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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贫困地区农民生育意愿的

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
四个贫困县个案研究

陆杰华 达德利 L
·

鲍斯顿 史蒂芬 H
,

默道科

自 70 年代初实现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

中国人 口控制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

这突出

地反映在中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上
。

例如
,

1 9 6 9年
,、

全国人口 出生率为 34
.

11 编
,

而 1 9 9 2 年

人 口出生率下降到 18
.

24 编
,

23 年间岛生率下降了近 16 个千分点
;

同样
,

1 9 70 年
,

全国妇女总

和生育率为 .5 8
,

而 1 9时 年
,

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

2
.

3 ,

21 年间下降了 3
.

5
。

迄今为止
,

国内外学者已就近二十年来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社会
、

经济
、

文化
、

人口等因素作

了深人的分析与探讨
。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
,

从宏观上葺帼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除归结于

切实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手段以外
,

还在于文化教育的普及
、

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

工业社会

化的实现
、

城市化水平的上升及人均收入的稳定增加等因素
。

毋庸置疑
,

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

变化对中国生育率进一步的下降将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

_ ’

不过
,

许多学者对中国贫困地区生育率变化趋势
,

特别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社会经济因素

等方面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

因此
,

本文研究关注焦点在于两方面
:

一方面
,

中国生育率变化的社

会经济模式是否也适合于广大贫困地区
;
另一方面

,

贫困地区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制约

其生育意愿的
。

本文试图利用辽宁省凤城满族自
`

治县
、

湖北省株归县
、

贵州省罗甸县和甘肃省

定西县的 1 9 90 年贫困县家庭情况抽样调查资料
,

应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客观地描述制约

贫困地 区生育意愿的社会
、

经济
、

人口等相关因素
。

一有关理论的回顾
:

我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

自 ” “ 年代以来
,

人 口学者琳关往生育率下降的因素研究
,

并就此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模式
·

在
毕

模式中
,

伊斯特林的生育率决定模式不仅理论严谨
,

而且在现代生育率理论中占有重要

地位
。

他在其理论模式中提出了自然生育率
、

期望生育率和适度生育率三个概念
。

伊斯特林强

调
,

一个地区或国家恶化的健康状况
、

营养不良
、

高死亡率
、

性爱戒律将导致期望生育率超过 自

然生育率
,

因此
,

这一时期的实际生育率取决于人 口健康状况和传统生育习俗
;
然而

一

随着社会

的发展
,

自然生育率上升
,

期望生育率下降
,

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人 口转变以前
。

同时
,

伊斯特

林补充道
,

社会经济群体的不同特征也会引起生育率的差异
。

为了印证伊斯特林的理论模式是否与现实生育率变化因素粗吻合
,
许多学者就此做了大

量的实证研究
。

一些学者认为
,

居住地类型
、

教育水平
、

职业角色
、

宗教信仰和结婚期跟等社会

经济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而另外一些学者在将社会经济因素

与人口因素联系起来考察生育率变化时却发现
,

诸如避孕措施使用与知识
、

初婚年龄
、

儿童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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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富裕程度同其收入水平紧密相关
,

我们视其具有收入水平的特征
。

我们认为
,

按照家庭规模

的成本— 效用理论
,

来自较为富裕家庭的人们一般期望生育较少的子女数 `

教育年限总是被看作制约生育意愿的首位原因之一
。

许多研究成果证明
,

随着现代化进程

的推进
,

教育对生育率的作用将会逐步加强
。

因此
,

我们可以认为
,

一个人教育年限多少是与其

生育意愿成反比例的
。 `

人们的在业状况同样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为了便于分析
,

我们特把在业状

况分为两大类
:
在业者和非在业者

。

我们的假设是
,

从事任何经济活动者一般比非经济活动者

有较低的生育意愿
。

· ,

在生育理论中
,

避孕与节育方法是直接影响生育率变化的首要原因
。

我们在下面的分析 中

使用了对避孕与节育措施方法的了解程度指标作为自变量
。

我们认为
,

对避孕与节育措施方法

的了解的越多
,

他们对核心家庭的接受程度就越高
、

L

如果考虑到不同时期人 口控制 目标
,

一个人年龄大小又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人 口因

素之~
,

由于置身更多的现代生活氛围中
,

年龄较小的人
,

其生育意愿一般低于年老者叭同样
,

初婚年龄是决定生育率大小的重要因
`

素之一
,

初婚年龄大小与其生育意愿成反比例是人们普

遍接受的事实

二
.

丫
,

.

`
. _

此外
,

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民族成份和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也在某种程度上作用着其生育

意愿
,

尽管各自作用的方向还未达到理论上的共识
,

我们仍假设
,

少数民族人 口或者常年从事

农业劳动者一般期望较多的子女数
。

三
、

数据来派

1 9 9。 年
,

中国在 22 个省
、

自治区的 23 个贫困县里进行 了一次大规模家庭情况抽样调查
,

目的是了解目前贫困地 区经济
、

社会
、

人口等方面现状
。

为了便于分析
,

我们的研究仅选取了辽

宁省凤城满族 自治县
、

湖北省株归县
、

贵州省罗甸县和甘肃省定西县作为我们个案研究的对

象
。

我们之所以选取上述四个贫困县
,

其原因在于
:

一是这四个贫困县均地处于山区
,

从地理位

置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

因此他们大都享受着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
; 立是上述四个贫困县从某种

程度上反映着当今中国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
,

凤城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快
,

株归县居中
,

罗甸县和定西县则相对较缓慢
。

既然选取的个案研究对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

存在着一定差异
,

我们有理由推测
,

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意愿的作用程度会因县而异
; 三是从

各个贫困县人口控制效果上看
,

它们反映欠发达地区的两种计划生育管理模式
,

凤城县
、

株归

县代表着贫困地区人 口控制工作做得较好的地区
,

而罗甸县
、

定西县的人 口增长率仍是居高不

下
,

反映着大部分贫困地 区人 口控制仍处于失控或半失控境遇之中
。

就我们研究的样本数量上看
,

四个选取的贫困县略有差异
,

已婚被调查对象数鼻大约在
2 01 8 和 2 2 3 2 之间

。

而从数据质量上看
,

虽然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低估其被调

查者的实际生育意愿
,

但这次调查仍然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抽样调查
,

其根本原因在于调查数据

是基本可信的
。

四汾析方法与结果
、

·
1

.

我们利用多元回归数学模型在数量上确定制约贫困地区农民生育意愿的社会
、

经济和人

口因素
。

在分析过程中
,

我们将农民生育意愿看作因变量
,

而其他社会
、

经济和人口因素视为自

变量
,

以此来表示各个自变量对其农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
。

一

二我们的自变量包括家庭富裕程度
、

教育年限
、

在业状况
、

对避孕节育措施方法的了解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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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大小
、

初婚年龄及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等
,

其中我们将民族成份和教育年限定义为社会因

素
;
家庭富裕程度

、

在业状况和年从事农业劳动时何定义为经济因素 ; 而年龄大小
、

初婚年龄和

对避孕节育措施方法的了解程度定义为人口因素
。

.

’

为了便千反映一些 自变量对其生育意愿的淮确作用程度
,

我们又特设一些虚拟变量
。

例

如
,

我们将全部在业人 口者编码为 1
,

而所有未在业人 口为零
;
在我们的多元回归分析摸型中

,

民族成份和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变量也同属虚拟变量
。

事实上 ;如果考虑到不同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对农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

不同年龄

对因变量的作用程度是不尽相同的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我们将年龄大小分为三个年龄组
。

第

一年龄组为 15 一舞 岁
,

这些
一

人在其生育高峰期主要受其现行生育政策的影响
;
第立年龄组为

36 一” 岁
,

这些人在其生育高峰期主要受 70 年代初计封生育政策的作用 ,第三年龄组为 50

岁及以上
,

他们在其生育高峰期并未受到任何生育政策的影响
。

-

分析结果表明 (见表 1 )
,

在社会因素
,

农民所受的教育年限在全部贫困县中同其期望生育

的子女数呈负柑关
,
再一次证明教育水平对农民生育意愿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而农民的民族

成份对其生育意愿也存在着一定作用
,

但其作用的方向则木尽柑同
。

表 1 贫困地区农 民社会
、

经济
、

人 口 特征对其生育意愿作用的回 归众数

变 量 凤城县 郡归县 罗甸县 定西县

民族成份
0

.

0 2 1 关

( 0
.

0 6 6 )

0
.

0 0 3

( 0
.

0 6 6 )

一 0
.

0 5 5
餐 井

(一 0
、

1 6 9 )

教育年限
一 0

.

0 3 3 关 苦

(一 0
.

0 1 2 )

一 0
.

0 2 9 姿

(一 0
.

0 1 1 )

一 0
.

0 2 7 关 苦

(一 0
.

0 1 3 )

一 0
,

0 2 4 爷

(一 0
.

0 12 )

家庭富裕程度
一 0

.

0 22
芬

吸一 0
.

3 8 4 )

0
.

0 2 4 关 黄

( 0
.

0心0 )

一 0
.

0 23 婆 褥

(一 0
.

0 5 9 )

0
.

0 1 ]

( 0
.

0 1 5 )

在业状况 一 0
.

0 2 7 餐

(一 0
.

0 2 0 )

0 、 0 2 9 餐

( 0
.

0 9 9 )

J
.

兜 8 势

( 0
.

1 2 3 )

一 0
.

34
赞 等

(一 0
.

1 6 1)

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
0 00 5

( 0
.

0 5 9 )

0
.

0 13

( 0
.

0 3 3 )

一 0
.

0 1 9

(一 0
.

07 2 )

一 0
.

0 1 3

( 一 Q
, 0 4 4 )

15 一 3 5 年龄组
一众 02 5

(一 0
.

0 3 5 )

一 O
,

0 3 5

( 一 0
.

0 6 6 )

一仪 D 74 釜

(一 0
.

1 7 1 )

一 0
.

1 1 9 资

( 一 0
.

2 11 )

3 6一 49 年龄组
0

.

0 2 5 苦

( 0
,

0 9 4 )

0
,

0 0 3

( 0
.

0 4 6 )

.0 0 02

( Q
.

08 6 )

一 0
.

0 0 5

(一 0
.

] 6 6 )

5 0 岁以上年龄组
0

.

1 2 0 等 关

( p
.

0 9 4 )

0
.

0 9 4 苦 资 关

( 0
.

3 0 3 )

0
.

0 62
苦 关 苦

( 0
.

28 6 )

0
.

I O G 斧 冬

( 0
.

5 5 1 )

初婚年龄
一 0

.

0 4 1 关 斧

( 一 0
.

0 1 2 )

一 0 0 3 1
关

(
「

一 0
.

00 9 )

一 0
.

0 4 9 关

( 一 0
.

0 1 8众
一 0

.

0 6 3 关

(一 0
.

瞬3)

栽育措施方法
程度

0 ; 0 5味
, `

( 0
.

02 8 )

一 0
,

0 1 6

(一 0
.

0 0 9 )

二 0
.

0 0 8

(一 0
.

0 0 7 )

孕解避了对的

R 2

样本童

0
.

7 3 7

2 0 1 8

0
.

6 7 7

2 1 7 5

0
.

0 3 8 讲 釜 苦

( 0
.

0 2 4 )

0
.

78已

2 2 32

0
.

6 8 8

2 15 6

注
:

( 1 )
二 , ,

显著水平在 1% ; * ,

显著水平在 5% ; ,

显著水平在 10 % ;

(2 )括号内为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

在经济因素中秘农民家庭富裕程度同其期望生育的子女数有一定相关性
,

且作用方向除湖

北省株归县以外
,

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设相吻合 ,农民的在业状况同其生育意愿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
,

但其作用方向并不尽相同
,

例如株归县和罗甸县的在业人口同样期望生育较多的子女

数
;
农民每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变量与其生育意愿虽有一定相关性

,

但其回归系数并不处于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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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显著水平上
,

还不能说明农 民每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多少对其生育意愿有多大的作用与影

响
,

在人 口因素中
,

农民的年龄大小 的确与其期望生育的子女数呈正相关关系
,

这一状况在

50 岁及以上年龄组反映得尤为突出
,

农民年龄越大
,

其生育意愿则表现得越强烈
。

不过
,

舞必

须看到冬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极为缓慢的笋甸县和定西县
,

其低年龄组的生育意愿仍十分强烈
,

表明他们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认向感仍然较低
;
农民初婚年龄与其生育意愿皇负相关也结

婚年龄越早
,

其生育意愿越强烈j 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设相悖的是
,

农民对避孕节育措施方法

的了解程度与其期望生育的子女数呈正相关
,

即农民对避孕节育措施方法了解的越多
,

其圭育

意愿也越强烈
,

这种状况主要反映在凤城县和罗甸县上
。 一 `

五
、

结论
.

分析结果表明
,

制约贫困地区农民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既有社会因素
,

也有经济

因素
,

更有人 口因素
,同时

,

这些社会
、

经济
、

人 口因素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贫困地区 内

部
,

其作用程度既有
L

一定共同性
,

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
这也是贫困地区生育率变化的社会经济

模式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突出特征之一
。

我们认为
,

从根本上转变贫困地区农民生育观念在于 、

1
.

从总体上讲
,

持续
、

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将有利于农民生育观现代化过程的最终

完成
。

自前
,

中国广大贫困地区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

这无疑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创造了绝好的契机
。 、

我们有理由相你改革开放将会帝动贪困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固发展
,
从而

大夭地提高农民整体社会经济地位
,

为其生育观念转变创造条件卜
`

2
.

分析结果表明
,

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生育观转变的作用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

从长远上

看
,

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农良整体文化素质将是该地区农民生育观彻底转变和顺利贯彻计划生

育政策的关键环节
。

尽管岑展教育对生育率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

但它对生育率的转变作
用则是根本与长期的

。

由此看出
,

贫困地区强化国民教育
,

继续巩固扫盲工作成果已是势在必

行
。

.3 从近期看
,

通过有效的经济
、

行政
、

法律等方面手段来提高农民的初婚年龄虽仅是现阶

段实现人日控制目标的权宜之计
,

但它却有利于贫困地区农民生育观转变的大环境形成
。

我们

认为
,

创造一种提高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环境氛围会更有效地改变农民早婚早育的习俗
,

但这

一使命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 一

. `
- -

4
.

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的确会减少其期望生育子女的数量
,

但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
,

这

一结论并不适用所有贫困地区
,

由此看来
,

经济收入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之理论还需要

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证实
。 ` 一 ’ 、

丫

5
.

事卖上
,

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今贫困地区的农亚生声方式
,

我们对关于农民年从事农业

翼鄂豁鳄燃屎势戳黝默{
还要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

提高农民社会经济地位
,

这是贫困地区生育率稳步下降的根本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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