 4 1.692 1.919 1.807 

工作种类 2266 1.906 0.844 1 3    

年龄组 2266 4.038 1.599 1 6 3.902 4.662 3.576 

受教育年限 2266 10.54 4.486 0 19 12.642 8.338 9.842 

家庭总收入 2266 108,351 186,313 0 4,800,000 140746.813 75796.703 93150.633 

家庭总收入对数的平方 2266 121.7 26.78 0 236.7 132.107 113.436 115.869 

户口 2266 0.339 0.474 0 1 0.507 0.187 0.261 

健康状况 2266 2.622 0.657 1 3 2.717 2.496 2.612 

民族 2266 0.922 0.268 0 1 0.957 0.901 0.898 

14 岁时父亲自雇情况 2177 0.587 0.493 0 1 0.475 0.689 0.642 

党员 2266 0.068 0.252 0 1 0.132 0.027 0.023 

幸福感 2266 3.923 0.758 1 5 3.97 3.823 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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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回归结果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取值为 0~4 的分类变量，不适用线性 OLS 回归模型，因此建立了多项逻辑回归模

型。表 2 汇报了不同工作类型对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一加入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模型二加入

了控制变量。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生育意愿(参照组：0 个孩子) 生育意愿(参照组：0 个孩子) 

 1 2 3 4 1 2 3 4 

工作分类(参考组：正规就业)        

灵活就业 0.805** 1.203*** 1.494*** 2.593*** 0.673* 0.718* 0.757* 1.734*** 

 (−0.351) (−0.34) (−0.392) (−0.509) (−0.396) (−0.384) (−0.445) (−0.595) 

无工作 0.016 0.332 0.606* 0.725 0.252 0.329 0.481 0.743 

 (−0.256) (−0.242) (−0.309) (−0.507) (−0.293) (−0.28) (−0.351) (−0.571) 

受教育年限     −0.02 −0.059 −0.090** −0.138** 

     (−0.04) (−0.038) (−0.045) (−0.056) 

年龄分组(参照组：20~24 岁)       
25~29 岁     0.974** 0.668* 0.808 −12.992 

     (−0.391) (−0.365) (−0.57) (−767.67
2) 

30~34 岁     1.633*** 1.619*** 2.027*** 2.639** 

     (−0.446) (−0.422) (−0.578) (−1.149) 

35~39 岁     1.342*** 1.371*** 1.873*** 1.599 

     (−0.43) (−0.404) (−0.565) (−1.199) 

40~44 岁     1.559*** 1.734*** 1.927*** 2.397** 

     (−0.45) (−0.424) (−0.584) (−1.151) 

45~50 岁     1.572*** 1.542*** 1.574*** 2.689** 

     (−0.446) (−0.421) (−0.588) (−1.135) 

民族(参照组：少数民族)   0.037 −0.61 −1.080* −1.174* 

     (−0.57) (−0.536) (−0.589) (−0.685) 

家庭收入(取对数平方)    0.008** 0.007* 0.010* 0.007 

     (−0.004) (−0.004) (−0.005) (−0.008) 

户籍(参照组：农业户口)    −0.609** −0.872**

* −0.866** −0.442 

     (−0.28) (−0.269) (−0.343) (−0.489) 

14 岁时父亲是否自雇    0.068 0.355 0.346 0.2 

     (−0.255) (−0.246) (−0.303) (−0.408) 

是否是党员     0.732 0.82 −0.211 1.108 

     (−0.514) (−0.502) (−0.772)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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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健康水平     0.277 0.312* 0.0428 −0.173 

     (0.195) (0.188) (0.22) (0.269) 

是否感到幸福     0.215 0.373** 0.179 −0.008 

     (−0.151) (−0.146) (−0.178) (−0.223) 

截距项 1.634***    −1.005 0.423 −0.935 −1.737 

 (−0.156)    (−1.071) (−1.018) (−1.258) (−1.83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一中以正规就业为参照组，回归结果显示灵活就业对于生育意愿均具有统计显著性，灵活就业

的女性，更有可能生育更多的孩子，验证了假设二。具体来说，灵活就业者的生育一孩的概率是正规就

业者的 2.24 倍，生育三孩的概率是正规就业者的 4.45 倍。灵活就业提供了女性养育更多孩子的时间和机

会，同时能够掌控工作自主性，是一种女性缓解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冲突的措施之一。 
模型二中加入控制变量后，灵活就业仍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证实了假设一，而无工作对生育意

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灵活就业者的生育一孩的概率是正规就业者的 1.96 倍，

相比模型一，概率略降低，显著性水平从 1%降低为 10%。相较于正规就业，灵活就业更能促进生育意愿

的增加，而且随着生育意愿的增加，其影响也越来越大。生育四孩意愿的概率是正规就业的 5.66 倍，这

也说明了由于灵活就业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能更好地配合更加庞大的家庭需求，减轻家庭

和工作之间的矛盾。 
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中，年龄和户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较大。25~29 岁女性对于生育二孩及以上并没

有显著的影响，且对于生育三孩以上呈负向影响。年龄组越大的女性，由于她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使她们更加看重家庭和传承，所接触的生育文化与年轻一代的差距较大，许多年龄较大的女性通常希望

生育更多的孩子。 
受教育水平对生育三孩和四孩的意愿影响显著，对一孩和二孩的影响不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受教

育年限越长，生育意愿越低，教育可能通过增加生育机会成本降低生育意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导

致对生育决策的认知和权衡更加深入和理性，个体会更加重视职业发展、个人成长和家庭质量等方面的

需求。民族的差异对于一孩和二孩生育意愿来说并不显著，但汉族生育三孩甚至三孩以上的概率比少数

民族分别低 66.04%和 69.09%。城镇户口女性的生育二孩的意愿比农业户口低 58.19%。 
加入家庭收入变量后，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性水平提高，家庭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强。

本文的假设之一是，灵活就业是否可以作为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策略取决于灵活就业的类型。当家庭支持

能力强时，女性往往选择主动型的灵活就业，而非被迫从事灵活就业。被动型的灵活就业不仅面临高风

险、低保障、低收入等问题，也间接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相反，女性选择主动型灵活就业时，能够

兼顾家庭的同时增加收入，由于家庭收入的兜底作用消除了部分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的负面效应。健康

水平和幸福感部分显著。14 岁时父亲是否自雇，是否是党员并不显著。 

4.2. 进一步研究 

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存在双重效应，为了进一步论证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假设主动型灵活就业的幸福感大于被动型的灵活就业。由于被动型的灵活就业往往面临比正规就业更严

峻的工作条件，本文加入了幸福感与工作类型的交互项，将幸福感作为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的调节变量。

结果显示灵活就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均值整体高于正规就业和无工作(见图 2)。然而当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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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无工作女性的生育意愿均值反而最高，这与幸福感的提升能促进生育意愿相反，我们可能忽略了处

于非常不幸福的这部分极端情况的女性。当人们感到生活缺乏意义和目的时，他们可能会寻求创造生命

的经验，希望通过育儿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目的感。当个体面临压力和不确定性时，他们可能会通过拥

有孩子寻求安全感和稳定性的来源。除去两端非常不幸福和非常幸福，总体来看，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

生育意愿的增长，主动型的灵活就业者生育意愿高于被动型的灵活就业，尽管无工作者有充足的育儿时

间，灵活就业者的生育意愿仍明显高于正规就业者和无工作者。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的正负向效应仍然

值得学界继续深入研究。 
 

 
Figure 2.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job type and happiness on women’s fertili-
ty intentions 
图 2. 工作类型与幸福感对女性生育意愿的交互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关于灵活就业的相关问题研究，大多数的学者研究主题为灵活就业权益保障、灵活就业问题与困境、

灵活就业收入差异等，极少涉及女性生育意愿。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考察灵活就业对女性生育意愿

的影响，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提供新的角度。本文运用 CGSS2018 数据，利用多项逻辑回归验

证灵活就业是否能促进生育意愿。研究发现，灵活就业的面对不同生育意愿都存在显著影响，且灵活就

业女性的理想子女数量大于正规就业和无工作者。被动型的灵活就业生育意愿低于主动型的灵活就业，

但总体来说，灵活就业的生育意愿均值都高于正规就业和无工作。 
灵活就业作为一种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方式之一，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灵活就业面临许多问题，

灵活就业需要兼顾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和效率与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护，减少对灵活就业者的歧视，同时

开展针对性较强的职业技能培训。完善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建立适应灵活就业者的生育保障制度。 
本文从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角度出发，仍有许多不足和局限之处。例如，灵活就业与生育意

愿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需要理清灵活就业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其内在动机很难仅凭

定量分析获得，后续还可以进行定性研究，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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