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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现象，国家提出三胎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的福利措施，但效果差强人

意。本次调查以问卷的形式收集了部分山东省居民的数据，首先进行聚类分析，划分为三类生育人群，

总结各类特征。其次通过查阅文献设置量表题将生育意愿量化，构建含有定性变量的回归方程，找出造
成生育焦虑的主要原因有失去时间和精力享受自己的生活、长辈意愿、怀孕过程艰辛、育儿成本等。最

后分别从工作、公共服务、政府和家庭的角度设置量表题，建立模糊评价模型。结果显示，民众对于现

有生育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超过了一般等级但未达到满意，公共服务支持的得分最低，其中权重最大的是

“现有法律保障职场女性不受歧视”，其次是“0~3岁托幼服务质量”，在此假设国家在这两方面加强

了措施，再次进行评价，总体得分提高，说明了建议的有效性。但总体得分提高幅度不大，说明提高生

育意愿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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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ontinuous decline in fertility levels, the state has proposed a 
three-child policy and introduced a series of welfare measures, but the effect is unsatisfactory. 
This survey collected the data of some resi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form of question-
naires. Firstly, cluster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divide them into three types of fertility groups 
and summariz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the fertility desire is quantified by consul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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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to set the scale questions, an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ith qualitative variables is con-
structed to find out the main causes of fertility anxiety, such as the loss of time and energy to enjoy 
their own life, the willingness of elders, the difficulty of pregnancy, and the cost of parenting. Final-
ly, the scale questions are set up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ork,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 and 
family, and a fuzzy evalu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c’s satisfaction 
with the existing social support for fertility exceeds the general level but does not reach satisfac-
tion, and the score of public service support is the lowest. Among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weight 
is “the existing law guarantees that women in the workplace are not discriminated against”, fol-
lowed by “the quality of childcare services for 0~3 years old”. In this assumption, the state has 
strengthened measures in these two aspects and evaluated again. The overall score has increased, 
indic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commendations. However, the overall score did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indicating that increasing fertility desire is not an easy task, and building a “fertili-
ty-friendly society” has a long way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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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人口

出生率呈现“断崖式”下降，老龄化问题仍在不断加重，人口抚养比在逐年上升。山东省作为人口大省，

在 2020 年末常住人口出生率为 8.56‰，自然增长人口为 13 万人，但在 2021 年常住人口出生率降为 7.4‰，

自然增长人口仅为 0.21 万人。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人口现状，在 2013 年发布了“单独二孩”到 2016 年实施了“全面二孩”。

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1]，标志着我国

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现有数据来看，在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效果微乎其微。而一个地

区生育水平的高低不仅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人文社会、传统文化等因素的

影响，并且后者因素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2]。 

1.2. 文献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 
Hwang Woosang (2021) [3]等选取韩国作为调查对象，在对该区进行生育率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韩

国双收入夫妇中，丈夫的育儿时间是否与妻子的二胎生育意愿有关。Rutigliano Roberta (2022) [4]等在西

班牙调查发现，接受祖父母支持对妇女的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和显著的影响，但对男子的生育意愿没有影

响。Amaike Chikwendu (2022) [5]调查尼日利亚中北部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PLHIV)发现其具有较高的

生育意愿，但不知道任何安全的受孕方法，因此，应提高卫生保健水平与加大宣传力度，在日常 HIV 门

诊就诊过程中纳入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咨询。Mooi-Reci Irma (2023) [6]等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新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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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封锁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经历了长期封锁的妇女中，报告的生育另一个孩子的意图大幅下

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年龄超过 35 岁、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受雇于定期合同的人中更为明显。通过对国

外有关研究发现，生育率不仅仅是育龄女性个人的生育意愿所决定的，应从家庭成员、社会公共服务和

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入手进行探究，为我国提升生育率提供了借鉴和帮助。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家陆续颁布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国内针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迎来一个个高潮。周慧、刘杨(2022) 

[7]采用 HLM 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 30 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

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

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张静、

雍会(2022) [8]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西北地区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得

出“个体特征”、“家庭支持”、“行为态度”均正向影响三孩生育意愿，“经济因素”负向影响三孩

生育意愿。杨慧(2022) [9]站在企业生育成本负担的角度，阐述了延长产假的可行性并建议修改社会保险

和税收问题。魏如鑫、吴宏洛(2022) [10]指出基于中国三孩生育政策的时代背景，可从职业女性在生育中

的母职惩罚困境出发，结合域外消除职业女性母职惩罚的相关经验和措施，以及我国现有的生育支持政

策的实践与困境，从生育友好型的视角来探讨如何破解职业女性的母职惩罚，突围生育困境。邱幼云(2022) 
[11]通过问卷调查三孩政策实施后城市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和家庭内性

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讨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和三个理论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

为：城市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三孩政策的提出而有明显的提高，依然处于低迷状态。 
综合来看，我国民众对生育福利政策具有极大的需求。因此本文通过对山东省部分居民发放调查问

卷来具体分析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相关福利需求。 

1.3. 研究内容 

具体思路见图 1。 

2. 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2.1. 问卷内容 

(一) 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地区、职业、职务、收入 
(二) 受访者生育焦虑的产生原因 
(三) 受访者对当前生育支持的满意度评价 
(四) 受访者的生育意愿 

2.2. 抽样设计 

(一) 调查对象 
山东省人群。 
(二) 抽样调查方法 
采取多阶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在各阶段抽样中灵活采用分层抽样、不等概率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等

抽样方法，以保证样本更具代表性。 
(三) 预调查 
发放 50 份预调查问卷，收回 46 份。修正人口统计变量部分和生育人群满意度测量部分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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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earch idea diagram 
图 1. 研究思路图 

 
(四) 样本量的确定 
取置信度 95%α = ，样本均值和总体均值之间的绝对误差限度 0.05d = ，总体方差 ( )2 1S p p= −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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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总体数额 N 比较大，因此我们取 

( )2 2
1 2

0 2 ,
u S

n
d
α−

≈  

计算得 0 384.16n ≈ ，取 0n 为 385。 
根据预调查问卷发放情况，我们估计问卷的有效率 93%r = ，因此调整样本量： 

0
1 ,

n
n

r
=  

计算得 1 413.98n ≈ ，取 1n 为 414。 
由于多阶段抽样的效率比随机抽样的效率低，为提高多阶抽样的精度，取设计效应 1.42deff = ，则

增加样本量： 

2 1 ,n n deff= ×  

计算得 2 587.88n ≈ ，取 2n 为 588。 
为了统计和分配方便，我们最终决定发放 590 份问卷。 

3. 数据处理及分析 

3.1. 数据预处理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问卷网定向投放，限制地区为山东省，限制每个 IP 仅可填写一次，共回收 583

份问卷。 
(二) 无效数据剔除 
考虑到本次调研的目的是为三胎政策提供更好的建议，并与实际联系起来，根据问卷中量表题的回

答情况，将评分全为 5 的问卷删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566 份。 

3.2. 信效度检验 

首先，考察量表里所有题项的一致性，将量表分为工作支持、公共服务支持、政府支持和家庭支持

进行分析。由表 1 可知量表不需要修订，可靠性很高。 
 
Table 1. Reliability test 
表 1. 信度检验 

量表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工作支持 0.900  6 (q1-q6) 

公共服务服务 0.909  7 (q7-q13) 

政府支持 0.906  7 (q14-q19、q24) 

家庭支持 0.826  4 (q20-q23) 

量表整体 0.968  24 

 
其次，考察具体每个题项的有效性，对量表的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见表 2，问卷的

KMO 系数为 0.978，说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值为 0.000，远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
说明量表的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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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spherical test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Kaiser-Meyer-Olkin 采样充足性   0.978 

Bartlett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检验 9945.149 

自由度 276.000 

显著性 0.000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描述 
1) 性别分布 

 

 
Figure 2. Gender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图 2. 受访者性别分布 

 
见图 2，在所有受访者中，男性有 151 人，女性有 415 人。本次调查女性占比较大，基本符合男女

性别比例的现状，选取的调查样本的可信度较高。 
2) 年龄分布 

 

 
Figure 3. The age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respondents 
图 3. 受访者年龄段分布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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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3，受访者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19~40 岁，约占受访者的 96%。41 岁以上和 18 岁以下人群所占

比例最小，仅占 3%和 2%。 
3) 学历分布 

 

 
Figure 4. Interviewee education distribution pie chart 
图 4. 受访者学历分布饼图 

 
见图 4，大部分受访者学历在大学或同等学历，占比 82%；由此可见受访者学历知识普遍较高，拥

有良好的教育水平与环境。 
此外，受访者的所在地区、职业、职务、收入等情况及所占比例如表 3 所示。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of respondents 
表 3.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频数分布表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所在地区 
城市 464 81.979 81.979 

农村 102 18.021 100 

职业 

企业职员 307 54.24 54.24 

行政/事业单位 108 19.081 73.322 

个体经营者 54 9.541 82.862 

在校学生 50 8.834 91.696 

自由职业者 38 6.714 98.41 

务农 9 1.59 100 

职务 

中层管理者 190 33.569 33.569 

基层管理者 183 32.332 65.901 

普通员工 145 25.618 91.519 

高层管理者 35 6.184 97.703 

农民 13 2.2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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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情况(既家庭到

手的总收入/家庭总

人口) 

11~20 万元 259 45.76 45.76 

5~10 万元 162 28.622 74.382 

21 万元以上 96 16.961 91.343 

5 万元以下 49 8.657 100 
 

(二) 受访者当前生育焦虑现状 
1) 受访者生育现状 

 

 
Figure 5. Respondents fertility status bar chart 
图 5. 受访者生育现状条形图 

 
见图 5，受访者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占比最大，为 48.5%；生育两个孩子的约占 27%；未生育受访者占

比 22%；三个孩子及以上占比最小。 
2) 受访者生育焦虑因素现状 

 

 
Figure 6. The status quo histogram of fertility anxiety factors of respondents 
图 6. 受访者生育焦虑因素现状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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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6，经济负担、育儿精力、怀孕过程艰辛、生产疼痛、生产后遗症都是造成生育焦虑的主要原因。 
(三) 受访者对社会支持满意度情况 

 

 
Figure 7. Respondents’ 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support expectations 
图 7. 受访者对社会支持期望满意度情况 

 
见图 7，受访者对于住房医疗、社会托幼设施满意度一般；医保支持普遍满意度不高；而自身家庭

状况满意度普遍较低。 

3.4. 聚类分析 

(一) 数据映射处理 
首先对 11 个变量做映射处理，具体见表 4。 

 
Table 4. Variable declaration 
表 4. 变量说明 

变量 赋值 

性别 女 = 1，男 = 2 

年龄 18 岁以下 = 1，19~30 岁 = 2，31~40 岁 = 3，41 岁以上 = 4 

学历 初中及以下 = 1，高中或同等学历 = 2，大学或同等学历 = 3，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 = 4 

地区 城市 = 1，农村 = 2 

职业 在校学生 = 1，行政/事业单位 = 2，企业职员 = 3，个体经营者 = 4，自由营业

者 = 5，务农 = 6 

在单位中的职务 高层管理者 = 1，中层管理者 = 2，基层管理者 = 3，普通员工 = 4，农民 = 5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5 万元以下 = 1，5 万~10 万元 = 2，11 万~20 万元 = 3，21 万元以上 = 4 

生育现状 未生育 = 1，一男 = 2，一女 = 3，两男 = 4，两女 = 5，一男一女 = 6，三男 = 
7，三女 = 8，一男两女 = 9，两男一女 = 10，三个孩子以上 = 11 

生育和工作产生矛盾时的选择 选择事业 = 1，选择家庭 = 2，尽可能兼顾 = 3 

三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 1，比较了解 = 2，不太了解 = 3，没听说过 = 4 

生育意愿 愿意生育 = 1，不确定 = 2，坚决不生育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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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性分析 
基于 R 软件对 11 个变量做相关性分析，由图 8 可知，性别、年龄、地区等十个变量和生育意愿(fertility 

desire)的相关性均低于 0.3。 
 

 
Figure 8. Fertility intention heat map 
图 8. 生育意愿热力图 

 
(三) 特征选择 
在问卷中选择了十个变量特征，但特征过多反而会造成聚类结果的冗杂，因此利用随机森林算法进

行特征选择，通过 Python 计算结果如图 9。由图可知，生育现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最大，同时，为保证

聚类结果的准确，选择剔除重要性较小的变量：地区、性别、学历和年龄。 
 

 
Figure 9. Feature importance ranking 
图 9. 特征重要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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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K-means 聚类 
聚类分析是用来分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根据样本的一些特征指标，在无先验知识的情况下，把

比较相似的样本按一定的方式归为同类，类与类之间的差异较大，每小类内部的差异较小。两种常用的

归类方式是层次聚类法和 K-means 聚类法。根据本问卷的数据集情况，选择使用 K-means 聚类法进行分

类。 
K-means 聚类法要首先确定类别数 K，选取 K 个“种子”，根据每个样本距离“种子”的远近确定

归到哪一类，归类后原来的“种子”被新类的“中心”代替，依次进行，直到每个样本不再进行变动，

停止归类。 
接下来通过 R 编程来确定 K，由图 10 和图 11 知，选择聚类个数为 3。 

 

 
Figure 10. Error sum of squares figure 
图 10. 误差平方和图 

 

 
Figure 11. Contour coefficient diagram 
图 11. 轮廓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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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R 语言得到图 12、图 13 的聚类结果，共分为三个群体，群体一包括 127 人，占比 22%，群体

二包括 253 人，占比 45%，群体三包括 186 人，占比 33%。将数据进行可视化降维，得到图 14。 
 

 
Figure 12. Clustering results 
图 12. 聚类结果 

 

 
Figure 13. Group ratio 
图 13. 群体比例 

 

 
Figure 14.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visualization results 
图 14. 降维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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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三个类别的生育意愿分数划分为三个群体，得出以下结论： 
群体一为不愿意生育人群：企业职员，中层基层管理者，年人均收入在 5~20 万元之间，目前已育有

两个孩子，当事业和家庭冲突时倾向于同时兼顾，对三胎政策比较了解。 
群体二为不确定人群：企业职员，事业单位，有部分在校学生，中层管理者，年人均收入在 11 万元

以上，目前已育有一个孩子，当事业和家庭冲突时会优先选择事业，对三胎政策不太了解 
群体三为愿意生育人群：个体经营，自由职业，普通员工，年人均收入在 11~20 万元之间，目前未

生育或育有一个男孩，当事业和家庭冲突时会优先选择家庭，对三胎政策比较了解。 

3.5. 建立(自变量含定性变量的)回归模型 

(一) 设置指标变量 
为了寻找产生生育焦虑的最主要因素，我们查阅相关文献，发放问卷进行预调查，最终确定了 13 个

和生育焦虑相关的定性变量作为自变量，涵盖了产生生育焦虑的主观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涉及

到备孕、生产、育儿等时期方方面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家庭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这一定量变量，以增加模型的解释度。 
对于因变量，为了衡量生育焦虑的大小，我们人为地引入“生育意愿”这一指标，当一个人的生育

焦虑很大时，他更倾向于不生育孩子，即生育意愿很小；反之，当一个人生育焦虑很小时，它更倾向于

生育孩子，即生育意愿很大。对于生育焦虑的测量，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我们设计了 3 个题项，分别

是“您愿意生育孩子”，“您愿意建议您的亲朋好友生育孩子”，“您愿意支持您的家人生育孩子”。

被调查者针对上述 3 种陈述进行 1~5 分制的打分，其中 1 分表示完全不同意(该观点)，5 分表示完全同意

(该观点)。3 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作为生育意愿高低的最终指标[12] (克隆巴赫系数 = 0.79，均值 = 3.34，
标准差 = 0.86)。 

(二) 构建理论模型 
设 13 个定性变量依次为 x1，x2，……，x13，设 x14 表示定量变量“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设 y

表示因变量“生育意愿”，建立自变量含定性变量的回归模型为： 

0 1 1 2 2 14 14y x x xβ β β β= + + + +  

(三) 选择自变量，估计模型参数 
剔除无效样本之后，我们得到了 566 条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发现有回归模型中有

多个自变量是不显著的。为了简化回归模型，避免多重共线性，同时找到产生生育焦虑的主要因素，我

们通过逐步回归选择自变量，并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最终选择了 7 个自变量，其中一个为定量变量“家

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余六个定性变量，回归方程高度显著。模型结果见表 5、表 6。 
最终，我们的估计出的回归模型为： 

1 4 5 7 8 12 143.573 0.260 0.198 0.174 0.403 0.174 0.642 0.012y x x x x x x x= − + − + − − +  

 
Table 5. Analysis of variance table 
表 5. 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回归 112.044 7 16.006 18.790 0.000 

残差 475.328 558 0.852   

总计 587.373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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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oefficient table 
表 6. 系数表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显著性 

常数项 3.573 0.109 32.676 0.000 

VAR00012 −0.642 0.098 −6.555 0.000 

VAR00007 0.403 0.104 3.880 0.000 

VAR00001 −0.260 0.083 −3.123 0.002 

VAR00005 −0.174 0.083 −2.099 0.036 

VAR00014 0.012 0.005 2.255 0.025 

VAR00004 0.198 0.090 2.198 0.028 

VAR00008 −0.174 0.084 −2.070 0.039 
 

我们将全回归模型中六个显著的定性变量定义为产生生育焦虑的主要因素，将各变量按系数的绝对

值从大到小排列，得到产生生育焦虑的最主要因素为 x12，即“失去时间和精力享受自己的生活”，因此

育儿过程中的精力方面是生育焦虑的主要来源。此外，x7“长辈意愿”、x1“怀孕过程艰辛”、x4“孩子

对夫妻感情造成影响”、x5“育儿成本高，经济负担重”均是产生生育焦虑的主要因素。 

3.6. 基于 APH——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生育支持满意度评价 

(一)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 确定指标 
为了获取评价指标，利用 SPSS 对量表中的 22 个题项进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根据各题项的最大载

荷值确定所属因子。因子载荷反映原变量与某个公因子的相关程度，因此每个题项都在与其有较大相关

性的一个公因子上有较大的载荷值，而在其他公因子上仅有较小的载荷值。 
鉴于以上原理，共提取出四个公因子，四个因子累计总方差解释达 68.108%，公因子对指标的解释

效果较好。根据各因素在各因子上的载荷，确定因子包含因素，依据各因子包含因素的特点，将四个因

子分别命名为工作支持、公共服务支持、政府支持、家庭支持。 
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获得民众生育支持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7。 

 
Table 7.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ublic fertility support 
表 7. 民众生育支持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工作支持 生育津贴，产假时长，陪产假时长，弹性工作制，哺乳期支持，薪酬待遇和提升机会，住房补助 

公共服务支持 公立幼儿园服务质量，家政服务质量，养老保险，0~3 岁托幼服务质量，现有法律保障职场女性

不受歧视，税收优惠 

政府支持 医保覆盖面，义务教育资源水平，生育保险，医疗卫生状况，针对多孩生育的奖扶政策 

家庭支持 父母帮忙照料能力，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状况，自身身体状况，配偶身体状况 

 
(二) APH——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1) 模型原理介绍 
该部分对民众对生育支持满意度进行评价，首先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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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相对重要性权重。通常在进行满意度评价时，由于因素的综合影响，综合评估的难度性较大，并且

层次分析法的主观性较大，为避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降低，我们引入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来有效消除主观

因素的影响，该综合评价方法是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13]，确保相对

客观性和准确性。 
2) 利用 APH 确定一级、二级指标权重值 
a) 构造判断矩阵 
鉴于层次分析法的主观性，我们通过设计社会支持重要性量表来确定各一级及二级指标的重要性，

采用五级尺度来衡量，从高到低依次为“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根据每个因素各评价所选人数来确定相对重要性。最终通过问卷结果得到如下的目标层及准则层

判断矩阵见图 15。 
 

 
Figure 15. Target layer and criterion layer judgment matrix 
图 15. 目标层及准则层判断矩阵 

 
b) 进行一致性检查 
为防止判断矩阵中存在超出正常范围、相互矛盾或者逻辑上不合理的数据。故对上述各判断矩阵分

别进行一致性检查，依据随机一致性表格确定 RI 值，再分别计算 CI 与 CR 值，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

性检查。 
c) 获得各一级及二级指标的综合权重 
所得各一级及二级指标的综合权重见图 16。 
3)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公民生育社会支持满意度评分 
评价因素集合为 S = {工作支持、公共服务支持、政府支持、家庭支持}，其中每个指标又包含各自

的二级指标。评价集为 V =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根据以上计算得目标层权

重向量为 ( )0.42,0.05,0.11,0.42W = ，准则层权重向量为 ( )1 0.08,0.25,0.14,0.02,0.11,0.35,0.05w = 、 

( )2 0.14,0.03,0.07,0.22,0.47,0.07w = 、 ( )3 0.11,0.31,0.13,0.07,0.38w = 、 ( )4 0.15,0.07,0.39,0.39w = 。进一

步，为获得单因素评价矩阵，我们设置了社会支持满意度评价量表进行抽样调查，采用五级尺度来衡量，

从高到低依次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根据各因素各评价所选人数比例确定每个指标的模糊隶属度矩阵。通过计算，获得准则层综合得分

并用 ( )1 2 3 4, , ,S S S S S= 来表示综合评价结果，得分结果 ( )1 0.2596,0.3903,0.2298,0.0775,0.042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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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2310,0.3871,0.2483,0.0910,0.0276S = 、 ( )3 0.2662,0.3912,0.2393,0.0757,0.0276S = 、 

( )4 0.2482,0.4055,0.2419,0.0778,0.0266S = 。根据以上结果计算出目标层评价矩阵为 

( )0.254108,0.396623,0.236852,0.078103,0.033564R W S= ∗ =  

为得到市民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得分及各对指标的满意度得分，设评价集用分数 N = {非常满意，满

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 {90, 70, 50, 30, 10}表示，并分别得到如下结果： 
对生育社会支持满意度得分 65.155R N= ∗ = 。 
对各一级指标的满意度得分 ( )64.928,63.308,65.854,65.418S N= ∗ = 。 

 

 
Figure 16. Index comprehensive weight results summary 
图 16. 指标综合权重结果汇总 

 
(三) 提升民众社会支持满意度建议 
评价结果越大，表明民众对生育社会支持满意度越高。基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得出，民众对于现有

生育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超过了一般等级但未达到满意，说明整体社会支持仍需加强。根据最大隶属度原

则，权重值越大，该因素对上级指标的影响程度越大。通过比较各一级指标的满意度得分，发现公共服

务支持的得分最低，其中权重最大的是“现有法律保障职场女性不受歧视”，其次是“0~3 岁托幼服务

质量”，说明在这两个方面需要为公众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职场女性受歧视问题一直是女性生育过程

中极大的障碍，这会直接影响女性是选择生育还是事业，而托幼服务质量则关系着婴儿的生长、发育及

生育家庭的养育难度。 
(四) 检验建议有效性 
在此假设建议是有效的，则民众对“现有法律保障职场女性不受歧视”和“0~3 岁托幼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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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因素的满意度会提高，为了验证其有效性，我们对问卷收集到的满意度量表数据进行修改，修改内容

如下：将以上两因素模糊隶属度矩阵均修改为(0.4, 0.3, 0.3, 0,0)，即将满意度提高，基于此，我们再进行

模糊综合评价，所得总体满意度得分增加为 65.472，公共服务支持满意度得分增加为 69.662，说明了建

议的有效性。 

4. 结论与建议 

首先，通过聚类分析结果划分了三类生育人群，归纳了每个类别的人群特征，可以发现已育有两个

孩子的家庭大部分不愿意再生育，他们工作稳定，且对三胎政策比较了解，说明相关鼓励政策并未吸引

到他们，可以通过社区摸排和居委会访谈来提高生育意愿。在不确定人群中，大部分对三胎政策了解度

低，且更倾向于发展事业，害怕家庭和事业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矛盾，因此建议加大三胎政策的宣传力

度，并制定相关政策来保障女性在工作中的生育权，保证一定的休息时间来陪伴和教育孩子。另外发现

部分学生对待生育持消极态度，希望学校可以开设生育小课堂，普及生育过程和知识，消除学生对于生

育的恐惧心理，将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其次，使用含定性变量的回归模型找到了主要的生育焦虑原因：失去时间和精力享受自己的生活、

长辈意愿、怀孕过程艰辛、孩子对夫妻感情造成影响和育儿成本高等。由此可知生育焦虑的最主要来源

是对于育儿时期投入精力的担忧，故缓解生育焦虑的重要措施是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完善家庭、

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服务网络，以多元服务满足城乡家庭的不同需求。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社会

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大社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有条件的社区应兴办福利性的婴幼儿

托育服务。小学、幼儿园要逐步推行“课后服务”方便上班族家长按时接送子女。相关部门要加强育婴

师、婴幼儿看护人员的职业培训，增加人力供给等。 
对于长辈意愿这一因素，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为保持人力资

源供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育三胎势在必行。为降低三孩的养育成本，政府要合理配置教育资

源和医疗资源，将三孩的医疗保健、教育费用等纳入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项目；降低第三孩子女的幼儿

园及九年义务入学门槛，实行第三孩子女升学分数奖励制度；出台三孩家庭的低利率房贷政策。此外，

针对怀孕过程艰辛和孩子造成的夫妻感情问题，政府可以制定妇女生育期间工作岗位稳定制度，适当延

长产假和护理假；加大对于男性的教育，开设男性对于怀孕过程的体验活动，让丈夫对妻子多一分理解

与爱护，创造温暖幸福的小家。 
最后，通过基于 APH 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民众对于现有生育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超过了一般等

级但未达到满意，满意度得分较低的指标是公共服务支持，其中权重较大的是“现有法律保障职场女性

不受歧视”和“0~3 岁托幼服务质量”。针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制定更强有力的法律规定来保障

女性在职场中被公平对待，如规定在应聘时，不得询问女性关于未来的生育计划；提高托幼教师的能力，

改善托幼基础设施，如对托幼教师进行专门培训，引入新科技时刻观察婴幼儿状况等。进一步增加以上

两因素的满意度得分以检验建议的有效性，得出总体满意度得分有提高，但提高幅度较小，说明仅进行

两方面的改进是远远不足的，在其他各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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