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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CGSS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探讨了伊斯特林假说在中国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研

究结果表明，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程度上都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当前的社会经

济地位与童年时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提升越高，其生育意愿越强。主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生

育意愿的影响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学历、家庭总收入、健康、政治面貌等因素与生育意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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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CGSS in 2018, the paper used binary logistics regression to explore 
whether Easterlin hypothesis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lative so-
cio-economic statu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 in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egrees. The higher the cur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compared with the family’s in childhood, 
the stronger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i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e of subj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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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rela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fertility intentio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otal family in-
come, health, political status and other factors are related to fertility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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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2 年，“计划生育”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政策的介入深刻影响了我国人口的生育行为[1]。为缓

解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低生育率现象等问题。2013 年，我国实施“单独二孩”

政策；2016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改革；2021 年国家实施“三孩政策”，

标志着我国生育政策宽松化改革更进一步。 
生育政策逐渐宽松，个人生育行为不再受国家政策的严格限制，政策影响正在逐渐淡化，生育意愿

受个体特征因素更大，因此探寻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为促进生育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2]。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自己生育行为的愿望和要求，主要体现在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生育时间以及

生育孩子的性别这三个维度。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与日益上升

的育儿成本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因此，本文基于伊斯特林相对经济地位假说，主要从意愿生育数量层

面，就个人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探讨。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回顾 

收入与生育成本仍然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陈字，2007)。侯佳伟等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

方法发现生育意愿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观念改变而下降，但下降到一定程

度会保持稳定[3]。还有学者认为对未来的阶层流动持更乐观态度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4]。生育意

愿也存在家庭代际影响，家庭规模、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的支持程度都会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影

响[5]。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不安全的经济和就业环境被认为在客观物质上不符合为人父母的条件[6]。如

果夫妻在劳动力市场不能建立相对稳定的地位，他们则往往会推迟婚姻和生育[7]。Bernardi (2007)利用父

亲的职业声望衡量个人成长时的家庭社会经济水平，发现其越高，进入成年后的最低收入期望就越高，

进而实现这些期望就越困难。如果个体相对于父母的社会经济水平向上流动，那么他们成为父母的概率

越大[8]。 

2.2.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美国人口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1976 年)提出了一个相对经济地位假说，即个人根据其相对衡量标

准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做出生育决定，生育决策并不取决于个人的绝对社会经济地位，而是取决于他们与

父母的相对地位。伊斯特林认为子代对期望消费水平的评估依据来源于童年晚期经历的生活水平，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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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家庭的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当代际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能够达到或者超过父代，子代在满足了自身

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之后，才会将更多的富余资源用于储蓄和扩大家庭规模，他们才更有可能相信自

己有为人父母的能力；如果他们预感到未来的生活水准甚至难以达到孩童时习惯的生活标准，他们则有

可能推迟生育。伊斯特林在研究中逐步使用“相对收入”，他认为内在化的生活期望标准相比“绝对收

入”，对于结婚和生育的决策影响更大。 
在实证研究中，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英国、美国极有力地支持了伊斯特林理论。葡萄牙、

西班牙、芬兰、法国和挪威没有明确的数据证明二者间存在关系。荷兰、澳大利亚、日本作的研究大部

分证明了伊斯特林理论，小部分没有显著关系[9]。美国有 15 项微观方面的研究支持伊斯特林假说，有 7
项不支持(Macunovich, 1998)。 

那么，在中国环境下，伊斯特林假说是否成立？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个人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其生育意愿，即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童年

末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提升越大，生育意愿越强。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简称CGSS)数据，

CGSS 记录了子代和父代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也包含主观的阶层认同，适合进行代际研究。2018 年 CGSS
共完成有效样本 12,787 份。再将变量涉及问题中回答“不知道/拒绝回答”等样本剔除，共得到 11,980
份有效样本。 

3.2.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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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体现。将其划分为“无生育意愿”、“想要一个孩子”和“想要 2 个孩子及以上”。 
2、自变量 
与父母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测算参考了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阳义南、连玉君，

2015)中主观法与客观法的取用。 
主观测量法即问卷 A43 题项，将主观阶层认同看成一架梯子，从 1 到 10 代表社会地位越来越高，

最顶层为 10 分，最底层为 1 分。受访者需分别对目前、10 年前、10 年后的自我阶层感知和 14 岁时的家

庭阶层感知打分。两项差值就代表了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的方向，大于 0 即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

动，小于 0 即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向下流动。 
客观法即按照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衡量问卷中父亲和受访者职业的综合社会地位。ISEI 是一

种基于职业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根据各种职业的群体社会经济特征衡量客观地位，它被广泛运用于研

究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李春玲，2005)。CGSS2018 中职业的代码记录格式为 ISCO-88，首先要将 ISCO-88
转化为 ISEI，其取值范围在 16~90 之间，数值越大代表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3、控制变量 
在伊斯特林的生育模型中，影响生育行为的三个核心变量包含现代化因素、文化因素和其它因素等

[10]。因此本文建立的模型中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民族、信仰、健康等个体特征变量。

其中由于生育意愿涉及家庭支持，所以选取家庭总收入作为家庭特征变量，并对家庭总收入取对数。同

时加入年龄的二次方(age^2)，以避免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非线性影响。受教育程度按照“未接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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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较低教育程度”、“大学学历”和“大学以上学历”划分。性别、婚姻状况、户口、民族和

宗教信仰等设置为虚拟变量。本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 1.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育意愿 12,203 1.757 0.497 0 2 

本人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12,622 4.226 1.675 1 10 

14 岁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12,544 3.350 1.802 1 10 

本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4,584 41.359 15.087 10 89 

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9,223 27.511 11.883 16 88 

性别 12,787 0.467 0.499 0 1 

年龄 12,787 51.830 16.948 18 118 

学历 12,758 2.055 0.608 1 4 

婚姻状况 12,787 0.878 0.328 0 1 

户口 12,760 0.373 0.484 0 1 

民族 12,787 0.927 0.260 0 1 

宗教信仰 12,787 0.893 0.309 0 1 

家庭总收入对数 11,133 10.685 1.275 4.605 16.118 

健康 12,781 2.384 0.791 1 3 

政治面貌 12,764 0.112 0.316 0 1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生育意愿的均值为 1.757，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本人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为

4.226，14 岁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为 3.350，总体来说，受访者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明显提升。 
 

 
Figure 1.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图 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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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图 2.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图 1 为主观测量法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核密度图。本人社会经济地位认知以 5 为中心集中聚集，相对

于 14 岁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部分分散在 5 以下，“中层阶级”显著增加，认知低于 5 的子代小于父辈，

认知高于 5 的子代大于父辈。其中，相较于更高的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父辈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子代更

容易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 
图 2 为客观测量法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核密度图。ISEI 的数值越大，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也越大，

可以发现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集中于 45 左右，与主观法的结果相似，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效果。

而在父辈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大部分聚集在 20，子代与父辈相比社会经济地位有了较明显的提升。 

3.3. 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 Stata，使用二元 logistics 模型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户口、民族、

宗教信仰、家庭总收入、健康和政治面貌，分析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4. 研究结果 

本文进行了三个二元 logistics 模型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一加入了本文的主要解释

变量主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模型二增加了控制变量，模型三用客观相对社会地位检验伊斯特林理论的

稳健性(见表 2)。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回归结果 

 (1) (2) (3) 

主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0.214*** 0.123**  

 (4.02) (1.98)  

客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0.476** 

   (2.01) 

年龄  0.110*** 0.155** 

  (6.40)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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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的平方  −0.001*** −0.001* 

  (−5.37) (−1.73) 

性别  −0.020 0.653*** 

(女性为参照组)  (−0.16) (2.78) 

学历  −0.388*** −0.275 

(未接受过教育为参照组)  (−3.12) (−1.14) 

家庭总收入  0.000*** 0.000 

  (2.83) (0.60) 

家庭总收入对数  −0.187*** −0.135 

  (−3.23) (−0.71) 

户口  −0.799*** −0.854*** 

(农业户口为参照组)  (−5.79) (−3.34) 

健康  0.302*** 0.666*** 

(不健康为参照组)  (3.51) (3.69) 

政治面貌  0.549** 0.643 

(无党派为参照组)  (2.48) (1.44) 

宗教信仰  −0.330 0.224 

(信仰为参照组)  (−1.45) (0.57) 

截距项 3.179*** −0.908 −0.975 

 (41.08) (−1.13) (−0.43) 

N 11980 10528 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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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列中报告了主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伊斯特林理论在中国同样具有

意义，当前中国的年轻人很少能完全独立于原生家庭，生育下一代往往需要代际经济和养育帮助。另一

方面，如果人们认为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还不如童年时期家庭的状态，往往会因缺乏成为父母的自信和

养育孩子的经济实力而推迟生育。采用平均边际效应得出，主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每增加一个单位，生

育意愿的概率增加 0.65%。 
第二列中除了主要解释变量还加入了控制变量。年龄与生育意愿存在非线性关系，年龄的一次项为

正说明年龄越大，生育意愿越强，这可能与个人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积累有关。生育意

愿还与身体健康和生育年龄有关，年龄的二次项为负，这说明年龄越大，考虑到这些客观因素，生育意

愿增长的幅度在减小。 
性别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主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

异。学历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与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意愿越低。家庭总

收入在 1%水平显著为正，其对数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庭总收入越高，生育意愿也越高。 
非农业户口人群的生育意愿与农业户口相比更低，可能的解释是非农业户口生育后代所需要的物质

成本以及孩子的教育成本比农业户口更高。健康与政治面貌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检验，拥有健康的

体质和心理是生育的基础条件，党派人群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社会经济地位也比较高，因此在满足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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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精神需求之后，更愿意将富余的资源用于扩大家庭规模，更愿意生育，符合伊斯特林理论的假设。 
第三列用客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代替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加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依旧显著，但家庭

总收入，学历，健康，政治面貌等控制变量不显著。因为客观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测量与上述控制

变量有关，用于构造 ISEI 的相关变量通常是教育和收入等，能客观反应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5. 结论与建议 

学者已对生育意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受教育程度、收入、权力、户口等都与生育意愿有关，大部

分研究现实客观条件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鲜有文献关注心理预期、童年时期家庭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

影响，本文运用 CGSS2018 数据，利用二元 logistics 回归验证伊斯特林假设在中国是否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发现，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程度上都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当前的社会经济

地位与童年时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提升越高，其生育意愿越强。其中不止包含支持生育意愿的客

观物质经济条件，还包括了组建家庭的最低心理预期，人们会把对未来孩子的预期与童年时期的自我作

比较，因此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生育意愿有重要意义。 
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在逐渐淡化，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受个体特征因素较大，相对社会

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年轻人建立成家立业的信心和底气。相关部门应当促进年轻人的就业，打造良好

的就业环境，进一步改革中国的福利制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促进代际社会流动，防止社

会阶层固化，帮助提升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有效促进生育意愿。最后要探索覆盖面广的生育福利政策，加

强对生育权益的保障，减轻家庭负担，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 
本文仅从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出发解读伊斯特林假说，仍有不足和局限之处。后续还可以运用面板数

据进行研究，近几年年轻人就业竞争的加剧与父辈的就业环境的不同是否对生育意愿存在影响；母亲的

ISEI 指数又是否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等等，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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