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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推动了三孩政策的出台，然而政府出于我国国情考虑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本文结合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社会、家庭以及个

人等因素都影响着国民的生育意愿。其中，性别、户口状况、家庭收入、房产数量等因素都对父母的生

育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三孩政策的推出对我国生育率的提高是有正向作用的，但绝大部分家庭的理想

子女数量都在1~2个，理想子女数量为3个或以上的家庭仅占9.4%。要提升父母生育意愿，推动三孩政

策有效实施，就必须先解决影响父母生育意愿的经济问题和三孩的抚育问题。未来我国应当持续推进对

生育政策的完善和改进，鼓励生育，实现从限制生育到三孩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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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and child crisis have promot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but the gov-
ernment’s policies considering our national conditions have not achieved the expected results.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in 2018,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a third child, and finds that social, family and personal 
factors all affect the people’s fertility willingness. Among them, factors such as gende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family income, and the number of propert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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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 fertility willingnes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fertility rate,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families have 1~2 ideal children, and 
only 9.4% of families had an ideal number of three or more children. In order to improve parents’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it 
is necessary to solve the economic problems that affect parents’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and 
the upbringing of three children.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mprove-
ment and improvement of fertility policies, encourage fertility, and realize the historic transfor-
mation from restricting fertility to thre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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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社会自新中国成立发展至今，各个方面都已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在

不断进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社会问题渐渐展露，而当前社会最严峻的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建

国至今，我国的生育政策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改变也经历了数次的调整变迁。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极大程度上鼓励生育，生养多个子女的母亲被认为是“光荣母亲”。开放式的生育政策引起了一波

“生育高潮”，给我国战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但过快的人口增长和较落后的经

济增长形成了矛盾，不仅影响社会建设，也影响民生。于是自 1954 起，我国开始逐步探索计划生育的政

策，并于 1980 年正式落实形成“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政策”的有效执行抑制了我国的人口过度

增长。但随着社会发展，时间的推进，我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并面临少子化的双重危机。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我国出台了“单独二胎”政策，很快又开放了“全面二胎”，“二孩政策”的放开使我国的

生育率有了一定的回升，但总体人口涨幅不大，我国依旧处于“极低生育率”的负面状态中。 
到现在，少子化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学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口少子化指的是由于生育率的持续

下降引起的幼儿出生率不断减少的现象[1]。我国于 2006 年就已进入初始人口少子化状态，并且目前形式

愈加严峻[2]。提升我国生育率已经迫在眉睫，也因此，国家一再放宽人口生育限制。2021 年 5 月 3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出台“三孩政策”[3]。至此，国家正式放开了三孩的生育限制。为更好

落实三孩政策的实施，中央后续又发布了“三孩配套政策”的相关决议，作为对三孩政策的补充，配套

措施涉及了教育、社保、生育、托管、租房等公众最关心的生育相关问题[4]。各地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

也相继完善各地区的“三孩配套政策”制定，推进政策的落实。但“二孩”的放开尚且没能实现期望的

人口增长，“三孩”的实施也一样面临着多重困境。要有效实现三孩政策的实施，必须先明确究竟是哪

些因素影响着公民的生育意愿，阻碍政策的实施效果，这其中的原因又有哪些？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我国生育政策的相关研究很多，按照其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类关注人口结构优

化与经济增长，这类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或成本-效益理论的角度，关注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类基于生育政策的变迁，通过研究影响政策变迁的动因有哪些，预测未来的生育政策变动方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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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基于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这类研究主要是以理性行为理论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基于个人和家

庭的微观视角来解释个人生育行为的选择。 
上述研究基于不同的层面对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涵盖了家庭、个人、社会三个层面。本文将要研

究的主题是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三孩政策的执行目标的全体公民，影响公民生育行为的因素包括

多个方面，生育不单单是个人主观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社会环境、家庭、个人特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基于此，本文将会把宏观的社会因素、中观的家庭因素以及微观的个人特征进行综合考虑，以此来更加

直观且客观地理解我国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 

2.1. 宏观 

“三孩政策”的放开可以带来更多新生命和未来社会的新力量，可养育问题就成了中青年夫妇的大

难题，洪秀敏，朱文婷等指出就不单单是抚养孩子的烦恼，大多数青年父母都承受着极大的养育压力[5]。
研究表明，多数父母认为生育三孩并不代表着要在几个子女间想方设法地分配资源，而是要加大时间和

资源投入，因此父母必然会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矛盾，要么其一离开劳动市场，要么减少工作投入，增

加育儿投入[6]。然而，想要教育子女更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投资，经济负担也因此加重，工作和家庭

成了一个悖论，要兼顾工作和家庭很难，父母的工作越忙碌，用来育儿的时间就越短；专注育儿，又会

错失许多工作的机会成本。因此有理由推断，父母的工作越忙，生育意愿就越低。基于此，我们可以提

出假设： 
假设 1：父母工作越忙碌，生育意愿就越低 

2.2. 中观 

经济成本、社会观念等多重因素导致我国家庭正在从大家庭走向小家庭，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已经有

了明显转变[7]。一般来说，家庭的生育行为都是理性的，甚至会提前作好生育计划。是否会要二孩、三

孩暂且不论，研究表明大部分中国家庭都认为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一个孩子[8]。抚育子女不只需要父母

的关爱，还需要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等[9]。刘娜，李小瑛等通过等价尺度分析方法计算抚育

子女的经济成本发现子女抚育需要高经济成本[10]。是以，家庭收入会影响生育意愿。美国社会学家 R. 
Easterlin 指出收入会影响人的消费偏好，而人们消费偏好的改变会正向影响其生育行为[11]。由此可推断，

个人收入、家庭收入都可能会对个人生育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公民所处的地区或户口性质可能也影响着

家庭的生育意愿。张晓青等通过比较得出农业户口家庭想生二孩的比例高于非农业户口家庭[12]，风笑天

则指出生育意愿只在真正的城乡居民之间存在差别[13]。房屋是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倪云松认为房产数

量、房产所有权差异以及房价对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影响[14]。综上，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

设： 
假设 2：个人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强烈 
假设 3：家庭收入越富裕的家庭生育意愿更高 
假设 4：户口在农村的家庭生育意愿更高 
假设 5：房产数量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2.3. 微观 

自古以来，中国家庭的传统生育观念都倡导“儿女双全”，认为这是大福气。孙超、侯亚非等在对

北京市生育意愿进行调查时发现，性别、婚育情况、经济状况和学历四个变量会对夫妻的生育行为产生

显著影响[15]。现在社会高学历的男女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多数高学历女性的理想子女为两个，但其实际

的生育行为又表现的比她自身的意愿要低[16]。白鸽等通过调查发现，除了妻子的学历对生育意愿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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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学历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生育行为[17]。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6：性别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 7：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反而会降低 
假设 8：配偶的学历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3. 对调查数据的说明 

3.1. 研究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8 年的居民

调查问卷，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对全国范围内的 10,000 多户调查对

象进行面对面的入户问卷访问，调查范围涵盖了福建、北京、甘肃、上海等 29 个省市，共计收回 12,787
份有效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模块如下：第一部分包括社会人口属性、住房问题、健康问题、生活方式、

社会态度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要了解调查对象对国际时事、外国人入境、国际关系方面等事情的态度等

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能源模块，为了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支出情况、能源消费情况等方面的问题。

本次调查中涵盖了一些与生育意愿相关的指标，比如“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愿意生几个子女”，“有几个

亲生子女”、“配偶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这些变量支持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本文研究对象为 45 岁以

下的居民，通过初步整理数据，去除缺失或无关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 2485 个。 

3.2. 研究方法 

有许多因素可以作为生育意愿的衡量指标。本文选取“理想子女数量”作为因变量，问卷中对应问

题编号为“A37”。设因变量“理想子女数量”为 y，当居民没有意愿生育三孩，即理想子女数小于等于

2 时，y 取值为 0；当居民有意愿生育三孩，即理想子女数大于等于 3 时，y 取值为 1。因因变量为二分

类变量，本文选择二元回归模型来本文的分析模型。根据样本初步观察，绝大部分家庭的理想子女数量

都在 1~2 个，理想子女数量为 3 个或以上的家庭仅占 9.4%。 
自变量选取父母工作时间、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户口、房产数量、性别、本人学历、配偶学历作

为影响因变量的主要解释变量，分别记为 x1、x2、……、xk。从研究数据来看，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比 43.2%，

女性占 56.8%。从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口的人数比例为 68.0%；非农业户口占 32.0%。 

4. 分析结果 

为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先运用 stata 17 数据分析软件对所

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 VIF 为 2.09，小于 10，表明所有变量自检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也不会影响回归模型的准确性。二元回归结果详见表 1，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户口、

房产数量和性别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父母工作时间、本人学历和配偶学历对居民三孩生育

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个人学历、配偶学历和父母工作时间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

可见，假设 1、假设 7、假设 8 检验结果均不显著，三者假设不成立。 

4.1. 收入 

个人收入水平与家庭经济状况挂钩，很多人推迟生育、或者少生少育，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生

得起、养不起”这个大难题，收入偏低便难以支撑昂贵的养育费用[18]，父母因此对生育成本产生顾虑。

根据模型分析结果，个人收入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伴随着个人收入的上涨，生育意

愿呈下降趋势，故假设 2 不成立，个人收入对三孩生育意愿有反作用。而家庭收入对三孩生育意愿有积

极影响，相对而言收入家庭越高的家庭生育意愿也越强烈。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生育三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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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发生比更高，达到 1.3019，表明高收入家庭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比低收入家庭高 30.19%，假设 3
成立。这也可以证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三孩的生育意愿也会随之上涨。家庭收入对于生育率的影

响，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把孩子看作商品，父母的抚养成本可以视作前期投入，孩子反馈

给他们的是未来的保障还有生活的乐趣。简单来说，经济越宽裕的家庭经济负担也越小，同时抚养压力

也低。故而也不难理解，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会更倾向于拥有多个子女。 

4.2. 户口 

户口情况是影响公众三孩生育意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表 1 可见，农业户口的居民的三孩生育

意愿要明显高于城市户口，城市户口的居民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仅为 0.6670，表明非农业户口居民生

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比农业户口居民生的低 33.30%，假设 4 成立。这也意味着户口为农村的人生育三孩

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农村户籍的居民生育意愿会更高其原因也不难理解，总体来看，农业地区的经济水

平和教育水平相比起城镇都更为薄弱，农村的男女仍然秉持着传统的养老观念，认为“养儿才能防老”，

子女越多，未来的保障也越大。因而农村户口的父母生育意愿也是最高的[19]。 

4.3. 房产数量 

房产对公众的三孩生育意愿有积极的影响，房产数量多的居民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高达为 1.3030，
表明房产数量多的居民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房产数量少的居民高 30.30%，假设 5 成立。通常来说，房

产数量和家庭收入有很大的关联，越是富裕的家庭拥有多套房的概率也越高。现在社会上的房价一直居

高不下，房贷对很多家庭来说一直占家庭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依照现在的社会风气来看，男女成婚都

要看对方是不是有房有车，很多传统的疼爱子女的父母会为子女提前准备婚房，住房成本也就成为孩子

抚育成本的一部分，影响着父母生育子女的意愿数量。因此如果把房屋视作固定资产，拥有多套房产的

家庭固定资产也更多，随着房价的上涨，资产也随之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增加。

除了房产数量，房价变动、房屋规模这些变量也可能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但由于当前研究数据有限无

法对这些变量进行验证，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不足。 

4.4. 性别 

研究结果可见，男性想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比女性高 39.91%，说明男性想生育三孩的意愿高于女

性，假设 6 成立。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生育子女对女性就业的影

响，一方面是社会就业歧视问题导致女性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生育子女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很大程度上

影响女性职业发展；其次，生育子女不可避免会对女性身体造成损伤，并且这一损伤是不可逆的，同时

还会进一步导致女性身体抵抗力降低，这也是女性不愿意生“三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思想的转

变，与传统社会的女性不同，新时代的女性更加独立，比起结婚生子抚育子女，她们更想在展现自我价

值，为理想而奋斗。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a third child 
表 1. 三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检验 显著性 发生比 

父母工作时长 −0.0011 0.0027 −0.4000 0.6900 0.9989 

个人收入 −0.2958 0.1144 −2.5900 0.0100 0.7439 

家庭收入 0.2638 0.1229 2.1500 0.0320 1.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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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户口 −0.4050 0.1987 −2.0400 0.0410 0.6670 

房产数量 0.2647 0.1129 2.3500 0.0190 1.3030 

性别 0.3358 0.1635 2.0500 0.0400 1.3991 

个人学历 0.0238 0.0396 0.6000 0.5470 1.0241 

配偶学历 −0.0662 0.0395 −1.6700 0.0940 0.9360 

常数项 −2.0956 0.9038 −2.3200 0.0200 01230 

Cox & Snell R Square：0.0215；预测正确率：61.9%。 

5. 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文的分析，这里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果： 
(一) 通常房产越多的家庭，家庭条件也更加宽裕，更有条件也更倾向于养育多个子女。 
(二) 男性的三孩生育意愿会比女性更高，女性因为受就业、理想等多方面的原因影响，生育意愿

更低。 
(三) 户口为农业户口的人生育三孩的意愿要高于其他户口的人。 
(四) 家庭收入状况是影响三孩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更能承担多个子

女所带来的高额养育成本，三孩生育意愿也相对更高。 
总结上述因素，可以得出，在生育子女方面，很多父母关注的主要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

一个是抚育问题。经济问题与收入水平挂钩，有学者基于成本–效用理论，把养育子女的成本划分为生

活和教育两方面[20]。现在物价昂贵，首先，孩子衣食住行的费用就是一笔大开销，还有许多家长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造成社会教育内卷现象严重，教育成本居高不下。许多相关文献证明儿童的教育成本是

呈上升趋势的。据 2004 年《青年研究》第 12 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揭露，孩子在幼托班的花费比重占孩子

全部花费的将近一半，一个家庭要把一个孩子培养成才大约需要 49 万元人民币[21]。也因此，很多经济

水平一般的家庭很少会选择生育三孩，而是选择专心培养一个孩子，把家庭资源都倾注到他身上。 
第二个是抚育问题，中国传统抚幼方式是隔代抚养，但有实证研究表明，祖辈并不愿意抚养二孩、

三孩。一方面祖辈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无力带孩子，另一方面，祖辈和父母之间存在教育观念的冲突。“隔

代抚养”方式已经不再适用。除了隔代抚养，另一种抚幼方式就是父母的一方放弃工作回家，但这也行

不通。一方面，二孩、三孩的抚育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少一个收入来源会让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另一方

面，由父母之中谁来放弃工作也是一个矛盾所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养育子女的责任更多在女性，母亲

养育子女，父亲挣钱养家，我国很多家庭中家庭职责分配都是如此，女性仍需要在家庭和事业间做出选

择，人们会责备不照顾好孩子的妈妈不负责任，却不会这样责备父亲。这是一种社会偏见，这种偏见要

求女性放弃工作返回家庭，却不会这样要求男性。最后结果就是，女性不得不放弃事业追求回归家庭，

抚育小孩的重担很大程度上都落在了女性的身上，这也导致女性生育意愿越来越低。本文主要从三孩生

育意愿出发，探讨了影响三孩政策执行效果的一些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政府要扩大三孩政策宣传工作，做到人人都了解三孩政策的内涵、配套措施有哪些等。首先

第一步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长期以来我国各个地方政府生育政策方面一直执行的是管理计划生育的工

作。虽然当前政策已经变换过几次了，可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公众，都还处在计划生育“少生”、“优

生”的思维定式中。当下，各个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转换自己的工作理念，从管理计生任务转变为“三孩

政策”服务，在国家政策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生活习俗，贯彻落实“三孩政策”配套措施，确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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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稳妥有序。第二步是要提高政策宣传力度，各地政府要加强对“三孩政策”的宣传。现在网络技

术发达，政府可以通过社区、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宣传方式，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居民宣传“三孩”的

正确思想，做好“三孩”的宣传解释工作，大力推广“三孩”配套措施，增进居民对“三孩”的理解，

并普及生育三孩的优势，在社会上传递“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的传统生育文化。提高居民的生育

意愿和政策的响应度。第三步，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潜移默化地鼓励生育三孩，宣传生育三孩的好处，这

样一方面能增加独生子女对二孩、三孩的接受程度，促进家庭和睦；另一方面，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也

能在下一代中形成一种“三孩”共识。等这些孩子长大，也更容易接受自己拥有一个“三孩”家庭，有

助于政策的长远发展。 
第二，降低家庭抚养压力，包括经济生活压力和昂贵的教育费用带来的压力。养育一个孩子的负担

很沉重，很多家庭收入水平不高，难以负担三孩的抚育费用。为了减轻三孩家庭的负担，首先，政府可

以考虑把怀孕期间产检的费用纳入医保范围，并根据生育孩子的数量对二孩、三孩家庭提供生育补贴，

孕育孩子的数量越多，享受的现金补贴就越多。此外，还可以给多子女家庭提供儿童津贴，给多子女家

庭提供经济支持，父母可以每月领取一定费用直至孩子年满 16 岁，并且儿童津贴的费用随家庭子女数量

的增加而增加[22]。其次，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规范房地产市场，控制房价涨幅，降低居民的住房负担，同

时可以给与多子女家庭提供一些住房补贴，满足多子女家庭的住房需求。最后，降低学前教育的经济负

担。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制教育，中小学阶段的学费负担不重，但学前教育阶段的费用以及校外培训

班、补习班的费用就成了家庭新的负担。应对这种困境，除了开办普惠性幼儿园的政策，执行普惠化收

费标准，政府其实还可以在现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学前教育费用进行减免，或者将学前教育纳入到

义务教育的范围中。 
第三，推进社会男女养育责任同担，父母平等承担教育和照顾子女的责任。国家应该对社会进行育

儿男女平等的思想宣传，育儿是一个父母共同的责任，因此不仅仅是女性，更要强调父亲角色的重要性，

男女双方应该共担家庭生育责任，从而在社会中营造一个父母共同育儿的良好氛围。首先，针对家里有

幼儿的家庭，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推行“telework”的工作方式，让父母可以在家远程工作，一方面不耽误

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照顾幼儿。其次，除了父亲陪产假，政府还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推出父亲育儿

假，让父亲可以帮助母亲共同抚育幼儿，时间由父亲视情况灵活设置。最后，政府还可以就女性就业歧

视问题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减少社会上的女性就业歧视情况，并设置相关机构专门为遇到就业歧视的女

性处理相关问题，孕期女性也可以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处理工作，或是以弹性化的方式上班，这样即能

减少用人单位的损失，又有助于保证女性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还能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此外，

政府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酌情补偿用人单位由于女性孕期离职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一方面能有效

缓解社会女性就业歧视现象，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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