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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气〔省户主率与文化程度的弓令系

口 周 皓

(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所
,

北京
,

10 0 8 7 2 )

家庭人 口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以
“

婚姻
、

血缘
、

居住
”

为基本特征的
“

家庭住户
” ,

运用人 口统计学及社会学的行为分析与心理分析等理论和方法研究由婚姻
、

生育
、

死亡和

社会流动五个要素组成的人口过程及其与家庭规模
、

结构和过程间的相互关系
。

目前国内

已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影响
。

郭志刚教授曾应用人均收人与

文盲率来研究其对总户主率的影响
。

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对户主率的影响是存在的
,

而且其

作用 比经济指标人均收人的作用更大
。

同时这一发现
“

对于经济大区或省
、

市
、

自治区户

主率模式的分类比较研究
,

毫无疑义是十分有意义的
。 ”

(郭志刚
,

1994 ) 但 目前国内在这

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

本文拟从浙江省这个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区人手
,

运用标准化方法分析

教育水平 (文化程度 ) 与户主率之间的关系
。

一
、

数据及方法
.

在研究户主率时
,

一般我们都把它分解成下面的形式
:

旦 二旦
,

卫
,

丛
*
立

P
一

M A M A P

其中
,

H 二 户数
,

P 二 总人口数
,

数
,

A = 成年人 口数

也就是说
,

户主率可以用 l)

( 1)

M 二
当前已婚有配偶的男性人口数

,

A M 二成年男性人 口

有配偶者成为户主的盛行程度 (即立户水平 ) ; 2 ) 结婚

盛行程度 (即已婚有配偶的男性人口占成年男性人 口的比重 ) ; 3) 成年人口的性别构成 ;

4 ) 总人 口的年龄构成这四个因素的乘积来表示
。

(曾毅
,

郭志刚等
,

1 994 )

在考察分性别户主率的因素分解时
,

由于 刀MP (灯PF )
,

即为成年人 口与男性 (或

女性 ) 总人口的比例所表示的意义不够明确
,

因此对男性人口
,

( 1) 式可人写成
:

迎
= 旦

*

卫
,

丛
PM M A M P M

对女性人 口而言
,

由于女性人 口的粗户主率与其有无配偶 (即婚姻状况 )

( 2 )

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
。

在已婚女性人 口 中
,

还包括了部分丧偶人 口或离婚人口
,

这部分人 口在原先并非户主

的情况下
,

由于离婚或有可能成为户主而使户主人数扩大
,

因此对女性人 口 ( l) 式又可

表示成
:

世
二

卫
*

塑
*

竺
*

夕
PF

一

M I M A F PF

其中
: HM 为男性户主人数

,

HF 为女性户主人数
,

A M 为成年男性人 口

( 3 )

灯为成年女性

·
本丈有关浙江省的数据都取 自 《浙江省 l夕粼〕年人口普查资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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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

MP 为男性总人 口
,

PF 为女性总人口
,

M l 表示女性有配偶人 口
。

分性别年龄别及不同文化程度别的户主率定义如下
:

H ( i
,

、
.

k ) 二

粤落弃小李拿
r L i ,

J
, k )

( 4 )

其中
: i 表示性别

,

j表示年龄
,

k表示文化程度
。

对 ( 4 ) 式的分解与 ( 2) 式或 ( 3) 式相同
。

二
、

浙江省总人口户主率的描述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省总人 口户主率随年龄而变化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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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年龄别户主率

首先
,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户主率明显低于男性
。

这应该同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男女性之间

不同的社会环境
、

社交能力有密切的联系
。

其次
,

不论男性
,

女性
,

其户主率在 55 岁以前

都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步递增 ; 其后男性户主率则呈下降趋势
,

而女性户主率则仍一直缓慢地

递增
。

这两个现象与 拍 87 年
、

l卿 年全国性别年龄别户主率的变动基本相同
。

(郭志刚
,

1995 ) 再次
,

25 岁以前的男性年龄别户主率都低于总人 口的户主率 ; 在 22 与 23 岁之间存在

着一个跳跃性的升高 ; 到 28 岁以后则都高于总人 口的户主率
。

这段年龄正是男性人 口结婚

的峰值年龄
。

而女性人 口 的这个划分点在 35 岁
,

在婚龄段中女性户主率的变化并不太大
。

这也就是说
,

婚姻盛行程度对男性人口与女性人 口户主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

图 2 一 4 分别表示分性别年龄别及文化程度别的户主率变动情况
。

( l) 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人 口的户主率是有差异的
。

文盲人 口的户主率随年龄而上升的

幅度与速度最小
,

其峰值仅为 0
.

43
,

且在老年部分并没有象其它文化程度人 口的户主率

那样出现下降趋势
。

而其它文化程度的人 口仅在 30 岁 以后 出现不 同程度的波动
,

但变化

模式基本相同
。

(2) 从分性别及不同文化程度的户主率来看
,

男性户主率以文盲男性的户主率为最

高
,

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而逐步降低
,

以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男性户主率为最低
.

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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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年铃别男性户主卑
0

.

科 17 ; 其中小学与初中之间
,

有一个跳跃性的降低过程
。

对女性人 口而言
,

较高的文盲

女性户主率逐步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而递减
,

到初中时达到最低点
,

然后又逐步随文化程

度的提高而提高
。

以具有本科学历的女性户主率为最高
,

为 0
.

195
,

也就是说在 5 个具有

大学本科学历的女性中就有一人成为户主
。

(如图 5) 正如战捷指出
“

初中文化程度是妇女

的生育
、

节育质变的
`

拐点 ” , 。

同样
,

我们也可以认为初中文化程度是家庭夫妇双方成为户

主的
“

拐点
” 。

男性人口的户主率从这个拐点开始下降
,

而女性人口的户主率则开始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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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文化程度人口户主率

三
、

因素分析
-

在作因素分解之前
,

有两点需要说明
:

l) 在研究中一般都选取平均人 口或以最大率

的人 口为标准人 口
。

但此处由于多个因素及多种不同人 口并存
,

使不同因素的最大率的取

得并不一定是同` 人口
,

因此本文以浙红省总人 口为标准人 口
。

2 ) 由于在分文化程度的

户主率因素分解中
,

最后一项灯P 二 1
,

即
:

某文化程度的成年人 口占柑应文化程度的总

人 口的比重为 1 (按文化程度划分的人口都是在 15 岁以上 )
。

同理 川感于M (或 川刀 PF )
二

1
。

所以
,

各文化程度的人口年龄构成对户主率的影响的绝对值是相同的
。

1
,

总人口因素分析

首先我们比较同一因素在不同文化程度人 口中的作用程度
。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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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结婚人 口成为户主

的盛行程度
,

即立户水平的影

响随文化程度的上升而下降
,

以 文 盲 人 口 的 作 用 最 大

(24
.

43 % ) ; 以具有大专学历

人 口 的作 用最 小 ( 4
.

38 % )
。

而递减的速度随文化程度的提

高而变得越来越小
。

(2) 婚姻盛行程度对户主

率的影响都是负值
,

且随文化

表 1 总人 口户主率差异的 因素分解

文化程度

5656565656
且甘内6ó挂000甘

户主率

差异

6
.

3 3

15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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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盛

行程度

一 3
.

67
一

6
.

16

性别结构 年龄结构 交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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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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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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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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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提高
,

负效应也逐步增强
,

且仍以初中文化程度为转折点
。

(3) 成年人 口的性别构成对处于文化程度两端的人口的户主率的作用分别为负的最大

(
一 1 1

.

88 % ) 与正的最大 ( 13
.

16 % )
。

在文盲与小学之间有着一条跳跃性的增加
,

达 14 %

之多 ; 小学与初中之间的增加只有 2
.

3% ; 中间三者较为接近
,

但与大专
、

本科却相差

6
.

2 %
o

其次
,

各因素在不同文化程度人 口的户主率差异中所起的作用
。

对于文盲人 口与小学

人口
,

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已婚人 口成为户主的立户水平
,

其作用程度超过其他因素
。

这就

强有力地表明了传统的父系家庭体制在低文化水平人 口的家庭观念中的地位
。

当然也不能

忽视人 口结构 (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 ) 的作用
。

而一旦户主的文化程度提高到初中以后
,

立户水平的作用也就迅速降低了
。

婚姻因素则成为初中
、

高中及中专人 口的主要影响因

素
,

同时人口结构也占有主要地位
,

其中年龄结构的影响稍大于性别结构
。

对于高等学历

的人 口
,

引起户主率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婚姻因素与性别结构
。

这与高等文化程度的人 口较

高的性别比有关
。

再从立户水平与人口结构的比例来看
,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这

一 比例较高
,

都大于 1
.

5 ; 这说明人 口结构对户主率差异的影响大于立户水平
,

也说明初

中文化程度是户主率模式中的一个
“

拐点
” 。

2
.

分性别的户主率因素分析

我们运用 ( 2 ) 式对男性人 口的户主率进行分解
,

仅包括四项 因素 (如表 2)
。

由此可

见
:

( l) 男性人 口 的立户水平的差异从文盲人 口的正 2
.

22 % 减到大学本科人 口 的 -

7
.

89 %
,

以中专人 口的立户水平差异最

大
,

达 一 9
,

74 % ; 婚姻因素作用也从低

文化程度的较高水平逐步下降
,

中专人

口达 一 O
,

46 %
,

然后其余人 口的作用都

呈负值
,

且作用的绝对值较大
。

从相对

值来说
,

立户
J

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

而婚姻因素与年龄结构则在初中处发生

曲折
。

( 2 ) 根据表中数据
,

我们可以按文

化程度将男性人 口划分为两类
: 一类是

表 2 男性人口 户主率差异的因素分解

文化程度
户主率

差异
立户倾向 性别结构 交叉项

58585858585858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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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今O声内己7一一óù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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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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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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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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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2
.

26

2
.

22

婚姻盛

行程度

1 1
.

7 0 5
.

08

2
.

84

一 3
.

08

一 2
.

96

一 3
.

17

一 2
.

74

一 3
。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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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文化程度及以
` 一

F的人 口
,

引起其户主率差异的主要作用因素是婚姻与年龄结构 ; 另一

类是 中专及高等学历的人 口而言
,

婚姻倾向不甚明显
,

而追求自由的欲望 即单独独立的倾

向则占主要地位
。

值得注意的是大专人 口
。

虽然引起户主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立户倾向与年

龄结构
,

但由于其户主率差异与大学人 口的户主率差异相反
,

从而使作用的效应也相反
。

对女性人 口
,

我们运用式 ( 3 ) 进行分解 (如表 3 )
,

可得 :

( l) 立户水平和婚姻盛行

程度的作用方向与户主率差异 表 3 女性人 口户主率差丹的因素分解

的变动趋势相同
,

即以文盲人

口最高
,

降到初中人 口 的最低

点
,

随后再升高
。

有配偶人口

占已婚人 口 的比例除文盲人口

外
,

则基本上在 1% 附 近 波

动
。

但从相对值来看
,

小学女

性人 口的各因素作用有很高的

比例
。

这一方面与它的户主率

文化程度
户主率

差异
立户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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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ùO
沙了U

-月

斗n已门了
J勺ū尹内J,冲

O口几|
,它0 1

人曰伟̀
,八UOC
ù
。

卜
八U
,

:
nónUO

工办ō沙ù31、J门31̀Jù、J4
有片44444,.2,山件̀2,̀,翻

八曰ù八j一、
.ù1二,了

ō勺内、ùZQ
ù

47
.

QùOU11..

…
目

;
妇,二、二11

,二óU....-气̀只U八,八曰n切
,.̀,ù

. -,矛ó,n甘八UQō分U一
,
né0
,11
人

nù八U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甘
,

中专

大专

木承番

6
.

8 5

0
.

仍
~ 0

.

89

1
`

67

10 80

10
.

15

11
.

25

2
.

98

一 2
.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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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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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

7
.

93

7
.

8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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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较小
,

即女性人 口与女性总人 口在户主率上的差异不大有关
,

另一方面与因素与总人

口各因素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关
。

在其它人 口中
,

各因素的变动情况与绝对值的变动

情况相同
。

( 2 ) 根据各人口引起户主差异的主要原因
,

仍可将女性人 口划为两类
:
一类是较低文

化程度的人口 (文盲
、

小学 ) 与较高文化程度 (中专
、

大专及本科 ) 的人口
,

她们的主要

影响因素是立户水平与年龄构成 ; 而对中等文化程度人口来说则主要是婚姻因素与年龄构

成
。

这可能是由于低文化女性的下意识的希望冲破传统的父权制势力与高文化女性的主动

追求打破这一传统思想的作用
:

四
、

总 结

综上所述
,

浙江省不同文化程度人 口的户主率及其主要因素的特征如下
:

1
.

不同性别
、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 口
,

其户主率存在着明
、

显的差异
。

2
.

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
,

除人 口结构是一个主要方面外
,

对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

的人 口是不同的
。

3
.

虽然立户倾向是不同性别人 口引起户 主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

但其作用 的方 向与趋

势是不同的
。

4
.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高
,

女性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将进一步得到提高
,

使得年龄结构
、

性别结构等人 口结构将产生改变
,

而女性人 口的立户倾向与将越来越明

显
,

从而使总人口及女性人口的户主率模式随之而改变
。

这为我们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

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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