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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对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实

行三孩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意义非凡，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人口质量对经济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为更好地认识与理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政策调整的有效性，本文运用CGSS2018数
据进一步探究三孩生育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出在生育政策放宽时，会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实际生育率的提高，不能只依靠生育政策放宽驱动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给予育龄夫妇一些外在的经济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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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serious problem of aging pop-
ulation facing the current society, China has made adjustments to the birth policy and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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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child birth policy. The adjustment of birth poli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China i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opulation quality is crucial to sustainable eco-
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this paper uses the CGSS2018 data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policy, and analyzes 
that the relaxation of the fertility policy will increas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bear children. The 
increase in the actual fertility rate cannot only be driven by the relaxation of the fertility policy, 
but also needs to consider other factors, and give some external economic support to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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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开始的较晚，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

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会给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不到有

效缓解，我国会将面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国家的社会养老负担加重，老人子女的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

经济发展的进程缓慢等一些列后续发展的弊端。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交通便利，信息发达，社会流通性提高，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

人们对未来缺乏良好的预期，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生育率下降。为促进人口结构均衡发展，我

国对运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改革。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两孩”、“全面二孩”的生育政

策调整并没有对我国国民产生持续的积极生育态度。“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在开放初期

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效果远没有达到政策改革的预期。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发生改变。经济发展离不开

人口数量的支撑，我国最大的经济发展优势之一是适龄劳动力充足。因此，社会生育意愿的低迷，综合

生育率下降引起了社会和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再次调整生育政策能否有效缓解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能否打破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态势，能否提高已婚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等以及该有什么样的相关配套支

持措施为三孩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保障，这些问题在被社会广泛讨论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 

2.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不乏对生育率与生育政策调整的探讨。人口结构的不均衡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未知的挑战，

意识到我国人口问题亟待解决，毫厘之差将会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预测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厘清人

口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是我国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有关生育政策的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也对这些热

点话题展开调研，积累了一些丰富而宝贵的研究成果，为现存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思路。适龄劳动人

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比重提高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我国正在迈入中度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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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1]。2020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老龄化问题严重[2]。分析人

口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育率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老龄化速

度，增加适龄劳动力供给[3]。经济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一般收入

比较高，有较强的经济抚养能力，在传统中国大家庭的观念下往往更愿意也更敢生二孩，但是经济越发

达的地区，抚养孩子的成本也越高，成本包括生活费用支出、时间成本等[4]。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要依靠充足的劳动力，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重要意义尤为突出[5]。 

基于对经验材料的梳理总结发现，人们对生育行为的积极或消极态度制约着我国实际人口数量的增

加量，国家对生育政策进行改革并没有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因此，本文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政策

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3.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一) 数据来源 
本篇论文是利用 2018 年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公布的数据进行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三孩生育

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该样本数据多用来总结中国社会变化发展趋势，对学者研究居勇重大的科

学意义和现实意义。这篇论文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理，保留本篇论文需要的有效数据，2018 年 CGSS
共取得有效样本 12789 份，并由此展开研究。 

(二) 样本描述 
如表 1 所示，本篇论文被解释变量选择的是生育行为，核心解释变量选择的是各地区的政策；被解

释变量为地区生育政策；中介变量设为理想子女数进行衡量；选择受访者的户口状况、年龄、受教育程

度、工作状况、性别、民族、健康状况、收入、地区人口数作为控制变量。 
 
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定义 

变量 定义 

因变量  

生育行为 连续变量 

自变量  

地区生育政策 

上海、江苏、北京、天津、四川、重庆 = 1； 
辽宁、黑龙江、广东、吉林、山东、江西、湖北、浙江、湖南、安徽、福建、山西 = 2； 

河南、陕西、广西、甘肃、河北、内蒙古、贵州 = 3； 
云南、青海、宁夏 = 4 

中介变量  

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 0 个 = 0；1 个 = 1；2 个 = 2；3 个 = 3；4 个 = 4；5 个及以上 = 5 

控制变量  

户口状况 城镇户口 = 1；农村户口 = 0 

年龄 连续变量 

婚姻状况 已婚 = 1；未婚 = 0 

受教育程度 连续变量 

工作状况 企业 = 1；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区 = 2；无单位/自雇 = 3；其它 = 4 

性别 男 = 1；女 = 0 

民族 汉族 = 1；其他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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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自评健康状况 很健康 = 5；比较健康 = 4；一般 = 3；比较不健康 = 2；很不健康 = 1 

收入水平 连续变量 

地区 GDP 连续变量 

地区人口数 连续变量 
 

见表 2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生育了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仅有少部分人选择不生

育孩子和选择生育 3 个及以上孩子。这与我国传统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有关，这个传统观念使得中国人

的历史没有间断，但是又因为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

化，有养育能力的人会选择多生孩子，但是因为当下养育孩子的成本过高，生育多孩的比例很低。生育

3 个孩子以上的比例相较之比较低，表明我国大部分人倾向于少生，也从一方面告诉我们，我国之前的

生育政策改革有一定的成效但成效并不明显和持续，我国三孩生育政策改革对国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在

削弱。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2. 变量描述及初步统计结果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平均生育孩子数量(个) 

生育行为    

0 个 1545 12.24%  

1 个 4751 37.64%  

2 个 3953 31.32%  

3 个及以上 2374 18.8%  

地区生育政策    

一类地区 3380 26.43% 1.52 

二类地区 6485 50.71% 1.75 

三类地区 2316 18.11% 1.97 

四类地区 608 4.75% 1.9 

生育意愿    

0 个 383 3.14% 1.15 

1 个 2195 17.99% 1.08 

2 个 7419 60.80% 1.64 

3 个及以上 2206 18.04% 2.4 

户口状况    

城镇户口 6994 54.83 1.9 

农村户口 5761 45.17 1.6 

年龄 连续变量   

婚姻状况    

已婚 9857 77.09 1.7 

未婚 2930 22.91 1.74 

受教育程度 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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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况    

企业 2109 52.41 1.53 
事业单位、党政机关、 

社区 
959 23.83 1.96 

无单位/自雇 820 20.38 1.78 

其他 136 3.38 2.05 

性别    

男 5970 53.31 1.75 

女 6817 46.69 1.66 

民族    

汉族 11858 92.73 1.7 

其他 929 7.27 1.9 

自评健康状况    

很健康 2445 19.13 1.6 

比较健康 4950 38.73 1.67 

一般 2895 22.65 1.62 

比较不健康 2026 15.85 1.95 

很不健康 465 3.64 1.95 

收入水平 连续变量   

地区 GDP 连续变量   

地区人口数 连续变量   

4. 结果分析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test1 到 test4 的拟合优度不断优化。 
根据模型 1 的结果，由户口的分布情况可以知道，农村户口的相关系数为−1.264，与农村户口相比，

城镇户口的居民倾向于少生孩子，也表明在我国户口所在地是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的。从年龄来看，

回归系数为 0.0907。从婚姻状况来看，对比未婚的群体发现，已婚的人们更愿意生育孩子，这也与我国

的结婚生子传统社会观念有关。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是−0.107，这也表明随着我

国人们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会降低的。从工作状况来看，与在企业

就职的国人相比，事业单位、党政机关、自雇等其他工作类型的国人更愿意生育孩子，目前的职场环境

和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企业就职压力会更大，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降低生育孩子的期待。从

性别来看，与女性相比，男生更愿意生育孩子，由于在整个生育行为中女性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女性在

职场中受到的工作歧视和压力导致女生的生育意愿降低。从收入、地区 GDP 和地区人口这三个变量来看，

三个变量对生育行为影响的结果是很显著的，收入越高，人们会增加对生育孩子的期待：地区 GDP 的增

加也相应都代表着医疗卫生、教育资源水平的提高，这对人们在进行生育行为的选择时有一定的正向激

励作用。人口基数大的地区，受生活环境、生育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人倾向于生育孩子。 
由模型 2 可知，民族状况对生育行为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变化。模型 2 加入

核心解释变量后得到以下结果：其他类地区的系数分别为 0.205、0.566、0.981。由此可以得知，我国居

民在对生育行为做出选择时会考虑生育政策，即生育行为是受生育政策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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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 的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控制变量，工作状况显著性有所变化。与在企业工作的员工相比，

在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区的人员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显著性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只有无单位、自

雇的工作人员显著性降低。与理想孩子数 0 个相比，当人们的理想孩子个数为 1 个时，生育意愿对其生

育行为影响不显著；但是当育龄妇女理想孩子数越多时，生育意愿就会增加，实际出生孩子的数量也会

有所增加。 
由模型 4 可知，与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相比，户口所在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减弱，其他变量的

影响程度也有所减弱。 
 
Table 3.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fertility behavior 
表 3. 生育行为的 Ordered Logit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test1 test2 test3 test4 

生育行为 

户口(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1.264*** −1.231*** −1.150*** −1.120*** 

 (0.0884) (0.0887) (0.0926) (0.0928) 

年龄 0.0907*** 0.0923*** 0.0797*** 0.0813*** 

 (0.00309) (0.00312) (0.00325) (0.00329) 

婚姻(未婚)     

已婚 0.590*** 0.597*** 0.701*** 0.712*** 

 (0.0848) (0.0849) (0.0899) (0.0901) 

受教育程度 −0.107*** −0.107*** −0.0897*** −0.0906*** 

 (0.0145) (0.0145) (0.0152) (0.0153) 

工作状况(企业)     

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区 0.379*** 0.359*** 0.253*** 0.236*** 

 (0.0809) (0.0811) (0.0850) (0.0852) 

无单位、自雇 0.254*** 0.240*** 0.162* 0.147 

 (0.0910) (0.0912) (0.0949) (0.0952) 

其他 0.509*** 0.503*** 0.507*** 0.490*** 

 (0.177) (0.178) (0.185) (0.185) 

性别(女)     

男 −0.404*** −0.416*** −0.428*** −0.441*** 

 (0.0665) (0.0667) (0.0701) (0.0702) 

民族(少数民族)     

汉族 −0.339** −0.145 −0.204 −0.0154 

 (0.138) (0.145) (0.147) (0.155) 

健康状况(很不健康)     

比较不健康 0.00205 −0.0101 0.0150 −0.00717 

 (0.177) (0.178) (0.190) (0.190) 

一般 −0.177 −0.210 −0.112 −0.147 

 (0.173) (0.173) (0.185) (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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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健康 0.0565 0.0248 0.0953 0.0610 
 (0.171) (0.171) (0.183) (0.183) 

很健康 0.370** 0.329* 0.342* 0.291 
 (0.185) (0.186) (0.197) (0.198) 

收入 −3.02e−06*** −2.94e−06*** −3.23e−06*** −3.21e−06*** 
 (1.09e−06) (1.09e−06) (1.12e−06) (1.12e−06) 

地区 GDP −2.66e−05*** −1.79e−05*** −1.88e−05*** −1.13e−05*** 
 (2.77e−06) (3.45e−06) (2.88e−06) (3.60e−06) 

地区人口 0.000218*** 0.000163*** 0.000153*** 0.000107*** 
 (1.99e−05) (2.46e−05) (2.09e−05) (2.59e−05) 

生育政策地区(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0.205**  0.112 
  (0.0862)  (0.0915) 

三类地区  0.566***  0.542*** 
  (0.131)  (0.139) 

四类地区  0.981***  0.855*** 
  (0.212)  (0.222) 

生育意愿(0 个)     

1 个   −0.123 −0.116 
   (0.250) (0.251) 

2 个   1.214*** 1.194*** 
   (0.244) (0.245) 

3 个及以上   2.580*** 2.558*** 
   (0.262) (0.263) 

/cut1 0.751*** 1.229*** 1.129*** 1.536*** 
 (0.281) (0.298) (0.369) (0.382) 

/cut2 4.448*** 4.939*** 5.197*** 5.617*** 
 (0.289) (0.306) (0.380) (0.394) 

/cut3 6.340*** 6.847*** 7.456*** 7.893*** 
 (0.297) (0.315) (0.390) (0.404) 

/cut4 7.664*** 8.177*** 9.108*** 9.554*** 
 (0.306) (0.324) (0.400) (0.415) 

/cut5 8.878*** 9.393*** 10.49*** 10.94*** 
 (0.320) (0.337) (0.416) (0.431) 

/cut6 10.27*** 10.78*** 12.07*** 12.53*** 
 (0.363) (0.379) (0.464) (0.477) 

/cut7 11.57*** 12.09*** 13.45*** 13.92*** 
 (0.485) (0.497) (0.583) (0.594) 

/cut8 13.53*** 14.04*** 15.27*** 15.73*** 
 (1.045) (1.051) (1.083) (1.090) 

Observations 3776 3776 3603 360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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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与农村户口相比，城镇户口的居民倾向于少生孩子；年龄较大的育龄妇女实际

生育子女数量多于年龄较小者；随着我国人们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会有所降低的。整个教育经历的时间延长，毕业后又深受工作压力的压迫，初婚的年龄也往后延，甚至

有人不想结婚生子。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育行为选择也有差异，相较于女性，男性期望生育孩子，女性

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承担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个人和家庭有一定的保障能力，但是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物价飞涨、就业压力大、孩子的

养育成本大幅提高等社会问题，个人和家庭的保障能力有限。为此，国家要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对

生育政策进行改革，探究生育保险的发展与完善，使生育保险政策能够与时俱进，贴合我国的国情和国

民需求。生育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险的五险之一，是国家和社会对女职工在怀孕和分娩时给予的一种物

质帮助生育保险，生育保险的发展是国家综合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女性走出家门参与

工作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政策制定者应该清楚地知道，生育保险政策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种投资方式，

给予女性更多的安全感。呼吁企业依法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是对女性生育价值和贡献的认可。国家要

设立机构，加强对企业生育保险缴纳情况的监督，强调生育保险对我国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教育越来越普及，国民的受教育年限逐渐延长，大众对自身价值的实现有着很大的期待。在孕

育生命的过程中会对女性的消耗更大，女性不仅要承担来自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还要面临被企业解雇

的风险。这也是造成我国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国家文明的延续依靠人类繁衍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如

果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健康条件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降低，会大幅影响到母亲和婴儿的生命健康。因

此，国家要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利，提供充足的经济医疗保障，设置并强制实施父亲育儿假。父亲参

与到育儿的过程中，不仅有利于女性心理健康，减轻女性产后抑郁的风险，而且育儿假的实行有利于良

好就业环境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和谐，缓解女性的就业歧视。因此，社会要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孕育

环境，既要重视女性的生育权利又要呼吁男性多承担生育责任；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医疗康养服务，维护

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提升人们的生育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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